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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國共同發展
出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 強調「全球南方」應當以更加開放包容姿態攜手共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6月28日上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大會並發表題為《弘揚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70年歷史發展反覆證明，

加強團結合作、增進溝通理解是各國共迎挑戰、共創未來的有效途徑。「全球南方」聲勢

卓然壯大，為推動人類進步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球南方」

應當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攜手共進，走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列。

習近平指出，在近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
程中，處理國與國關係，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與安寧，促進全人類發展與進步，始終是各國不懈
探索的重大命題。70年前，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
風起雲湧，世界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陰雲籠罩
世界，「強權即公理」甚囂塵上，剛剛獲得獨立的
新生國家渴望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中國
領導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並將其納入中印、中緬聯合聲明，共同倡導
將五項原則確立為指導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這
成為國際關係史上的偉大創舉，具有劃時代的重大
意義。
70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跨越時空、超越隔
閡，經久愈韌、歷久彌新，成為開放包容、普遍適
用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為國際
關係和國際法治樹立了歷史標杆，為不同社會制度
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提供了正確指導，為發展中國
家團結合作、聯合自強匯聚了強大合力，為國際秩
序改革和完善貢獻了歷史智慧，為人類進步事業作
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習近平強調，70年後的今天，面對「建設一個
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課
題，中國又給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時代
答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一脈相承，都根植於親仁善鄰、講信修睦、
協和萬邦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彰顯了中國外

交自信自立、堅持正義、扶弱揚善的精神風骨，
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的世界情懷，都展現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
堅定決心，是新形勢下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好的
傳承、弘揚、升華。這一理念立足於國與國命運交
織、休戚與共的客觀現實，樹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
典範；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開闢了和平和進步的新境界；着眼世界多極化和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勢，豐富了發展和安全的新
實踐。

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國商量着辦
習近平指出，面對和平還是戰爭、繁榮還是衰
退、團結還是對抗的歷史抉擇，我們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加需要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內
涵，朝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目標不懈努
力。
——我們要堅持主權平等的原則。倡導平等有序

的世界多極化，確保各國都能在多極體系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國際法前提下發揮應有的作
用，確保世界多極化進程總體穩定和具有建設性。
——我們要夯實相互尊重的基礎。尊重彼此的核

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
道路和制度模式，共同維護好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一
「黃金法則」，共同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反對搞陣營對抗和各種「小圈子」，反對強迫別國
選邊站隊。

——我們要實現和平安全的願景。共擔維護和平
責任，同走和平發展道路，共謀和平、共護和平、
共享和平。踐行全球安全倡議，以合作促發展、以
合作促安全，構建起更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
全架構。
——我們要匯聚共築繁榮的動力。倡導普惠包容

的經濟全球化，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踐
行全球發展倡議，讓各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共謀
發展繁榮。
——我們要秉持公道正義的理念。倡導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國
際規則由各國共同書寫、共同維護，世界上的事要
由各國商量着辦。
——我們要展現開放包容的胸襟。踐行全球文明

倡議，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促進各種文明包容
互鑒。這個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國共同發展、共同進

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學互鑒中兼
收並蓄、交相輝映。

繼續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習近平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早已載入中國憲
法，成為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國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不會改變，同各國友好合作
的決心不會改變，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的決心不會改
變。中國將繼續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攜
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維護世界和平、促
進共同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習近平最後指出，今天，推動人類和平和發展事

業的接力棒，歷史地落到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讓我
們以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為起點，
肩負歷史使命，攜手勇毅前行，共同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開創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6月28日上
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
席紀念大會並發表題為《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
則，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宣布，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
中方將設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來5年
向「全球南方」國家提供1,000個「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卓越獎學金」名額、提供10萬個研修培
訓名額，並啟動「全球南方」青年領軍者計
劃。
習近平強調，我們要共同做維護和平的穩定
力量，推動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分歧和爭
端，建設性參與國際地區熱點問題的政治解
決；共同做開放發展的中堅力量，推動發展重
回國際議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發展夥伴關
係，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共同做全球治
理的建設力量，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
建設，努力擴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動全球治理
架構更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鑒的促進力

量，增進世界各國不同文明溝通對話，加強治
國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
民間、青年等領域交往。

提供1000個獎學金名額
習近平宣布，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
作，中方將設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來
5年向「全球南方」國家提供1,000個「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卓越獎學金」名額、提供10萬個研
修培訓名額，並啟動「全球南方」青年領軍者
計劃。繼續用好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
金、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氣候變化南南
合作基金，同有關方共同設立落實全球發展倡
議三方合作示範中心，在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續
設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中方願同更多「全球
南方」國家商談自由貿易安排，繼續支持世界
貿易組織發起的促貿援助倡議並持續注資「中
國項目」，歡迎更多「全球南方」國家加入
《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國際經貿合作框架倡
議》。

中國將設「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五年提供10萬培訓名額

70 年前，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非殖
民化運動興起，亞非
拉民族獨立解放事業

蓬勃發展，廣大新生國家普遍渴
望建立平等國際關係，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應運而生。70年間，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從雙邊走向多
邊，從亞洲走向世界，從規範國
與國關係的共識，上升為構建國
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遵循。

70年後的今天，世界又一次站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放眼全球，
俄烏衝突戰火已持續兩年多時
間，巴以衝突仍在延宕不止，地
區和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
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凸顯。
近年來，個別大國大搞霸權主義
和強權政治，公然抵制聯合國安
理會決議，侵蝕多邊機制權威
性，並不斷拼湊地緣政治「小圈
子」，挑起陣營對立，變本加厲
地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泛安全
化，築起單邊制裁、科技壁壘的

「小院高牆」。
種種亂局背後，其實歸根結底

都是因為少數國家背離了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要團結還是分裂、
和平還是衝突、公道還是霸道，
是擺在全球面前的艱難抉擇。

2014 年 6 月 28 日，面對老問題
與新挑戰，習近平主席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
上與時俱進、有的放矢地提出了
「六個堅持」：堅持主權平等、
堅持共同安全、堅持共同發展、
堅持合作共贏、堅持包容互鑒、
堅持公平正義。如今，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
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得以
傳承、弘揚和升華。面對世界百
年變局，習近平主席指明了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進方向，發
出了「全球南方」同世界各國人
民共創美好未來的時代強音。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脈相承。進入
新時代以來，中國外交理念進一

步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理念應運而生。這一理念是對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和發展，
旨在通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實現全球範圍內的和平與繁榮。
從2013年提出至今，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已經從中國倡議擴大為
國際共識，從美好願景轉化為豐
富實踐，有力推動世界走向和
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
景。

顯然，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沒有過時，也沒有被淡化
和削弱，而是歷經 70 年歲月洗
禮，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財
富，並且是歷久彌新。誠然，踐
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沒有完成
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在進
行中。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一直並
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
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
護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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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歷久彌新的共同財富

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民族獨立
和解放運動風起雲
湧，世界殖民體系

土崩瓦解。同時，冷戰陰雲籠
罩世界，「強權即公理」甚囂
塵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新生國
家渴望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
族經濟。新中國堅持獨立自
主，積極謀求同世界各國和平
共處，努力改善外部環境尤其
是周邊環境。在此背景下，中
國領導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
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將

其納入中印、中緬聯合聲明，
共同倡導將五項原則確立為指
導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誕生於亞
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 年，
20 多個亞非國家出席萬隆會
議，在五項原則基礎上提出處
理國家間關係的十項原則，倡
導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
神。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不結
盟運動將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原
則。1970 年第二十五屆聯合國
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
言》、1974 年第六屆特別聯大
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
序宣言》，都明確採納五項原

則。五項原則被相繼載入一系
列重要國際文件，得到國際社
會廣泛認同和遵循。

來源：新華社

話你知話你知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會前，習近平
同與會嘉賓親切
交流。 新華社

▲6月28日上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
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大會並發表題為《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攜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