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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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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续/摄

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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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中国外交

2023年是中国外交的开拓之年，更是收

获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促进国际团结合作采取中国行

动，为化解各种危机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为

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中国贡献，开

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

外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形成了新征程上中

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我们将深入学

习贯彻会议精神，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

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

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

有作为的新局面。

我们将更加自信自立，锻造中国外

交的品格。始终把国家发展振兴放在自

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人民的前途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

民族尊严。

我们将更加开放包容，展现中国外交

的胸怀。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不同文明互尊

互鉴。保持大国关系稳定，与周边国家携

手共进，与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

我们将主持公道正义，亮明中国外交

的风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在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正

当权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上

旗帜更鲜明，铁肩担道义，锚定历史前进

的正确方向。

我们将推动合作共赢，坚守中国外交

的追求。坚定走团结合作的人间正道，积

极为解决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提出更

多中国方案，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提供更

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不

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谈中俄关系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

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政治互信持续

深化，互利合作优势互补，民间交往热情

高涨。

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是双方基于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更是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作为世

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俄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

时代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

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谈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

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

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

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谈中美关系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保

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始终本着

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

中美关系。

具体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因为两国

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只有尊重和认

可差异，两国交往才可持续；和平共处是

底线，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发生冲突

对抗后果不堪设想；合作共赢是目标，中

美携起手来，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

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改善取得一

些进展，这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

望。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美方的对华错误认

知仍在延续，所作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

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

度。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

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

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美国如果

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

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

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

在？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

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

己。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

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积极务实地开展对华

交往，言行一致地把承诺落到实处。同中方

一道，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健康、可持续

的发展轨道。

谈巴以冲突

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

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致力于推动巴勒

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呼吁个别安理会成员不要再为此设置障

碍。我们倡议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

有实效的国际和会，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主张巴以双方尽快

恢复和谈，最终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阿

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共存。中方将继

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和平奔走，为挽

救生命努力，为匡扶正义担当。

谈中欧关系

去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周年，双方各层级交流对话全面重启。

事实上，中欧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

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

大于分歧。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

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

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我们希

望中欧关系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谈台湾问题

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

举，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

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

归祖国的历史大势。选举结束后，18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

的普遍共识。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

“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

别国家执意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

干涉中国的内政。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

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

福”照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谈乌克兰危机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

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亲

自同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各国领导人

深入沟通，中方专门就此发布立场文件，多

次派出特使穿梭斡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指向一个目标，就是为止战和谈铺路架桥。

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谈判桌。早一点

谈起来，和平就早一天到来。只要各方都

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妥善解决

各方的合理关切，欧洲就能真正建立起均

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

谈南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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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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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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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强调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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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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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朝鲜半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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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联合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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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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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金砖扩员

金砖国家发展壮大，是维护和平力量

的增强，是世界正义阵线的扩大，不应被

视为什么挑战。从更广意义上讲，金砖扩

员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

进程加速推进的体现。作为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占

世界经济的比重已提升到40%以上，正在

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的版图。独立自主是

“全球南方”的底色，团结自强是“全球南

方”的传统。“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

多数”，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

量，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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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