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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

织2026年东道主。

10年前，亚太雁阵从北京起飞的壮

景犹在眼前，世界期待着深化亚太合作、

造福亚太人民的又一个“中国时刻”。

一路路，一程程。这是一个迈向复

兴的民族开放合作的勇毅，是一个胸怀

天下的大国命运与共的追寻。

（三）百年 ·大变局：与世
界相约，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
未来汇聚更大合力

世界的百年变局，文明的千年交

融。有人说，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大文

明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气质。

这一独特气质彰显于中拉友好、亚

太合作的事业，也塑造着新时代中国对

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运筹、对人类前途

命运的思考。

11月16日下午，利马海豚酒店，中

国代表团的主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

会晤在这里举行。

特殊的时间节点，赋予中美元首利

马会晤特别的意义。

握手、问候、合影，现场快门声响成一

片。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会面，距离上

一次的旧金山会晤过去恰好一年零一天。

“很高兴再次同拜登总统先生见面。”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很高兴再次见

到您。”

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

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

了稳定。

经验值得总结，启示需要记取。以

两个时间维度回望，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愈发清晰：

一个时间维度，建交45年。

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两

国做伙伴、做朋友，求同存异、彼此成就，

中美关系就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如果把

对方当对手、当敌人，恶性竞争、互相伤

害，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

一个时间维度，过去4年。

习近平主席生动地将中美关系比作

一座大厦，从2021年视频会晤到2022年

巴厘岛会晤再到2023年旧金山会晤，一

步步为大厦建穹顶、搭基座、立支柱。此

次利马会晤，习近平主席又高屋建瓴地

总结7点经验和启示：要有正确的战略

认知，要言必信、行必果，要平等相待，不

能挑战红线、底线，要多搞对话和合作，

要回应人民期待，要展现大国担当。

回望的是过去4年，着眼的是未来数

年乃至数十年、上百年。习近平主席深刻

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

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界密切关注

着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方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

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努力实现中美关系

平稳过渡，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

阐明立场。

“我们两国不能让竞争演变为冲

突。这是我们的责任，无论是对于我们

的人民，还是像您所指出的，对于世界各

国人民。”拜登总统作出积极回应。

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四个“没有变”，

成为国际媒体报道中美元首利马会晤不

约而同的重点：“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

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

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

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

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

国际观察家如是评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十分有力，“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定锚”。

把舵大国关系，为动荡不安的世界

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广交四方朋

友，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汇聚更大合力、

创造更多机遇。

常常是一场会见刚刚开始，下一场会

见的外宾已经抵达酒店等候。在习近平

主席的“APEC时间”里，密集的双边活

动与重要的多边议程接续展开。

泰国、新加坡、新西兰，三国总理都

是就任后首次同习近平主席见面。会见

聚焦的是，赓续友谊、深化合作。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与您会面，习近平

主席！”泰国总理佩通坦首先表达谢意和

敬意。习近平主席回忆起两年前的曼谷

之行，展望着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佩通坦总理谈起对不久前访华的深刻印

象，讲述着她对中国减贫经验的钦佩、对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的理

解。明年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暨“中

泰友谊金色50年”，佩通坦总理向习近

平主席发出再次访泰的热情邀请。

一年前，中国与新加坡关系提升为

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今年

两国又共同庆祝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

30周年，明年还将是中新建交35周年。

“喜事”一桩连着一桩，习近平主席同黄

循财总理达成共识：继续在现代化道路

上携手前行，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拉克森总理此前多次到访过中国，

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今年恰逢

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新西兰10周年、中新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

主席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继续发扬“争

先”精神，共同打造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

焦合作、共同发展的中新关系。拉克森总

理热情回应：期待同中方共同维护区域贸易

的自由和开放，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韩国、日本，一衣带水的近邻。会见

聚焦的是，坚守建交初心，树立正确认知。

见到习近平主席，尹锡悦总统忆及

两年前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见。国际和地

区形势风云变幻，两国元首都表示坚守

建交初心，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首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石破茂首

相当面感谢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他当选

日本首相的致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

改善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主席明确

指出，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树立正确相

互认知，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把握好

两国关系正确方向。

数日前，智利总统博里奇在圣地亚

哥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展区收到一本西

班牙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这一次，他特意把书带到会场，请习近平

主席在扉页上签名。

从曼谷到北京再到利马，两年来，博

里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三度会面。每一

次沟通交流，都是一次“发现”中国的历

程。此次见到习近平主席，他专门就钱凯

港开港道贺，表示智方同样向中国企业打

开大门。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智利始终走

在拉美国家前列，这一次也不甘落后。

一项项耀眼的合作成果，让世界更

加确认，中国不仅是古老的文明，更是繁

荣的机遇、发展的榜样。

一次次坚定的政策宣示，也让亚太和

世界更加确信，“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听听这些激荡在亚太合作大舞台上

的中国声音吧：

“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为全球

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引领

世界经济提质增效”；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继续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重要动力”；

“中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中方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

快车，同中国经济共同发展，为实现和平

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

代化共同努力”……

有学者指出，与历史上的“大国崛

起”不同，中国的发展是作为“文明型国

家”的崛起。见过那么多的风景，经历过

那么多的风雨，中华文明在绵延5000多

年的岁月里，淬炼出了进取的精神、包容

的胸怀、对和平发展的不渝信念。

世界在动荡中行进，人类社会又一

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习近平主席以“文明”破题：“秘鲁纳

斯卡文明的巨大地画，身在其中者迷，唯

有居高者方能窥其全貌。中国也有诗云，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能看到多久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

的未来。习近平主席语气坚定：坚持登

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

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杨依军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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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下一个‘黄金50年’”的走向，

答案就蕴含其中。

一份文件，中巴关系新定位的联合

声明。

“巴西是热带的中国”，在巴西流传甚

广的一句话，丈量出中巴人民的心灵距

离。习近平主席感慨，中巴是“志同道合的

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双方“有着天

然的亲近感和对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

当中巴关系的厚度不断攀升，定位的

跃迁也是水到渠成。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

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中巴命运共同体”之前，以“携手构

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为目标引

领来界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双边范畴的新拓展，新的中巴关系定位自

面世之日起，就铺展出更大作为空间。

新定位描绘新目标，呼唤新行动。

习近平主席提出4方面建议：

命运与共，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发展

与共，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担当与

共，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展现中巴力

量；休戚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中巴贡献。

卢拉总统深为赞同，他回应道：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已经开启巴中关

系全新的历史篇章”“巴中合作具有战略

意义和世界影响”。

另一份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西有关发展战略对接的合作规划。

中巴同为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上

天入海，包罗万象。这一次，在全球应者

云集的“一带一路”，将开启中巴携手发

展振兴的新航程。

这是基于合作现实的顺势发展。中

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助力巴西守护“地

球之肺”，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搭建巴

西“电力高速公路”，中国新能源汽车广

受巴西消费者喜爱……回望来路，中巴

始终是互利共赢、相互成就的同行者。

这是基于发展需求的战略选择。巴

西正在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

计划”“生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

计划”等发展战略，这些同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高度契合。战略对接，将助力巴

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

访问期间，中巴签署30多项合作文

件，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早期收获充分显

现。相较10年前、5年前，这一次访问期

间，双方擘画合作的视界更加宽广，有传

统领域，也有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在中巴合作的

加速度中，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双方携手

发展的共同意愿，造福人民的共同追求。

中巴关系里还有一个关键词，担当。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当今时代

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作为东西半球两大

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巴西理应为壮大“全

球南方”力量展现更大担当。

习近平主席寄语中巴“做相互成就

的‘黄金搭档’”，着眼的不仅仅是双边范

畴，更是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携手与共。

这一次，以中巴合作带动中拉合作，

双方共识再确认。习近平主席提到10年

前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

人共同宣布成立的中拉论坛，希望中巴一

道“继续办好”，“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

设取得更多成果”。卢拉总统欣然表示，

期待将来赴华出席中拉论坛新一届会议。

这一次，以中巴合作因应时代之变，

双方行动再出发。今年早些时候，中巴

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六点

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乌

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在解决国际

热点冲突方面展现了“南方作为”。

中巴两国元首在共见记者时都提及

此事。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中巴两

国都有扬正义、树道义的传统和担当，中

国愿同巴西一道，不断丰富中巴命运共

同体的时代内涵，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

主义，共同发出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

不要对抗、要公正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

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不同视角的拉美之行
当地时间  月  日至

  日 在拉美的七个日夜

专机自落地秘鲁利马，到从巴西利

亚腾空而起，习近平主席在拉美度过了

七个日夜。

望向时光深处。1996年，时任福建

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首次

踏上巴西土地，“我记得96年的元旦就在

途中度过的。”那一次，他飞赴地处赤道附

近的福塔莱萨，代表福建省和塞阿拉州签

署了关于建立友好省州的备忘录。

28年过去了。中国已不再是彼时的

中国，世界不再是那时的世界。当年中拉

友好的参与者，也已成为中拉时间的开拓

者、中拉合作的推动者、中拉关系的擘画者。

纵横正有凌云笔。

世界对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的观

察，呈现出不同视角。有人从全球局势

切入，看到“未来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

性，但中国是确定性因素，将继续致力于

和平与发展”；也有人从中国影响展开分

析，认为“对拉美的访问凸显了中国日益

增长的影响力，在各种贸易协定和全球

平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看似不同的解读，只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

当前，不确定性上升成为各方对未

来的共同预测，对大国角色的新一轮审

视在全球范围展开。中国，一个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因拨云破雾的思想

力、挺膺担当的领导力、言出必践的行动

力，因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担当，在充

溢着迷茫、不安的新的历史时刻，成为举

足轻重的建设性力量。

从问题清单里去观察。

大国关系迎来新变量，维护全球稳

定需要大格局。拉美之行期间，中美元

首举行了1小时45分钟的会晤。“四个没

有变”再次展现中国的确定性，富有哲思

的7点经验启示，为当下也是为未来的中

美关系，指引前行之路。两国如何相处，

是对抗还是合作，中国无疑是“为世界注

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的积极力量。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仍在延宕，政

治解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守望和

平，筑牢根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强调“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

安全之路”，从根本处着眼为和平解决两

场危机指明努力方向，凝聚国际共识。

在发展方向上去审视。

在APEC平台纵论经济全球化大

势，宣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和系统举措，向世界讲述“改革开放是中

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在

G20平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倡导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中国知行合一、率先垂范。

倡导二十国集团弘扬伙伴关系，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应恪守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提出中巴要带头共商共议，推动“同

球共济”，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

全球性挑战……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

极化，中国步履坚定、举措务实。

这是世界专注倾听中国的新时刻。时

间已经一再佐证，历史的时与势，如浩荡的

江水，如巍峨的山川，不可逆转与撼动。

拉美诗人曾用动人笔触写下，“我们

必须穿越孤独、困难、孤立和沉默，才能

到达迷人的地方”“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类

存在并相信共同的命运”。

其积也厚，其思方远。“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落其实者思其树，饮

其流者怀其源”“不畏浮云遮望眼”……

拉美之行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古老文明

之间寻找交集，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

大势，为建设一个和合共生、“同球共济”

的世界点亮思想之光，推动百年变局向

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发展。

“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倡导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

非对抗、创造而非破坏，为世界做出了榜

样。”卢拉总统的一席话，道出世界很多

国家共同的感受。

“让我们加强团结合作，共迎全球性

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世界

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

更大合力。”这是中国向世界的郑重宣

告，这是中国同世界的携手前行。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韩 梁 陈威华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