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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羊城，依然风和日暖，花繁叶

茂。中外有识之士相聚于此，共赴一场

思想盛会。

“2023 从都国际论坛”5 日在广州闭

幕。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130 多位政商学

界嘉宾出席论坛，围绕“多边主义：更多

交流、更多包容、更多合作”这一主题深

入探讨世界和平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

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议题，就全球合作

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共享经验。

这场思想对话恰逢其时。在当前全

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与会嘉宾

普遍认为，世界各国应致力于开展对话

交流，共同推进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合

作促进互利共赢，为各国共同发展注入

更多动能，共创美好未来。

以多边主义应对共同挑战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

面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

字路口，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何去

何从，是各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国

家副主席韩正 4 日在论坛开幕式发表致

辞时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

尔·诺罗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今

年从都国际论坛的主题凸显了多边主义

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危及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

下，“坚持多边主义更加可贵”。

“我们要深刻把握多边主义的精髓

要义。”世界领袖联盟主席、斯洛文尼亚

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说，应该在这个多

极化的世界里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建

立更多的多边机制，通过共同努力引领

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尼扎米·甘伽维国际中心共同主席、

拉脱维亚前总统瓦伊拉·弗赖贝加说，当

今世界并不太平，如果不能够通过多边

主义来解决这些冲突，就无法真正实现

共同繁荣。各国应促进相互理解、求同

存异，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不同，寻求和平

共生。

多边主义不仅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

流，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也是维

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

澳大利亚－中国友好交流协会会

长周泽荣表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此次论坛主题聚焦多

边主义，就是要呼吁国际社会以交流超

越封闭，以包容化解对立，以合作赢得

发展。

以开放合作汇聚发展合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

升，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加

剧……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开放还是封

闭，是合作还是对抗？如何抉择，关乎人

类社会前途。

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指出，当

前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要解决好这些

问题，只能通过合作。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

乔说，要实现经济复苏就要做大利益的

盘子，让大家都能够从中获益。要实现

共同发展，就要大力开展互利合作，确保

所有国家都不会被落在后面。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邹刺

勇认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

发展分化的态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

反对割裂与对立。过去三四十年已经证

明，全球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对于人类

的整体发展有益。

新时代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

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理念汇聚全球发展合力，为世界

提供开放合作的全球公共产品，彰显大

国担当。与会嘉宾对此普遍表示高度认

同。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说，

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面临很多挑战，国

际社会需要开拓一些新的发展路径。中

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包括塞

尔维亚在内的很多国家受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看来，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以发展为导向，具有真正意义的

开放性，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的

重要合作平台。

未来世界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恩·

克利里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前全球贫富

差距持续扩大，不少地区民众收入增长

缓慢，对很多国家构成严重困扰。中国

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为解决这些问题

提供了切实建议和解决方案，当务之急

是各国要深入思考，努力达成共识，并采

取积极行动。

诺罗夫表示，中国展现出大国的责

任担当，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携手，共同解决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问

题。

以包容交流共赴美好未来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增进各国

交流，实现不同文明间互学互鉴。

“当前我们面临不少共同挑战，重要

的是通过面对面对话加深了解，我们需

要 把 复 杂 、困 难 的 问 题 摆 到 桌 面 上 来

谈。”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说。

弗赖贝加说，从都国际论坛正成为

国际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与会人士形

成的友好交流氛围“将向外延展”，进而

影响更多的人。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需要崇尚和合包容，推进文明互鉴，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克利里说，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

议 ，强 调 不 同 文 明 有 不 同 的 历 史 与 文

化。“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尊重世界

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前海国际事

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院理事长郑永年说，包容是今年论坛的

主题之一，我们应该构建的是包容的多

边主义，而不是那种“排他的伪多边主

义”。

波黑前总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兹拉

特科·拉古姆季亚说，从都国际论坛提供

了一个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汇聚了来

自全球各地各界的有识之士。“我们就全

球性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关键问题

上展开更充分的对话，最终在求同存异

中团结起来，拥抱共同未来。”

（新华社广州 12月 5日电 记者谢

彬彬、董越、马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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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

王毅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吊唁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逝世。

王毅在吊唁簿上题词，对基辛格博

士逝世表示深切哀悼。王毅表示，基辛

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

系正常化做出历史性贡献，中国人民将

永远铭记。时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基

辛格博士当年同中国领导人做出的政治

决断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

代发展的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多年来，基辛格博士始终客观友善看待

中国的发展，坚信中美两个大国应该也

必须和平共处，善于从中美的不同中找

到共同点和合作机遇，体现了作为外交

家、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在旧金山成功会晤，就中美关系战略性、

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一

系列重要共识，有利于两国关系朝着健

康、稳定、可持续方向改善发展。双方应

将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希望

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多做有利于增进

了解和加强合作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

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势头。

王毅吊唁基辛格逝世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12 月 5

日凌晨两点，在浓浓的夜色中，第 22 批

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离开营

区豪迈出征，乘飞机赴黎巴嫩南部地

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出征，亲人壮行。在为战友送行的

队伍中，记者见到了“排雷英雄战士”杜

富国的身影。得知战友跨国出征，杜富

国坚持前来送行，用他的话说，“虽然身

不能去，但心永远和战友们在一起”。

自受伤以来，杜富国始终惦记着扫

雷事业。在与战友们的交流中得知，此

次出征的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主要担

负扫雷排爆、开辟通道等任务。离别之

际，杜富国最关心的还是战友们的安

全。“国际维和蹚的是硝烟战场，直面的

是生死考验。”在与战友刘学富聊天时，

杜富国叮嘱他，“在危机四伏的任务区，

你们要发扬大队传统，遵守操作规程，

确保各项安全。”

刘学富和杜富国同年入伍，曾一同

执行边境扫雷任务，是生死相依的好兄

弟。杜富国受伤后，刘学富曾在病床边

陪护数月。“富国，请放心，战友们进行

了扎实充分的准备。”他告诉杜富国，由

他们参与修订完善的 30 余项扫雷标准

作业程序，已经被联合国推广使用；行

前集训期间，他们通过了最严格的专业

考核，取得了优秀成绩。

临行前，刘学富和战友们专门让杜

富国试穿了新型防护服。“新型防护服

更加轻便。”杜富国一边试一边说，“真

为你们感到高兴。”刘学富说：“我们在

一起时，我就是你的眼、你的手。出国

执行维和任务后，我会把看到的一切和

所做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告诉你，让你

分享我们的感受。”

“越是走出国门，越要坚定信念。”

作 为 参 加 此 次 任 务 的 4 名 女 兵 之 一 ，

下士蒋承栒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她

告诉杜富国，自己是在高二时读过他

的 英 雄 事 迹 后 萌 发 了 参 军 入 伍 的 念

头，没想到还分配到了英雄所在的部

队 。“ 富 国 班 长 ，当 年 您 的 一 句‘ 你 退

后，让我来’，不知感动了多少莘莘学

子，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得知杜富

国正在练习毛笔字，蒋承栒和战友们

专门请杜班长写下“你退后，让我来”6

个大字，“这次出国维和，我们将攻坚

克难勇于担当，立起一流标准，擦亮中

国名片。”

风雨兼程路，赤诚为和平。记者

注意到，在这批多功能工兵分队中，有

不少官兵已多次执行维和任务。扫雷

二组组长、二级上士黄仕发告诉杜富

国：维和是一扇“窗口”，我们一批批维

和官兵牢记使命责任，以勇做刀尖舞

者的血性胆气和无畏豪情，累计探排

200 余万平方米的疑似雷区，被联合国

地雷行动中心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扫

雷队伍”……战友们的深情讲述，让杜

富国听得热血沸腾。

轰鸣的发动机声中，维和官兵军

姿 挺 拔 、精 神 抖 擞 。 送 别 之 际 ，杜 富

国 庄 严 敬 礼 ，祝 战 友 一 路 顺 风 ，早 日

凯旋！

（本报昆明12月 5日电）

上图：12月 4日，在第 22批赴黎维

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杜富国将自己书写

的毛笔字送给即将出征的战友。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进摄

出征，带着英雄的嘱托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为维和战友送行现场纪事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张永进 通讯员 孟凡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财政部

有关负责同志 5 日就穆迪评级公司下调

我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有关问题接受了记

者采访。

问：12 月 5 日，穆迪评级公司发布报

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

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请问财

政部对此有何看法？

答：穆迪作出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

级 展 望 的 决 定 ，对 此 ，我 们 感 到 失 望 。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动能减弱的

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尤其是三季度以

来，积极变化进一步增多，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发挥积极

作用，预计四季度中国经济将保持回升

向好态势，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的重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 30%。

与 经 济 恢 复 向 好 的 态 势 相 适 应 ，

财 政 收 入 保 持 恢 复 性 增 长 。 前 三 季

度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8.9% ，其 中 ，全 国 税 收 收 入 增 长

11.9%。这得益于今年以来经济持续恢

复 、总 体 回 升 向 好 的 带 动 。 财 政 支 出

进 度 合 理 加 快 ，重 点 支 出 保 障 有 力 。

前 三 季 度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同

比 增 长 3.9%，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教 育 、

科学技术、卫生健康、农林水等重点领

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地方财政收入

普 遍 保 持 正 增 长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9.1%，近 半 数 地 区 增 速

达 到 两 位 数 。 这 些 事 实 均 表 明 ，中 国

经 济 正 在 转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新 动 能 正 在 发 挥 作 用 ，中 国 有 能

力 持 续 深 化 改 革 、应 对 风 险 挑 战 。 穆

迪 对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前 景 、财 政 可 持 续

性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问：穆迪指出了我经济增速放缓风

险，如何看待今年及未来我国宏观经济

增长情况？

答：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

恢复的第一年，成功顶住了来自国外的

风险挑战和国内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带

来的下行压力，不同季度之间经济恢复

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持续回升向好，

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2%。内需对

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不断提升，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83.2%，拉

动 GDP 增长 4.4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

额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是 29.8% ，拉 动

GDP 增长 1.6 个百分点。近期，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预测

都显示，中国可以实现增长 5%的预期

目标。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

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未来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中国有强大的国内市场，14 亿人

口，4 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需求潜力很

大；就业物价总体平稳，疫情疤痕效应逐

渐消退，经济循环将进一步畅通；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新旧动

能有序转换，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这些

将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问：地方债务问题一直受国际评级

公司高度关注，这次穆迪又特别提出这

方面的担忧，请您谈谈相关看法？

答：近年来，通过相关部门和地方

政府持续努力，我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地方政

府违法违规无序举债的蔓延扩张态势

得到初步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地

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 35.1 万亿元，加上

纳 入 预 算 管 理 的 中 央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25.9 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余额 61 万亿

元 。 按 照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2022 年

GDP 初步核算数 121.02 万亿元计算，全

国 政 府 法 定 负 债 率（政 府 债 务 余 额 与

GDP 之 比）为 50.4%，低 于 国 际 通 行 的

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

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

部门研究提出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一是

完善常态化监测机制。加强部门间信

息共享和协同监管，统一认识、统一口

径、统一监管，加强数据比对校验，努力

实现全覆盖。二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

增 量 。 严 堵 违 法 违 规 举 债 融 资 的“ 后

门”，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硬化预算

约束，要求严格地方建设项目审核，管

控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强化地

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债务融资管控，严禁

违规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决不允许新

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三是

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建立市场化、

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稳妥化解

隐性债务存量，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

人合理分担风险。坚持分类审慎处置，

纠正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

中的不规范行为。四是健全监督问责

机制。推动出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

度办法，坚决查处问责违法违规行为。

督促省级政府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继

续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

任。从执行情况看，经过各地各部门共

同努力，地方隐性债务规模逐步下降，

风险得到缓释。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

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治理。一是持续规范融资

管理，严禁新设融资平台公司。二是规

范融资信息披露，严禁与地方政府信用

挂钩。三是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

和资产，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防止地方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平台化”。

问：穆迪提出了房地产行业调整对

地方财政的影响问题，您怎么看？

答：我们高度重视地方财政运行情

况，多措并举支持地方财政平稳运行。

一是积极安排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给予有力支持。二

是督促地方加强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

构，盘活存量资金，避免损失浪费，不断

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进一步

完善地方税税制，逐步建立规范、稳定、

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

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主体，土地出让收入是

毛收入，收入减少的同时，也会相应减少

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近年来，受房地

产市场影响，房地产相关税收有所下降，

但其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没

有大幅回落。总的看，房地产市场下行给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带

来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就穆迪下调我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由中

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纪念《世界人

权宣言》发表 75 周年”国际研讨会 5 日在

京举行。中外与会嘉宾围绕《世界人权

宣言》精神、全球人权治理面临的问题挑

战、新时代中国保障人权的成就经验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为

维护平等、正义和人的尊严所通过的最

重要的国际文件之一。”沙特人权委员会

副主席希沙姆·阿勒谢赫表示，通过此次

国际研讨会希望能够凝聚国际共识，推

动遵照国际标准平等地保护和促进各国

人民的权利，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柳华文表示，《世界人权宣言》是联

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和其他重要人权文件

的基础，因其代表全人类共同理想和目

标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广泛的影响力

和历久弥新的感召力。

南非外交部副部长阿尔文·博特斯

在发言中表示，面对全球人权治理挑战，

南非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共同深入探索人

权治理解决方案，推动坚持多边主义和

公平公正的人权理念。

聚焦发展权的保障，埃及外交部人

权事务部长助理哈里德·阿里·巴格里表

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民的发展权是

人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每个

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人

民发展权的重视与保障也亟需世界各国

达成普遍共识。

“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5 周年之

际，我们希望重拾并弘扬好宣言精神。

我们提出了人权经济的理念，这一理念

旨在提醒所有的成员国、投资者、企业和

个体消费者重新审视自身行为，确保其

行为不仅不能损害而且还要保护好他人

在经济活动中的各项权利。”联合国人权

高专办发展和经济社会事务局局长托

德·霍兰德说。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5 周年”国际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