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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潮涌，历史向前。

纵观全球，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

互交织，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人类发

展面临严峻挑战；放眼世界，各种社会思

潮交锋激荡，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面对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中国坚

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

的一边，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命力不断彰显，持

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思想引领。

中国理念回答时代之问

2013 年 的 那 个 早 春 注 定 不 平 凡 。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

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习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倡议，给出了“世界向何处去？

发展路在何方？”的中国答案，确立了人

类文明走向的新航标。

此后，从海南博鳌，到纽约联合国总

部，再到日内瓦万国宫……中国领导人

在各个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

阐述，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实践路径愈加

清晰。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经过 9 年多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到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

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从构建双边命运

共同体，到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

上合组织、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时俱进，在各方向、各

领域不断取得积极进展，成为引领时代

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时 间 是 最 伟 大 的 检 验 者 。 9 年 多

来，世界持续动荡变革，人类社会负重

前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

实的映照下，愈加焕发出真理耀眼的光

芒。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

脉 ”和“ 主 干 ”，中 国 先 后 提 出“ 一 带 一

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等一系列中国理念，在为解决世界面临

的紧迫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充实着人类文

明的思想宝库。

中国行动助力全球发展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倡导者，更是实践者、贡献者和先行者，

把与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决心转化为扎

扎实实的行动，助力全球发展。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

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的重要

性、紧迫性。疫情发生后，中国最早承诺

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

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

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目前，中国已经

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22 亿剂新冠疫苗，并将继续向非洲国家

无偿援助 6 亿剂疫苗、无偿向东盟国家

提供 1.5 亿剂疫苗，以实际行动履行将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

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显著改善沿

线国家民生福祉。一株小小的菌草，走

出国门，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家庭主妇

扎卡阿博里再也不用为给孩子买新衣而

发愁；一条铁路，穿越崇山大川，为老挝

人民实现了由“陆锁国”到“陆联国”的梦

想……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 149 个国

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世界银行研究报告

称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将 使 相 关 国 家 约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

中度贫困。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从设

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到成立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从大力支持发展

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到帮助有关

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中国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

持，以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发展事业前进。

中国方案书写大国担当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进入新发展

阶段的中国正同世界各国携手耕耘，展

现大国担当，让人类实现持久和平、持续

发展进步的目标不再遥不可及。

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中国坚持真正

的多边主义，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

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

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

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始终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中派出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

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让

自己的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

场、大家的市场，有力推动全球经济复

苏。从进博会、广交会，到服贸会、消博

会；从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到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中

国坚定不移推动互利合作，维护开放型

世界经济。

从联合国到二十国集团，从亚太经

合组织到金砖国家，从东亚区域合作到

上海合作组织……在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等逆流不断冲击国际合作的当下，中

国积极搭建新平台，充分利用主场外交

舞台，让多边国际合作的“蛋糕”越做越

大，汇聚起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

力量。

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

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尽管国际形势

风云变幻，但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

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命力也将

不断彰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命力不断彰显
——百年变局与中国贡献述评①

■本报记者 徐 琳

我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

建成营区互联网接入工程

中国第 12 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

分 队 积 极 协 调 相 关 部 门 ，首 次 建 成

营 区 互 联 网 接 入 工 程 ，并 于 近 日 投

入使用。

该工程设施通过卫星将网络接

入维和营区，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解决了我维和官兵使用当地移动互

联网资费高、网速慢的难题，方便了

大 家 的 学 习、工 作 和 生 活 。 此 项 营

区 互 联 网 接 入 工 程 建 成 后 ，在 联 合

国装备核查中得到核查评估组的高

度评价。

图为官兵搭设卫星接收器。

张益玮摄

日 本 国 会 第 26 届 参 议 院 选 举 10

日举行，结果 11 日揭晓。首相岸田文

雄领导的自民党大获全胜，单独斩获

本次选举争夺议席的过半数。同时，

以自民党为首的修宪势力继续在参议

院保持超三分之二多数地位，且议席

数大增。

分析人士认为，继去年 10 月国会

众议院选举后，岸田又带领自民党赢下

本次参议院选举，政权基础得到进一步

巩固。他未来一段时间能稳定执政，而

且具备在众参两院发起修宪动议的条

件。鉴于他此前在修宪问题上表态积

极，未来日本政坛修宪动作或将加速。

日本参议院选举每 3 年举行一次，

每次改选半数议席。由于 2018 年修订

的《公职选举法》将参议院额定议席总

数增至 248 个，本届选举改选和新增加

的议席共 124 个，加上神奈川选区的一

个补选议席，朝野政党共计 545 位候选

人角逐 125 个议席。自民党有 55 个议

席需要改选，选后获得 63 个议席，超过

本次选举争夺议席的过半数，可谓大获

全胜。

岸田去年 10 月刚刚带领自民党赢

得众议院选举，如今自民党又在参议院

选举中大胜，这无疑有利于岸田党内地

位的巩固。同时，按照选举规则，如果

不出现意外情况，日本未来三年内将不

会举行大的国政选举，有日本媒体甚至

称之为“黄金三年”。而在自民党内，岸

田的自民党总裁任期也还有两年多时

间。这意味着岸田在一段时间内可以

稳定执政。

根据日本修宪相关程序，发起修宪

动议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获得三

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修宪势力能否

在参议院维持发起修宪动议的三分之

二多数，成为本次选举的一大看点。

结果，不仅自民党大获全胜，其他

修宪势力的议席总体上也有增长。从

需要改选的议席数和选后获得的议席

数看，日本维新会由 6 席增至 12 席，翻

了一番；公明党和国民民主党所获议席

数虽有所下降，但仅分别失去了 1 个和

2 个议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四党议席

总数从选前的 166 席增至 177 席，继续

超过参议院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但超

出更多。而修宪反对势力则总体上议

席数减少。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日本政坛右

翼和修宪势力正在增强，左翼和护宪势

力则进一步削弱。

不过，修宪势力想要修宪成功也没

那么容易。首先，修宪势力并非铁板一

块，不同政党在修宪的具体内容上存在

分歧。比如，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就不

支持自民党等提出的将自卫队明确写

入宪法第九条的提案。该党党首山口

那津男 10 日晚表示，并不是不修宪自

卫队就不能开展工作，没有必要修改宪

法第九条的第一项和第二项。

此外，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仍对修

宪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有日媒指出，由

于国会通过修宪动议后还要进行国民

投票，一旦被否决，内阁将被迫辞职，因

此对首相而言，修宪是一场“以政治生

命为赌注的豪赌”。日本前外务省官员

孙崎享认为，岸田若志在长期执政，将

会避开无谓的修宪争论。

对于日本可能加速的修宪动向，日

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恪守

和平宪法精神，反省曾经对亚洲各国发

动侵略战争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是

日 本 在 亚 太 地 区 恢 复 信 任 的 唯 一 方

法。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

事长藤田高景表示，宪法第九条是战后

日本对国际社会发出的要作为和平国

家重生的公开誓言，正因为它的存在日

本才能赢得其他国家信任，日本应坚守

宪法第九条。

（据新华社东京7月11日电 记者

姜俏梅）

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议席数“过门槛”——

未来日本政坛修宪动作或将加速

本报上海 7 月 11 日电 孙飞、

记 者李姝睿报 道 ：中 巴“ 海 洋 卫 士 -

2”海 上 联 合 演 习 11 日 下 午 圆 满 结

束 港 岸 交 流 。 中 巴 双 方 参 演 舰 艇

编 队 将 于 12 日 上 午 从 上 海 吴 淞 某

军 港 解 缆 起 航 ，前 往 预 定 海 域 围 绕

联 合 对 海 打 击 、联 合 反 潜 、联 合 防

空 反 导 等 9 个 科 目 展 开 海 上 实 兵 实

弹演练。

11 日上午，中巴双方组织了战术

指挥推演。联合导演部发布作战时间

和演习想定背景后，联合编队指挥所

带领双方参演兵力指挥员根据作战时

间、可能的导调情节和协同计划，依次

报告了作战行动要点。推演结束后，

中巴双方官兵代表就主副炮射击、直

升机驻舰保障、对潜搜索与攻击、舰艇

区划损管、海上航行补给等项目展开

专业技术交流。联合导演部综合计划

席负责人许涛说：“战术指挥推演阶

段，两军官兵展现出的专业素养以及

期待与对方学习交流的热情令人印象

深刻。”

11 日下午，按照海军传统，中巴

双方采取混编方式进行了拔河、篮球

友谊赛等文体交流活动。

中巴“海洋卫士-2”海上联合演

习从 7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上海附近海

空域进行，为期 4 天，分为行动筹划阶

段和海上阶段。

中巴“海洋卫士-2”海上联演

结束港岸交流将转入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炎 炎 夏 日 ，点 燃 了 朋 友 相 聚 的

热 情 ；黄 浦 江 畔 ，盛 开 着 中 巴 友 谊

之花。

7 月 11 日 上 午 ，在 中 巴“ 海 洋 卫

士-2”海上联合演习专业技术交流会

现场，湘潭舰对海作战长彭彦乔关于

主炮使用操作的分享，赢得了在场中

巴官兵的热烈掌声。不少参加交流的

巴方官兵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

了不少技术要点。

“再次与巴铁兄弟合作，亲切感

满满。”曾经接待巴基斯坦海军战争

学院代表团参观交流的湘潭舰舰空

导 弹 区 队 长 徐 扬 ，与 记 者 说 起 这 次

任 务 时 ，脸 上 露 出 灿 烂 的 笑 容 ，“ 为

迎 接 巴 方 官 兵 的 到 来 ，我 们 不 仅 精

心 准 备 了 分 享 内 容 ，还 将 舰 容 舰 貌

整理一新。”

走在军港内，巴基斯坦海军官兵

每次见到中国同行总是笑意盈盈。交

流活动中，巴方不少舰员还现场学起

了汉语，向中国朋友说起：“您好！”“中

巴是兄弟！”言语中那真挚的感情，正

如此次联演巴方导演谢赫所言，中巴

的情谊，就如同 7 月上海的天气一般

火热。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参谋部外事

办主任庞博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仅在

这座军港，就曾迎来巴基斯坦海军“纳

斯尔”号补给舰、“沙姆谢尔”和“赛伊

夫”号护卫舰等多艘军舰来访。军港

内的一座座码头，留下了许多中巴海

军官兵交往的珍贵回忆。

在基地俱乐部摄像员汪贵贤的抽

屉里，还珍藏着几年前巴基斯坦海军

参谋长扎考拉访问上海时，赠送给他

的帆船模型。扎考拉离开时，汪贵贤

将精心整理的相册送给了他。“中巴之

间的情谊，就像黄浦江水奔流不息。”

汪贵贤说。

站在码头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朔

州 舰 拉 起 了 横 幅 ：中 巴 友 谊 万 岁 ！

舰 上“00 后 ”新 兵 张 伟 业 ，刚 上 舰 不

到一个月便受命参加此次演习。这

几天，为了更好地完成演习任务，他

每 天 铆 在 战 位 精 练 苦 练 ，提 升 业 务

水平。

“好兄弟间更要互相切磋，共同进

步。”在朔州舰舰长郭磊看来，在接下

来的海上演练阶段，只有以最高标准

完成联合演训任务，才是对巴铁兄弟

最好的尊重与支持，才是对中巴友谊

最好的拱卫与支撑。

（本报上海7月 11日电）

上图：中巴双方参演官兵就演习

科目进行研讨交流。

闫 培摄

友谊之花绽放黄浦江畔
——中巴“海洋卫士-2”海上联演港岸交流侧记

■徐 巍 何敬超 本报记者 李姝睿

新华社雅加达 7月 11日电 （记者

余谦梁）7 月 11 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在雅加达会见正在印尼访问的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

佐科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

挚问候，感谢中方对印尼担任二十国集

团主席国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两国高

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取得积极

成果。希同中方持续深化经贸、投资、数

字、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佐科表示，

双方要加强协调对接，加快推进雅万高

铁等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欢迎更

多中方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为其提

供便利。

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佐科总统

的亲切问候，祝贺印尼成功主办二十国

集团外长会，彰显了印尼作为发展中大

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的重要作用，释放

了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信号。中

方将全力支持印尼办好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共同为全球复苏发挥亚洲作用、

贡献亚洲力量。

王毅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

主 席 和 总 统 先 生 密 切 沟 通 互 动 ，为 两

国 关 系 高 位 运 行 提 供 战 略 引 领 ，也 为

两 国 团 结 抗 疫 与 复 苏 发 展 注 入 强 劲

动 力 。 双 方 全 面 落 实 两 国 元 首 重 要

共 识 ，构 建 了 政 治 、经 济 、人 文 、海 上

合 作“ 四 轮 驱 动 ”新 格 局 ，明 确 了 共 建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大 方 向 ，开 辟 了 两 国 关

系 新 的 广 阔 前 景 。 双 方 应 展 现 发 展

中 大 国 团 结 协 作 、命 运 与 共 的 强 劲 势

头 ，进 一 步 深 化 各 领 域 务 实 合 作 ，共

同 推 动 雅 万 高 铁 如 期 建 成 通 车 、区 域

综 合 经 济 走 廊 尽 快 实 现 早 期 收 获 ，培

育 数 字 经 济 、绿 色 发 展 、蓝 色 经 济 新

增长点。

访问期间，王毅同印尼外长蕾特诺

会晤，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

卢胡特举行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

第二次会议，访问东盟秘书处并发表政

策演讲。

印尼总统佐科会见王毅

新华社联合国 7月 11日电 （记者

王建刚）7 月 11 日是世界人口日，联合国

当天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

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将于今年 11 月 15 日

突破 80 亿。

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世界人口将在

2030年和 2050年分别增长至约 85亿和约

97亿，到本世纪 80年代达到约 104亿的峰

值，并在本世纪结束前维持这一水平。

报告说，许多国家的生育率近几十年

来显著下降，世界人口增长率在2020年降

至 1%以下，为 1950年以来首次。预计在

2022 年至 2050 年间，61 个国家或地区的

人口将减少 1%或更多，在这一时期，超过

一半的全球人口增长将集中在刚果（金）、

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这8个国家。

报告预测，全球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

口所占比例预计将从 2022 年的 10%上

升至 2050 年的 16%。届时，预计全球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数量将是 5 岁以下

儿童数量的两倍多，并与 12 岁以下儿童

数量大致相同。

报告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在 2019

年为 72.8 岁，比 1990 年提高近 9 岁，但该

数据在 2021 年降至 71.0 岁，其主要原因

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2021 年最不

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全球平均

水平少 7 岁。报告预计 2050 年全球人均

预期寿命将达到约 77.2 岁。

联合国报告：世界人口预计今年11月突破8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