
外交篇

中國的春天故事

此前，比
利時、荷蘭、

德國等歐盟國家領導人先後訪華。
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羅斯總
統，開啟第五個總統任期。俄方已
明確表示，中國將是普京新任期內
出訪的第一站。去年3月，習近平
再次當選國家主席後的首次出訪就
是俄羅斯。兩次 「首訪」 呼應，成
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的最好註腳。

作為兩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
國，中俄關係超越雙邊範圍。兩國
團結了 「全球南方」 國家，為發展

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發聲，推動全
球治理體系變革，有力地維護多邊
主義，引領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將中國作為出訪首站的不止是
普京。3月31日，印尼當選總統普
拉博沃抵達中國。印尼是G20成員
國，也是東盟經濟體量最大的成
員。普拉博沃的訪華安排充分宣
示了兩國關係的高水平。習近平
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提出了構
建 「具有地區和全球影響力的中印
尼命運共同體」 ，描繪了兩國關係
未來發展的路線圖。

4月26日

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地點：人民大會堂

議題：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贏。

中方：兩國應該做夥伴，而不是當對
手；應該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傷害；
應該求同存異，而不是惡性競爭；應該
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說一套、做一
套。

美方：美方不尋求 「新冷戰」 ，不尋求
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遏制中國發展，
不尋求通過同盟關係反對中國，無意同
中國發生衝突。

4月9日

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地點：人民大會堂

議題：確保中俄關係始終順利穩定向前
發展。

中方：中方始終高度重視中俄關係發
展，願同俄方密切雙邊溝通，加強在金
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戰略協
作。

俄方：俄方願同中方認真落實兩國元首
重要共識，加強雙邊和多邊協作，同其
他 「全球南方」 國家一道，加強團結合
作，為推動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秩
序作出貢獻。

4月16日

會見德國總理朔爾茨

地點：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議題：從長遠和戰略角度看待和發展雙
邊關係，攜手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
確定性。

中方：中德合作對雙方有利，對世界有
利。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風險」，而是雙
方關係穩定的保障、開創未來的機遇。

德方：反對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
作為歐盟重要成員，德國願為促進歐盟
同中國關係良好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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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習近平主席今年來的首次出訪，將春天裏的大國外交推向了一個高潮。為民族復興盡責，為
人類進步擔當。從為 「中法精神」 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到中塞 「鐵桿友誼」 、中匈 「黃金航道」 ，元首外交掌舵領航，擘畫大國

外交的新藍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譜寫下濃墨重彩的新篇章。中美關係企穩止跌，中澳關係重回正軌，穿梭外交斡旋烏克蘭危機、巴以
衝突勸和促談，多國首腦接連訪華，眾多財團掘金中國，普京總統將中國定為新任期首訪國……信任中國、看好中國、贏在中國，中國
以大國擔當，推動 「同球共濟」 ，實現共贏、多贏凝聚最大共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

馬浩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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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之春，習近平主席將首訪選定歐洲，
作為國家元首第三次訪問法國、第二次訪問塞爾
維亞、第一次訪問匈牙利。在務實緊湊的行程
中，習主席與三國領導人一道，帶領雙邊關係邁
上新台階。

中法堅守 「獨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遠
矚、互利共贏」 的建交初心，並為其注入新的時
代內涵，打造 「新時期互信穩定、守正創新、擔
當作為的中法關係」 ；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構建 「新時代中塞命運共同體」 ；將
中匈現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 「新時代全
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 「政治家要思考和明
確本國的發展方向，也要思考和明確同他國、同
世界的相處之道。」 對中法、中塞、中匈關係的
新定位，正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作出的頂
層設計和戰略謀劃。

今年以來，習近平主席以一系列出訪、會
見、賀信、賀電、通電話、視頻會晤等豐富多彩
的形式，以元首外交獨有的戰略性、權威性、高
端性，引領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行穩致遠，為中國
式現代化營造主動有利的外部環境，在國際事務
中日益發揮大國作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認同
當今國際秩序動盪變革，世界形勢風雲變

幻，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冷戰」陰霾密布，大
國關係發生新的深刻變化。中國秉持戰略定力，
着眼世界和平穩定大局，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
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新格局。中國擴大
免簽 「朋友圈」 ，遊客來華大增，中國免簽入境
外國人同比上升266.1%，中國高水平開放的煙
火氣，為全球高水平發展增添活力與朝氣。

4月2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
拜登通電話，就中美關係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

坦誠深入交換意見。隨後，拜登政府兩位重量級
閣員，財長耶倫和國務卿布林肯接踵訪華。

去年舊金山會晤中，習主席提出 「五個共
同」 ，為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澆築起五根支柱，
指出了中美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的正確相處之道，形成了 「舊金山願景」 。

在元首外交的引領下，中美關係出現企穩止
跌勢頭。在與拜登通電話時，習主席又提出了
「以和為貴、以穩為重、以信為本」 三大原則。

在會見布林肯時，習主席以 「四應四不」 總結了
中美建交45周年的基本經驗，並對未來作出指
引。習主席還首次提出了 「同球共濟」 的理念，
他強調： 「人類社會休戚相關、福禍相依，各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應該為實現共贏、多
贏凝聚最大共識。這是中國看待世界和中美關係
的基本出發點。」

正是這種大國襟懷和全球視野，令 「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全世界得到廣泛認同，也
為中美關係企穩的提供了關鍵動力。作為世界上
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的企穩，為世界帶
來了寶貴的確定性。

面對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大挑戰，中國提出
了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
球化」 的新倡導。歐洲是多極化世界的重要一
極，也是中國外交的主要發力方向之一。歐洲同
樣將中國作為外交重點。比利時、荷蘭、德國等
歐盟國家領導人先後訪華。

4月中旬，德國總理朔爾茨時隔一年半二度
訪華。2022年11月，朔爾茨成為中共二十大之
後，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如今又成為
2024年首位訪華的西方大國領導人。作為世界第
三大經濟體、歐洲經濟的頭號 「發動機」 ，朔爾
茨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德中關係的高度重視。

4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
會見德國總理朔爾茨，並一起散步，共進午餐。
在閒庭信步當中，雙邊關係與高層交往，潤物無

聲，不斷深入。習主席指出， 「中德在世界多極
化問題上有不少共通之處」 「都支持自由貿易和
經濟全球化」 。這是中德 「全方位戰略夥伴關
係」 的重要支撐。

投資中國 深耕中國 贏在中國
隨朔爾茨訪華的，有西門子、科思創、寶

馬、奔馳、大眾、拜耳等一大批重量級企業，到
中國尋求合作、尋找機會。4月28日，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訪華前腳剛走，特斯拉CEO馬斯克就飛
到北京來談合作。

再往前，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
會拉開帷幕，眾多外國企業家齊聚中國寶島海
南。3月27日，來訪的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
在北京受到習近平主席的親切接見。今年一季
度，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2萬家，同比增長
20.7%。 「繼續投資中國、深耕中國、贏在中
國」 ，跨國公司用腳投票，步履無比堅定。

在與朔爾茨漫步釣魚台之後20天，習主席又
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其 「第二故鄉」 的 「牧羊人
驛站」 餐敘，品嘗地方特色美食，續寫 「高山流
水遇知音」 的佳話，也在輕鬆友好的氣氛中，開
啟了中法友好關係第二個 「甲子」 的新篇章。60
年前中法建交，正是堅持獨立自主、跳出陣營對
抗邏輯的產物。如今，這一寶貴精神財富，在防
止 「新冷戰」 、反對 「脫鈎斷鏈」 的新形勢下，
煥發全新意義。

法德兩國是歐盟政治經濟的 「雙核」 ，比利
時、匈牙利分別是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歐盟輪
值主席國。短短幾個月時間裏，習主席先後在北
京會見比利時首相、德國總理，出訪法國和匈牙
利，這種以點帶面、以雙邊促多邊的安排，彰顯
了大國領導人高超的外交藝術和政治智慧。作為
推動多極化的兩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
場、倡導多樣性的兩大文明，中歐關係全面復
甦、穩中向上，惠及全球。

多國首腦接連訪華 攜手中國布局未來
合作共贏今年4月，在會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
習近平主席指出： 「我始

終認為，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有大國的
胸懷和擔當。」 近些年來，習近平在多個場
合不止一次地提到 「大國的樣子」 。

2020年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
性辯論上，習近平指出： 「大國更應該有大
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承擔大
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 在博鰲亞洲論壇
2021年年會時，習近平有關 「大國要有大國
的樣子，要展現更多責任擔當」 的表態，在
與會者中引發廣泛熱議與共鳴。去年10
月，在會見美國國會參議院兩黨代表團

時，習近平再次指出： 「中美作為兩個大
國，應展現大國胸懷、視野、擔當。」

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大國之
「大」 的精髓要義所在。中國正在以中國式
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
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既是在
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
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而
絕不重蹈西方一些大國殖民掠奪的老路、國
強必霸的歪路。這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根
本邏輯。反觀一些大國，大肆推行霸權主
義、單邊主義、保守主義，一面脫鈎、斷
鏈、築牆，一面圍堵、遏制、打壓，根本原
因，就是在大國之 「大」 上走偏了路，崇拜

大體量，宣揚大塊頭，圈佔大地盤。其結果
是，對世界造成了大麻煩，帶來了大撕裂。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 「大國的樣子」 ，
乃是着眼於人類前途命運，正本清源，撥亂
反正。大國的樣子，意味着有大視野、大格
局、大胸懷，有大責任、大擔當、大使命。
從妥善處理中美、中歐、中俄等大國關係，
到全方位推進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
從斡旋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到在聯合
國、G20、金磚、APEC等多邊平台發揮中
堅作用，中國堅定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
品，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 「引擎」 、維護世
界和平的 「壓艙石」 ，用實際行動重新定義
了 「大國的樣子」 。

中國定義大國的樣子

3月27日

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

地點：人民大會堂

議題：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伴，相
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關
係就會好起來。

中方：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
走到今天，過去沒有因為 「中國崩潰
論」 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 「中國見
頂論」 而見頂。

美方：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將堅定
不移繼續深耕中國，同中國發展長期緊
密的合作關係。

4月1日

同印尼當選總統普拉博沃會談

地點：人民大會堂

議題：深化全方位戰略合作

中方：中印尼關係進入共建命運共同體
的新階段。中方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
看待中印尼關係，願同印尼深化全方位
戰略合作，構建具有地區和全球影響力
的中印尼命運共同體，為兩國人民帶來
更多福祉，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
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印方：完全支持發展更加緊密的印尼同
中國關係，同中方堅定支持彼此核心利
益，推進兩國關係更加全面和高質量發
展，落實好構建兩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
共識。

4月2日

同拜登總統通電話

議題：提出處理今年中美關係要堅持的
幾條大的原則─以和為貴、以穩為
重、以信為本。

中方：中美這樣兩個大國，不能不來
往、不打交道，更不能衝突對抗，應該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繼續
沿着穩定、健康、可持續的道路向前
走，而不應該走回頭路。

美方：美方不尋求進行 「新冷戰」 ，不
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
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 「台獨」 ，無
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4月4日至4月9日

經中美雙方商定，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華

議題：由兩國財政部牽頭，在中美經濟
工作組框架下就兩國及全球經濟平衡增
長議題進行交流；由中國人民銀行和美
國財政部牽頭，在金融工作組框架下就
金融穩定、可持續金融、反洗錢等議題
持續開展交流。

中方：希望美方同中方更多相向而行，
繼續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讓 「舊
金山願景」 成為 「實景」 。

美方：美方讚賞美中經濟對話合作取得
的進展，不尋求同中方 「脫鈎」 ，願同
中方一道落實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達成
的重要共識，坦誠溝通，避免誤解，深
化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應對
緊迫的全球性挑戰，推動美中關係穩定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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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
界地緣政治衝

突頻仍，個別大國火上澆油，企圖
藉機搞零和博弈、陣營對抗。針對
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等，中國專
門發布立場文件，持之以恆勸和促
談，為政治解決矛盾衝突發揮建設
性作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
讚，中國已成為 「促進世界和平與
發展不可或缺、值得信賴的重要力
量」 。

烏克蘭危機加劇了歐洲乃至世
界的鴻溝裂痕。中國始終站在和平
一邊，充分吸納各方合理關切來尋
求解決突破。在此次中法歐領導人
峰會上，習近平又分別針對烏克蘭
危機和巴以衝突表明了中方立場。
關於巴以衝突，習近平強調，當務
之急是盡快實現全面停火止戰，重
中之重是確保人道主義救援，根本
出路是落實 「兩國方案」 。圍繞烏
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中國政府歐
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中東問題特
使翟雋，多方斡旋，開展穿梭外
交。全球安全倡議轉化為具體實
踐。

中國已名副其實地成為更具國
際影響力、創新引領力、道義感召
力的負責任大國，前所未有地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肩負
起大國的使命擔當，為動盪的世界
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贏得世
界的尊重與信任。

大國擔當

當地時間5月6日

同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

地點：巴黎愛麗舍宮

議題：堅持互利共贏，共同反對 「脫鈎
斷鏈」 。

中方：雙方應該堅守獨立自主、相互理
解、高瞻遠矚、互利共贏的建交初心，
並為其注入新的時代內涵，打造新時期
互信穩定、守正創新、擔當作為的中法
關係。

法方：法方希望向中國出口更多農產
品，同時將對中國保持市場開放，不會
針對中國企業搞歧視性政策，歡迎更多
中國企業包括高技術企業赴法投資合
作。

當地時間5月8日

同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舉行會談

地點：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大廈

議題：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構建新時代中塞命運共同體。

中方：新時代中塞命運共同體是中塞鐵
桿友誼的昇華，雙方要通過構建新時代
中塞命運共同體，不斷深化拓展高質量
共建 「一帶一路」 和中國─中東歐國家
合作，助力兩國各自現代化進程。

塞方：塞爾維亞人民對中國特別是
習近平主席充滿感激和尊重，為能同中
國這樣的偉大國家成為鐵桿朋友感到由
衷驕傲和自豪。

當地時間5月9日

同匈牙利總統舒尤克舉行會談

地點：布達佩斯總統府

議題：引領中匈關係不斷邁向更高水
平。

中方：歡迎匈牙利朋友搭乘中國式現代
化的發展快車，願同匈方繼續深化政治
互信，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同匈牙利 「向
東開放」 戰略更緊密對接，深挖務實合
作潛力，持續擴大各領域交流。

匈方：匈方期待同中方密切交往，加強
發展戰略對接，推動匈塞鐵路等重點合
作項目更多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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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在上海蘋果靜安零售店開
業儀式上，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豎
起大拇指，為中國點讚。 法新社

外企加碼投資中國
外資持續湧入

•商務部數據顯示，
2024年1月，外國投
資者在華投資新設外
資企業4588家，同
比增幅高達74.4%。
2023年全國新設立
外商投資企業53766
家 ， 同 比 增 長
39.7%；實際使用外
資金額11339.1億元
人民幣，規模處歷史
高位。

在華業績亮眼
•歐萊雅、博世
集團在華銷售額
增長均超5%；蘋
果公司大中華區
營收約佔公司總
營收1/5；默沙東
在 華 銷 售 額 達
67.1億美元，同
比增長32%……
2023年多家外企
在華交出亮眼成
績單。

深度扎根中國
•從德國大眾
最大的海外研
發中心在華投
入運營，到埃
克森美孚在大
亞灣石化區建
設再增資100億
元，越來越多
外企正在用實
際行動深度扎
根中國。

▲當地時間5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貝爾格
萊德塞爾維亞大廈同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舉行會
談。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