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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世界形勢波譎雲詭，變幻莫

測，國際體系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度調整。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領導人堅守底線，成功

化解南海紛爭，此外，令非法侵入中國領土

的印度撤兵，捍衛了國家領土和主權。與此

同時，中國前所未有地提出「一帶一路」建

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倡議，成功舉辦

APEC峰會、G20峰會、「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以及金磚峰會，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

業的堅定捍衛者。國際社會評價稱，中國堅

持穩定的外交方針，彰顯出值得信賴的大國

風範。未來五年，「立足周邊、經略全球」

仍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方略。人們期待，中國

將會成長為一個更加堅定、誠懇、負責任的

大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

中國積極引導國際
治理體系變革，並推

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促進國際經濟治理體
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接受香港文
匯報採訪的專家稱，未來五年，隨着國際格
局重組變革以及國際秩序轉型調整，中國外
交的前瞻研判、戰略謀劃、系統設計和整體
佈局將更加完善。

國際體系轉型 華話語權倍增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陸鋼對香
港文匯報說，國際社會當前面臨最大的問題就
是國際經濟秩序不公正，美國和歐洲掌握着國
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權，而中國過去五年不僅實
現了大國關係、周邊外交以及發展中國家關係
整體合作機制全覆蓋，更積極引領世界新潮
流，國際話語權倍增。
國際資政智庫主任王首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未來五年，國際體系仍將處於重要轉型
期和深刻變革期，他預計，中國外交仍將順勢

而為，積極推進國際體系轉型和機制變革，全
方位深度參與全球治理機制變革與國際規則制
定，並與美國等諸國一道努力探索一條有效的
和平變革的機制，取代歷史上的霸權戰爭機
制，維護國際體系轉型中的秩序，執領世界政
治和平變革。這是一項極其艱巨的重大使命，
直接關係到世界和平與人類未來。

創新合作機制 立體無縫對接
王首偉表示，「立足周邊、經略全球」仍
是未來五年中國外交的基本方略。維護周邊
穩定合作大局，是未來五年中國外交的重大
任務。積極推動周邊各種機制建設，處理好
周邊熱點與地區安全問題，盡力維護周邊環
境及地區局勢的穩定。同時，積極構建遍佈
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
這名全球治理專家建議，中國外交未來應

積極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做好沿線各國
的發展戰略與規劃對接。推動「一帶一路」
建設的機制創新和設計創新，做好「一帶一
路」與上合組織、金磚機制等的設計融合與

有機銜接，不斷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層次和
領域，編織合作網絡，創新合作機制，做到
立體設計、無縫對接。

隨着中國國力
明顯提升，維護

海外利益力度增強，中國早已擺脫
了弱國外交的形象。過去五年， 中
國外交守住了主權底線，增強海外
領事保護能力並在全球治理上主動
設置議題，成了名副其實的國際舞
台主角。
不過，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必然

充滿荊棘，大國外交在實踐中並非
高枕無憂。當今中國面臨的最大外
部質疑就是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
論」、「中國正在統治世界」等。
在非洲，這種聲音變成了「新殖民
主義」。可以說，中國面臨的國際
環境變得更加複雜了。
從周邊形勢上看，一些國家與中國

頻頻在海洋和領土等方面產生不和諧的
聲音。同時中國也不得不主動防禦如瘟
疫般蔓延的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
義、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在大國關係
上，中國和美國雖然總體關係平緩，但

間中仍然存在台灣、朝核以及貿易等因
素干擾的周期性波動。在經濟領域，世
界經濟低迷失衡、地緣衝突惡化加劇、
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遭遇挫折，再加上
氣候變化，中國外交需要在這個危機多
發的時代行穩致遠。
在亞太秩序上，中國支持探討建

立平衡、有效的地區安全架構，主
張建設開放、包容的經濟和區域合
作框架。至於打擊三股勢力，中國
絕不手軟，並不斷深化外交安全意
識。作為兩個影響全球關係的大
國，中國和美國元首保持熱線聯
絡，建立四大磋商機制並就重大國
際問題保持溝通，展示了中國致力
於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展望未來，中國將秉承獨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永遠不稱霸、永
遠不搞擴張，不僅自己過得好，也
會讓別人過得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奉行和平崛起 不稱霸不擴張穩定周邊合作 佈局全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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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五年非凡五年

之大國外交

數說習近平過去五年外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製表

足跡遍及：五大洲56國

發表重要演講：50多場

在國內會晤外國元首、政府首腦：270多人次

完成出訪：28次

飛行里數：57萬公里

累計時長：193天吉布提，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東非小國，這裡也是中
國首個海外後勤補給基地。中國土木吉布提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牛增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憶及，2015年從
也門戰火中緊急撤離的僑民，就是在吉布提中國援建的
體育館中和衣而睡，安度漫漫長夜。

守護海外同胞 體現外交為民
後來在央視播出的政論專題片中，外交部長王毅介
紹說，「習近平總書記果斷命令，中國海軍護航編隊
即刻前往撤僑！這是我國第一次動用軍艦來執行撤僑
的任務。」
也門撤僑只是中國新時期「外交為民」理念的一個註

腳。事實上，過去五年，中國成功組織9次海外公民撤離
行動，處理100多宗中國公民在境外遭遇綁架或襲擊案
件，受理各類領事保護救助案件近30萬宗，許多海外華
人對逐漸增強的中國外交領事保護能力有切身體會。

亮出底線思維 堅決寸土不讓
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堅決捍衛國家安

全和統一，也是中國外交的底線思維。對於過去五年南
海各聲索國的無理要求，中國釋放出南海諸島是老祖宗
留下的領土，不容侵犯的強烈信號。在中印邊境對峙劍
拔弩張之時，中方立場一直非常明確和堅定，外交部果
斷發佈有圖有真相、有國際法有真相的文件，最終對峙
事件以印度撤兵收場。
中國的大國外交不僅維護本國利益，更透過廣交朋
友，給全球帶來穩定和繁榮。從2013年首次提出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以來，中國堅持合作共贏理
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從倡議變為行動， 目前已
經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的意願。此外，中國還與40多個沿線國家簽
署了共建協議，同20多個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一帶一路」已經成為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台和最受
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

積極貢獻方案 納入聯國決議
從2014年北京APEC會議、2016年杭州G20峰會再
到2017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和金磚國家領導人廈
門會晤，在一系列國際舞台上擔當主角，令中國的國際
「朋友圈」越來越大。埃及金字塔政治與戰略研究中心
亞洲研究項目負責人穆罕默德．法拉哈特認為，中國外
交積極作為，不斷貢獻中國方案，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
區期望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繼聯合國有關機構決議納入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
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內容後，今年9月第71屆聯合
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又納入了中國提出的「共商、共
建、共享」原則。可見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中國倡議
上升為國際共識，中國方案匯聚成國際行動。美國丹佛大
學約瑟夫．克貝爾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穗生稱，今後中國
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在國際治理、國際秩序和信心的
構建上引領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體系。

歐洲

■■中白工業園

■■希臘比雷埃夫斯港

■■塞爾維亞斯梅代雷沃鋼鐵廠

■■匈塞鐵路項目

拉美和澳洲

■■兩洋鐵路項目

■■尼加拉瓜運河項目

■■澳洲西澳省基礎設施一攬子建設項目

非洲

■■蒙內鐵路一期、二期工程

■■埃塞俄比亞至吉布提鐵路工程

■■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輕軌

■■安哥拉本格拉鐵路

亞洲

■■中泰、中老鐵路工程

■■中緬原油管道、中緬的燃氣輸送管線

■■印尼泗馬大橋

■■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建設

■■柬埔寨暹粒新國際機場項目

中國在海外標誌性合作項目

■■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擔當重要角色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擔當重要角色，，不斷貢獻不斷貢獻
中國方案中國方案。。圖為今年圖為今年77月習近平出席在德國漢堡舉行月習近平出席在德國漢堡舉行
的二十國集團峰會的二十國集團峰會，，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特朗普特朗普、、英國首相文翠珊等在會上合影英國首相文翠珊等在會上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在北京舉行。圖為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
等各國嘉賓前往工作午宴。 資料圖片

■■習近平習近平20152015年訪美年訪美，，獲當獲當
地民眾熱烈歡迎地民眾熱烈歡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