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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美方请求，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

瑞士举行。中方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

中方利益、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呼吁的基

础上，决定同意与美方进行接触。中方

拥有强大的抗压能力与充足的政策工

具来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并愿与国际社

会一道，共同抵制任何形式的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径。无论未

来局势是“打”还是“谈”，中方维护国家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维护全球经贸秩序的立场与目

标始终不渝。

美国滥施关税严重违反世贸组织

规则，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本

质上是以关税为手段颠覆国际经贸秩

序，损害全世界各国的正当权益，是典

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

径。这对美国自身而言也无异于“经济

自残”，不仅解决不了自身问题，反而引

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推高美国通胀，

削弱产业基础，加大经济衰退风险。美

国商界、学界多次强调，国际贸易不是

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应致力于

互利共赢。美方决策者应多倾听这些

理性客观的声音，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

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乎两国人民

福祉和全球发展繁荣。美方单方面挑

起的关税战，已对其自身经济造成冲

击，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

影响。在此背景下，双方坐下来谈具有

积极意义，是解决分歧、避免冲突升级

的必要途径。然而，对话效果有赖于双

方的诚意与努力，尤其在于美方能否真

正做到理性务实。中方始终认为，任何

对话谈判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美方若真心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必须正视单

边关税措施给世界和自身带来的严重

负面影响，正视国际经贸规则、公平正

义和各界理性声音，拿出谈的诚意，纠

正错误做法。如果说一套、做一套，甚

至企图以谈为幌子，继续搞胁迫讹诈，

中方绝不会答应，更不会牺牲原则立

场、牺牲国际公平正义去寻求达成任何

协议。

面对美国掀起的贸易霸凌和单边

主义逆流，中国挺身而出，果断采取有

力的反制措施，并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多

边平台联合其他国家发出正义之声。

中国的立场行动，不只是为了维护自身

的正当发展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包括广

大中小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更是为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注

意到，一些经济体也正在与美方进行谈

判。需要强调的是，绥靖换不来和平，

妥协得不到尊重，坚持原则立场、坚持

公平正义，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正确之

道。中方始终认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

障。放任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最终损

害的是所有国家的利益。须看到，这场

博弈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合

作与封闭对抗两种理念的交锋。在瑞士

的接触，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步。

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足够的战略耐

心定力，需要国际社会的正义声援。

中方以自信开放态度同美方平等

对话的根本底气在于中国经济的实力

和韧性。任何外部冲击都改变不了中

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

的基本面，也改变不了中国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的稳固态势。今年一季度中

国经济同比增长 5.4％，在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名列前茅；2024 年，中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超过 43 万亿元，外贸伙

伴更多元，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14 亿人次，

总花费超 1800 亿元，折射中国经济蓬勃

向上的活力潜力；近日，中国金融政策

再“上新”，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

力，为未来增长开辟新空间……政策创

新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释放需求与丰

富供给同向发力，为中国抵御外部风险

挑战、稳步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底气和

更强信心。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甚嚣

尘上的今天，中国非但没有关上大门，

反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

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在刚刚闭幕

的广交会上，到会境外采购商人数和现

场意向出口成交等多项指标刷新历史

纪录，头部跨国采购企业达 376 家，创历

史新高，反映出各国工商界继续看好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中方将始终坚定不移扩大开

放，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

“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

义没有出路。全球经济发展舞台并非

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世界各国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的良性发

展，是中美两国和世界的福音。中美加

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

合作，世界经济才能更好向前。

中国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立场坚定不移
新华社记者 樊宇

（上接五版）委内瑞拉维护国家主权和

民族尊严，坚定支持两国人民反对外部

干涉。

一湾海峡割不断血脉。台湾回归

中国，这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

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笔锋早已

写清的山河归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应有之义。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表述掷地有声：

“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化，无

论外部势力如何捣乱，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正义之声，如潮涌岸。“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支持中

方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各方在莫斯科纷纷重申一

贯立场。这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在旧账未竟又添新账的世

界，是拱火递刀还是劝和促谈，是胁迫

恫吓还是摈弃对立？中国说公道话、做

公道事，走得稳、行得正。

乌克兰危机延宕令世界忧心。对

于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中国都表示

欢迎。“中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全球安全观，认为要重视各国合理

安全关切，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习近

平主席着眼的是问题的根和本。

对于中方的客观公正立场，普京总

统高度赞赏，表示愿不设前提开启和

谈，希望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协议。

乱云飞渡中讲道义、勇担当，收获的

是支持、信任，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我们坚信，世界各国人民都会选择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四）习近平主席的莫斯
科时间：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又是一年白桦新绿、丁香盛放，

“梨花开遍了天涯”。

俄罗斯之行，有两个时长，给世界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估算下来，习近平主席和普

京总统交流近 10个小时。

一个是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停留 3
晚。放在近年的中国外交中，并不多见。

这两个时长，意味着什么？

置于单边与多边激烈博弈、维霸与

反霸深度较量的国际形势下看，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的全球意义、历史意义熠熠

生辉。

一致同意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一致同意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

调配合，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

系中的话语权；

一致同意推动政治解决各类热点

问题；

……

中俄两国的广泛共识，是动荡形势

下的战略对表，更是两个大国对世界的

“特殊责任”“挺膺担当”。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

多责任担当。”习近平主席的莫斯科时

间，中国的大国角色是一条主线。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

其博大。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也曾有

过民族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灰

暗时刻。然百年沧桑变。为人类谋进

步、为世界谋大同，成为这个伟大国度

在新时代恪守的志向、笃定的行动。

从 5 月 9 日，望向 9 月 3 日。那一

天，浓缩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苦难与辉

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

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80 年前，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大

国的浴火重生，从一开始就印刻着和平

与正义。从当年率先在《联合国宪章》

上签字，到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个阔步向前的大国始终胸怀天

下、济世为民。

鉴古知今。大国的角色，并非由一

时一事所框定，而是在一次次的抉择与

行动中得到诠释。大国的地位，并非单

由实力的对比所定义，归根结底是由国

际社会的人心向背所决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发

展的关键当口，更多国家将目光看向中

国。正如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所说：

“中方的理念和行动增强了国际社会维

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和信心。”

“在中国，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信

心。”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今日中国的

世界印象，是靠脚踏实地的奋斗赢得的。

信心，源于中国的发展力量。

就在访问前夕，俄罗斯媒体播出一

部纪录片，普京总统在访谈中说：自 25
年前，他就注意到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

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积极发展同中

国的关系，为世界稳定打造坚实基础。

真正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不仅

在于预判一时的潮汐方向，更在于主动

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引领历

史发展。访问中，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

地说：“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战胜各种风

险挑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

都将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坚定办好自己的事”，这是今天

我们应对一切艰难险阻的底气所在，是

我们引领国际社会以合作同渡风雨、共

越关山的信心之源。

访问前夕，国际媒体对中国的两重

观察，放在一起看可更清晰读懂中国与

世界关系的历史变迁。

第一重观察，聚焦中国发展，结论

是“中国科技发展慢一拍”的时代已经

过去，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引

领性力量”。

另一重观察，聚焦中国的国际影

响，结论是当前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不仅仅是“事件史”，还是更深刻变革的

预兆。

信心，源于中国的合作力量。

2013 年，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

访，第一站，习近平主席就来到了俄罗

斯。“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

还停留在过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应运而生。

随着时间的延展，践行这一理念的

合作框架日臻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也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为建设

美好世界汇聚更多共识与力量。

今天，再一次来到莫斯科，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思想之光，在世界的感召力影响

力已令人惊叹。2021 年秋、2022 年春、

2023年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三大全球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征途。

“将继续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

小组’工作”“双方将就全球安全倡议开

展合作”“俄方高度重视全球文明倡

议”……中国，在动荡的时代坚定不移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见者远、闻者彰。

启程前往莫斯科前夕，习近平主席

同欧洲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中欧建交

50周年，以合作应对时代挑战成为双方

明确共识；

再往前，东南亚之行，构建周边命

运共同体迈出坚实一步；

而将目光望向接下来的时间，习近

平主席将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

发表重要讲话的消息，传遍了海内外。

时代的风浪起起伏伏，一以贯之求

正和、讲合作、谋共赢的中国，坦坦荡

荡，朋友遍天下。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历史总是

在曲折中发展前进。艰险和磨砺，无阻

大道如砥、大势如潮。一个谋大势、担

大义、行大道的负责任大国，前路无比

壮阔。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