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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阪6月28日电 （记者黄
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在大阪会
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不断深化中南
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双方要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
支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同南
非政府未来五年行动计划对接，深化产
能、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数
字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中方愿

同南方分享在消除贫困等方面的经验，
为南方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支持。

习近平指出，中南两国都是重要
发展中大国。中方愿同南方加强沟通
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维护好中南和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拉马福萨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祝愿中国发展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南方珍视南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的宝贵支

持，愿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将自身发展同共建“一带一路”紧密对
接。南非同样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当平等
和相互尊重，反对在国际贸易中的单边
主义和霸凌行径，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正
当权益。南方欢迎并支持华为等中国企
业在南投资经营，愿同中方密切在二十
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
协调。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新华社大阪6月28日电 （记者商
洋）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在大阪会见印
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指出，明年是中印尼建交 70
周年，我们要再接再厉，共创新时期两国
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新局面。双方要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建设好雅万高
铁、“区域综合经济走廊”，拓展职业培训

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升
级。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开展智慧城市、
数字经济等合作，让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成为两国和地区发展的新动力。

习近平指出，我提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 64年前的万
隆精神一脉相承。当前形势下，中国和
印尼更要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协调和协

作，维护公理和正义。
佐科表示，我高度重视印尼同中国的

合作关系。印尼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
路”，深化经贸关系，推进雅万铁路等重点
项目建设，密切在多边框架内的沟通配合，
支持东盟国家深化同中国的协调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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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阪6月28日电 （记者刘
华、商洋）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在大阪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
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
作用。形势越是复杂严峻，越要彰显联
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我们要推动全世界
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
步。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
和秘书长的工作。

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和
动荡一面有所上升，海湾地区局势尤为
敏感，面临战与和的十字路口。中国一

贯站在和平一边，反对战争。各方要保
持冷静克制，加强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指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
阪峰会要充分考虑全球发展需要，对外
传递正确信号。中方赞赏秘书长先生为
推动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
努力，愿推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取得
积极成果。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处
在关键时刻，贸易领域和海湾形势出现
紧张，世界面临促进多边主义、遵守法
制意愿不足的情况。越是这样的时刻，

越应当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赞
赏中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的支持，高度
评价中国在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
决、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对促进全球发展、特别是
帮助非洲发展十分重要。联合国希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领导力，愿
给予最全面的支持和配合。联合国愿
同中国共同努力，更好发挥全球治理应
有的作用，使遵循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社
会主流。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大阪6月28日电 （记者李
建敏）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在大阪会见
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保持中德合作大方向
不动摇是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基本共
识。在当前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多变的背
景下，中德作为全方位战略伙伴确有必
要保持沟通协调。

中德可以继续成为平等对话、相互
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欢迎德国企业把
中国视作可靠的贸易伙伴，加大对华投
资。中国扩大开放的承诺绝不是空头支
票，欢迎德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中德要发扬共塑创新精神，把竞争转

化为共同发展进步的合作动力。我们注
意到，德国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发展和创新
活力将为德国带来更多机遇。我们欢迎
两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自动驾驶、人工智
能、5G通信技术等领域开展创新合作。

中德要共同推进亚欧互联互通，打
造促进自由贸易的新高地。我们愿同德
方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争取明年
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早日开启中欧
自由贸易合作进程。

中德要加强合作，为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作出努力。

默克尔表示，当前形势下，德国希望同

中国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我期待着在不
久的将来再次访华。德方愿同中方探讨“一
带一路”框架内合作，积极推动欧盟对华关
系发展，争取早日签署欧中投资协定。德
中都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希加强在应对
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领域合
作。我们对在贸易领域采取单边主义、动
辄施压给欧盟带来的不利影响深感忧虑。

双方还就伊朗核等问题交换了看
法，一致认为应坚持遵守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坚持对话和平解决问题，避免紧
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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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与会各国领导人表示，当今世界
充满着不确定性，国际社会面临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规则
和世界贸易组织受到削弱和破坏、发
展包容性亟待加强等挑战。金砖国家
要加强协调，更加积极主动发挥领导
作用，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规则的

国际贸易体系，推动基于相互尊重的
公正、可持续的发展和贸易模式，制定
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谈判议程，为促
进共同繁荣和世界经济增长发挥更大
作用。金砖国家要更加展现我们团结
合作的战略价值，坚定维护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权利，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金砖

国家要加强在数字经济、能源、金融等
领域合作，更好地抵御外部风险。应
当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发展
作为重点议题，落实对非洲发展援助
的承诺。

会晤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参加会晤。

（上接第二版）维护三国以及国际社会根
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俄印三方要推动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各方
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坚持不
干涉内政原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公平正义。要构建
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好
发展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 5G网络、
高技术、互联互通、能源等领域合作，推

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以协
商一致的方式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努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
题。要努力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稳定，
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坚持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热点问题，
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合作应
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普京表示，当前形势下，俄中印三国
要坚定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维护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
系基本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反对单边制裁。

莫迪表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
国际规则符合印中俄三国共同利益。三
国要加强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地区安
全、反恐等领域的沟通协调。

三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晤。

（上接第一版）

坚持改革创新，挖掘增长动力；坚

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治理；坚持迎难

而上，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伙伴精神，妥

善处理分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

个坚持”建议，提供了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国方案。“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令人

担忧”，正如许多与会领导人所说，当前

经济全球化遇到的一些曲折，向世界提

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向各国

发出了共克时艰的迫切呼唤。习近平主席

提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国际金融

架构、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

一系列主张，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弘扬

伙伴精神，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

歧、扩大共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凝聚

着捍卫多边主义的国际共识，道出了国

际社会的普遍期盼，有利于引导经济全

球化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

“四个坚持”的中国方案，蕴含促进

世界经济增长的深邃智慧。创新是开

启增长之锁的关键钥匙，发展是各国人

民的共同期盼。置身世界经济新旧动

能转换期，面对发展鸿沟、发展赤字带

来的诸多挑战，习主席审时度势，提出

建设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政

策框架、管理体系，营造有利市场环境，

加强国际创新合作等有效对策。除弊

兴利、科学务实的中国方案，根植于中

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契合各国发展需

求，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包容发展。

纵观全球大势，尽管各种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继续增多，但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中国与

世界携手同行的步伐坚定有力。在6月

这个异常繁忙的中国“外交季”，习近平

主席出访5国，出席数场多边会议，为世

界经济发展拨开云雾、注入信心。此次

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进

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

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

推动经贸谈判等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再

次展现了海纳百川、共促发展的广阔胸

襟。一个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的中国，一个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

作共赢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与各国共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