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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外国政要访华潮

相关新闻

两名外国政要今起访华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宣

布：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邀请，德国外长贝
尔伯克将于4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
问。其间，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同贝尔伯克外长
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宣布：应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秦刚邀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将于4月13日至15
日访华并举行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新闻纵深

近期，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力证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当今世界仍不太平，人类刚刚走出新冠疫情的阴霾，但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多
重危机和挑战。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全球发展进程严重倒退。更令人担忧
的是，有的国家为了维护霸权私利，挑动意识形态矛盾对立，制造“脱钩断链”，构建“小院高墙”，甚至要复活“冷战”，分裂世界。

今天的世界绝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近期访华的外国政要
都纷纷表达了反对阵营对抗的明确态度，例如李显龙总理就主张“不能非黑即白，选边站队”。

总之，“访华潮”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肯定，对中国开放前景的信赖，对中国合作价值的认同。

中巴再次握手
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信号？
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中国备受各国媒体关注，正

如巴西副外长此前在访问发布会上所说，“到了巴
西和中国向世界发声的时候了。”中国和巴西又一
次握手，将向国际社会传递什么信号？

一是发展中大国相互重视，相互信任。
此次访问将是卢拉总统就职以来首次访问美

洲以外的国家，中方对于巴方新访期建议给予迅速
回应，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对于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高度重视和彼此间高度的政治互信。这种重
视和互信是传统也是现实：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
展，已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合作、携手发展的典
范”。

近期，两国元首在各类场合表达了推动中巴关
系发展的积极意愿。元首外交将引领中巴关系再
上什么样的新台阶，这对发展中大国关系有什么样
的示范效应，值得期待。

二是务实合作带来互利共赢。
贸易方面，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巴西最大贸

易伙伴，2020-2022年疫情三年，双边贸易额从
1017.3亿美元逆势增长至1714.9亿美元，对华贸易
顺差占据巴西外贸顺差半壁江山，巴西也为保障中
国粮食和产供链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投资方面，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
大投资目的国，双方5G、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新
兴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基础设施、农牧业、航
空航天、能矿、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巴
西“再工业化”作出积极贡献，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

两国务实合作会取得什么样的新成果，给两国
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切实利益，值得期待。

三是新兴大国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发出积
极声音。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和巴西都延续
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国际
形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作为东西半球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巴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
国家合作机制等框架下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巴西作为拉美最大国家和最大经济
体，致力于推进区域一体化，积极与地区各国开展
合作，为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共同努力。
中国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始终将拉美视为平等
互信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和践行多边主义
的同路人，同拉方一道推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
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巴双方团结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努力为提升其代表性和发言权
作出更大贡献。

新兴大国加强协调配合，将为变乱交织的国际
形势带来哪些积极因素，值得期待。 据成都商报

北京时间12日晚，巴西总统卢拉一行抵达上海，开
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经双方商定，卢拉于12日至15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全国两会后，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以及欧
盟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纷纷访华。踏上新征
程的中国在这个春季迎来又一个外交热潮，书写下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篇章。

密切交流，共迎全球挑战

不到一周时间里，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连会晤西班牙
首相桑切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再次印
证了“中国外交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

在埃及阿拉伯研究院国际关系教授哈迪尔·赛义德
看来，各国当前面临着疫后经济复苏乏力、乌克兰危机持
续升级等一系列共同挑战，很多国家希望能和中国携手
应对这些问题，并通过开展合作，从中国的治理经验中寻
求启迪。

西班牙《国家报》刊登的评论文章写道，当今国际关
系“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动荡和危险的时刻之一”。西班
牙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此时与中国进行最高级别
的对话，商讨应对世界的紧张态势，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
德国、古巴、蒙古国和老挝等多国领导人就曾密集访华。
这些领导人访华各有侧重和关切，但均传递出一个清晰
信号：愿与中国加强沟通交流，为未来全球和地区发展开
拓合作空间，为当下全球挑战与困境寻找解决方案。

寻求合作，开拓发展机遇

在本次访华期间，与马克龙随行的庞大企业代表团
引起媒体关注。来自空中客车公司、法国电力集团、阿尔
斯通等众多法国企业的60多位高管一同来华，找寻新的
合作机会。

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合作”“发展”是外国领导人口
中的高频词。“西班牙愿与中方保持坦诚沟通和对话，不断
增强互信，深化双边互利合作”“马方愿同中方加强双边经
贸合作和‘两国双园’建设，借鉴中方减贫经验，加强农业
现代化等领域合作”“相信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好发展，新加
坡等周边国家都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中国经济呈现企
稳回升态势，多个国际机构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
长预期。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
好，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超过三分之一，
将为其他国家提供重要机遇。

自信包容，共赢共享。近一段时间来，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2023年年会、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相继举
行。“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
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两个年会的主题，无不反映出国
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也表达了中
国愿与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开创发展新机遇的诚意与决
心。

守护安宁，瞩望解决之道

4月6日，在中方见证下，沙特和伊朗签署联合声明，
两国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翻开了沙伊关系新的一
页。两个中东地区大国在北京“相逢一笑泯恩仇”。

眼下，世界并不太平，动荡与变革交织，团结与分裂碰
撞，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世界再次陷入分
裂和对抗，甚至形成“新冷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
国的抉择与行动，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从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关于政治解决乌
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两份重要文件，到成功斡旋沙特和
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再到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中国的一系列抉择与行
动，彰显了中国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
历史正确一边，得到各方认同和高度评价。

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赫尔穆特·朔尔茨说，他赞同习
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安全的系列主张，欧洲与中国需要共
同努力，为欧亚大陆的人民带来持久和平，为打造公正合
理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

巴西总统卢拉一行昨晚抵上海，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全国两会后，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等国领导人接踵而至

开放合作仍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

巴西总统卢拉 法国总统马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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