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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共同促进经济复苏。”习主席

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要坚持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全球平衡、

协调、包容发展。这些鼓舞人心的主张，

充分彰显中国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

前的坚定意志和有力担当。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

加，给全球发展事业带来严峻挑战。新

冠肺炎疫情对过去 10 年全球减贫成果

造成重大冲击，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返

贫生乱，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人陷入生活

困境，经济复苏不均衡加剧全球不平等，

南北鸿沟持续扩大。如何走出困境，成

为亟需解答之问。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

发展进步的前提。”习主席指出，各国要

相互支持，加强防疫措施协调，完善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形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国

际合力。目前，全球已接种超过 100 亿

剂新冠疫苗，但非盟仍有约 83%的人口

未接种一剂疫苗，消除“免疫鸿沟”是当

务之急。中国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的属性，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已经向 12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1 亿剂疫苗，并将

继续向非洲、东盟分别援助 6 亿剂、1.5

亿剂疫苗。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抗

疫合作，用实际行动为弥合“免疫鸿沟”

作出积极努力。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

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

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

不可接受的。只有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

大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人类才能合力战胜挑战，走向光明

未来。

眼下，乌克兰危机影响持续外溢，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紊乱、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通货膨胀持

续等风险相互交织，增加了经济复苏进

程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

带来巨大冲击。面对重重挑战，中国坚

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把握经济全球

化发展大势，加强宏观政策协调，运用科

技增强动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

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大家一起

发展才是真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正式生效，中老铁路建成通车，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中欧班列

运力不断提升……近年来，中国坚持高

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积极推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提升了地

区硬联通、软联通水平，也有效拓宽了合

作领域，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强劲

动力。作为中老铁路直接受益方，老挝

总理潘坎表示，老挝十分自豪加入“一带

一路”合作并为之作出积极贡献，各方应

聚焦合作，使世界恢复互联互通，进一步

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人

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

定信心。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

前进的车轮。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继续同各国携手同行，汇聚起合作共赢

的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推

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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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行不行，投资中国有没有

前景？

针对上述问题，视角不同，看到的景

致大为不同；眼界不同，得出的结论大相

径庭；格局不同，作出的决策高下悬殊。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多家国

际投行正在上海推进雄心勃勃的业务扩

张计划，其策略不会因当前的新冠疫情

防控措施而改变。

全球投行的布局动向，历来被视为

预判经济前景的晴雨表。在上海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刻，投行的“逆行”决定，无异

于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这启发全球投资者，越是面对困难

和挑战，越要把握大格局，从而对中国市

场作出富有远见的决策。

把握大格局，就要深刻理解中国畅

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所

蕴含的宝贵而确定的红利。

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

度从一度高达 67%，降至今年一季度的

34.8%；而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保持高位，去年为 79.1%。

这一升一降，展现了中国经济由外而

内的动能变化，其背后是中国十余年间积

累的超大市场规模和产业集群实力，这赋

予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更强能力，有

效稳定了增长确定性和投资回报预期。

立己达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辅相成，正是有了前者的稳健畅

通，才有了后者的有序交融。二者合力成

就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贡献了宝贵确定性。

把握大格局，就要清晰洞察中国主

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机遇。

今 年 一 季 度 ，中 国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3798.7 亿元，同比增长 25.6%。这背后是

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

重大举措。

从 申 请 加 入《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数 字 经 济 伙 伴 关

系协定》，以更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生效实施，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

面 清 单 ——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行

动给投资者吃了定心丸。

即便在国内外疫情反复、地缘政治

紧张、美联储货币政策急转弯等不利因

素影响下，不少跨国企业仍在华新设项

目或新增产线，把中国市场视为避风港

和财富源。华南美国商会近期报告显

示，超过九成受访企业选择中国作为投

资目的地之一。2022 年，76%的美企有

对华再投资计划。

“从经济角度来看，一些最明智和最

有能力的国际领导力来自中国政府，中

国一直在努力克服挑战。这些因素都使

我们认为中国将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好地

方。”澳大利亚塔纳拉资本公司董事长约

翰·威利上周这样告诉客户。

把握大格局，就要敏锐发掘中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所释放的新的发展红利。

数据显示，中国五年来累计授权发

明专利 253.1 万件，年均增长 13.4%；专

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三年位居世界首位，正在从知识产权引

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

窥一斑可见全豹。当前，中国立足

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和

绿色发展动力。可以说，一系列高质量

发展新政，顺应中国经济转型之需，创造

出新发展红利。

“全球创新中心正在向亚洲东移。

中国的表现非常亮眼。中国是唯一进入

全球创新指数前 15 名的中等收入经济

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

刘华说。

“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基本面和数字

经济、低碳等领域的前景，对持续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倍感振奋，将加大在华投

入。”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说。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

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

不能掀翻大海。疫情反复和短期波动，

不会击垮中国经济，只会淬炼中国治理

和中国韧性，激发中国创新和中国活力。

当前语境下，华尔街知名投资人巴

菲特所谓“别人恐惧，我贪婪”的信条，或

许可以解读为：特殊时期，只有把握大格

局的投资者，方能做到长远筹谋，并最终

收获中国红利。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

傅云威、徐超）

智者不惑，投资中国需要大格局

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董

雪、成欣）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有

关涉台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7 日

表示，中方正告美方，不要低估 14 亿中

国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背信弃义不仅

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也将给美方

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6 日在国会听证

会称，美政府决心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

要手段抵御中国大陆任何潜在侵略行

为 ，将 重 点 支 持 台 加 强 不 对 称 威 慑 能

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对布林肯国务卿的表态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汪文斌强调指

出，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包括本届政

府在内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明确表示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

七”公报明确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上海公

报”也指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

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

立场不提出异议。

“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何来

大陆‘侵略’台湾一说？”汪文斌说。

汪文斌说，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不

支持“台独”，同时美方又持续对台出售

武器、开展对台官方交往，向“台独”分裂

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我们正告美方，两

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无法阻挡，一个中国

原则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

针。美方不要低估 14 亿中国人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

志、强大能力。背信弃义不仅会把台湾

推向危险的境地，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

承受的后果。”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

成欣、董雪）就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

学院班车遭遇恐怖袭击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 27 日表示，这是一起蓄意预

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

件，性质十分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中方

将同巴方一道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受

到正义严惩、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再次对两国遇难者表示深切

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

问。”汪文斌说，这是一起蓄意预谋、针对

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恐怖

分子目标直接指向教师这一人类文明的

传承者和文化交流的促进者，性质十分

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谴责和极大愤慨。

汪文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

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和机

构安全。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

和驻巴使领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派员赶赴现场处置。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和驻巴使领馆负责人多渠道要求巴方全

力做好救治和善后工作，立即彻查此事，

缉拿凶手并依法严惩。同时采取更有力

措施，全力保障在巴中国公民和机构安

全，绝不让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驻巴使

领馆并提醒中国在巴机构和人员强化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安保等级，确保自身安

全。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迅速行

动，分工协作，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中国

驻卡拉奇总领事昨天前往医院看望了受

伤的中方教师，伤者目前已得到妥善救

治，正在康复中。

汪文斌强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

敌。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中方坚定

支持巴方反恐努力，将同巴方一道全力

追凶，让幕后黑手受到正义严惩、付出

沉重代价。“我们也再次提醒在巴中国

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严密防范

安全风险。”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有关涉台言论及巴基斯坦卡拉奇
大学孔子学院班车遭遇恐怖袭击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背信弃义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中方将同巴方一道全力追凶严惩幕后黑手

“拉响警报，测定方位……”

今年年初的一个下午，一伙武装分

子策动袭击了一处外军维和营地。离

之不远的我第 9 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

队执勤哨位上空，一颗颗炮弹呼啸而

过，枪炮声此起彼伏。正在哨位执勤的

女子警卫班战士齐倩，高效规范处置突

发情况，测定数据准确无误，于第一时

间上报指挥部。

作为我赴马里维和部队组建的首个

女子警卫班成员，班长刘恒和其他5名女

兵常态化遂行哨位执勤、警戒巡逻等任

务。回想起那个下午，刘恒感慨道：“危机

四伏的战场，让我更加明白什么是生与死

的考验，什么是维和军人的使命担当。”

去年 4 月，得知要派遣女兵参加维

和任务的消息后，她们 6 个人义无反顾

地报了名，哪怕要去的地方是最危险的

维和任务区之一。“维和的机会可能就

这一次，我不想错过”“戴上蓝盔经受维

和战场的洗礼，是一名军人无上的荣

耀”……谈及最初的选择，她们每个人

都信念坚定。

按照惯例，维和部队出征前要进行 3

个月的封闭集训。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便是维和模拟营地的真实写照。

作为警卫分队，应用射击是必修课目。

队员需要在炎炎烈日下背负不少装具进

行射击，动作极易变形。这给力量较弱

的战士兰红梅和文斐带来了不小挑战。

“不行就练！”为了增强力量，兰红

梅和文斐常常一起穿着防弹衣练习据

枪，一练就是 1 个小时。体能训练，她

俩主动负重跑，后背被防弹衣磨破了

皮，沾到汗水就钻心地疼。经过一番淬

火加练，兰红梅和文斐的应用射击全部

达到良好水平。

此外，为了练就过硬的心理素质，

集训队除了给她们安排实爆训练外，还

专门增加了“TNT 接龙”课目，紧张、惊

险考验着每个人。

“刚开始也有一些畏惧，练多了就不

害怕了。”战士王晶照说。经过一次次的

实战化训练，她实现了自我突破，出色完

成各项课目，顺利走上维和战位。

置身维和战场，危险常伴左右。起

初，分队并没有马上赋予她们执勤巡逻

任务，更多的是从事通信值班和活动组

织。“作为首个女子警卫班，我们要树立

起标杆，敢于直面挑战。”刘恒说，在日

常生活工作中，房屋修理、线路铺设、器

材搬运等杂活累活，她们也抢着干。

宁可备而不战，不可一日无备。平

日里，刘恒带领女兵积极组织哨位执勤训

练，学习军事英语、人道主义救援等内容。

为了更好地完成快速登车，她们经

常顶着 40多摄氏度的高温，背负着 30多

斤重的装具练习上下战车，动作越来越

熟练。2月上旬，她们正式踏上巡逻路。

站在步战车上，她们紧握钢枪、保持戒

备，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巡逻路上，武器随身的武装人员、

墙面布满弹孔的房屋经常可见……回

到营地，巡逻路上的一幕幕不断在女兵

们的脑海中闪现。

“世界并不太平，和平需要守卫。

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肩负起中国蓝盔

的使命与担当。”望着营地上空迎风飘

扬的五星红旗，维和女兵坚定地说。

上图：女子警卫班战士乘步战车执

行巡逻任务。 刘洋庭摄

中国第 9 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女子警卫班——

巾 帼 逐 梦 卫 和 平
■马成龙 刘洋庭

近日，美国政府表示将向乌克兰提

供价值 8 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形

式安全援助，包括火炮系统、炮弹、装甲

运兵车和直升机等。随着俄乌冲突愈演

愈烈，美国不仅没有采取实际举措推动

局势缓和，反而大搞“军火外交”趁机渔

利。其为维护自身霸权穷兵黩武的恶劣

行径，严重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推

动“军火外交”，借此制造冲突、升级矛

盾、挑起战争。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抗

性、军事化的应对危机方式，可以让一

些美国政客和军工企业趁机大发战争

财，这样做更符合其经济和政治利益。

俄乌冲突期间，美国主要军工企业股价

大幅上涨，再一次成为地区冲突的获利

者。美式“军火外交”的图利和嗜血由

此可见一斑。

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

尼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对于美

国来说是笔大生意。”据瑞典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期发布的全球军

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间，

全球武器交易量与前一个五年相比下

降 4.6% ，但 同 期 美 国 武 器 出 口 增 长

14%。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的事实是，美

国对外大搞“军火外交”，不断挑起冲

突，制造紧张的地区局势，为其军火生

意创造刚性需求，利用战争大发横财。

美式“军火外交”的背后，是由军方、

军火商及政客捆绑形成的“军工复合体”

在作祟。军工复合体是二战期间，美国

庞大的战争机器与经济体系之间产生结

构性关联，形成的由美国军队、军工企

业、政界人士、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庞大利

益集团。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军工复合

体的影响不仅没有受到抑制，反而深度

渗透到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决策中。为

了售卖军火，军工复合体热衷于将美国

的对外政策往战争冲突的方向推，从而

攫取巨额财富和政治利益。

多年来，美国先后参与或发动了朝

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等主要战争，还通过扶植

代理人、提供武器弹药等方式介入一系

列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人

道主义灾难。借助这一系列战争与冲

突，美国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成为美国军火商的印钞机。

多年来，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哪里就

有美国的身影。即使美国没有直接参

战，战场上也不难找到美国的武器和装

备。目前，美国向近百个国家提供武器，

控制着全球 39%的武器市场。曾在美国

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富兰克林·

斯平尼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

冲突爆发负责，因为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追逐及其游说活动，导致冷战后北约一

再违反不再东扩的承诺。美国军工复合

体的利益，决定了美国需要敌人，因此它

总有动力在全球寻找新的敌人。

为了一己私利，一再将战争包装为

其对外政策的“合理选项”，不断践踏国

际法，肆意动用武力干涉甚至入侵别国，

这难道就是美国总挂在嘴边的“人权”和

“民主”？军费开支屡创新高，却拿不出

钱改善国内基础设施、解决民生问题，这

难道就是美国鼓吹的“民有、民治、民

享”？美国穷兵黩武，破坏和平的“军火

外交”该停止了！

穷兵黩武，破坏和平的“军火外交”
——透视美式外交的虚伪与危害⑨

■钧 声

长期以来，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推动“军火外交”，借

此制造冲突、升级矛盾、挑起战争。归根到底，是因为对

抗性、军事化的应对危机方式，可以让一些美国政客和军

工企业趁机大发战争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