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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大块头

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大利
亚期间在澳联邦议会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的
和平发展道路和亚太政策。对于崛起的中
国，习近平用“人群中的大块头”来形容。

自称“大块头”，是因为中国是个拥有13

亿人口的大国，很显眼。大块头要怎么走、怎
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
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面对这些疑虑，
习近平回应说，中国虽然是个大块头，但珍
惜和平、需要和平、维护和平。

在此前的出访中，习近平也曾对中国形
象进行过生动阐释。7月4日，访问韩国期间，
习近平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各领域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
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发展，有些
人认为发展起来的中国必然成为一种‘威
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牛魔王。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习近平说，中国将始终做一个维护和
平、促进和平、虚心学习的国家。这样的中国，
愿同韩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
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
世界繁荣的伙伴。

3月27日，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
大会上说，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
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
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
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
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
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
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
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
狮子。”习近平说，“有一个
法国作家说，朋友看朋友是
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
命。希望我的介绍能让中国
在你们眼前更透明一些。”
在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
欧洲之行中，习近平表达了
自己的期盼。

在观察和认识中国的
过程中，习近平希望其他国
家能既看现实，也读历史，
既重物质，也见精神。4月1

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
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说，脱
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
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
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
识中国的。“中方需要加深
对欧洲的了解，欧方也需要
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只有了
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
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
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
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
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欢迎大家都来搭中国的便车

2014年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搭便车”一
度成为热词。

8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
报》专访时，专栏作者弗里德曼问道：在伊拉
克问题上，人们总是看着美国的言行，而中
国是目前伊拉克最大的能源投资者，总统是
否想对中国说：到了你（中国）应该成为一个

“利益相关者”，而不只搭便车的时候了？
奥巴马答道，中国确实在“搭便车”，“他

们搭了30年的便车了，而且一直没有什么问

大大国国可可亲亲
不不可可欺欺

经济等多种手段向菲律宾施压，实现对黄岩
岛及附近水域的控制。最近一年来，中国在
南海多个岛礁进行填海扩建工程，包括赤瓜
礁、永暑礁、华阳礁、南薰礁。同时，西沙群岛

永兴岛的扩建也在紧
锣密鼓地开展。面对
外界的种种说法，外
交部发言人曾如此回
应：中国在南沙群岛
有关岛礁滩沙的活动
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
事情，无可非议。

8月9日，外长王毅
在出席中国-东盟外
长会后表示，作为负
责任大国，中方愿继
续保持克制，但对于
无理挑衅行为，中方
必将做出清晰、坚定
的回应。随后，在11月
APEC会议期间，中国
发挥主场外交优势，
习近平会晤越南国家
主席张晋创，巩固了
双边关系转圜的势
头。中菲领导人简短
交谈，中方希望菲方
回到过去共识，与中
方相向而行，处理好
当前双边关系面临的
困难，菲总统阿基诺
则表示愿同中方解决
有关问题，希望两国
关系得到改善发展。

此外，习近平还
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
了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实现了两国首脑
就任以来的首次会
面。2014年，中日关系
因日方对历史问题的
错误认识而止步不
前，政治对立加剧，经
贸往来遇冷，国民好
感度下降。会见中，安
倍表示，日本决心继
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本届政府将坚持历届
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
认识。跌入谷底的中
日关系朝着改善方向
迈出重要一步，接下

来要看再次被推选为首相的安倍能否说到
做到。

在国际舞台把中国故事讲出彩

2014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丰收年。
3月，习近平首次欧洲之行，实现了中国

国家主席首访荷兰、8年来首访德国、27年来
首访比利时、首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首访欧盟总部。10月，李克强今年第二度踏上
欧洲。在10月11日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
会议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他用“新标杆”“快车
道”“深海域”等形象的“三字经”阐述中欧合
作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运行。今年５月，中
俄元首在北京一致决定，将两国全面、平等、
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中俄结束了长达１０年的天然气供气谈判，正
式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国还签
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积极商谈油
田大项目合作等。10月１４日，李克强结束对俄
罗斯的访问。其间，中俄双方签署近４０项重要
合作文件：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
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东线天然气项目政
府间合作协议、莫斯科至喀山高铁合作谅解
备忘录……这些务实合作文件让中俄经贸
联系更加紧密。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1月赴京出席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中美元首“瀛台夜话”，就执政理念深入
交换看法。中美两国还就气候变化、签证互
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抗击埃博拉和
反恐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

11月下旬，访问斐济期间，习近平邀请８
个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共商合作发展大
计，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
略伙伴关系。7月，习近平在访问巴西期间，与
1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首次集体
会晤，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在出访
期间与到访地区国家领导人展开多边外交
活动，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布局，已成
为中国外交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习近平在俄罗斯分享自己的时间都去
哪儿了，在阿根廷走访农场，在委内瑞拉考
察民宅建设，在印度引述泰戈尔诗句“生如
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澳大利亚
专门抽时间会见老朋友家人，看望给他写信
的小学生，在到访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文
章……这些重视人文交流、重视与民相亲的
举动，也为出访外交书写了一抹温情。

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故事，还将在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基调中继续。

题。”此言一出，立即招致一片反驳声。
在另一个场合，习近平也提到了“搭便车”。与奥巴马的“抱怨”不

同，中国领导人话语间充满真诚和自信。
“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

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
们都欢迎。”8月22日，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蒙古国国家议会），习近
平发表了题为《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的演讲。

的确，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红利”。据测算，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7 .8%，对亚洲的贡献率
更保持在50%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目前达到３０％。未来５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１０万亿美元的商
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还有超过５亿人次出境旅
游。中国有能力、也欢迎世界各国都来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在11月22日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的集体会晤中，习近平
再次重申希望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习近平说，中方真诚欢迎
岛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愿同岛国深化经贸、农渔业、海洋、能源资
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将为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
品提供零关税待遇。

通过分享“中国红利”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对此始终乐见其成。

捍卫国家利益没商量不后退

今年5月，越南对在南海正常作业的中方企业进行非法强力干扰，
同时纵容国内反华游行示威。5月中旬，数千越南不法分子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多国在越企业进行打砸抢烧，残酷杀害4名并打伤300多名在越
中国公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致使中越关系遇挫。

就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中越双方保持了密切沟通。8月下旬，越共
中央总书记特使、中央政治局委员黎鸿英访华，两党举行高层会晤，
启动了双边关系转圜进程。

另一方面，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菲律宾，2013年1月起就有关南
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的强制仲裁仍执意推进。不过，中国政府12

月7日发表了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文
件中，中方明确表示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问
题仲裁案，仲裁庭也没有管辖权。中国的坚决态度，让菲律宾企图通
过国际仲裁挑事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

黄岩岛事件后，中国以非军事性对抗为底线，通过行政、外交和

回顾2014年，
中俄关系高水平
运行，中美关系在
摩擦中继续前行，
中欧关系迎来新
里程碑。中国与巴
西、印度、南非等
新兴市场国家的
关系更加紧密，与
越南、菲律宾等周
边国家在分歧中
寻找共识。

中国领导人
延续此前一年的
密集出访，每到一
处，都会传递出中
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信念，欢
迎各国搭上中国
经济发展的便车，
分享中国发展的
红利。做演讲、发
文章、讲故事，中
国领导人在告诉
世界：中国是个崛
起的大国，也是个
可亲的大国。

□本报记者 张文

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新西兰，接受当地毛利人的碰鼻礼。

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来华出席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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