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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

50 年来，中国恪守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50 年来，中国持续为联合国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出兵国，中国迄今参与了 29 项联合

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 5 万余人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 10 年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指标，减贫人口占全球 70%以

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发起新中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行动，积极兑现把新冠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的承诺，支持联合国相关努力。

习近平主席在第 76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为各国聚焦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了行动指

南，注入了思想动力。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信心，携手应对挑

战，共筑和平安宁，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将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坚持以对话弥

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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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际关系；坚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方将同世界各国一道，

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待更多有识之士贡

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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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我们携手“一起向未来”

9 月 17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

起向未来”（英文为:“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正式对外发布，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也是 14

亿中国人民的美好期待：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与世界

人民携手共进、守望相助、共创美好未来。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脆弱复苏。早日战胜疫情、

恢复经济增长，是全世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在这个大背景

下，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的主题口号，表达了全世界人民需要携手走向美

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号召我们要行动起来，共同面对挑战，

奔向美好前程。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

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一起

向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愿不断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一起向未来，我们愿加强抗疫合作，早日战胜疫情。疫

苗是战胜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有力武器。中国一贯主张深化疫

苗国际合作，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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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基础上，

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 1 亿剂疫苗。”疫情虽然凶猛，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积极开展抗疫合作，终将战而胜之。

一起向未来，我们愿坚持互利共赢，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我们愿共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以世界贸易

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把“一带

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安全的健

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

长之路。

一起向未来，我们愿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守护好地球

家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

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实现绿色增长。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大力支持发

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

愿同全世界加强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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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一起向未来，我们愿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我

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人类是荣辱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

限，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

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生辉。

在一起向未来的道路上，让我们共同发扬“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坚定信心，共克时艰，闯

过疫情的严寒，共同迎接下一个春暖花开，为实现全人类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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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方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立场

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结成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开

展核潜艇合作，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国家高度关注和警惕，

多国表达关切和质疑。中方认为，此举对地区和平稳定和国

际秩序带来三大隐患：

一是冷战回潮的隐患。三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新的

军事集团，将加剧地缘紧张。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冷战和分

裂之时，美方公然违背不搞新冷战的政策宣示，拉帮结伙炮

制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将地缘私利置于国际团结之上，

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

二是军备竞赛的隐患。此举将刺激一些地区国家加紧发

展军力，甚至寻求突破核门槛，推高军事冲突风险。美方一

方面以发展核技术为由制裁、打压一些国家，另一方面自己

又公然向无核国家转移核技术，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三是核扩散的隐患。以建造核动力潜艇为由，向无核国

家提供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原料，将使武器级的高浓铀脱

离必要监管，带来巨大核扩散风险。此举将冲击核不扩散体

系，损害《南太无核区条约》，破坏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无

核区的努力。这是典型的藐视规则。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主导的“印

太战略”，试图在本地区另搞一套、另起炉灶。这是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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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而动，本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应当予以警惕和抵制。

中方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及其他成员国沟通，坚决捍

卫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在美英澳加强军事联系、强化集团对抗之时，中国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谁在煽动冲突对抗，危及和平稳定，谁在推动区域融

合，促进和平发展，一目了然，对比鲜明。我们呼吁三国顺

应时代潮流，改弦更张，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