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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南海问题
对无理挑衅我们将及时据理反制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中国与东
盟国家一致同意加快谈判，推进达成具
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为营造南
海和平和谐环境，中方将提出什么方案？

王毅：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生活劳
作，南海诸岛早已是中国政府依法管辖
的领土。今天的南海，又是世界上最繁
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几十年来，
全球50%的商船、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
航经于此，从未受到任何干扰阻碍。环
顾动荡的世界，南海能保持和平稳定，
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作出的努
力，殊为不易，弥足珍惜。

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两个坚
持：存在的争议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
对话协商谈判加以妥善管控解决，海上
和平坚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
加以维护。这也是2002年签署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核心要义。

关于海上争端，中方一直保持高度
克制，主张本着睦邻友好精神，尊重历
史和法理事实，寻求各自均可接受的解
决方案。但我们不允许善意被滥用，不
接受海洋法被歪曲。对蓄意侵权，我们
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我们将
及时据理反制。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
国家不要挑事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
为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方。

关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和东
盟国家都要继续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同时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的商谈，设立更加富有效力和实质内
容、符合包括海洋法在内国际法的地区
规则。在中方大力推动下，“准则”已成
功完成二读，启动了案文三读程序，我
们愿同东盟国家一起努力，争取早日达
成“准则”，切实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

谈人工智能发展
应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凤凰卫视记者：国际社会竞相提出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案，中方对大国间
就人工智能开展合作持何立场？

王毅：人工智能进入爆发式发展的
关键阶段。我们主张发展与安全并重，
既要拥抱新事物新机遇，也要装好刹车
再上路，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
智能治理倡议》，清楚阐明了中方的态
度和主张。

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三个确保”：一
是确保有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有利
于人类共同福祉，符合人类伦理规范，
符合国际法规则，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
向。二是确保安全。人工智能应始终
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不断提高可解释性
和可预测性，为此要建立各种风险评估
和管控方案。三是确保公平。应在联
合国框架下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
构，各国都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
平等参与、平等受益。

我还要强调的是，如果企图在人工
智能上也搞什么“小院高墙”，将会犯下
新的历史错误，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
技发展，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完
整，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中国对与各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
持积极开放态度，迄今已经与一些国家
建立了对话机制。人工智能大国之间

的合作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也很重要。我们将适时向联大提交“加
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
草案，以促进各方加强技术共享，努力
弥合智能鸿沟，不让任何国家掉队。

谈半岛局势
根本之道是重启对话谈判

韩国广播公司记者：关于朝鲜半岛
问题，中方仍坚持既定立场吗？近期半岛
紧张局势加剧，中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王毅：朝鲜半岛问题延宕多年，病
根是清楚的，就是冷战残余犹存，始终
未能建立起和平机制，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安全问题。药方也是现成的，就是中
方提出的“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
同步走”原则。

当前半岛局势日趋紧张，这是中方
不愿看到的。世界已经够乱了，半岛不
应再次生战生乱。谁要借半岛问题开
冷战对抗的倒车，就要承担历史责任；
谁要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会付出巨
大代价。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
的，所有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致力于半
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当务
之急是停止威慑施压，摆脱轮番升级的
对抗螺旋。根本之道是重启对话谈判，
解决各方尤其是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
关切，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谈大国“小圈子”
联合国的地位不能取代

总台国广记者：当前全球性挑战层
出不穷，国际社会普遍期待联合国发挥
更大作用。同时，有些大国企图绕开联
合国，组建各种“小圈子”。中方如何看
待联合国的作用？对联合国改革有何
主张？

王毅：中方始终认为，世界只有一
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只有一种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都不应自
行其是、另搞一套。近年来一系列危
机挑战一再警示我们，联合国的作用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的地位必
须维护，不能取代。

联合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经历了各
种风雨，遭遇到强权政治的冲击，但仍
然是当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现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核心机制，是广大中小国家平等
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
字的国家，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
和维和出资国。面对发展赤字，我们积
极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对气候威
胁，我们支持联合国应对气变国际合
作，将用历史上最短时间完成全球最高
碳排放强度降幅。

同时，联合国也需要与时俱进，不
断改革完善，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
新现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
言权。大国尤其要承担责任，推动联合
国包括安理会更好履职尽责，更有效凝
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
行动。中方支持联合国举办未来峰会，
达成各方都受益的“未来契约”。我们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联合国不断发
展完善，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公平正
义为要旨，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有效
行动为导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
断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

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期待成为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加速器

巴基斯坦通讯社记者：习近平主席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很多
国家都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您对下阶段共建“一带一
路”有何展望？

王毅：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十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累
累硕果，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
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也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展的合作之路、
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习近平主席在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宣布中方下一步采取的八项行动，标志
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传承丝路
精神，落实论坛成果，开启共建“一带一
路”的第二个金色十年。

我们将推动硬联通提质升级。进

一步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海陆
空一体化的全球基础设施立体互联互
通网络。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深
耕“绿色丝绸之路”，合力应对各种新型
挑战。

我们将推动软联通走深走实。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守开放绿色廉
洁理念，锚定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方
向，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各方发
展战略对接，统筹标志性项目和“小而
美”项目，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让

“一带一路”更好成为大家的机遇、共享
的机遇、持久的机遇。

我们将推动“心联通”日益深入。
大力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明对
话，大力支持各国民间和地方交往，大
力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让丝路精
神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我们期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发动机，成为实现
世界现代化的加速器。

谈中国故事
人民是中国故事的主角

中阿卫视记者：过去一年，中国声
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人希
望了解更多中国故事。您认为新时代
中国故事的重点和意义是什么？外国
记者在传播中国故事方面能发挥什么
作用？

王毅：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几年，
外国驻华记者报道了许多生动鲜活的
中国故事：从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到

“奋斗者”号极限深潜，从荒漠化治理到
低碳生活，从杭州亚运会到贵州“村
BA”。你们向世界讲述亿万中国人民
共圆中国梦的感人故事，让世界看到新
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借此机会，我要
向为此做出努力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诚
挚的感谢！

中国故事可谓精彩纷呈。首先是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100
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开
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历
史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这是中国故事
中最耀眼的主题。中国故事说到底是
中国人民的故事。人民是中国故事的
主角，14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接力奋斗，通过辛勤劳动追求幸
福生活，这是中国故事中最精彩的篇
章。中国故事也是中国和世界相互成
就的故事。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同各
国的共同发展联系起来，不断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既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
世界，这是中国故事中最宏大的叙事。

你提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应当
看到，中国故事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类
故事的重要篇章。中国故事带给我们
的启示就是，只要各国立足自身国情自
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就一定能够绘就百
花齐放的世界现代化新图景。

讲述中国故事的外国记者朋友正
在不断增多。我看到一位外国记者表
示：中国是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地
方，讲述中国故事不只是他的一项工
作，更是终生的使命。我也注意到，这
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因为分享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而受到各国网友
的喜爱。我们欢迎更多外国朋友一起
来讲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故
事，讲述中国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故事。 据新华社

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成为南海的肇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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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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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