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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新华国际时评

不惧美国挑事 中国自有定力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李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久前发表对

华政策演讲，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大肆
渲染“中国威胁”。尽管他煞费苦心地用
了诸如 “不寻求新冷战”“不是反对中
国”等言辞来缓和演讲基调，但是欲盖
弥彰，其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阻碍中国
发展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

美国政客持续诋毁中国， 他们的
“小九九”路人皆知。 通过攻击中国，他
们想维护美国正在衰落的霸权，缓解自
己的“霸权焦虑症”；通过攻击中国，他
们想为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甩锅”；通
过攻击中国，他们企图放缓中国的发展
速度，迟滞中国的复兴步伐。

然而，他们的言辞越苛厉，越凸显他
们内心的虚弱。美国政客们正在看到，也
会更加清楚地看到， 中国持续稳定的发
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是他们
毫无根据的抹黑、 不得人心的破坏所能
够阻止的。中国不是吓大的。对于自身的
发展前景，中国人有定力、有信心。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战略定

力，是因为中国道路有强大的内在逻辑，
中国发展进步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中国
能持续发展进步， 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独特的制度优势；
中国能持续发展进步， 是因为中国有着
14亿多勤劳智慧的人民，他们为了更加
幸福的生活、更加繁荣的国家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打拼；中国能持续发展进步，
更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积

淀———这种力量悠远而深沉。 作为世界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新时期的中国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匈牙
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适合
中国国情， 必将推动中国在未来继续发
展，取得更大进步。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
学教授亚历山大·菲格雷多认为，随着中
国政府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持续推动创
新和开放、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
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前景广阔， 将继续
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引擎。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战略定

力， 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得人
心，符合世界潮流前行的大势。 中国积
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善意和推动合作共赢的诚意

有着越来越深入的体会，“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深
入的共识。 一些美国政客孤立中国、离
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图谋注定破产 。
美国声称要“改变中国周边环境”，兜售
所谓“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实际
上是想在亚太地区制造对抗，破坏地区
开放合作的大好形势，然而，亚太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坚持与中国友好合作，不
愿意被胁迫着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

边站队。 事实表明，中国是亚洲繁荣的
关键， 美国在亚洲搞对抗不得人心、难
获支持，并注定适得其反。 加拿大卡毕
兰诺大学经济学教授肯·莫克一语中
的，“美国妖魔化中国已经变得无趣且
易受嘲笑”，许多国家正在告诉美国，在
它们对华关系的问题上“别多管闲事”。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战略定

力， 也是因为世界各国经济已经深度融
合，经济全球化离不开中国。 2017 年以
来， 中国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
易第一大国地位。 这些年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 30%左
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路透社
就日前举行的第九届美洲峰会发表评论

说， 美国在拉美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其
“后院”的地区已经失去优势，中国与该
地区绝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已经超过

了美国。中美经济关系也早已深度融合。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美国政
客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但
2021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仍达到了创纪
录的 7500多亿美元。 《纽约时报》日前刊
文敦促拜登政府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新

方式， 并提议拜登政府取消前任对中国
商品加征的关税。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
示，中国创造了合作、贸易、繁荣的机会，
许多国家都想把握中国发展带来的机

遇，希望与中国有更多贸易往来。

这就是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 “时”
和“势”，这就是中国道路在世界舞台上
所展现的“道”和“义”。无论美国政客怎
么抹黑，都无法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内生动力，无法阻断中国与世界各国
共同推进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事业。

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对于探讨中美
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始终秉持
“和为贵”的原则，释放了最大程度的诚
意。中方多次强调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
而行，加强沟通对话，希望双方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 中国不惹事，
但是决不怕事。对于任何无理打压和霸
凌，中国必然要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还
击。美国一些政客迷信其几十年来在世
界各地自以为行之有效的 “大棒政策”
的威力，也要对中国如法炮制，但事实
证明他们已经碰壁，且还将继续碰壁。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
行。”美国政客们对中国会继续抹黑，继
续打压，但任凭风急浪高，我自岿然不
动。今日中国已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大路上，任何企图阻拦中国
前进的图谋都必将归于失败。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世贸组织成员希望部长级会议就重要议题达成一致
新华社记者 陈斌杰 陈俊侠

为期 4 天的世界贸易组织第 12 届
部长级会议 （MC12）正在瑞士日内瓦
召开。 会议期间，众多世贸组织成员重
申了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

心地位，希望本届部长级会议在机构改
革和贸易相关的重要议题取得成果。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表示，哈萨克斯
坦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希望
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世贸组

织能够推动改革，应对挑战。 哈萨克斯
坦希望本届部长级会议在疫情应对、新
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粮食安全和渔业
补贴等关键议题上取得成果。

肯尼亚代表团表示，MC12 在新冠
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大背景下召开，
全球面临众多与贸易相关的挑战。多边
贸易体制将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发挥

重要作用。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表示，世贸组织

是唯一负责处理国家间贸易规则的国

际机构，其作为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石没
有改变，所有成员在享受多边贸易体制
益处的同时， 应承担在世贸组织的责
任。 印尼呼吁世贸组织更新规则，以适
应目前的贸易现实。

巴西代表团表示，世贸组织面临多
边谈判进展缓慢、上诉机构停摆等严峻

挑战，改革势在必行。 巴西希望本届部
长级会议能够在农业、 贸易与健康、渔
业补贴、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取得成
果。

欧盟代表团表示，以世贸组织为核
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可以在应对全球挑

战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欧盟呼吁世贸组
织在争端解决、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审
议等关键领域推动改革，更新规则手册
以适应 21世纪的贸易环境。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会议。
他表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中方愿同各方
携手推动世贸组织在世界经济复苏中

发挥更大作用。
王文涛表示，中方将继续以实际行

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改
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改革应加强世贸
组织功能，促进经济全球化，让全体成
员受益。

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是世贸组织

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一般每两年举行
一次。 MC12由世贸组织和哈萨克斯坦
联合主办，是时隔四年半以来世贸组织
再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世贸组织 164
个成员的部长和代表现场参会。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5 日电）

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聚焦
“面向未来的三国合作”
新华社首尔 6 月 14 日电 （记者

周思雨 陆睿）2022 年中日韩合作国际
论坛 14 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举办， 主题
为 “面向未来的三国合作———持久和

平、普遍繁荣、共同文化”。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欧渤芊

在开幕辞中说，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将
“不遗余力地履行三国政府赋予的使
命，进一步提升中日韩合作水平，大力
促进本地区的持久和平、 普遍繁荣、共
同文化”。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致辞中

说， 中日韩三国既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也是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国家。 展望未来，三国合作应在现有基
础上， 朝着几个方向不断深化和推进：
三国合作应致力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

现地区普遍繁荣，建设东亚共同文化。
当天的论坛以线下和线上结合的

方式举行，下设“共商共建：提升机制化
水平、维护安全与和平”“共创共享：推动
包容增长、促进普遍繁荣”和“共育共融：
拥抱共同文化、引领理性融合”三个分论
坛。 论坛旨在为各界共谋中日韩合作大
计、共商秘书处作用提供平台。来自三国
的前政要及高级外交官、著名学者、重要
经济文化组织代表等人士参加了活动。

2011 年， 中日韩政府为深化三国
合作，在首尔成立常设国际组织———中

日韩合作秘书处。 秘书处设立以来，在
三国政府指导下，积极为三国机制化合
作提供支持，在经贸、文化、青年、媒体、
灾害管理等领域主办众多合作项目，成
为三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

中国代表 30余国呼吁

各方在人权领域促进多边主义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4 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陈旭 14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50届会议代表 30余国作共同发
言，呼吁各方在人权领域促进多边主义，
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共同发言指出，近年来，人权理事
会政治化和对抗性不断上升，虚假信息
甚嚣尘上，严重背离人权理事会成立初
衷，我们对此深表关切。 多边人权机构
应成为合作对话的平台，而不是分裂对
抗的场所。各方应在人权领域促进多边
主义，秉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
非政治化原则，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
健康发展。

共同发言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坚
持公平正义。 多边人权机制应恪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 ，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工
具化 ，反对 “双重标准 ”和以人权为借
口干涉会员国内政。 二是坚持开放包
容。 各方应加强团结 ，在平等和相互
尊重基础上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 ，
扩大共识 、减少分歧 、相互借鉴 、共同
进步。 三是坚持客观公正。 多边人权
机制应根据真实 、客观的信息开展工
作 ，尊重各国主权 ，尊重各国根据本
国国情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 ，在尊重
当事国意愿基础上提供技术援助。 四
是坚持地域公平 。 人权高专办 、特别
机制等多边人权机制人员构成应体

现地域公平分配原则 ，广泛吸引发展
中国家人才 ，使多边人权机制具有真
正的代表性。

瑞典 5 月通胀率创 1991 年以来新高
6月 14 日，顾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超市购物。
瑞典中央统计局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瑞典 5 月通货膨胀率为 7.2%，创

1991年 12 月以来新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