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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22”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气候变化、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挑战，地区

冲突频仍，世界并不太平。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分重

要。”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近期在首尔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高度评价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世界发展格局与人类

未来命运的远见卓识。

2015 年 9 月，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

书长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发 表 题 为《携 手 构 建 合 作 共 赢 新 伙 伴

同 心 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的 重 要 讲

话 。 时 至 今 日 ，潘 基 文 仍 对 此 印 象 深

刻。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

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潘基文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强调

这样一个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为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提供了启发。

今 年 78 岁 的 潘 基 文 于 2007 年 至

2016 年任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习近平

主席同潘基文曾多次会面。

在潘基文眼中，习近平主席是一位

具 有 远 见 卓 识 的 领 导 人 ，能 够 洞 察 未

来。他说：“我们人类是一个命运的共同

体。我对此完全支持，认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非常重要和恰当的理念。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应当致力于建设的世

界吗？”

在潘基文看来，中国也以实际行动

积极支持联合国各项事业，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

2015 年 9 月 27 日，为纪念联合国成

立 70 周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

联合国赠送“和平尊”。潘基文对同习近平

主席共同为“和平尊”揭幕的场景记忆

犹新。

“当时举行了盛大仪式。这座‘和平

尊’现在正陈列在联合国代表休息大厅

的重要位置。”潘基文说，“和平尊”代表

了中国同联合国的密切合作关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国一直在世界各地积极致力于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潘基文说，中国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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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联合国宪章

承载的理想一致。

潘基文说，在联合国部署维和行动

的地区，他经常见到中国维和军人身影，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在潘基文看来，中国为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实施

作出显著贡献，发挥关键作用。“我非常

感谢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的大力支持。”

他说，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全球公共产

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帮助。“中国

的成功激励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

经验，从而令这些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

取得进步”“中国证明了开放市场和自由

贸易是发展经济最有效方式”。

潘基文认为，中国为联合国事业作

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强烈决心和积极行动。

潘基文愉快地回忆起自己 2016 年 9

月中国杭州之行。“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前一天，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向我提交了

《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潘基文感慨道，

“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席的倡议，我们现在

也不会达成《巴黎协定》。我们必须感谢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作出的贡献。”

潘基文盛赞习近平主席在应对气候

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重要作用。“这鼓舞了其他国家，我认为

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具有前瞻

性的领导力。”

潘基文说：“我们共栖同一个地球，

同属人类社会，共享同一个未来。我们

必须携手合作，践行多边主义，为了共同

的和平与繁荣不断努力。”

（新华社首尔 8月 24日电 记者杜

白羽、周思雨、陆睿）

“我们必须携手合作”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华社北京 8月 24 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 24 日就巴基斯坦发生洪涝灾害

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受强季风降

雨影响，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信德省等地

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已造成 700 多人死

亡，超过 30 万人流离失所。请问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是否会对巴提供援助？

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巴基斯坦多

地近期发生严重洪灾，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我们谨向遇难者表示深

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

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发言人表示，中巴是患难与共的真

朋友，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素来有守望

相助、携手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优良传

统。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巴方倾尽

全力，第一时间将全部储备帐篷空运至

灾区，中方对此铭记在心。巴洪灾发生

以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向巴基

斯坦外长比拉瓦尔表达慰问。中方在

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架下提

供的 4000 顶帐篷、50000 条毛毯、50000

块防水篷等储备物资已悉数投入救灾

一线。

发言人说，考虑到巴当前灾情，中

方已决定追加提供包括 2.5 万顶帐篷及

其他巴方急需救灾物资在内的新一批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力争以最快速度运

抵。中国红十字会将向巴基斯坦红新

月会提供 30 万美元紧急现汇援助。中

方将继续推进两国在防灾减灾和气候

变化等领域的合作。相信在巴基斯坦

政府领导下和在国际社会共同帮助下，

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早日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

外交部发言人

就巴基斯坦发生洪涝灾害答记者问

本报伊朗恰赫巴哈尔 8 月 24 日

电 刘志磊报道：8 月 23 日，“国际军

事比赛-2022”“深海”潜水员比赛闭幕

式在伊朗科纳拉克海军基地举行。经

过激烈角逐，中国参赛队获得该项比

赛团体第三名。

据了解，今年的“深海”项目共设

置对遇险水面舰船提供救援等 6 个科

目，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委

内瑞拉等 6 个国家的参赛队同台竞技。

今年是中国参赛队第三次走出国

门参加“深海”项目比拼。比赛中，中

国参赛队员拼搏进取，以良好的精神

状态赢得了赛事主办方和各参赛队的

一致赞许。

上图：比赛期间，中国参赛队员快

速搬运加压舱。 刘志磊摄

中国参赛队获得“深海”项目团体第三

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记者冯

歆然）8 月 24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北京出席庆祝中国－韩国建交 30 周年

招待会，宣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韩建

交 30 周年致韩国总统尹锡悦的贺函并

致辞。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宣读尹锡悦

总统就中韩建交 30 周年致习近平主席

的贺函并致辞。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贺函中回

顾了中韩关系 30 年来的发展成就，总结

了登高望远、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开放

包容四条宝贵经验，为中韩关系长远发

展提供了根本指引，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王毅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中韩两国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更应该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要始终坚守初心、互尊互信；要始终

互融互通、共谋发展；要始终相知相亲、

携手同行；要始终坚守正义、共促和平。

郑在浩表示，韩国新政府将基于相

互尊重精神，继续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进一步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本着

建交联合公报所明确的原则，开启新合

作伙伴时代。

当日，王毅和韩国外长朴振分别在

北京、首尔出席“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

会”共同报告提交仪式并致辞。

王毅出席庆祝中国－韩国建交30周年招待会

引 言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

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严重危害台海和平

稳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方被迫采

取反制措施。美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国际

上散布虚假信息，无理指责中方正当反制维权举

措，企图误导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我们

有必要摆出事实，正本清源，让美国霸权本质和

强盗逻辑无处遁形。

事实 1：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其含义清晰、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个中国的本源

本意，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美国口头上称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在不断“切香肠”，歪

曲、篡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自古即属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

事实清楚。

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

台湾的情景。公元 230年，三国时期留下了关于台

湾最早的记述。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

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政管辖。16世纪中后

期，明朝公文中开始使用“台湾”称谓，遂成定名。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1662年，民族

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清朝政府

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

属福建省管辖；1885年改设台湾为行省。

1894 年 7 月 ，日 本 发 动 侵 略 中 国 的 甲 午 战

争，次年 4 月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及澎

湖列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

收复台湾的主张。193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同志

会见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表示：“中国的抗战

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

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

1943 年 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

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

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

国。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

来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

条件必将实施”。同年 9 月，日本签署《日本投降

条款》，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

务”。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

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

式”。由此，通过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

件，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

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

土疆域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

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

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

未分割也决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的地位从未改变也决不允许改变。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遵循。

1971 年 10 月 ，第 26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通 过 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

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

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

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一决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

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

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

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的问题。随后，联合国相关专门机构以正式决议

等方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位，

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

联合国秘书处官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台

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

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实践中，联合国

对台湾使用的称谓是“台湾，中国的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美国做出的政治承

诺，也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美国在 1972 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明确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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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 1978 年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中明

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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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

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在 1982 年发表的“八·一七”公报中明确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

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

联合公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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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

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政策。”

◆美国偷梁换柱、瞒天过海，不断挑战一个

中国原则。

根据国际法，美国应善意、诚信履行其承诺，

不能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不履行其承诺和国际法

义务，也不能以事后作出的秘密保证单方面曲解

与中方达成的联合公报。然而，2001 年小布什政

府上台后，美国把单方面炮制的“与台湾关系法”

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特朗普政府后期

又将秘而不宣的“对台六项保证”公然放在美国

一中政策表述中。美方还删除了美国务院网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关键表述。佩洛西窜

台后，美伙同盟友发表所谓声明，妄图在一个中

国政策的表述中增加所谓“适用情形”，为今后随

意曲解留下空间。

近年来，美国无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

等国际法律文件，妄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没有处

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炒作非法无效的“旧金

山和约”，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宣称支持台湾

“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企图改变台湾是中

国 的 一 部 分 的 地 位 ，制 造“ 两 个 中 国 ”“ 一 中 一

台”，实现其“以台制华”的政治目的。

美国所作所为违背自身政治承诺，严重违反

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违背《联合国宪章》所

确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

本原则，非法性显而易见。

事实2：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国会议

员窜台违背美国仅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政

治承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美国政府有责任确保其对中方作出的政治

承诺得到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遵守和执行。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只能有一

个。国会作为美政府的组成部分，有责任履行美

政府的对外承诺，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

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官方往来。无论根据

国际法还是美国内法，“三权分立”都不是美无视

国际义务，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衅中国主

权、违背其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的借口。

◆佩洛西窜台公然违背美国“不与台发展官

方关系”的承诺。佩洛西作为美国会众议长，是

美排位第三的领导人，是仅次于副总统的美总统

第二顺位继承人。她乘坐美政府军用专机，受到

台民进党当局高规格接待。在台期间，佩洛西张

口闭口代表美国，声称“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

发表新闻通告称这是 25 年来美众议长首次对台

进行官方访问，民进党当局更宣扬佩洛西窜台是

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过去的错误不能成为错上加错的借口，更

无法为现在的错误正名。美国前众议长金里奇

1997 年窜访台湾地区本身就是错误的，中方始终

坚决反对。美国不能用金里奇犯的错误来洗白

佩洛西窜台的非法勾当，更不能为今后进一步升

级美台官方接触制造新的借口。

事实3：佩洛西窜台根本与民主无关，而是侵

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违背 14 亿多中国人民意

志、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共识的政治作秀和严

重挑衅。

◆佩洛西打着“民主”幌子，刻意扭曲台湾问

题纯属中国内政问题的性质，企图否定中国政府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侵

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是赤

裸裸的政治操弄。

◆美国在国际上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叙事，实质是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错误理念，

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

极力维护美国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

◆美国民主已背离民主内核。美式民主是

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富人游戏”，91%的美国国

会选举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名

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普通选民

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权力制衡变

成“否决政治”，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发展之上。

美选举制度弊端明显，操弄选区划分的“杰利蝾

螈”做法盛行，损害公平正义。美国内民主问题

积重难返，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

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

愈烈，国会暴乱震惊全球，弗洛伊德之死激起广

泛抗议浪潮，疫情失控酿成人间惨剧，“富者愈

富，贫者愈贫”现象严重，美式民主失灵失效成为

难以掩盖的事实。

皮尤研究中心等多项民调显示，包括美国民

众在内的国际社会不看好美国的民主状况。美

共和党议员马乔丽·格林表示，“佩洛西没有留在

国内，解决困扰美国人民的问题。她已经掌握了

几十年的权力，而整个国家却在崩溃。这种捍卫

民主的假‘勇气’已经够多了。”

◆长期以来，美国假民主之名肆意干涉发展

中国家内政，发动军事干涉和侵略，是对地区和

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2001 年以来，美国以民主

为名，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的

战争和军事行动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

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酿成多国人道灾难。美

国打着所谓“民主价值”的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

政，甚至策动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府。美国在

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地区煽动“颜色

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制造“阿拉伯之春”，给多

国带来混乱和灾难，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

发展。时至今日，美国仍试图按照美式标准将世

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公然挑动

分裂和对抗。这种行为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

大的动荡和灾难。

事实4：改变台海现状、挑起危机的是美国和

“台独”分裂势力。

◆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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