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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 11月 16日电 （记者倪四义、姜岩）

当地时间 11 月 16 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

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习近平抵达会场时，受到博鲁阿尔特总统热情迎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几十年来，亚太经合组织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

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合作也面临地缘政治、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挑战。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亚太各国要团结协作，勇于担当，推动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坚持多边主

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向，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

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着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

联互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今天，我们将通

过亚太自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相信将为推动亚太

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

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扩大自主开

放，愿同有关各方探索商谈数字和绿色领域贸易协定，

持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要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创新生态，推动亚太地区实现生产

力跃升。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推

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中国正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同

各方绿色创新合作，将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

倡议》，愿同各方共同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

境流动，为亚太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是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要加强经济

技术合作，加大对发展中经济体和弱势群体的支持，共

同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蛋糕”，让更多经济体、更多民

众共享发展成果。中方将在亚太经合组织推进提高居

民收入、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等倡议，助力亚太经

济普惠包容发展。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2026年东

道主，期待同各方一道深化亚太合作，造福亚太人民。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

步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3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等各领域作出系统布

局。中国发展将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

中方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为实现和平发

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努力。

会议由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主持，主题为“赋能、

包容、增长”。

会议发表《202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马丘比

丘宣言》《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和

《关于推动向正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三

个成果文件。

15 日晚，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几十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
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合作也面临地缘政治、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挑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各国
要团结协作，勇于担当，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
发展新时代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二是培育
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三是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就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等各领域作出系统布局。中国
发展将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中方欢迎各方继续
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
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努力

新华社利马 11 月 16 日电 （记者

韩墨、杨依军）当地时间 11 月 16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过去 4 年，中美关系虽

然历经跌宕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

作，总体实现了稳定。我们指导双方团

队通过磋商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

原则，共同推动两国对话和合作重回正

轨，恢复和新建了 20 多个沟通机制，在

外交、安全、经贸、财政、金融、军队、禁

毒、执法、农业、气候变化、人文等领域取

得了积极成果。

过去 4 年的经验值得总结、启示需

要记取，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修昔底

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

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

更不会得逞。

二是要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

立。（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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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

之际，向各参研参建单位和全体同志表

示热烈祝贺！

“梦想”号海试成功并正式入列，标

志着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

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

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你们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扬开拓创新、团

结协作、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神，攻

克了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充分展现了

新时代中国科技人员的自信自强和使命

担当。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用好这一重大

科技装置，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拓展国际

海洋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4 年 11 月 17 日

（新华社北京11月 17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广州 11月 17日电 我国自

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17日在广州正式入列。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梦想”号海

试成功并正式入列，标志着我国在深海

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

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果。你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发扬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

难、勇攀高峰的精神，攻克了多项世界级

技术难题，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科技

人员的自信自强和使命担当。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用

好这一重大科技装置，加强海洋科技创

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梦想”号入列活动 17 日在广州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宣

布“梦想”号正式入列并讲话。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为新时代新征程

我国深海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

落实重要贺信精神，加强“梦想”号运营管

理，加快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要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总结“梦想”号

建设宝贵经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弘扬优良作风，凝聚各方力量，持续推进

深海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总吨约 33000，

排水量 42600 吨，续航力 15000 海里，最

大钻深 11000 米，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

区作业能力。

习近平致信祝贺“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强调

加 强 海 洋 科 技 创 新 拓 展 国 际 海 洋 合 作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月 17日电 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

在赴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

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圣保罗页报》

发表题为《万里交好共命运 携手扬帆正当时》的署名文章。

文章全文如下：

万里交好共命运 携手扬帆正当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卢拉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巴西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

巴西地大物博、风光旖旎、文化多元，是深受中国人民喜

爱的国度。200 多年前，中国的茶、荔枝、香料、瓷器等就远渡

重洋来到巴西，架起两国经贸往来的桥梁，成为中巴人民友好

交流的纽带。

1974 年 8 月 15 日，中国和巴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 年

来，中巴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日臻成熟活跃，

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发展，也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树立了两个发展中大国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典范。

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理解和支持各自人民

选择的发展道路。巴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

家，（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巴西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万里交好共命运 携手扬帆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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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届 中 国 航 展 亮 点 纷 呈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