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愿与美方一道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辞旧迎新”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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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7日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视频记者会，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
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视频记者会，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谈2020年中国外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您如

何评价过去一年的中国外交？今年中
国外交有哪些重点和亮点？

王毅：2020年，中国与世界各国一
道，共同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为人民负重，
对世界尽责，全力应对前所未有的挑
战，积极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

一年来，最精彩的是元首外交。
习近平主席以“云外交”的创新方式，同
各国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展现了大国
领袖的世界情怀，也为国际社会团结抗
疫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一年来，最坚定的是捍卫国家利
益。我们坚决反对世界上的霸权霸道
霸凌，坚决顶回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
涉。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中华民族的
尊严不容诋毁，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必
须维护。

一年来，投入精力最大的是抗疫外
交。我们为国内抗疫尽心尽责，同国际
社会守望相助，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全球
抗疫做出了中国贡献。

一年来，最牵挂的是海外同胞的安
危。疫情之下，我们及时向有需要的海
外公民伸出援手，全力以赴提供保护救
助，把外交为民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一年来，最关注的是把握全球治理
的方向。面对单边主义肆虐，中国旗帜
鲜明予以抵制，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
义，维护国际关系准则。针对保护主义
抬头，我们身体力行扩大开放，发挥中
国超大型市场优势，为各国提供更多发
展机遇。

对中国而言，2021年是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一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中国外交也将开启新的征程。

谈中俄关系
塔斯社记者：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疫情如何影响了俄中关系？
王毅：面对世纪疫情，中俄肩并肩

站在一起，背靠背紧密合作，携手抵御
新冠病毒，共同抗击“政治病毒”。“中俄
组合”团结如山，始终是世界和平稳定
的中流砥柱。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
坚定前行。两国要互为战略依托，互为
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这既是历史
的经验，也是时代的要求。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20周年。双方已商定将条约延期，
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是中俄关
系的里程碑，更是新起点。双方将弘扬
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条约精神，继往
开来，推陈出新，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上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们将打造战略互信的典范，坚定

支持对方维护核心重大利益，联手反对
“颜色革命”，打击各种虚假信息，维护
各自主权和政权安全。

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
“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
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拓展科技创
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我们将打造民心相通的典范，弘扬
传统友好，促进人文交流，让中俄友谊
薪火相传。

我们还将打造公平正义的典范，携
手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维
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全
球战略稳定。

谈如何理解党领导外交
《人民日报》记者：您曾经强调，党

的领导是中国外交的灵魂。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该如何理解党
领导外交的深刻含义？

王毅：中国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人民
外交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
主心骨，也是中国外交的定盘星。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
的这一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外交要履
行的责任与担当。珍视独立自主、弘扬
公平正义，党的这些价值追求决定了中
国外交要秉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平
发展，谋求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既是党章和宪法的规定，也
是中国外交要努力的道路和方向。

外交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成就，都得
益于党中央的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
宽广的全球视野、从容的战略定力、坚
毅的责任担当，创新外交理论实践，擘
画外交发展蓝图，带领中国始终站在历
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未来必
将可期。实践已经证明，党的领导是中
国外交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中国外交事
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谈“爱国者治港”
香港中评社记者：全国人大将就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一些国
家认为中方有关举动有违“一国两制”，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王毅：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完善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既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保持香港长
治久安的实际需要，也是宪法赋予全国
人大的权力和责任，完全合宪合法，正
当合理。

放眼世界，无论在哪个国家，效忠
自己的祖国都是公职人员以及竞选公
职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在
香港也一样。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
不爱国，谈何爱港。爱港和爱国是完全
一致的。

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没有任何民
主可言。回归24年来，没有谁比中央政
府更关心香港民主的发展，更希望香港
保持繁荣稳定。香港由乱变治，完全符
合各方利益，也将为维护香港居民的各
项权利和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提供
更坚实的保障。我们有决心继续坚持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
有信心让香港的明天越来越好。

谈中美关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美国新一

届政府关注南海、台湾、新疆、香港和西
藏等议题。为了稳定中美关系，中方是
否有可能在以上任一议题上作出让步？

王毅：不干涉别国内政，是《联合国
宪章》的明确规定，是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包括中美在内，各国都应切实遵
守。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
的内部事务。中国做得好不好，中国人
民最有发言权；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
人民才是主人翁。同时，我们愿在尊重
国家主权前提下，与各方增信释疑，讲
明事实真相。但我们绝不接受毫无根
据的指责抹黑，绝不允许核心利益受到
侵犯。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
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世
界上制造了诸多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
乱的根源。美方应早日意识到这一点，
否则这个世界仍将不得安宁。

作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
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在所难免，关键是
要通过坦诚沟通加以有效管控，防止战
略误判，避免冲突对抗。作为世界前两
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

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
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
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更重
要的是，无论从两国还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出发，合作，都应当成为中美双
方追求的主要目标。中美可以合作、需
要合作的清单就放在我们面前，包括抗
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等，我们
愿本着开放态度与美方探讨和深化合
作。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解
除迄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不合理
限制，更不要再人为制造出新的障碍。

上个月中国农历除夕当天，习近平
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两国
元首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
关系重回正轨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
愿与美方一道，全面落实这次重要通话
的成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辞旧迎
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谈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

台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50周年。中方对此怎么看？许多
国家期待联合国改革，中方有何主张？

王毅：50年前，第26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
法席位。当时会议大厅爆发经久不息
的掌声，很多亚非拉兄弟为此欢呼拥
抱，57个国家的代表轮番登台致贺。从
那个历史性时刻起，世界近四分之一人
口的大国重返联合国大家庭，联合国真
正具备了普遍性。世界和平与发展事
业增加了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中坚
力量，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坚定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加入了
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
际公约，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
资国和常任理事国派出维和人员最多
的国家。中国始终主持公道正义，坚持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我们这一票永远属
于发展中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深刻演变，国际
社会希望联合国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
善。中方认为，不管形势怎么变，改革
怎么改，有几点必须坚持：

首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宪章为各国交往和解决冲突制
定了基本准则。任何违反宪章的行为
都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破坏。

第二，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
核心地位。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
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
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国都应自
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第三，坚持联合国平等协商的基本
规则。联合国不是大国俱乐部，更不是
富人俱乐部。各国主权平等，任何国家
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的权力。应当提高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更多体现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意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认真落
实习近平主席宣布的重大倡议和举措，
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事务，为实现铸
剑为犁、永不再战的联合国理想而持续
努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