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

新定位指明方向
今年是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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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也是两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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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几十年来，中美关系
由原来的相互隔阂、对立，发展到现在的联系
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从许多方面来
讲，两国正在发展成为“利益共同体”。

过去
$%

年，我对美外交取得显著成就。
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就中美建设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国高
层往来和对话磋商频繁深入，有力地推动了
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气候变化、反恐、防核扩散以及重大地区
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充实了
两国关系的内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证明，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关系不是、也不
应该成为“零和游戏”。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
全球化的时代，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新的视角、
新的思维。我相信，只要双方相互尊重，不断
拓展合作，增进共识，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完
全可以走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
大国关系之路。

（本报驻美国记者 温 宪整理）

中国驻东盟大使杨秀萍———

伙伴关系阔步向前
中国—东盟已建立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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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果
说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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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双方关系逐步拓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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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个
$%

年双方合作则是在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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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确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并率先同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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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年均增
长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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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建立了发展中国家间最
大的自贸区，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国
家成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合作，涵盖经贸、农
业、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双方互派留学生人
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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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同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缩影，

体现了我们“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
交方针。中国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不断发展，务
实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今年，中国—东盟关系进入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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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和新成立的中国
驻东盟使团将加倍努力，乘势而上，做中国与
东盟间沟通的桥梁、合作的纽带、友谊的使
者，推动双方合作实现新的跨越。

（本报驻印尼记者 刘 慧整理）

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

中非关系充满活力
近年来，中非关系发展迅速、充满活力、

最具潜力。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始终坚持四个
“注重”：

第一，注重感情。中非传统友谊弥久深
厚，双方人民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从中国
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对非洲和非洲人
民都充满着友好真挚的情感，反之亦然。

第二，注重实效。中国对非合作始终做到
“言必信，行必果”，真心实意帮助非洲实现和
平、稳定和发展，特别强调改善非洲民生，提
高非洲自主发展能力。同时，中非合作始终是
互利共赢的，长期以来非洲国家也给予了中
国大量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第三，注重创新。中非合作紧扣时代脉
搏，努力契合双方需求，在合作领域、合作方
式和合作机制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作为新世
纪中非合作的最大创新，中非合作论坛迅速
发展壮大，为中非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
动力。

第四，注重互鉴。中非合作有力促进了国
际社会更加关注非洲，推动了世界发展问题
的解决。当前，“非洲机遇论”日渐升温，国际
对非合作势头方兴未艾。中国积极与国际社
会就非洲事务开展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取
长补短。

（本报驻南非记者 蒋安全整理）

奋发进取 成果丰硕
本报记者 廖先旺 彭 敏

大国外交：稳中有升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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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保
持稳定发展势头并取得重要积极进
展。高层战略沟通密切有效，两国元
首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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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晤。双方确立了共
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
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对话机制日
臻成熟，新建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等重要机制，两国
政府间对话磋商机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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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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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美贸易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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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今
年有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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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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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
的高水平。双方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
战略协作伙伴，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相
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元首和议长年
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战略安全磋商
等高层交往与各领域合作机制进一步
完善，构建了全方位务实合作格局。俄
总统普京今年就职不到一个月即对我
国进行国事访问，充分体现俄最高领
导人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中国与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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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
机制增强了双方理解和互信。中欧
还陆续建立了经贸高层对话机制、
高级别战略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
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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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欧盟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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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欧在二十国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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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等平台共同推动国
际经济和金融秩序改革。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始终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重视欧洲和中欧关系，
积极传递对欧洲和一体化的信心。

周边外交：全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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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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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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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

日，上海合
作组织北京峰会成功举行，取得全方
位突破。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元首齐聚
北京，各国元首共同发表关于构建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地区宣言，这在中
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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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中国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建立了不
同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大多数
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一五”期间，
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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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是在周边，中国—东盟自贸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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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面建成，涵盖世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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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口，中日韩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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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签署投资协
定，正积极准备年内启动自贸协定谈
判。在困难面前，中国与周边国家患难
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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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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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度洋海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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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等灾
害发生后，中国向周边国家紧急施援，
谱写了一曲曲生命赞歌。中国与亚洲
国家携手应对挑战，成功抵御亚洲金
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世
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中国家外交：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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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我国先后任命
'

位
中东问题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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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

位特使多次
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往返相关地区和主
要大国，在巴以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
上积极劝和促谈，为促进中东和平稳
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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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中
国、阿拉伯国家和阿盟共同发起成立
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迄今
已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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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部长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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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功召开，大幅提升了中非关
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办的
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出席领导人最
多的一次国际盛会，成为我对外关系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开
启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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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金融危机开始肆
虐全球，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蔓延。在此特殊背景下，国家主席
胡锦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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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席在秘鲁首都利
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六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哥斯达黎
加、古巴、秘鲁三国进行国事访问。访
问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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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首份对拉政策文
件。这是中国和拉美作为新兴发展中
力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挑战的
重大举措。当前，加快推进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已成为双方的战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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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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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勒比岛国
海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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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强烈地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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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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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受伤。中海没
有外交关系，但本着“灾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的精神，我应急机制
随即启动，中国国际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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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
震后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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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就飞赴太子港，成
为第一批抵达灾区的外国救援队。

多边外交：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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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多边外交开拓创新、
奋发进取，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积极参
与多边首脑外交，利用多边峰会场合
宣介“和谐世界”、“科学发展”理念，并
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党和国家领导
人先后出席联合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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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首脑
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安理会核
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二十国集团系
列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世界议
长大会、亚欧首脑会议、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高级别会议等重要会议并发表
讲话，引导国际体系的调整和规则制
订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
协作的新安全观，推动以对话谈判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中国全面参
与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等工作，
在处理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苏丹
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建设
性作用。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累计向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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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维和行动
派出各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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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在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名列前茅。

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发展领域
工作，为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发挥
重要作用。我积极参与多边社会和人
权领域工作，深入参加国际规则制
定，有效地维护了我国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提升了国际形象。同
时，中国还致力于提升区域一体化水
平、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树
立了建设性合作形象。

公共外交：方兴未艾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深入，公众以不同形式关注、参与外
交。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并亲自

参与公共外交，充分利用出访和出席
重要国际活动的机会，与外国各界广
泛接触，与外国公众面对面交流，展现
富有亲和力的良好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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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外交部启动新的
发布机制，例行记者会增至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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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
员们走进中外媒体和国际论坛。外交
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每年组织大
量吹风会和采访活动，帮助外国记者
全面客观报道中国。

外交部网站现已发展成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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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网站，
-

个部内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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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驻外使领馆子网站的网站群，用

!&

种语言面向全球提供外交相关信息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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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外交小灵通”微
博陆续在人民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
登陆，目前粉丝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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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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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外交·大家谈”网络访谈栏目
在国内重要新闻网站推出，几百万网
民与外交部多位司局长在线交流。

为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外交部敞
开大门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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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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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创办“蓝厅论坛”，畅论国际
形势和中国外交。此外，每周一、三、
五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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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交
服务站”栏目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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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的外交资讯
和服务信息。

驻外使领馆各级外交官每年面
向驻在国各界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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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或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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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精心组织人文交流活动，让海
外的“春节热”、“汉语热”、“中国热”
成为常态现象。

领事保护：外交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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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0

日，载着中水电集
团公司

!0

名员工的飞机缓缓降落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踏上祖国土地的
那一刻，工人们忍不住流下泪水：“终
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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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前，中水电集团公司
在苏丹的项目营地遭到当地反政府
武装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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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员工被劫为人质。在
同胞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中国政府
反应迅速，全力投入，千方百计开展
营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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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艰苦努力，被劫人员
全部获救，并平安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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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是中国领事保护工
作大发展时期，中国政府共组织实施
了涉及约

*

万同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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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撤离行
动，积极营救被绑架劫持中国公民
'%%

余人，妥善处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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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起、涉及
近百万人的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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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国领事保护逐步构建
了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
民个人“五位一体”的境外安保工作
联动网络，形成了立体式领事保护机
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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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挂牌成立，成为中国领保工作政策
指导和统筹协调的权威机构。

外交部上下努力，让领保知识
普及到社区和每个公民，让它“入
脑、入眼、入耳、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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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远行的同胞
带着祖国母亲的呵护，顺利出行，平
安回家。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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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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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国华侨华人和来自北京的表

演团成员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

盛装游行，在中法建交
&%

周年之际

庆祝中国猴年春节和在法国举办的

中国文化年。 人民视觉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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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0

日，在苏丹乌—阿公路
#&#

项目部遭

劫持的
!0

名中国员工中的
!'

名川籍员工顺利抵达成都。

左图：过去
#%

年，中美关系总体稳定。迄今为止，中美已举行

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

左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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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约

旦河西岸城市拉

姆安拉，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

主席阿巴斯（右）

会见中国中东问

题特使吴思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