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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发展金钥匙 共迎时代新挑战

2022 年 11 月 15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开

幕。本次峰会的主题为“共同复苏、强劲复苏”，会议聚焦全球卫生基础设施、数

字化转型和可持续的能源转型三大优先议题。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在第一阶

段会议上发表题为《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共同破解“世

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粮食能源危机等诸多因素叠加冲击，世界

经济面临巨大脆弱性风险。国际社会高度期待，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的

G20 能够持危扶颠、坚守初心、有效履职。G20 囊括了世界最主要大国、最主要

经济体。大国能否有担当，能否有共识，能否有行动，直接决定了复苏预期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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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否，甚至决定了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和世界政经格局的走向。

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在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基

础上，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重要贡献。在充分总结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中国做出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科学论断，而这一科学论断同

样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同样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运行

规律的准确把脉。

致力于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推动世界各国共

渡难关，共创未来，在此次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进一步详述了发展的思

想，提出了我们要坚持推动的几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可资参考的中国方

案。

一是我们要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实现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需要克服

信任赤字，凝聚G20 成员之合力，共同探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共

同寻求实现世界经济复苏之方式。团结就是力量，分裂没有出路。冷战思维、零

和思维皆已过时；保护主义、封闭排他已无法应对当下挑战；人为“筑墙设垒”，

强推“脱钩断链”，更是无益于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只有各国携手努力，才能破解

复苏难题，开辟合作共赢新境界。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

异，和平共处，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应该以邻为壑，构筑“小院高墙”，

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此外，国际社会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塑造包容、非

排他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有益于构建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因此，中方将

一如既往地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改革，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是我们要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实现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回答的是

发展为了谁的问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要努力实现发展为了各国人民、发展依靠

各国人民、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世界各国人

民。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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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贫现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如期落实遭遇巨大挑战，全球发

展鸿沟进一步加深，发展赤字再度攀升。中国向来“言必信、行必果”，在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方面，坚持行动导向。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年来，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已逾 60 国。我们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将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投入，制定务实合作清单，设立开放式项

目库，明确倡议推进路线图，同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推进这一倡议，为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

三是我们要推动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实现更加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一方面

需要加强主要经济体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协调，另一方面也需要突破发展中国家

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为了抑制国内通胀问题，部分发达国家频繁调整货币政

策，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大，其中，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冲击

最为突出。当下抑制风险的正确选择应是加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协

调。习近平主席指出，要遏制全球通胀，化解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特别是发达

经济体要减少货币政策调整的负面外溢效应，将债务稳定在可持续水平。此外，

围绕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突出的发展赤字问题，国际社会要做出更大努力，筹集

更多的公共产品，共同应对严峻的问题与挑战。为了克服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弱势，

中方在G20 提出了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期待同各方一道营造开放、公平、

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缩小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

最后，统筹发展与安全，寻求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赤字可能激发和平赤字，

和平赤字可能加剧发展赤字。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两者缺一

不可。习近平主席重申：“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我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目的是同大家一道，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本着安全不可分割原

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谈判消弭冲突，通过协

商化解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全球发展倡议针对的是发

展赤字，旨在加快落实 2030 年议程，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共同体；全

球安全倡议针对的是和平赤字，旨在为消除国际安全隐患、妥善解决国际冲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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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思路，推动构建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治理架构；两个倡议是相互促进、

彼此联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将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