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大国关系良性循环合作共赢
（上接第一版）中俄印要推动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 旗

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共同

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利益。 中俄印要积极倡导共

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加

强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 推动热点问题

的政治解决进程， 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普京表示， 俄中印互为友好国家，

在相互平等、 相互尊重基础上发展起良

好关系。 当前世界形势下， 俄中印加强

合作符合三国自身利益， 也对世界有积

极意义。 三国要致力于建设更加公平、

公正的国际体系 ， 促进世界和平与稳

定， 加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包括二十

国集团议程上的合作， 推进欧亚经济联

盟和 “一带一路” 建设对接。

莫迪表示， 我们三国就当今世界面

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十分必要。 国际

形势中不确定性上升， 单边主义、 小集

团倾向抬头， 对多边主义带来挑战。 发

达国家未能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

诺，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任重道远。 印中俄作为世界主要国家，

有责任保持密切沟通， 在维护国际和地

区稳定 、 促进经济繁荣 、 共享发展经

验、 共迎新挑战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共

同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多边体系。

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中

俄印合作机制。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俄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印

度总理莫迪就新形势下中俄印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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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各阶层人民

习近平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习近平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上接第一版）近年来，我同总统先生保

持密切沟通， 共同引领中土战略合作迈

上更高水平。 希望两国主管部门密切配

合，全面落实我们达成的共识，努力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果。

习近平表示， 中方支持土耳其为实

现稳定发展所作的努力。 中方愿同土方

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

埃尔多安表示， 很高兴土中关系持

续发展深化。 土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

交往，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愿在共

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经贸、投资、航

空、旅游合作。土方愿同中方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加强沟通合作。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日专电
（特派记者覃远东 赵涛 张峻榕）当地时

间11月3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指出， 安倍首相不久前成功

访华， 我们达成的各项共识正在逐步落

实，中日关系呈现新的气象。双方要建设

性地把握好中日关系发展方向， 在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基础上， 共同开辟两

国关系新前景。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日发展关

系面临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日经

贸务实合作潜力巨大。 我们欢迎日方继

续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共享中国发

展新机遇。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拓

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要争取早日谈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自由贸易

协定。要发扬民间友好传统，加强人员交

流，夯实中日关系社会和民意基础。要按

照我同首相先生就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

关系达成的原则共识， 不断增进战略安

全互信。 双方要切实妥善处理好一些重

大敏感问题， 确保两国关系不再受到干

扰。 中方支持日方办好明年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

安倍晋三表示，很高兴今年10月访华

时双方就进入新阶段的日中关系达成重

要共识。日方将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促进

亚洲的发展。 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努

力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增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交流，这符

合日中两国及国际社会的期待。日本高度

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

方在多边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日方主张

维护自由贸易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系，愿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快推进日中韩自

贸协定谈判，期待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

期间加强同中方的合作。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专电
（特派记者覃远东 赵涛 张峻榕）当地时

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 中德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密集。作为全方位

战略伙伴， 两国在多边机构和国际事务

中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我们愿继续同

德方保持密切合作， 共同为维护多边主

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世界和平稳

定发展作出努力。

习近平强调， 中德应该坚持互利共

赢。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今年以来陆

续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市场开放举措。 我

注意到不少德国企业已成为各自领域新

开放政策的首批受益者。 双方可以发挥

各自优势，推动中德合作向更高质量、更

高层次、 更高水平迈进。 中方视德国为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合作伙伴，愿同德

方推进亚欧互联互通。 中德作为世界主

要经济体和贸易大国， 应该继续共同维

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我们愿同德

方一道，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

默克尔表示，德中关系发展良好，两

国保持高层交往， 各领域交流合作顺利

推进。 很高兴德国企业正在成为中国扩

大开放政策的获益者。 德方愿同中方深

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技

能培训等领域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德

国杜伊斯堡港正在更多地参与 “一带一

路”有关项目。德方赞赏中方致力于多边

合作， 坚定维护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

定》。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德中双

方要密切沟通和协调。 德方支持加强欧

中合作，愿为此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日专电
（特派记者覃远东 赵涛 张峻榕）当地时

间11月3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相信，多边主

义是最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各国除了

加强多边合作，没有更好的选择。我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

路”，就是在反复思考世界各国应如何在

千差万别的利益和诉求中实现共商共

享、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无论形势如何

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

国发挥更大作用。 相信世界绝大多数国

家也站在多边主义一边。

习近平指出， 加强同联合国合作是

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优先方向。 中国会

积极参与下个月在波兰举行的 《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推动大

会达成全面平衡的成果。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日专电
（特派记者覃远东 赵涛 张峻榕）当地时

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习近平请穆罕默德转达对萨勒曼国

王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指出，过去2年，我

同萨勒曼国王成功实现互访，两国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高兴地看到， 双方

就推进双边关系发展达成的重要共识正

在逐步落实。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沙关系。 沙特保持稳定和

发展是中东海湾地区实现繁荣进步的基

石。中方坚定支持沙方推动经济多元化和

社会改革，愿同沙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双方要落实好“一

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对接，推进

各领域合作。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日专电
（特派记者覃远东 赵涛 张峻榕）当地时间

30日上午，应阿根廷总统夫人阿瓦达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的部分国家领导

人配偶共同参观奥坎波故居。

彭丽媛等首先前往故居庭院草坪出席

欢迎酒会， 欣赏女子弦乐四重奏演奏阿根廷

特色乐曲并亲切交流。 随后， 大家在故居前

合影， 参观故居室内陈设并听取有关故居历

史文化、 建筑风格介绍。 彭丽媛表示， 参观

奥坎波故居让人近距离感受到阿根廷文化特

色。 希望中阿两国加强文化交流， 促进民心

相通。

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面对重重挑战，我们既要增强紧迫

感，也要保持理性，登高望远，以负责任

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 ”

在南半球充满希望的阳春时节，习近平

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

利斯峰会，并在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引导

性讲话，深刻分析人类历史大势，明确提

出了二十国集团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的四点倡议，赢得与会领导

人高度认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

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 经济增长

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 各类风险加快

积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

深刻变化， 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

断增加。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世

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合作

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

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

利益，考验人类智慧与道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近代以来

的世界历史充分表明，不同选择曾经给世

界带来迥异的历史轨迹， 人类有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也有过惨痛的

历史教训。 从历史大势看，人类发展进步

大潮滚滚向前， 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

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

改变。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不断延伸和

拓展，带动了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助力数

十亿人口脱贫致富。 各国相互协作、优势

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

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 在这一进程

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

的，“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

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这既是经济规律

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 周

年， 也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0 周

年。 10 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

头 ，二十国集团临危受命 ，秉持同舟共

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

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 这是一次

创举 ，团结战胜了分歧 ，共赢取代了私

利。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10年来，

我们同舟共济、勠力同心，推动世界经济走

出衰退深渊，走上了复苏增长的轨道。 10

年后，我们应该再次拿出勇气，展示战略视

野，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

展。”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从

历史使命中坚定信心、勇于担当，牢牢把握

世界经济正确方向，二十国集团责无旁贷。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就

要坚持开放合作、伙伴精神、创新引领、普

惠共赢。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四点倡议：

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

伴精神，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坚持创新引

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惠共赢，促

进全球包容发展。应当看到，二十国集团成

员间月均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比半年前翻

了一番，2018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可能

下滑 0.3%。 应当懂得，伙伴精神是二十国

集团最宝贵的财富，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二十国集团成员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克时

艰。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倡议，顺应开放

融合的历史潮流， 把握浩荡前行的历史大

势，明确了二十国集团的责任使命，彰显了

中国智慧与胸怀。 正如许多与会领导人所

说的，各方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推动世界经

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发展。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 一个团队的努

力是乘法。 二十国集团把握规律、 引领方

向，坚定信心、携手合作，就一定能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

（载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