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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周 边 工 作 会 议 在 北 京 举 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4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系统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周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

科学分析形势，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强调要

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李强在主持会议时强

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扎实实抓好周边工作各项任务

落实。

会议指出，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以

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倡导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元首外交为

引领，同周边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强各领域交流、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形成务

实高效的周边工作框架，推动周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于

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

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

全两件大事，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

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

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

家共创美好未来。

会议强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

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

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

类风险挑战；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

会议指出，做好周边工作，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各方面协调配

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强能力和队伍建设，推进周

边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

王毅作总结讲话。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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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
近期，美国以各种借口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严重冲

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严重破坏经济全

球化健康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

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人为

设置贸易壁垒，违背经济规律和历史潮

流，不符合各国人民普遍愿望，注定将以

失败告终。

一架民航客机的450多万个零部件，

由约 1500 家大公司和 1.5 万家中小企业

生产；一部智能手机有几百甚至上千个组

件，产自不同的国家⋯⋯今天的世界经

济，已经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

世界经济走到今天，每一步都刻下

了开放合作的鲜明印记。工业革命推

动人类生产方式迈向机器大工业生产，

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进而扩展

形成世界市场。伴随国际分工不断深

化，各国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国际

经济交流合作日益广泛，经济全球化持

续深化。特别是近几十年，信息技术缩

短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距离，让世

界成为“地球村”。跨国企业在全球范

围内开展生产投资和资源配置，成为推

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世界贸易

组织和多边贸易机制为经济全球化发

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经济全球化

在更多领域以新的形式加速推进，把各

国经济和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人类社会也迎来贸易大发展、经

济大繁荣。

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其间也

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两次世界大战让

全球经济陷入混乱，跨国贸易近乎崩

塌。冷战对抗让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

国际合作障碍重重。疫情肆虐阻隔了人

员流动，也限制了国际经贸往来。然而，

从历史的长周期看，任何逆风和回头浪

都不会扭转历史发展大势，任何保护主

义行径都无法阻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

潮流。世界决不会也不应该退回到相

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一个国家要

繁荣、要进步，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

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中国始终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

与者、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一直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持续推动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通过开放做大共同发展

的“蛋糕”。展望未来，中国也将与各方

一道，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坚定反对经

济霸凌行径和贸易保护主义，坚定拥抱

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社会实现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

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一 季 度 经 济 发 展 向 新 向 好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9 日 电（记 者 谢 希 瑶 、王 雨 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9 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

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

明中方对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

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认真履行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方违反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有关义务；中国践行自由贸易理念，认真遵守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损害双边经

贸关系发展；中美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

经贸分歧。

白 皮 书 介 绍 ，中 美 两 国 建 交 46 年 以 来 ，双 边 经

贸关系持续发展。中美贸易额从 1979 年的不足 25

亿美元跃升至 2024 年的近 6883 亿美元。但是，近年

来 美 单 边 主 义 、保 护 主 义 抬 头 ，严 重 干 扰 中 美 正 常

经贸合作。2018 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超过

5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持续出台

对 华 遏 制 打 压 政 策 。 中 方 不 得 不 采 取 有 力 应 对 措

施 ，坚 决 捍 卫 国 家 利 益 。 同 时 ，中 方 始 终 坚 持 通 过

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立场，与美方开展多轮经

贸磋商，努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白皮书指出，美方近期先后发布“美国第一”贸

易、投资政策备忘录和“美国第一”贸易政策报告执

行 摘 要 ，对 中 国 产 品 全 面 加 征 额 外 关 税 ，包 括 以 芬

太尼等问题为由对中国加征关税、征收“对等关税”

并进一步加征 50%关税，还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

船业提出征收港口费等 301 调查限制措施。这些以

关 税 等 为 威 胁 、要 挟 的 限 制 措 施 是 错 上 加 错 ，再 次

暴 露 了 美 方 典 型 的 单 边 主 义 、霸 凌 主 义 本 质 ，既 违

背 市 场 经 济 规 律 ，更 与 多 边 主 义 背 道 而 驰 ，将 对 中

美经贸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中方已根据国际法基本

原则和法律法规，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白皮书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

质是互利共赢。作为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的两

个大国，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现分歧和摩擦是

正 常 的 ，关 键 要 尊 重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和 重 大 关 切 ，通

过对话协商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贸易战没有

赢 家 ，保 护 主 义 没 有 出 路 。 中 美 各 自 取 得 成 功 ，对

彼 此 都 是 机 遇 而 非 威 胁 。 希 望 美 方 与 中 方 相 向 而

行 ，按 照 两 国 元 首 通 话 指 明 的 方 向 ，本 着 相 互 尊 重、和 平 共 处、合 作 共 赢 原

则，通过平等对话磋商解决各自关切，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

持续发展。 （白皮书全文见九、十、十一版）

中国发布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

□ 郭 言

全国春灌面积已超 1.2 亿亩
2200 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魏弘
毅）记者 9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4 月初全

国 23 个省份开始春灌，累计灌溉面积

超 1.2 亿亩，其中 2200 余处大中型灌区

开灌，累计灌溉面积超 1 亿亩。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水利部当

前正指导各地加强水源调度、实施科学

灌溉，同时统筹做好蓄水保水工作，进

一步提升灌溉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此外，各级水利部门正采取措施确

保灌溉用水水质达标。水利部组织地

方水利部门，充分发挥省级灌溉中心试

验站、省级水利工程勘察研究院以及第

三方水质监测机构作用，开展灌溉水质

监测。

4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

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

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今年以来，随着更加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落地，

叠加去年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及存

量政策落地见效，一季度经济实现良好

开局，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国家税务总

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新国表示。

创新动能不断积蓄，新质生产力加

快培育。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13.4%，延续较快增长势

头。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

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11.6%，

反映数实融合持续深化。科研技术服

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19.6%和 11.4%。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一季度，节

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推广服务同比分别

增长 28.7%和 17.8%。清洁能源产业发

展向好，太阳能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2.3%。受绿色出行需求带动，新能源

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6%。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张巍表

示，系列数据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升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加速深度

融合，绿色低碳转型的内驱力不断增强。

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一季

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8%，占

全国销售比重达 29.1%，较上年同期提

高 0.8 个百分点，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

重要支撑。

服务消费增势较好，新兴消费展现

较强活力。在首个“非遗版”春节假期

消费带动下，一季度，服务消费同比增

长 5.3%。

一季度，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

动下，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

增长 11%，延续去年较快增长势头。中

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

德华表示，企业采购机械设备较快增长

将推动技术升级提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助力装备制造业发展，从而提高中国经

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带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

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29.3%

和 38.4%；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同比

增长 15.9%；新扩围的手机等通信设备

零售同比增长 27.3%。

交通物流保持通畅，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稳步推进。一季度，交通运输物

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8%，其中多式

联 运 、快 递 服 务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2%和

20.6%，反映新形态新模式运输承载能

力增强。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

销售收入比重为 40.2%，较上年同期提

高 0.7 个百分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

贸易较为畅通。

“一季度交通运输物流业较快发展，

有力保障了商品要素资源的畅通流动。”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西

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认为，省际

贸易销售额占比提升，说明区域间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