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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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中国，始终坚持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

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

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

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

以走得通。” 

在联合国多边舞台上展现大国风范 

联合国总部大楼前，雕塑“打结的手枪”引发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思

考；雕塑“破碎的地球”，寓意人类应该共同守护我们唯一的家园。从组

建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斡旋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从千年发展目标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秉持不让一个国家掉队的信念。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成为联合国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今年 8 月初，在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地区，不明身份者从黎南部向以

境内发射数枚火箭弹，引发以军炮击和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数十

枚火箭弹回击。黎以边境地区局势一度陷入紧张。 

10 月 25 日，在庆祝联合国日活动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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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诺·德尔科尔少将表示，黎以边境地区的和平是脆弱的，15 年来，该

地区局势之所以维持了相对稳定局面，应归功于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奉献和

各方努力。 

自 2006 年开始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至今，中国已累计向该地区派

出维和官兵约 7000 人次，为维护当地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地势

复杂、雷区密布的黎以边境地区，中国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扫雷作业

手执行着维和部队中危险等级最高的任务之一，其中 11 人是“排雷英雄战

士”杜富国的战友。从中国边境守护到冲突地区维和，他们在“死亡地带”

穿行，将“让我来”精神在维和任务区传承接续，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国维

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第一次在海外实施排雷作业时，看着脚下不远处一枚裸露的地雷，

我意识到这里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地

雷，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平的阳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第二十批赴黎维

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女扫雷作业手孔晴的这番话，发自肺腑，发人深省。 

从 1990 年首次派出 5 名军事观察员，到现在共计 5 万多人次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出兵国。目前，

共计 2200 余名中国维和官兵和维和警察在联合国 9 个任务区和总部执行

任务，为冲突地区实现和平发展带去信心与希望。“感谢中国在和平与安

全领域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特别是为联合国维和事业所作的贡献。”联

合国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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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今年 5 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中国本着负责任、建设性

态度，同安理会成员密切协作，深入讨论相关议题，推动安理会切实发挥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作用——举行 31 场安理会会议，平均每天一

场；平均每两天一次集体发声，通过并发表了安理会年度工作报告、4 份

决议、2 份主席声明、6 份主席新闻谈话、2 份简短媒体评论。 

中国着力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安理会带来新气象——倡议

安理会举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举行“非洲和平与安全：推进非洲疫后重建，消除

冲突根源”高级别会议；面对巴以冲突持续升级的局面，推动安理会 10 天

内 4 次开会紧急审议巴以局势，呼吁立即停火；召开“联合国维和行动：

增进维和人员安全”公开辩论会……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表示，中国在联合国多

边舞台上一直展现大国风范，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捐赠、出口大批量疫苗，

这是中国愿与全人类携手努力共克时艰的体现。“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

捍卫者，这具有深远意义。” 

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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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内陆港口城市杜伊斯堡，地处莱茵河和鲁尔河交汇处，曾是当地

煤炭和钢铁产业中心，多年来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挑战。伴随着中欧班列的

开行，当地约有 5 万人从事相关业务，占全市劳动人口的 15%。杜伊斯堡

成功转型，从普通河港城市发展成为洲际物流中心：每天抵达的货运列车

中，有 4/5 来自中国，货物经由水陆两路运往欧洲各地。 

从 2011 年 3 月至 2021 年 10 月底，10 年间，中欧班列已铺画 73 条

运行线路，可达欧洲 23 个国家 175 个城市，构筑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互联

互通网络。在疫情防控期间，中欧班列在保持贸易畅通的同时，还为运送

抗疫物资搭建“生命通道”，传递全球携手抗疫的信心和力量。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从古丝绸之路商贸驼队，到今天中欧

班列“钢铁驼队”，一个个互利共赢、和衷共济的故事，蕴含着中华文明

传承至今的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 

“历史表明，与西方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道路不同，中国所倡导的是

和平共赢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平等、和平、互利的基础之上的。”比利

时马克思主义大学历史学者亨德里克·维米尔施教授这样评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世界稳定和发

展所作贡献与日俱增，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的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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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往新路——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两国元首发表联

合声明，正式决定条约延期，双方将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

推进合作，为地区安全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周年。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开创了“结

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全新模式；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从对话关系、磋商伙伴、

全面对话伙伴、战略伙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65 周年。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

动”，再到“九项工程”，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中非在发展振兴的征

程上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缔造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

合作精神； 

…………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说，中国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