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力爭
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
展，夯實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引領中歐關係沿着
獨立自主、相互成就的方向穩步
向前。

•推動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八
項行動：支持舉辦第二屆中國─
中亞峰會；推動中國─東盟自貿
區3.0版升級協定書簽署實施；推
動落實中非攜手推進現代化十大
夥伴行動；加快構建中阿五大合
作格局；統籌推進重大標誌性工
程和 「小而美」 民生項目建設等。

•踐行中國特色熱點問題解決之
道：為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以
及朝鮮半島、緬甸等熱點問題的
政治解決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堅定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
亞太自貿區建設；辦好博鰲亞洲
論壇、夏季達沃斯論壇、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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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堅
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
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2025年中國外交展望

大公報記者葛沖整理

◀推動 「一帶一路」 合作共贏是中
國未來外交展望。圖為2025年中
國國際雪地排球邀請賽期間，中外
人員互動。 新華社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中國外交走向歷來備受矚目。展望2025年國際局勢，不
穩定因素將顯著上升。專家指出，儘管外部風險挑戰上升，但中國外交仍可大有作
為。中國外交將繼續唱響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主旋律，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
動，深化南南合作，以中國的穩定性為全球戰略穩定提供有力支撐，以中國的確定
性應對世界上所有不確定因素，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和平力量、穩定力量、進步
力量，深化睦鄰友好。

大公報記者 葛沖

中國和平外交 為世界注入穩定力量
更有實力應對外部衝擊 更有信心深化睦鄰友好
兩會前瞻【外交篇】

踐行多邊主義 堅持和平合作

習近平：進一步全面深改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等向黨中央和習近平述職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根據黨中央有關規定，中央政
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
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每年向黨中央
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近期，有關同志按規定就2024年度
工作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

沉着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
習近平認真審閱述職報告並提出重要要求，強調今年是

「十四五」 規劃收官之年，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
年，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繁重。要深入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三中全會
精神，增強 「四個意識」 、堅定 「四個自信」 、做到 「兩個維
護」 ，堅定不移貫徹落實黨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推動高
質量完成 「十四五」 規劃目標任務，為實現 「十五五」 良好開
局打牢基礎。要增強政治能力，沉着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帶來
的挑戰，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

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穩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確保社會大局穩定。要錘煉黨性、提
高思想覺悟，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加強調查研究，嚴格落
實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自覺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
任。要立足自身職責，堅持幹字當頭，履職盡責、攻堅克難，
推動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新征程上展現新擔當新作為。

世界局勢是穩還是亂，大國作用是關鍵。
2025年新春伊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即拉開
大幕，與多國政要互動會面，促進大國關係穩
定發展，深化睦鄰友好，與全球南方國家共謀
新合作。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年1
月，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接連退出多個國
際組織，並發動貿易戰宣布多項加徵關稅措
施。全球普遍擔憂，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將會
越來越趨於推行單邊主義政策，令全球保護主
義大幅上升。

中美關係挑戰機遇並存
2025年注定將是大國關係劇烈動盪的一

年。特朗普下令對華輸美產品加徵10%的關
稅，並在巴拿馬運河及共建 「一帶一路」 等方
面上對華發難。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向大
公報表示，今年中國外部環境面臨的最大不確
定性將來自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中
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宋偉向大公報指出，與第一個任期相比，中美
之間的貿易戰在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內可能會
更加激烈。

特朗普此前曾宣稱要將對華懲罰性關稅增
加60%，但宋偉認為，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為對華關稅增加的話，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
也會大大上升。王勇指出，雖然面對着美國可
能對華發動貿易戰的壓力，但中國應對美國關
稅和經濟打壓也有了更多的籌碼。近年美國的
壓力加快了中國的自主創新，中國在人工智
能、半導體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近日，美俄領導人互通電話。特朗普第二
任期試圖拉攏與俄羅斯的關係，迫使烏克蘭接
受領土現狀以及不加入北約。外界有聲音認
為，美俄關係改善或影響中俄關係。但宋偉認
為，美俄關係即便有所改善，也不太可能從根

本上動搖中俄關係。
特朗普為自己拉攏俄羅斯等辯護的理由之

一是為了集中力量對抗中國。但宋偉表示，考
慮中美之間的核威懾平衡以及相互依賴的經濟
關係，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真的同中國 「開
戰」 ，而且特朗普不太重視意識形態、人權問
題，這使得中美關係減少了一個高度緊張的對
抗點。

中歐可攜手反對美貿易保護主義
伴隨着特朗普重新執掌白宮所帶來的

「2.0版本」 的衝擊，美歐之間因加徵關稅、
欲提高北約軍費和收購格陵蘭島等問題而矛盾
重重。同時，雙方在經貿、俄烏衝突、巴以問
題等一系列議題上，亦立場差異巨大，時有紛
爭。

宋偉判斷，面臨美國政策重大變化，歐洲
雖然不會快速改善同中國的戰略關係，但在處
理中歐關係方面也會更加慎重，掣肘的因素更
多，對於中國來說這是改善中歐關係的一個契
機，例如共同反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類
似的，在特朗普四面出擊、與盟友關係緊張的
背景下，中日關係、中韓關係都存在更多發展
機遇和空間。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求同存
異，對外關係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全方位對外
開放。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
年。中國作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將繼續踐行
真正的多邊主義。宋偉建議，中國要堅持互利
互惠的導向，在 「一帶一路」 建設中考慮當地
的實際需求和中國自身的利益，加強與南方國
家的相互信任和經濟合作。此外，今年中國外
交還將繼續為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以及朝鮮
半島、緬甸等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發揮建設性
作用。

中國軍力發展不為侵略只為和平
從國防預算，到武器裝備，

再到實戰化演練，解放軍的一舉
一動，總是備受各方矚目。 「中

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
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軍隊始終是維護
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這是莊嚴承諾，更是
堅定行動。

進入新時代，中國軍隊向着世界一流軍
隊發展。重塑領導指揮體制，優化規模結構和
力量編成，推進軍事政策制度改革，建立軍委
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格局。同時，
近年來，解放軍還有警巡東海、戰巡南
海、前出西太等等行動。為切實捍衛國
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解放軍跨區全
域練兵、實戰化演練，已成為常態。

知名軍事專家宋忠平向大公報指
出，近年來，中國的軍事能力也在不斷
增強：中國軍隊的軍兵種分配也更加合
理均衡；高技術兵種的能力越來越強；
聯勤保障能力更加完善。

「中國的航空母艦從無到有，從小
到大，從過去的零艘到現在的三艘，未

來還會有更多；中國戰機殲-20已經批量服役
並形成戰鬥力，中國下一代戰機也開始全球首
飛；火箭軍的武器裝備也是獨樹一幟。這些都
說明中國的裝備製造能力已躍居世界前列。」
宋忠平說。

宋忠平強調，中國軍力發展不是為了侵
略，中國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地區乃至世界和平
與穩定。他說，中國不會侵略其他任何一個國
家，但也絕不允許其他國家插手我們的核心利
益。 大公報記者葛沖

責任編輯：陳晴妍 美術編輯：程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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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全球安全倡議：目前已有82個
國家加入 「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
組」 。

❷ 「一帶一路」 合作：中歐班列累
計開行突破10萬列，155個國家
加入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大家
庭。

❸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放開製造
業准入，給予所有建交的最不發達
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

❹優化外國人來華政策：對38國實
施單方面免簽，54國實行過境免
簽。

❺建立中美戰略夥伴關係：中美舉
行兩輪戰略溝通和五次金融、經濟
工作組會議，近1.5萬名美國青少
年通過 「5年5萬」 項目來華。

❻保護海外僑胞：一年來從國外高
風險地區累計平安撤回1萬多位同
胞，全年處理領保求助案件5萬多
起，遣返電詐網賭嫌犯3000多
人。

大公報記者葛沖整理

數看2024年中國外交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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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政府工作報告提建議

推動世界和平 彰顯大國擔當
─北京市民張女士

近幾年國際局勢再次變得動盪不安，危機四起，這給世界各國家都帶來巨大挑戰。面對動盪不安
的世界，中國仍可通過自身強勁的經濟發展動力，通過與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企業和公眾共同努
力，通過包容性增長、國際合作、可持續發展等措施，有效地緩解世界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進一步推
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在熱戰頻仍，全球面臨分裂的今天，凸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和
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榜樣性力量。

發揮香港優勢 連接國內外雙循環
─香港律師董先生

香港依託 「一國兩制」 的獨特制度優勢，坐擁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的獨特地位，已成為連接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樞紐。作為一名在香港法律界執業十餘年的專業人士，我衷心期望：一方面，
香港能夠持續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發揮自身的專業特長和獨特優勢；另一方面，香港可以更加深入地融
入國家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之中，藉此契機推動優勢行業的蓬勃發展，為服務國家戰略貢獻出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加強中美交流 增進青年友誼
─內地大學生Grace

作為一名大學生，我特別關注中美關係發展。近年來，美國不斷對中國在經貿、高科技、台灣等
問題上製造麻煩，今年特朗普上台後不久，又對中國出口美國產品加徵關稅，這些都影響了兩國民眾
之間的感情。人們常說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 ，而青年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作為
一名年輕人，希望中美能進一步採取措施，增進兩國民眾各層次各領域的交流，特別是青少年間的交
流，要吸引更多美國留學生來華學習交流。

大公報記者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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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發展的目的是和平。圖為中國第27批赴剛
果（金）維和部隊官兵被授予聯合國 「和平勳章」 。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