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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前 夕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发 表

二 〇二五年新年贺词。多国人士和海

外华侨华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全面总结过

去一年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

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现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在

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中国积极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和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展现负

责任大国担当。世界各国应以宽广胸襟

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

运。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坚持人民至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果丰硕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涵盖

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既宏

大深邃，又务实具体。”塞内加尔通讯社

社长莫马尔·迪翁格说，“从‘中国碗装了

更多中国粮’到‘基础养老金提高了’，

习近平主席提到的这些具体成果均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明中

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

幸福安康。”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学家田

代秀敏说，“对大家关心的就业增收、‘一

老 一 小 ’、教 育 医 疗 等 问 题 ，我 一 直 挂

念”，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的这句话让

他印象深刻，这表明习近平主席高度重

视民生问题。田代秀敏表示，过去一年，

中国实施一系列积极经济政策措施，努

力推动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

质量发展，让中国高质量发展惠及全球。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让我感受最

深的一点是信心。”埃及中国事务专家阿

米尔·塔马姆说，“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

历经考验中壮大”的话语，生动描述了中

国有效应对多重挑战、取得丰硕发展成

果 ，“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预 计 超 过 130 万 亿

元”彰显中国经济政策卓有成效，对全球

经济复苏贡献巨大。

“绿色低碳发展纵深推进，美丽中国

画卷徐徐铺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

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描述的美好发展

图景令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投资

与贸易委员会前首席执行官哈桑·达乌

德·布特十分赞赏。“中国已成为应对气

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全球引领

者。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推

动创新，并乐于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分享成功经验。”他说。

“ 国 家 强 大 是 人 民 最 好 的 新 年 礼

物。”曾多次访华的《哈萨克斯坦实业报》

总 编 辑 谢 里 克·科 尔 茹 姆 巴 耶 夫 说 ，

习 近 平主席的新年贺词表明，新质生产

力助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规模再上新台阶，中国在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航空航天、

深海和极地探索等领域取得许多举世瞩

目的成就。这些都表明，中国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正在破茧成蝶。”他说。

许多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新年贺词让他们感到自豪和振奋。南

非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长

斌说，在南非侨胞一直关注祖国发展以

及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利民政策，为同胞

们拥有满满获得感由衷感到高兴。加拿

大渥太华中国统一促进会荣誉会长赵炳

炽说，看到祖国过去一年在高新科技领

域的突破与成就，他们更加自信自豪。

泰国博仁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王波说，

中国以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也

为包括泰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现代化

发展的新机遇。

彰显大国担当

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
正能量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地缘政治格局

愈发脆弱，国际和平稳定受到威胁。中

国倡导多边主义与开放合作，是维护国

际稳定的重要力量。”法国巴黎法中友好

协会副主席利亚齐德·本哈米说，在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积极支

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响亮

声音。“全球南方崛起势不可挡。中国作

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正积极主动承担更

多责任。”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充满智慧

和热情，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务实、自信和

担当。”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说，2024 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为非中合作注入

新动能，期待未来非中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包括尼日

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开花结果，这充分

表明在变乱交织的时代里，中国为建设

更加平等有序、普惠包容的世界作出了

贡献。在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方面，

中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4 年底，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

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再传喜讯。乌

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纳扎罗夫说，中吉乌铁路将填

补沿线地区跨境运输网络的空白，有助

提升中亚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为中亚地区带来

更多经济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技术创新领域。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彰显中国积

极引领全球南方合作。”柬埔寨贝尔泰国

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夫·马修斯说，中国

在上合、金砖、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等多边场合积极发声，提出中国主张，践

行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助力创造公

正和平等的环境。“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

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愿与每一个

希望促进和平发展的国家开展合作，为促

进全球共同发展与繁荣而努力。”

西班牙“知华讲堂”名誉主席马塞洛·

穆尼奥斯说，面对地区动荡冲突，中国坚定

做和平的力量，坚守多边主义、公平正义、

开放合作的正道，主张通过对话谈判消除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当今世界多边主义

和开放合作的坚定支持者以及联合国作为

最权威国际机构的坚定捍卫者”。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

当今世界面临战争等诸多挑战，而中国

积极为恢复世界和平奔走。“对中方积极

推动俄乌、巴以停火止战的外交努力，我

们热情支持。2025 年，我们期待中国在

推动有关冲突方和平谈判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关照人类命运

携手共创世界美好
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世

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需要以宽广胸襟

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

运。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友好合作的

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共同开创世界的美

好未来。

“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新 年 贺 词 着 眼 人

类 未 来 ，展 现 全 球 视 野 。”意 大 利 中 国

友 好 关 系 协 会 主 席 玛 丽 亚·阿 佐 利 纳

说 ，“ 习 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国深化友

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世界

应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迎接新一年的

挑战。”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

格林表示，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传递的

乐观精神让他深受触动。“中国愿同各国

一道，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未来。我认

为这是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向世界传递

的最重要信息，体现了他作为大国领导

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承诺。”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包容性、科技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有益经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推动合作共赢，为

全球繁荣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期待中

国顺利完成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高

质量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伊

万·季莫费耶夫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

全球吸引力，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目

标，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我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将给全球南方国家创造共

同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

识和人文情怀。”黎巴嫩丝绸之路研究院

院长瓦里夫·库迈哈说，中国提出了包括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在内的一系列倡议理念，表明中国

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致

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繁荣、包

容的世界。

阿根廷社会学家马塞洛·罗德里格

斯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伟大的

理念。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

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

全球倡议，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

和正能量，期待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

促进人类发展进步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

更多贡献。

（新华社北京 1月 1 日电 记者孙

丁、何毅、谢琳）

传递信心 共创未来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2025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迎来生效实施三

周年。海外人士认为，RCEP 有效激发

地区合作活力，充分印证开放发展和自

由 贸 易 有 利 于 经 济 增 长 、促 进 市 场 繁

荣。亚太地区和全球伙伴应进一步携手

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通过实现区域内自由贸易

繁荣，共同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 10 国和澳

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共同签

署 RCEP，并推动协定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正式生效。在地缘冲突加剧、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的背景下，RCEP 有效激活地

区合作活力，初步形成共享红利、共促发

展的区域合作新局面。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2 年，中国对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

长 7.5%。2023 年，中国对 RCEP 其他成

员 国 合 计 进 出 口 较 2021 年 增 长 5.3%。

2024 年前 10 个月，中国对 RCEP 其他成

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4.3%。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萨辛管理学院副

教授猜蓬·蓬帕尼表示，东盟国家和中国

产业互补，RCEP 的实施为区域内的企

业带来巨大市场机遇。

猜蓬以泰国为例说，随着榴莲、芒果

等热带水果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泰

国果农持续受益，而中国电动汽车企业

积极布局泰国市场，带来先进技术，促进

当地就业，助力泰国形成更完整的电动

车产业链。猜蓬认为，RCEP 的实施使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协作更加紧密。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保护主义和关

税壁垒等会降低经济效率，割裂全球贸

易体系，给世界经济乃至和平稳定带来

风险。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

斯·亨德里施克说，部分国家频频挑起

经 贸 摩 擦 将 对 世 界 经 济 产 生 负 面 影

响。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治与国际

关系高级讲师雷米·戴维森也认为，一

些国家设置关税壁垒，看似能让工业产

能部分回流，但实际上会增加该国企业

和消费者的成本，推高通胀，最终可能

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

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说，任何国家想

利用关税等贸易措施来对抗另一个国

家，从长远来看，对其自身的伤害要比对

其他国家更大，对本国经济和民众造成

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深远。

2015 年 6 月，澳大利亚前贸易和投

资部长安德鲁·罗布代表澳大利亚政府

与 中 方 正 式 签 署 两 国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

近 10 年时间，这一协定为两国间贸易额

带 来 大 幅 增 长 ，而 随 着 双 方 贸 易 多 样

化 ，双 边 贸 易 额 还 展 现 出 更 多 增 长 潜

力。“签署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是我的荣

幸。”罗布说。

中澳两国自贸协定是开放发展推动

国家间互惠合作的缩影。作为世界上参

与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

力的自贸协定，RCEP 将为亚太区域经

济一体化注入更多动力。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师田代

秀敏认为，为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构建开

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亚太经济体应共同

努力，通过实现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繁荣，

向全世界展示开放发展的成功。

展望未来，一系列研究表明，RCEP

政策红利释放在推动贸易投资发展、提

升企业享惠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

仍有巨大潜力。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表

明，到 2030 年，RCEP 将为该区域带来

2450 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并创造 280 万个

就业岗位。

海外人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

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不确定性进一步上

升的背景下，RCEP的签署与实施不仅为

成员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也提振了国际

社会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坚定支持开放

和自由贸易，将助力各国经济在商品和服

务畅通无阻的流动中进步，相关经济体才

能共享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

（据新华社悉尼 1月 1 日电 记者

李晓渝、汤沛沛）

激发地区活力 共享增长红利
—RCEP生效三年间展现开放合作机遇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一架中国国产 C909 支线客机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

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后抵达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文莱国际机场，这是中国国

产客机首次成功飞抵文莱，也是广州直飞文莱航线的首航。飞机抵达文莱后，当

地举行了隆重仪式庆祝广州直飞文莱航线首航成功。 新华社发
中国国产客机首次飞抵文莱

据新华社莫斯科/基辅1月1日电 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1月 1日发表声

明说，因过境协议到期，自莫斯科时间 1月

1日早 8时起终止过境乌克兰向欧洲输送

天然气。

声明说，由于乌克兰方面多次明确

拒绝续签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输往

欧洲的协议，公司在法律和技术层面已

不能继续经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同日，乌克兰能源部在社交媒体“电

报”发文说，基辅时间 1 月 1 日早 7 时，出

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乌克兰停止了俄

罗斯天然气过境输送服务。乌方就此已

向国际伙伴发出正式通知。

俄宣布终止过境乌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服务

据新华社德黑兰 1月 1 日电 （记

者陈霄、沙达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

1 月 1 日宣布，伊朗将于 1 月 13 日与英

国、法国、德国举行新一轮对话。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只是对话，

而非谈判。”加里巴巴迪说，新一轮对话

旨在阐明相关议题并进行进一步磋商，

以确定未来如果举行谈判，应在何种框

架和方式下进行。

2024 年 11 月 29 日，伊朗与英国、法

国、德国外交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加里巴巴迪当

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各方重点就伊朗核问

题以及解除制裁相关议题进行了“坦诚交

流”。伊朗致力于维护本国人民利益，并

倾向于通过对话和接触解决问题，各方一

致同意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外交对话。

伊朗将与英法德举行新一轮对话

走 过 春 夏 秋 冬 ，经 历 风 雨 彩 虹 。

辞 旧 迎 新 之 际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发 表

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讲述不平凡的一

年，温暖奋斗者，鼓舞追梦人。坚定有力

的中国声音，传向海内外，凝聚同胞情，

启迪同路人。世界聆听、感受，更期待，

胸怀天下的中国为动荡变革的世界不断

注入稳定力量，与时偕行的中国为人类

命运与共的未来增添更多希望。

开拓创新的中国动力

“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新能源”“新成果”……世界从习近平

主席的新年贺词中，感受中国式现代化

向“新”而行的蓬勃动力。

创新、创造，是习近平主席历次新年

贺 词 的 高 频 词 。 二 〇 二 四 年 的“ 到 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二〇二三年的

“ 沿 海 地 区 踊 跃 创 新 ”“ 奋 斗 创 造 奇

迹 ”；二 〇 二 一 年 的“ 全 力 以 赴 创 新 创

造”……回望新中国 75 年的沧桑巨变，

正是一代代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

斗精神，一次次攻坚克难、探索突破，创

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创造着

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巨大机遇。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中不断

推进，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回望过去一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累

计承运旅客突破百万人次，首艘国产大

型邮轮开启商业首航，大国重器接连亮

相，吸引世界目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

成功发射，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

背面采样，科技创新硕果累累。中国高

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为世界经济增长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回望过去一年，外贸平稳增长，进博

会、链博会、服贸会、消博会深度连接中国

与世界；外国人来华签证政策持续优化，

“中国游”风靡全球，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携手世界共同发展。

伊拉克前科技部长拉伊德·法赫米

说，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高质量对

外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为

世界增添稳定性”。巴西圣保罗州立大

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科斯·皮雷斯说，中

国深化改革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

界经济注入更多动力。

“温暖有力，充满希望，鼓舞人心！”

从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中，巴西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张小春读出了奋斗

的力量和前行的信心。习近平主席在

发表新年贺词时深情谈及“‘中国’二字

镌刻在‘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

女心中”，背景是一幅气势恢弘的《万里长

城》图。此情此景让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

系协会副会长颜天禄深受感动。他说，海

内外华夏儿女有着“共同的根、共同的魂、

共同的梦”，海外同胞“回娘家”追根谒祖，

亲身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将

继续促进中国同各国人民之间共谋合作、

民心相通的“双向奔赴”。

行而不辍的中国担当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

球南方团结合作。”

放眼世界，战火仍在蔓延，灾难仍在

继续，不公和分裂带来创伤，紧张和不信

任持续加剧。变乱交织的世界呼唤大格

局、大担当。

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习近平主席在历次新年贺词中讲述着家

事国事天下事，念兹在兹让中国人民过

上幸福生活的头等大事，也希望世界各

国“所有的人民免于饥寒的煎熬”“所有

的家庭免于战火的威胁”“所有的孩子都

能在和平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致力于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汇

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合力——中国深

刻把握时代大势，担大义、行大道。

回首过去一年，中国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成功举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上合、金砖、亚太

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双边多边场合，

鲜明提出中国主张，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推动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世界

听到中国方案，更看到中国行动。在乌克

兰危机和中东问题上，有中国劝和促谈、

穿梭斡旋的身影；面对加沙冲突等人道主

义危机，中国多次伸出援手；在减贫、粮食

安全、气候变化等事关各国人民生存发展

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鱼渔兼授无私分享。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

勇说，展望未来，中国将在推进全球化进

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持续发

挥重要作用。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激励

了全球南方国家新一轮发展愿景，中国

积极同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成果、为推动

全球共同发展推出一系列相辅相成的行

动计划，赢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尊重

和信任。

胸怀天下的中国情怀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需要以宽

广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

人类命运。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友好

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共同开创世

界的美好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

主席历次新年贺词中一个重大主题。辞

旧迎新之际，习近平主席再一次向世界

阐明中国的襟怀和情怀，再一次彰显中

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前行的立场与信念。

人类本就休戚与共，应当风雨同舟，

这是人们心底真实朴素的共识。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年致辞中呼吁，“别

再让世界四分五裂，而是联合起来，使

2025 年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2025 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向关心和支

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致以新

年的美好祝福”“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方都将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和平

发展事业”——从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重 要 讲 话 到 中 俄 元 首 互 致 新 年 贺 电 ，

习近平主席传递着同样的诚意和决心。

俄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知名汉学家

尤 里·塔 夫 罗 夫 斯 基 说 ，习 近 平 主 席

2013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重要演

讲中首次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建立在中国可贵的实践经验之上，多

年来已从理念、愿景成为世界各国的共

识和行动。今日之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

发挥积极引领作用，为推动全球发展不

断贡献有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埃及科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穆罕默

德·艾哈迈德·穆尔西说，通过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等方案，中

国正“推动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

共同发展的愿景”。南非智库克里斯·哈

尼研究所所长西滕比索·本古期待，中国

“继续在国际舞台发挥引领作用”。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

圆。一个开拓奋进的中国，一个心系世

界的中国，一个开创未来的中国，必将为

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更多力量、更多启

迪。新征程上，中国正与世界携手并肩，

朝着曙光努力奔跑。

让我们满怀希望，迎接新的一年！

（新华社北京 1月 1 日电 记者乔

继红、赵嫣）

聆听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感受与时偕行的中国力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