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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中国·唐
——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
纪）”11月18日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
术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为展览题写序言。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
年。5月我访问法国期间，中法双方达
成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
唐代文物展的协议。我很高兴地看到，
在两国文物专家共同努力下，“中国·唐
——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

纪）”展览如期开幕。
习近平指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

鼎盛的一个朝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思想包容、艺术恢弘、民族融合。唐代的
文化影响辐射亚洲，并通过丝绸之路传
播到欧洲。唐代的诗歌、绘画、金银器等
艺术成就至今仍被人们称颂。相信本次
展览能够让法国和欧洲的观众们更为形
象地了解辉煌灿烂、自信开放的盛唐气
象，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与法兰西民

族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两国人
民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我们要从历史文化中探寻启
迪，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和文化遗产
保护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历史
情感与时代精神融入中法友谊，将中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和富
有活力。

马克龙总统表示，为庆祝法中建交
60周年和文化旅游年，吉美博物馆将举
办盛大的唐代文物展。唐代在中国文

明史上地位特殊，具有辉煌的文化和令
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活力，并通过丝绸之
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创造出令人目不
暇接的艺术财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
的展览再次凸显出，法中文化交流充满
活力，将继续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法国
文化部指导，展出来自中国10个省区市
32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套）精美文
物。

“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开幕
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题写序言

（紧接02版）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
设稳定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贸易治理，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数字治
理，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生态
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习近平
主席还指出，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提出的主张，立足全球治理五个重点领
域，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倡导以包容性
解决方案应对共同挑战。”巴西ABC联
邦大学“外交政策观察站”研究员费利
佩·波尔图说，“习近平主席呼吁增加发
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主张公平贸
易、反对保护主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重视可持续发展。这些主张彰显中国
践行多边主义，引领推动更加公平和务
实的国际合作。”

印尼-中国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韦罗妮卡·萨拉斯瓦蒂对习近平主席
主张的“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深表认同。“中国始终致力
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支持贸易
自由化和多边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她
说，作为全球供应链重要一环，中国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优化投资环境，不仅推动了本国现
代化建设，也有效促进全球供应链稳定，
助力全球经济增长。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呼吁，避免经
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市场。英
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特说，近年
来，个别发达国家奉行保护主义，采取高
关税、“小院高墙”等政策，破坏供应链，

阻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
展。“所有这些都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特
别是与包容、公平的全球化背道而驰，最
终将损害其自身利益。”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纳扎罗夫高度评价中国
在推动完善二十国集团合作机制方面所
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框
架内积极推动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肩负起
各自责任。中国不仅推动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和金融改革等领域的合作，还倡
导创新驱动发展，强调科技创新和数字
化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关键作用。这些
主张在完善二十国集团合作机制、提升
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塞舌尔前副总统文森特·梅里顿说，
中国一贯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努力必
须得到赞扬和支持，因为这代表了一条
通往更公正、更公平世界的道路”。他高
度评价中国积极投资非洲可再生能源项
目，推动各国向更可持续的能源系统转
型。“中国在绿色发展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凸显了绿色低碳技
术的变革性作用。通过率先采用清洁能
源技术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中国证明
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齐头并进。”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二十国
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更大
作用。要本着“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
级、各方不拱火”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
局势降温，寻求政治解决之道。阿根廷

阿中研究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
说，中方一以贯之在国际热点事务中发
挥建设性作用。“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根本
途径，不应进行政治操弄煽动紧张和敌
对。中国主张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引起共
鸣，峰会东道主巴西在这一问题上看法
与中国一致。”

中国理念引领共创美好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主

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
将发展议题放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
心位置。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
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
展的公正世界。习近平主席还呼吁重温
二十国集团成立初心，从里约热内卢再
出发，弘扬伙伴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边场合为
推动世界发展繁荣持续发声。”美国“问
题洞察”组织高级研究员约翰·卡武利奇
在峰会现场对记者说，“我刚在秘鲁利马
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现在又在里
约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习近平主席出
席这两场重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还
同其他领导人密切交流，在多边场合积
极有效地发挥中国作用。”

“中国不是今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东道
主，但我们能看到中国在与志同道合的国
家合作。习近平主席同卢拉总统在世界共
同发展这些议题上携手合作，这一点非常
重要。”与会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
教授安德鲁·库珀说，“我们还注意到，全
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平台上更

加主动。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扩大对最
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等行动，凸显中国
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的责任担当。”

米蒂奇说，面对全球挑战，习近平
主席以其全球视野提出一系列倡议，这
些倡议“既支持联合国的多边框架，又具
有前瞻性，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文明
倡议，以及在金砖国家峰会和二十国集
团峰会上提出的各项主张，都展现了中
国的远见”。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
主任赛义德·乔杜里说，作为二十国集团
成员，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
经济全球化，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
发展阶段如何，都应该在全球经济政策
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并分享应有利益。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主张
旨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缩小南北发
展差距，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国
方案强调共同参与和共同发展，将推
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包容和公平的方向
发展。”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当代中非关系
研究中心主任谢里夫·加利说：“习近平
主席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这已经而且
理应成为世界的潮流。”他指出，中国与
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密切合作，积极帮
助发展中国家在二十国集团中发挥作
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全球
发展应该触及世界所有角落，而要实现
这一目标，必须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丰富防治新型腐
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这是持续发
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充
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不移反腐惩恶的决心意志。

第一，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当前
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必须
高度重视、加强应对。从近年来查处的
案件看，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不断
变异升级。有的获取利益由现金、房产、
高档礼品等传统财物逐渐扩大为股份、
房屋装修、有偿服务等财产性利益，腐败
的利益形式越来越多元化。有的领导干
部的“白手套”从近亲属等身边人扩大到
同学、朋友等“局外人”，共同受贿人员范

围呈进一步扩大趋势。有的借助“市场
行为”为腐败披上“隐身衣”、“护身符”，
以民间借贷、低买高卖等为名，形式上日
益“合法化”。有的减少直接行贿受贿行
为，转而采取设立“影子公司”、由他人代
持等方式间接收受财物，增加收受行为
的中间环节，伪装掩饰腐败行为。有的
采取金融运作等高智能犯罪手段掩盖权
钱交易本质。有的在职时为他人谋利但
不收受财物，退休后才收受财物，谋利与
受贿行为间隔时间拉长形成“期权化”。
此外，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现
象，也是腐败问题的新变种。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在作案方式和手法上伪装变
异、花样翻新，但以权谋私、违纪违法的
本质没有变，污染政治生态、破坏发展环
境的危害更严重，必须坚决惩治。

第二，提升反腐败斗争能力水平是
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现实需要，

必须升级打法、丰富手段。新型腐败和
隐性腐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发
现和查处难度加大，对治理腐败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必须增强斗争精神、提高
斗争本领，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
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
一丈”。要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
认识，加强对腐败的本质、根源、发生机
理等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腐败阶段性
特征和变化趋势。完善反腐败工具箱，
不断提升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科学化水
平，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揪出隐藏
很深的腐败分子。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
动机制，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强
化快速反应、联合处置，加大对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让新出
现的问题难以蔓延。

第三，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
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与时俱进、常抓不

懈。腐败滋生有着历史、文化、经济、社
会、制度、生态等多方面的土壤和条件，
是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
结果，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总体战、攻坚
战、持久战。腐败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老问
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冒出来，治理了的
问题还可能改头换面、反弹回潮。新型
腐败和隐性腐败也是相对的，有的腐败
形态刚出现的时候，是新型的、隐性的，
经过治理，就逐渐变成老旧的、显性的
了，但同时还会有更新型、更隐性的腐败
问题出现。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发
现、治理、再发现、再治理是一个持续、渐
进的过程。只要存在腐败滋生的土壤和
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就要不断探
索和丰富防治腐败的有效办法，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
常态化、长效化。

为什么要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