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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要求“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使命任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一代代人

为之奋斗不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

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

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

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

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

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肩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

命任务，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

可靠的主心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深化

改革开放，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

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

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

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前进道路上，只要我们坚定信

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就

一定能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新华社评论员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20

日上午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

长沈蓓莉，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马朝旭两位二十大代

表，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

行”主题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

马朝旭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十年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

指引下中国外交取得的重要进展。

首先，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党中

央就对外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不断巩固，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更

加完善。

其次，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日益完善。

中国建交国总数从172个增加到181个，同世界各国和地

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数量从41对增加到113对。

第三，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力维护。面对

外部遏制打压和无理干涉，我们开展了针锋相对、坚定有

力的斗争。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更加巩固。有

力阻遏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连续挫败反华势力对我

国进行攻击抹黑，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第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我

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全球治理，成为维护

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

第五，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力有效。同26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吸引149个国家

和32个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大批

标志性项目扎实推进。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朝旭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非常明确，那就

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马

朝旭说，中国坚持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推动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

国别到地区、从双边到多边，在各领域、各方向都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

议，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马朝旭说，我们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

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

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

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党的对外工作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开辟新境界、塑造新风范

沈蓓莉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对

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锚定历

史方位、明确基本定位、赋予崇高使命、指明努力方向、明确方

法路径，把党关于对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她说，一方面，党的对外工作充分发挥政党引领的特

色，搭建了一系列高层次政党对话平台，与世界各国政党共

商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责任，共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

伟愿景；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思想交流的特色。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的飞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

沈蓓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有几个特点：一

是“广”，坚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同政党、政治组织、社会

团体等广泛开展交往；二是“诚”，坚持以诚感人、以心暖

人、以情动人，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深交好朋友，对执政

党、参政党、在野党平等相待；三是“活”，坚持超越意识形

态差异，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同一

切愿与我们党交往的外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

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沈蓓莉说，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与外国政党

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加强自身的建设、提升治理

能力、更好为民造福，携手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政党的贡献。

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坚定维护
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马朝旭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我国对外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保持战略定

力，发扬斗争精神，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

握发展和安全主动权。

马朝旭说，我们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的决心不可动摇、坚如磐石。在新的征程上，

中国外交将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始终挺立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最前线。

“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马朝旭说，外交战线始终

保持人民外交的本色，践行外交为民，全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外交，坚定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持续聚焦中共二十大
近期众多外国政党政要、政治组织以及友好人士纷纷

致电致函，祝贺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沈蓓莉表示，党的

二十大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

事、喜事，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持续聚焦。各国政

党政要和各界人士纷纷发来贺电贺函，充分表达了他们对

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的热烈祝贺，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美好祝愿，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为人

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期待。

沈蓓莉说，从这些贺电贺函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习近平总

书记大党大国领袖风范的由衷敬佩。这些贺电贺函高度赞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的中国智慧，积极

评价新时代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殷切期待。

“二十大闭幕后，我们将结合双多边党际活动广泛介

绍二十大精神，举办高层次多边对话，面向外国驻华使节、

在华工商界人士等举办专题宣介会，还将派出一些团组向

外国政党通报介绍。”沈蓓莉说。

两位代表还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其他问题。150家媒体的

约240名境内外记者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记者朱超潘洁成欣

10月20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

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

长沈蓓莉，外交部党委委

员、副部长马朝旭围绕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

主题与记者交流。图为记

者在分会场举手提问。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
介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