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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受疫
情和美国大选影响，中美关系日
益紧张。您是否担心中美关系进
一步恶化？

王毅：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世
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每天都
有无辜的生命被病毒夺走。对于
美国人民遭受的不幸，我们深表
同情，由衷希望和祝愿美国人民
能够尽快战胜疫情，早日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美两国的
共同敌人。相互支持帮助是两国
人民的共同心愿。疫情之初，美
国很多社团、企业和民众向中国
伸出援手。在美国陷入疫情后，
中国政府、地方和各界人士也积
极回报，向美方捐赠了大量急需
的医疗物资。我们还为美方在华
采购提供支持和便利，仅口罩一
项就向美方出口了120多亿只，相
当于为每个美国人提供了将近40
只口罩。

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新冠
病毒的肆虐，还有一种“政治病
毒”也正在美国扩散。这种“政治
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
进行攻击抹黑。一些政客无视最
基本的事实，针对中国编造了太
多的谎言，策划了太多的阴谋。
最近，人们把这些谎言汇编成册，
晒在互联网上公诸于世。如果再
有新的谎言，还会继续记录在
案。这本谎言录越长，就越拉低
造谣者的道德水平，越在历史上
留下更多的污点。

我要在此呼吁：不要再浪费
宝贵时间，不要再无视鲜活的生
命。中美两国当前最需要做的事
情，首先是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
经验，助力两国各自的抗疫斗争；
第二是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共同
参与和推动抗疫多边合作，为全
球抗疫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是着
眼疫情长期化和防控常态化，及
早就如何减少疫情对两国经济以
及世界经济的冲击展开宏观政策
的协调沟通。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
景，中方历来主张，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
家，我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承
担着重大责任，应该本着对人类
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两国
关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这是从几十年经验教训中得出的
最精辟概括，需要双方谨记在心。

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但这是
两国人民各自作出的选择，应当
彼此予以尊重。中美之间确实存
在不少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
有合作空间。当今世界上几乎所
有全球性挑战，都有待中美两个
大国协调应对。

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
美方共同建设一个协调、合作、稳

定的中美关系。同时，我们也必
须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利，维护
中国人民历经磨难赢得的地位
和尊严。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
不想取代美国；美国也不可能一
厢情愿改变中国，更不可能阻挡
14亿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

现在要警惕的是，美国一些
政治势力正在绑架中美关系，试
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
战”。这种危险的做法是在开历
史倒车，不仅会葬送两国人民多
年积累的合作成果，也将损害美
国自身的未来发展，危及世界的
稳定与繁荣。两国各界有识之士
都应当站出来予以制止。

还是那句话，为了中美两国
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了人
类的未来与福祉，中美双方应当，
也必须找到一条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在这个星球上
和平共存、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新华社记者：疫情使世界回
不到过去，中方如何看待后疫情
世界和全球化未来？

王毅：世界当然回不到过去，
因为历史在向前迈进。纵观世界
发展史，人类正是在与大灾大难
的一次次抗争中得到发展和进步
的。中方认为，只要各国作出正
确选择，坚持正确方向，我们这个
世界就一定能够在战胜疫情后迎
来更光明的未来。

首先，全球化需要更加包容
和普惠的发展。全球化是推动
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
人类进步的强大潮流。经济全
球化犹如百川汇成的大海，不可
能再退缩为相互隔绝的湖泊。
拒绝全球化、重拾保护主义，注
定没有前途。

我们在坚持资源全球合理配
置、确保最佳成本效益的同时，也
要更加注意缓解全球化引发的贫
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
弊端。全球化存在的问题只能在
全球化的发展中加以解决。这就
需要我们积极引导全球化的走
向。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
演讲中就全面阐述了中方对经济
全球化的看法，提出应当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今天
我们重温这一论断，更加深感其
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力量。

第二，多边主义需要更加坚
定地维护弘扬。这次疫情用事实
证明，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
可能独善其身。隔岸观火最终会
殃及自身，落井下石到头来将信
誉扫地。唯我独尊、推卸责任，不
仅解决不了自己面临的问题，还
会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权益。面
对越来越频繁的全球性挑战，国
际社会唯有奉行多边主义，才能

形成合力；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
克时艰。

第三，全球治理需要更加精
准地改革完善。这次疫情暴露出
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以及全球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短板。改革
和完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当
务之急。为此，我们必须更充分
地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和各专门机构的应有
职责；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各国宏
观政策协调以及治理能力的建
设；更坚定地遵循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

世界回不到过去，中国同样
也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经此一
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
经受住了全面检验，国家综合实
力得到了充分彰显，大国担当作
为发挥了应有作用。疫情过后，
中国经济必将更加坚韧有力，中
华儿女必将更加团结一心，中国
人民必将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必将更加势不
可挡。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记
者：您如何评价疫情发生以来的
中俄关系？是否同意有人认为中
俄将联手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

王毅：中方对俄罗斯疫情高
度关注，已经并将继续为俄方抗
疫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我相
信，在普京总统领导下，坚韧不拔
的俄罗斯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
情，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也一定能
在疫情后焕发新的活力。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
同普京总统多次通话，在主要大
国中保持了最紧密的高层沟通。
俄罗斯是第一个派遣防疫专家代
表团来华的国家，中国是向俄罗
斯提供抗疫物资支持最有力的国
家。双边贸易逆势增长，中方自
俄进口增速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中排名第一。面对个别国家的无
理攻击与抹黑，双方相互支持，彼
此仗义执言，成为“政治病毒”攻
不破的堡垒，体现了中俄高水平
的战略协作。

我毫不怀疑，中俄共同抗疫
的经历，将转化为疫情后中俄关
系提速升级的动力。中方愿同俄
方携手化危为机，稳定能源等传
统领域合作，办好“中俄科技创新
年”，加快开拓电子商务、生物医
药、云经济等新兴领域，为疫情后
两国经济复苏打造新的增长点。
中方也愿同俄方以纪念联合国成
立75周年为契机，坚定维护二战
胜利成果，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反对
任何单边霸凌行径，不断加强在
联合国、上合、金砖、二十国集团
等国际机制中的协调合作，共同
迎接百年变局的新一轮演变。

只要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
背靠背密切协作，世界和平稳定
就会有坚实保障，国际公平正义
就能得到切实维护。

《中国日报》记者：中国向很
多国家提供抗疫支持和帮助，但
也有对此质疑声音。您对此怎
么看？

王毅：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艰
难时刻，我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铭记在
心，深表感谢。在其他国家受到
疫情冲击时，中国人民也感同身
受，及时伸出援手。

为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几个月，我
们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迄今
为止我们已经向将近150个国家
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
以解各方的燃眉之急；为170多个
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
议，毫无保留地分享成熟的诊疗
经验和防控方案；向24个有紧急
需求的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
组，面对面地开展交流和指导。
我们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开
足马力为全球生产紧缺的医疗物
资和设备，仅口罩和防护服就分
别向世界出口了568亿只和2.5亿
件。

中国之所以这么做，首先因
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感恩的民
族，我们愿意投桃报李，回报各国
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同时，
中国也是一个愿意助人的国家，
每当朋友陷入困境时，我们从来
都不会袖手旁观。当年非洲遭到
埃博拉疫情袭击，中国在不少国
家纷纷撤出疫区之时，第一时间
派出医疗队逆行驰援非洲，第一
时间向非洲送去最急需的物资，
并且同非洲兄弟并肩战斗到最
后。

我们知道，中国的援助不可
能完全满足各国目前的需求，我
们也了解一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
意图编造出各种负面解读。但我
们光明磊落，坦然处之。因为，中
国所做的事情，从来不谋求任何
地缘政治目标，从来没有任何经
济利益的盘算，也从来没有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

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就是
尽可能多地挽救无辜的生命；我
们的信念始终如一，就是一个国
家控制住疫情并不是疫情的终
结，各国共同战胜了疫情才是真
正的胜利。

目前疫情仍在各国肆虐，中
国不是救世主，但我们愿做及时
雨，是在朋友危难时同舟共济的
真诚伙伴。我们愿意继续向有需
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深入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共同迎
接这场人类抗疫斗争的最终胜
利。 （下转A03版）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视频记者会，国务委员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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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