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國元首外交 「忙碌指數」 不斷刷新：既會老友，又交新
朋；既進行戰略溝通，又深化務實合作；既推動大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又引領 「全球南方」 團結自強；既推進睦鄰友好，又夯實多邊協作……

專家認為，面對2025年全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上升、國際局勢亂
雲飛渡的局面，中國外交仍將展現自信自立、堅持正義、扶弱揚善的精神
風骨，不懼訛詐不怕施壓，有實力有信心應對各種風險挑戰，踐行人類命
運共同體理念，廣交朋友推進合作，繼續推動國際關係從和平共處向命運
與共的歷史跨越，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

大公報記者 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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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中日關係 有望更上一層樓
2024年10月，習近平

主席同莫迪總理在喀山舉行
雙邊會見，就改善和發展中

印關係達成重要共識，在關鍵時刻為中印
關係恢復發展校準了航標、明確了方向、
迎來了轉機。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
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錢峰指出，當
前，兩國關係正處於繼續改善和向好之
中。作為世界上兩個發展大國、新興經濟
體代表、全球南方重要成員和相鄰大國，

2025年將迎來兩國建交75周年，兩國關
係有望繼續延續喀山峰會以來的這一積極
勢頭。錢峰稱，在中印兩國領導人的戰略
引領之下，有理由相信中印兩國會從過去
4年起伏跌宕的歷程中總結經驗，恢復各
層級對話和溝通機制，努力拓展互利合
作，增進互信，積累共識，致力於通過對
話協商妥處包括邊界問題在內的新老分
歧，為推動中印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
道創造條件和氛圍。

2024年，中日再次確認全面推進中
日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
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雙邊關係。近
日，日本外相岩屋毅應邀訪華，中日就
人文交流達成十項重要共識。據日媒報
道，日方希望盡快邀請王毅訪日，推動
日中關係全面改善。另外，日本首相石
破茂據報道亦表態希望訪華。外界普遍
認為，中日關係企穩回暖信號明顯，
2025年雙邊關係有望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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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懼訛詐不怕施壓
廣交朋友同球共濟

合作共贏 有實力有信心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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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弘揚正確二戰史觀 維護國際秩序
2024年是中俄兩國關

係發展的豐收年。面對百
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局

勢變亂交織，中俄兩國始終相互尊
重，彼此信任，團結協作，攜手推動
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持
續穩定向前發展。展望2025年，清華
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太和智
庫高級研究員錢峰向大公報表示，中
俄將會共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捍衛
二戰勝利成果，切實維護戰後國際秩
序。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聯
合國成立80周年。錢峰認為，2025
年有望成為中俄關係發展史上又一具
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年份。作為國際關
係民主化的中流砥柱，中俄將會舉行
重大慶祝活動，共同弘揚正確二戰史
觀，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切實維護戰
後國際秩序。此外，中俄兩國還將分
別舉辦上合組織元首理事會和政府首
腦理事會會議等重大主場外交活動，

有望共同推動上合、金磚等全球南方
合作取得新的發展。這都會為兩國關
係保持高水平運行注入新的動能和活
力。

2025年，俄烏衝突將進入第四個
年頭。錢峰表示，在錯綜複雜的國際
和國內因素影響下，當前俄烏衝突處
在一個更加微妙的關鍵時期。這位專
家判斷，2025年，俄烏衝突既面臨進
一步升級的趨勢和風險，也存在恢復
對話和談判的契機。

對於中國外交可從中發揮的作
用，錢峰指出，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
的製造者，也不是當事方，但中國一
直以自己的方式為緩和局勢、化解危
機發揮建設性作用，呼籲遵守局勢降
溫 「三原則」 ，堅持戰場不外溢、戰
事不升級、各方不拱火。值得注意的
是，現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聲音正在
增加，這符合中方和全球絕大多數國
家的期望，希望俄烏能夠抓住契機，
為危機的政治解決積累有利條件，盡
快找到停火止戰的途徑。

維權解決挑釁 合作開發南海
2024年，個別國家

頻繁在南海挑起事端，對
此中國開展有理有力維

權，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
定。華陽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南
海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吳士存日前在
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表示，關於南海形
勢，2025年中國或將面臨兩個窗口
期：維權窗口期和海上合作窗口期。

一是中國維權的窗口期。吳士存
表示，如果菲律賓在仁愛礁實施進一
步挑釁行動，不排除中方可能會驅離

菲律賓的非法 「坐灘」 軍艦。
二是海上合作、南海共同開發的

窗口期。吳士存注意到，2024年，中
國和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在聯合聲
明中均提及在海上進行共同開發，尤

其是中國和印尼同意在 「兩國主張重
疊海域」 共同開發合作，釋放出積極
信號。在南海問題上，重疊海域爭議
範圍廣，涉及國家多，意味着很難在
短時間內解決所有爭議，甚至幾代人
都解決不了。各國肯定要重返合作之
路，這是遲早的問題。如果中印尼、
中越等最終可以促成在海上共同合作
開發的案例，將起到非常積極的示範
作用。

和平
穩定

◀2024年，個別國家頻繁在南海挑起
事端，對此中國開展有力維權。圖為
2024年9月19日，中國海警在我國黃
岩島附近海域值守。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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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加強經貿合作 應對貿易戰
2024年，全球南方加

快崛起。展望2025年，中
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

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研究員向大公
報表示，預料2025年世界經濟並不會太
平，而且還需應對一個重大變數，即特
朗普上台後可能加徵關稅和打 「貿易
戰」 等，中國與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在
內的全球南方，要進一步加強經貿合
作，以共同應對可能面臨的挑戰與
風險，避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遭受
挫折。

賀文萍認為，2025年，中國與
發展中國家關係中，可能有兩大亮
點事件值得關注。一是今年是萬隆
會議召開70周年，二是南非將舉辦
二十國集團峰會。

日前，王毅外長在談到2025年
中國外交時表示，中國將辦好上海
合作組織 「中國年」 ，支持巴西舉
辦金磚峰會和氣候變化大會，支持

南非舉辦二十國集團峰會，推動國際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2025年，動盪不安的中東局勢將會
如何發展，中國外交將繼續為維護中東
和平穩定發揮哪些建設性作用？中國現
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副所長秦天向
大公報表示，2025年的中東形勢仍將會
與巴以衝突高度相關，而巴以衝突的陰
雲仍籠罩在中東上空。

2024年，巴以衝突不斷升級蔓延，
從加沙擴展到其他多條戰線。秦天認
為，到2025年，不同戰線之間出現了明
顯的分化趨勢。從整體看，預料以色列
的優勢會持續擴大，而 「抵抗之弧」 的
力量將持續受到削弱， 「抵抗之弧」 背
後的 「老大哥」 伊朗，可能會面臨特朗
普第二任期的極限施壓，處境會更加艱
難。

這位知名專家預料，特朗普上
台之後應該會推動新一輪和談，但
加沙最終能不能實現停火，仍存在
變數。在秦天看來，中國外交可在
中東發揮的作用主要是兩點：一是
中方力所能及的勸和促談，相信中
方將會繼續推動沙伊和解進程，也
會繼續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和解；二
是以發展促進中東地區的和平繁
榮，中國將繼續通過與中東國家進
行經濟合作，為中東經濟注入新的
活力，增添新的信心。

專家：中國為世界注入穩定性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
邊關係，可能沒有之一。處理好中
美在經貿、科技以及其他領域的關
係，對維持世界的穩定性，注入確
定性，激發創新和增長動能非常重
要。未來，中美更需要加強合作而
非對抗。

進入新的磨合期

中美關係

中歐之間並沒有任何根本的利益
衝突，也沒有地緣政治矛盾，而是有
廣泛的共同利益。2025年是中歐建交
50周年，雙方需要抓住契機，推動各
領域務實合
作進一步提
質升級。

中歐關係

尋覓合作 突破口

2025年，中國將繼續推進高質
量的發展與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展
現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與世界分
享中國的發展紅利，為全球經濟增
長注入向上的推動力。

2025年

中國繼續貢獻 穩定力量

在全球熱點不斷、地緣衝突頻發
的背景下，中國勸和促談，不拱火不
遞刀子，彰顯大國外交風範，可以說
是2024年國際舞台中呈現的一抹亮
色。

局勢動盪

中國維護和平展擔當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王友明

2024年，中國成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
夥伴，貨物貿易總額連續7年居全球第一。隨着中國過境
免簽政策全面放寬優化，外國人來華的熱情也不斷升
溫。中國通過開放與世界架起橋樑。不論是單邊開放還
是自主開放，都是中國主動向世界開放的重要形式。

朋友圈更廣

與世界共享機遇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張茉楠

資料來源：中新網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

◀1月2日，在黑龍江
哈爾濱中央大街，俄
羅斯遊客（右）和意
大利遊客正在合影。

中新社

▲在老撾萬象， 「瀾滄號」 動車組緩緩駛離中老鐵
路萬象站站台。 新華社

本月20日，特朗普時隔四年後將再度
入主白宮，成為第47任美國總統。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在
2024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上演
講時表示，希望美國新政府做出正確抉
擇，同中方相向而行，排除干擾，跨越障
礙，力爭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
展。他還稱，中方願同美方保持對話、管
控分歧、增信釋疑、拓展合作，共同探尋
兩個大國在這個星球上的正確相處之道，
造福兩國、惠及世界。

那麼，新一年的中美關係，到底將會
何去何從呢？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勇向大
公報指出，新的一年，中美關係充滿着新
挑戰與新機遇。其中，首先是高度的不確
定性。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
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美國的國際地位與對
外政策正處於巨大的調整之中，這給中美
關係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在新環境下尋找更好合作空間
「但與此同時，中美關係發展也面臨

着新的機遇。」 「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
大的經濟體，在全球政治經濟安全格局當
中，佔據着重要地位。雙方完全可以通過
合作，實現互利雙贏。」 在王勇看來，中
美之間不僅僅是 「競爭」 ，雙方還可以攜
手實現更加平衡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共同
推動地區衝突的解決，推動世界經濟和社
會更大、更公平的發展，保障世界和平與
穩定。

中美如何相處，既關乎兩國人民福
祉，也關乎世界前途命運。但近年來，美
國政府對華政策卻時不時上演 「兩面
派」 ，一方面嘴上做出 「六不一無意」 承
諾，另一方面又在實際行動上對中國進行
種種打壓圍堵。王勇指出，中美當前產業

和科技競爭突出，中美在新的環境下理應
找到一個更好的合作空間。

應將中國快速發展視為美國機遇
這位知名專家表示，對於美國來說，

最重要的是改變過去的思維定勢，樹立正
確的對華認知，將中國的快速發展視為美
國的機遇，這樣美國一定也會獲得更大發
展空間。 「如果美國繼續將中國作為頭號
『戰略競爭對手』 ，忽視中國的文化、歷

史、制度的和平性與特殊性，那麼就有可
能會使新一年的中美關係陷入一個 『死胡
同』 。」 「但同時，中美間亦有着大量的
共同利益和廣闊的合作前景，特別是美國
如果能夠樹立正確的對華認知，兩國可在
基礎設施、科技、人文交流等多領域展開
廣闊的合作。」

日前，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
舉行記者會時表示，美中兩國聯手可以解
決世界上所有問題。王毅日前也表示，只
要中美合作，就可以辦成許多大事好事。

「中美之間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政府
之間的對話。」 對於新一年的中美關係發
展，王勇提出四點建議：一是中美兩國領導
人和執政團隊，要迅速建立密切的溝通關
係，要盡快開出合作清單，並通過對話尋找
合作的可能方案；二是對於中美之間的存在
競爭甚至衝突的問題，要不迴避矛盾，要通
過對話盡量縮小分歧，尋找出一個平衡的解
決方案；三是中美還應進一步拓展人文交流
管道，全方位開展人文交流合作，中美完全
可以通過加強人文交流來促進彼此之間的合
作框架；四是中美可在全球性問題上，包括
公共衞生、氣候變化、全球市場開放、公平
貿易等方面，進一步展開磋商與合作，可團
結其他相關國家，發揮聯合國、世貿組織、
世界衞生組織等現有國際機制作用，開闢新
的合作空間。

專家：美應改變思維 樹立正確對華認知

合作
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