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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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中国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立场坚定不移
新华社记者 樊 宇

（上接第1版）

二、守护历史记忆，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王毅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发动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80年前，中俄两国
同全世界进步力量一道，同仇敌忾、前赴后继，不畏强
暴、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取得了正义战胜
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胜利，用鲜血和生命奠定了
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习近平主席再次出席“5·9”胜利日庆典，就是要同
各国一道，重温这段峥嵘岁月，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共
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普京总统把习近平主席作为庆
典最尊贵的客人。两国元首在红场并肩观看盛大阅兵
式，共同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以最隆重的仪式向浴血奋
战的先烈表达崇高敬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方队以严整军容、挺拔英姿再次参加红场阅兵，展现了
中国军人捍卫和平的钢铁意志。习近平主席指出，中
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
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一切歪曲
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俄历史功绩
的图谋都不会得逞。普京总统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为开辟人类共同的未来作出重大贡献。俄中两
国在艰苦战争岁月中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为双边
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双方要共同反对篡改历史的企
图，维护正确历史叙事，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
正义。

王毅说，80年前，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中俄同反
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一道，共商成立联合国，共同制定
联合国宪章，开启了各国共建和平、共谋发展的历史篇
章。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
中体现，支撑着世界的稳定与繁荣，确保了总体和平的
基本格局，推动了人类文明长足进步。80 年后的今
天，联合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个别国家大搞本国
优先、强权霸凌，企图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所
谓自定规则取代战后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
地指出，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
国权威。作为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进步力量，中俄
两国要继续坚定站在一起，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普京总统
表示，加征高关税违背常理，也不合法，只会反噬自
身。愿同中方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维护
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俄再次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合
作维护国际法权威的联合声明，强调全面遵守联合国
宪章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反对滥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
辖”，彰显了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
担当。

王毅说，今年秋天，中国也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80周年，彰显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携手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回望这段历史，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台湾回归中国正是二
战的胜利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指出，《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
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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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总统强调，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
始终支持中方立场。塞尔维亚、古巴、委内瑞拉、斯洛伐克等多国领导人均表示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毅表示，二战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决不能死灰复燃。全世界珍爱和平的人民必须牢记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
历史，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携手为人类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三、践行大国担当，凝聚最广泛国际共识

王毅说，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冷战思维、强权
政治、霸权扩张卷土重来。各国处境不同、外交政策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
是都认为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行径，都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都
不希望退回到“强权即公理”的黑暗世界。国际社会更加看重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期待中国在动荡世界中挺膺担当，发挥稳定和建设性作用。此访期间，习近平
主席广泛接触出席庆典的各国政要，同来自三个大洲的多位国家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晤，就坚定相互支持、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强权霸道凝聚起广泛共识。

今年 3月，缅甸曼德勒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为同甘
共苦、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第一时间派出救援力量，提供13批紧急人道
主义物资，在安置、赈济、卫生防疫等方面为缅方扶危解难。习近平主席同缅甸
领导人敏昂莱举行会晤时，表示愿继续提供帮助，支持缅人民重建家园。缅方深
表感谢，表示中方最早对缅提供援助并率先帮助缅救灾，体现了对缅甸的胞波情
谊和患难真情，缅甸人民将永远铭记。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支持缅甸走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稳定，稳妥推进国内政治议
程。缅方表示致力于推进两国合作，将全力确保中方在缅项目和人员安全。双
方一致同意继续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弘扬万隆精神，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
设走深走实。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近年来饱受单边制裁、霸权欺凌之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重申中方坚定支持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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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
是谁家的“后院”。今年是中拉论坛正式运行 10周年，中方愿同地区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两国领导人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为两国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帮助，高度赞赏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一道反对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促进拉中关系发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中国和欧盟刚刚纪念建交50周年。今年以来，中欧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展
开，在践行多边主义、坚持战略自主、维护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共识进一步深化。
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愿同
欧洲各国顺应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历史大势，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系不
断向好发展。中欧要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维护经济全球
化成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武契奇总统表示，中国是塞尔
维亚最为宝贵的朋友，愿与中国扩大经贸往来，认为中方理念和行动增强了国际
社会维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和信心。菲佐总理表示健康稳定的欧中关系符合双方
共同利益，斯愿意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赞赏中方在乌克兰、中东等问题上
采取的正当立场。

王毅最后说，此次俄罗斯之行是习近平主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运筹大
国关系和外交全局的一次重大行动，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成功实践。在
单边与多边激烈博弈，维霸与反霸深度较量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在习近平主席
领导下，再次勇立潮头、砥柱中流，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
进步一边，站在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一边，更加鲜明地树立起负责任、敢担当、
可信赖的大国形象。乱云飞渡，不辍和平之志；惊涛拍岸，高扬合作之帆。我们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践行习近平外
交思想，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有作
为、更善作为的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
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铁
肩
担
道
义
，
历
史
鉴
未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