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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 11 月 16 日电 当地时间 11

月 16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行。 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

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抵达会场时， 受到博鲁阿尔特总

统热情迎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几十年来，亚太经

合组织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

融通， 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

和主要增长引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亚太合作也面临地缘政治、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上升等挑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

太各国要团结协作，勇于担当，推动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 坚

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向， 坚定维护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着

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 维护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今天，我们将通过亚太

自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 相信将为推动亚

太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国坚持以

开放促改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 愿同有关各方探索商谈

数字和绿色领域贸易协定， 持续扩大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 要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在人

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加强

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创

新生态，推动亚太地区实现生产力跃升。坚持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数

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塑造亚太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中国正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深化同各方绿色创新合作，将发布《全

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 愿同各方共同

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为亚

太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是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 要

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加大对发展中经济体和

弱势群体的支持， 共同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

“蛋糕” ，让更多经济体、更多民众共享发展

成果。 中方将在亚太经合组织推进提高居民

收入、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等倡议，助力

亚太经济普惠包容发展。 中国将担任亚太经

合组织 2026年东道主，期待同各方一道深化

亚太合作，造福亚太人民。

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

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 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就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 建设美丽中国等各领域作出系统

布局。 中国发展将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更

多新机遇。 中方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

快车，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

的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努力。

会议由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主持， 主题

为“赋能、包容、增长” 。

会议发表 《202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马丘比丘宣言》《关于亚太自由贸易

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和《关于推动向正

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三个成果

文件。

15日晚，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利马 11 月 16 日电 当地时间 11

月 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同美国

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过去 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

经跌宕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总体实

现了稳定。 我们指导双方团队通过磋商确定

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原则， 共同推动两国

对话和合作重回正轨，恢复和新建了 20多个

沟通机制，在外交、安全、经贸、财政、金融、军

队、禁毒、执法、农业、气候变化、人文等领域

取得了积极成果。

过去 4年的经验值得总结、 启示需要记

取，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修昔底德陷

阱” 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 打不得也打

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

二是要言必信、行必果。 人无信不立。 中

方都是说到做到， 但如果美方总是说一套、做

一套，对美国的形象很不利，也损害双方互信。

三是要平等相待。中美两个大国交往，任

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对方，也

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 出发压制对方，更不

能为保持本国的领先地位而剥夺对方正当发

展权利。

四是不能挑战红线、底线。中美是两个大

国，难免有些矛盾分歧，但不能损害彼此核心

利益，更不能搞冲突对抗。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

须恪守。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

权利是中方的 4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些是中

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

五是要多搞对话和合作。在当前形势下，

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不管是在经贸、农业、禁毒、执法、公共卫生等

领域，还是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

挑战，以及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都需要中美合

作。中美双方应该拉长合作清单，做大合作蛋

糕，实现合作共赢。

六是要回应人民期待。 发展中美关系应

该始终着眼两国人民福祉， 汇聚两国人民力

量。 中美双方要为两国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

架桥铺路，也要排除干扰和障碍，不要人为制

造“寒蝉效应” 。

七是要展现大国担当。 中美两国应该时

刻考量人类前途命运，为世界和平担当，为全

球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包括开展良性互动、不搞相互消耗、不胁迫别

国选边站队。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印证

了中美建交 45年来的经验和启示。如果两国

做伙伴，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能够取得长足

发展。 如果把对方当对手，恶性竞争，中美关

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 当今世界动荡不

安、冲突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

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 团结协作才能共克

时艰。 “脱钩断链” 不是解决之道，互利合作

才能共同发展。 “小院高墙” 不是大国作为，

开放共享才能造福人类。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

要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实现中

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 多为世

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

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立场没有变， 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

望没有变。中方愿同美方继续保持对话、拓展

合作、管控分歧，延续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企

稳势头。

习近平就台湾、经贸科技、网络安全、南

海、 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问题阐明中方

立场。

习近平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

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

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

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

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不可剥夺、 不容无

视。各国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不能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 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恶

意设限打压。

所谓中国实施网络攻击，既没有证据，也

没有道理。 中方本身是国际网络攻击的受害

者，一贯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中方坚决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 当事方对话协商始终是管控南海争议的

最佳方式。 美国不应介入有关南沙岛礁的双

边争议，不应纵容和支持挑衅冲动。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作为始终

光明磊落，就是穿梭斡旋、劝和促谈，为和平

而奔走，为推动局势降温而努力。中方不会允

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 不会坐视中国的战略

安全和核心利益受到威胁。

拜登表示， 美中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也事关世界

的未来。确保美中竞争不演变为冲突，这是美

中两国政府对于两国人民和世界肩负的责

任。过去 4年，美中双方共同努力恢复和新建

了一些对话和沟通渠道， 包括双方外交和安

全团队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 开展坦诚深入

对话，为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发挥有益作用。特

别是我们一年前在旧金山会晤以来， 双方在

军事、禁毒、执法、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人文

交流等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美中双方

相互支持对方主办 2026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展示了美中合作可以给人民带来的福祉。 美

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

“台湾独立” ，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会

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竞争。 美方也将继续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愿在过渡期同中方加

强沟通对话，增进彼此相互认知，负责任地管

控分歧。

两国元首重申双方就中美关系指导原则

达成的 7 点共识，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

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

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 负责任管控双边

关系中的竞争因素。双方愿秉持这些原则，继

续稳定中美关系，实现平稳过渡。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美战略沟通、 外交

安全团队经常性接触、两军、经贸、金融等领

域对话机制的重要作用，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势头，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两国元首回顾

了旧金山会晤以来禁毒、 气候变化、 人工智

能、 人文交流等领域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

展。

两国元首认为， 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进

行了坦诚和建设性对话， 在联合国大会相互

联署各自关于人工智能的决议， 确认有必要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应维

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

两国元首都认为，这次会晤坦诚深入，是

建设性的，愿继续保持沟通联系。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