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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30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30 日宣布：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 9 月 3
日至 5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会
晤主题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
辟更加光明未来”。其间，还将举
行主题为“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对话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主持会晤和对话会，并出席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等有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 8月 30日电 （记
者王慧慧 吴嘉林） 外交部 30 日
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部长
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主持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有关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九次会晤即将拉开帷幕。习近平主
席将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就金
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
看法。会晤期间，中方还将举办新
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金砖五国以及埃及、几内亚、墨西

哥、塔吉克斯坦、泰国的领导人将
齐聚厦门，共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合作大计。9 月 3 日下午至 4
日上午，中方将举办迄今规模最大
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9 月 4 日上午，金砖国家领
导人会晤将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开
幕。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召开领导人
小范围会议、大范围会议。各国领
导人将通过 《领导人厦门宣言》。
之后，五国领导人将出席金砖国家
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同
工商理事会对话会以及签字仪式等
活动。当晚，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
丽媛将为各国领导人和夫人举行欢
迎宴会。中方还为各国领导人和与
会代表准备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活动。9 月 5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
将主持召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对话会。对话会后中方将发表
一份主席声明。对话会结束后，习
近平主席将举行中外记者会。

王毅指出，金砖机制的诞生，
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的必然

结果；金砖机制的发展，预示着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
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经过 10
年发展，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秩序变革、
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
2017 年，金砖合作进入第二个 10
年。正是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中国承担起金
砖主席国的责任。环顾当今世界，
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金砖
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
用。中方愿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共
同把金砖合作做大、做实、做强，
提高金砖机制的“含金量”，以造
福五国并惠及世界。

王毅指出，一年来，我们围绕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
明未来”这一主线，着力推动经济
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政治安全合
作取得新进展，人文交流合作成为
新支柱，形成了经济、政治、人文
并驾齐驱的“三轮驱动”新格局。

金砖“中国年”的活动丰富多彩，
纵贯全年，为厦门会晤进行了充分
准备，为会晤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
基础，也为金砖合作进入第二个

“金色十年”注入强大活力。厦门
会晤有 5 个方面值得期待。第一，
形成更强大的发展合力。第二，发
出更响亮的金砖声音。第三，打造
更牢固的社会根基。第四，构建更
广泛的伙伴关系。第五，形成更有
力的机制建设。上述 5个方面成果
紧扣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紧扣金砖国家、广大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的共同需要，既体现了雄
心水平，又兼顾可行性和务实功
能，将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启
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奠定
坚实基础。

王毅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厦门会晤将是一场留下鲜明
历史印记的会晤，一场开启崭新
合作历程的会晤。金砖国家的合
作之船、友谊之船，将顺应时代
潮流，扬帆起航，驶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及有关活动9月3日至5日在厦门市举行

习近平将主持会晤和对话会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卓昀 陈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日益呈现新格局。中国对世
界经济的影响力，对全球治理的引
领力，对国际安全的贡献度，对各
国民众的吸引力，无不攀上了新的
高度。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
信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心。

世界经济的牵引者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白骑
士，”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日前
在一篇报道中强调，“很明显，世
界贸易活力的重要触发器就是中
国。”

从 2013 年到 2016 年，中国对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平 均 贡 献 率 在
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
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

从 经 济 总 量 来 看 ， 2016 年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合11.2万亿美
元 ， 占 世 界 经 济 总 量 的 15％ 左
右，比 2012 年提高超过 3 个百分
点，稳居世界第二位。

未来 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
到 8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
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
亿人次。这必将给世界各国带来巨
大商机。

伴随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
国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
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国际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世界

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
一。

近年来，中国重大科研成果呈
现“井喷”态势：“墨子号”量子
卫星上天，“蛟龙”号下探马里亚
纳海沟，C919 大型客机首飞，量
子计算机问世……

全球治理的引领者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
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
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在
2016 年新年贺词中，国家主席习
近平这样说。

当今世界，完善全球治理刻不
容缓。在全球治理中，中国正凭借
特有的东方智慧发挥日益显著的引
领作用。

——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
大意义的创新理念，采取一系列打
破陈规的切实行动，推动国际体系
和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
向变革。

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
发展观，再到义利相兼、以义为先
的正确义利观，中国为全球治理贡
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积极参与建设金砖国家和
二十国集团 （G20） 等国际合作机
制，倡导创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支持新兴经济体提高在
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表决权，
世界经济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的格局正在改变。

“中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而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对全球治理来说也至关重要。”法
国中国问题专家高大伟说。

——中国高举经济全球化大
旗，推动其向着公正、包容、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在
一些国家持续涌动。中国反对各种
形式的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支持
经济全球化进程。

从西子湖畔的 G20 杭州峰会，
到秘鲁利马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到德国汉堡的G20
峰会，习近平主席一次次高屋建瓴
的重要讲话，深化了世界对全球化
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
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
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全球化发
展的正确方向。

美国 《纽约时报》 等媒体认
为，站在全球化钟摆运动的重要
节点，中国正经历从全球化受益
者到全球化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转
变，世界将继续搭乘中国发展的

“顺风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为
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表示，中国正在从全球物
质产品的提供者向公共产品的提供
者转变，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
领者转变。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很
多新倡议，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

‘一带一路’，它标志着中国全面深
入地参与到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行
动中。”阮宗泽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中国作出重要承诺和重大贡献。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并签署了
《巴黎协定》，成为最早通过立法程
序认定 《巴黎协定》 的国家之一，
也是最早向联合国提交应对气候变
化国别方案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最大
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最大的新能
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水电、风
电、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世
界第一。

国际安全的捍卫者

2017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举行了
进驻营区仪式。随着中国首个海外
保障基地建成和投入使用，中国军
队将更好地履行起在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等国际义务。

从 2008 年至今，中国累计派
出 26批护航编队奔赴海盗猖獗的
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
务，并连续保持着编队自身和被
护商船“两个百分之百安全”的纪
录。

在 维 和 方 面 ， 自 1990 年 以
来，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5 万余人次，先后参加了 24 项联
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五
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
的国家。

“中国维和军人的素质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高素质的军人、高
水准的装备，堪称一流。中国对维
和事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
让－皮埃尔·拉克鲁瓦今年 3月访
问南苏丹时说。

近年来，大国摩擦、地区冲
突、宗教矛盾等热点问题此起彼
伏，中国始终主张通过政治对话
和协商解决争端。在劝和促谈，
推动解决伊朗核、叙利亚、南苏丹
等热点问题方面，中国都作出了重
要贡献。

文明交流的推动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
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一片繁
荣，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海外“汉语热”持续升
温。据国家汉办统计，截至 2016
年年底，全球 140个国家和地区建
有512所孔子学院，开设有1073个
孔子课堂。

“在埃及，除了孔子学院，还
有 11 所当地大学有中文系。在非
洲，很多人对中国文化着迷。”埃
及 《金字塔报》 中国事务记者萨
米·卡姆哈维说。

——中国的传统节日正逐渐为
世界各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成为许
多国家共同欢度的节日盛典。

每到春节，纽约帝国大厦、伦
敦眼、悉尼歌剧院等世界知名地
标 建 筑 用 各 色 灯 光 换 上 “ 节 日

装”，许多国家发行生肖邮票，各国
政要、国际机构领导人发表新春祝
词。

——越来越多外国年轻人来到
中国求学。2016 年来华留学生人数
突 破 44 万 ， 比 2012 年 增 长 35％ 。
中 国 已 成 为 亚 洲 最 大 留 学 目 的 地
国。

“父亲希望我留在中国，他认为
中国代表着未来。他还告诉我现在很
多俄罗斯企业要求员工进修中文。”
俄罗斯留学生米海说。

——中国文化产品也在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2016 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
总额达 885.2亿美元，其中出口 786.6
亿美元，是2006年的8.1倍。

“许多英国读者对中国和中国文
学很感兴趣。对他们而言，阅读中国
文学作品是了解和探索中国及中国文
化一个非常有用的途径。”英国知名
汉学家、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弗兰
西丝·伍德说。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随着中国加速走
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发展繁荣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必将
更加美好。

（参与记者：赵焱、陈威华、张
继业、郑思远、应强、张曼、金正、
吴昊）

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步履从容坚定

游人在赛里木湖景区游玩 （8
月19日摄）。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西北地区作为传统
的草原牧区和沙漠集中分布地区，
近年来退牧还草、防沙治沙、植树
造林等举措推动了生态环境的恢
复，更促使西北走出一条区别于高
耗能、高污染经济发展路线的新路
径，成为绿色发展的探路者。

（新华社记者 马卓言 摄）

中国西北角
演奏绿色
“交响曲”

新华社武汉 8 月 30 日电
（记者谭元斌 胡喆） 记者 30日
从在武汉召开的第三届中国 （国
际） 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获悉，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发生
产的快舟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将
以“一箭六星”方式实施首飞。
目前，首飞技术方案和卫星搭载
方案已经明确，各项分系统研制
试验正加紧推进。

据介绍，快舟十一号运载火
箭采用车载移动方式发射，能够

满足卫星商业化、高密度、快速发
射的需求。火箭起飞质量 78 吨，
近 地 轨 道 最 大 运 载 能 力 1500 千
克，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1000
千克／700 千米，主要承担 400 千
米－1500 千米近地和太阳同步轨
道小卫星、微小卫星单星及多星组
网发射任务。

据了解，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
采用“航天系统管理＋民企灵活运
营”相结合的研发模式，引进民营
企业参与产品研发和生产。

快舟十一号首飞
将实施“一箭六星”发射

新华社武汉 8 月 30 日电
（记者胡喆 谭元斌） 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公司将研制时速达千公
里级的“高速飞行列车”，实现
超声速“近地飞行”。这是记者
30 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三届中国

（国际） 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获
悉的。

“高速飞行列车”的运行速
度相比传统高铁提升了 10 倍；
相比现有民航客机提升了 5 倍，
最大速度可达到 4000 公里／小
时，将是人类对交通工具速度极
致追求的一大进步。

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高速飞行列
车”项目落地开花将按照三步走
战 略 逐 步 实 现 ： 第 一 步 通 过
1000 公里／小时运输能力建设
区域性城际飞行列车交通网；第

二步通过 2000 公里／小时运输能
力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飞行列车交
通网；第三步通过 4000 公里／小
时运输能力建设“一带一路”飞行
列车交通网，最终形成一张继航
天、高铁、核电之后的中国新名
片。

“高速飞行列车”是利用低真
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阻
力，通过磁悬浮减小摩擦阻力，实
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它不仅
拉近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同时具
有不受天气条件影响，不消耗化石
能源，可与城市地铁无缝接驳等诸
多优点，是未来交通领域的发展趋
势和技术制高点。

截至目前，世界上仅有美国两
家公司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等极少数企业对外宣布开展大于
1000公里／小时运输系统研究。

我国将研制
新一代“高速飞行列车”
最大速度可达到4000公里／小时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记者刘诗平） 我国新型大洋综
合资源调查船“大洋二号”30
日在位于广州的中船工业黄埔文
冲船舶有限公司开工建造，预计
2019年3月交付使用。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书贤
说，“大洋二号”以大洋多种资
源调查为主，并可兼顾相关深海
领域科学研究，是一艘集多学
科、多功能、多技术手段为一
体的新型远洋调查船。船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我国大洋工作对
调查装备的需求瓶颈，进一步增
强我国深海资源及环境调查能力
和水平。

占地球面积 49%的深海大洋，
不仅蕴藏有丰富的资源，也是我国
发展战略的新疆域。隶属于中国大
洋协会的“大洋二号”，配备了超
过 70 台套不同类型的调查仪器装
备，船长 98 米、型宽 17 米，续航
力超过 1.4 万海里，具有全球无限
航区航行能力。

我国新型大洋资源调查船
“大洋二号”开工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