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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外交：

秉持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 *

   王  毅

[1]

纵观 2021 年世界形势，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人类需要

作出正确抉择。

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重拾冷

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而另一种则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

致力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两种取向、两大趋势的博弈

和较量，必将深刻影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国际公平

正义一边，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

智慧，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把握前进方向。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

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坚持平等相待、反对强权

霸凌，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发展的车轮向着光明的

前途迈进。

盘点2021年中国外交，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秉持天下胸怀，践行为国为民，在全球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

为机，在斗争与合作中勇毅前行。一年来，最坚定的指引是元首外交，最鲜

明的旗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突出的题目是讲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最显著的风格是科学应变、积极进取。归结为一条主线：在复杂

 *　本文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联合举办的“2021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发表，有

关数据和表述做了一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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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中服务民族复兴，在风云激荡中推进和平发展。

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

第一，面对世纪疫情延宕反复，我们开展卓有成效的抗疫外交，彰显说

到做到的大国担当。全球疫情夺走 540 多万鲜活生命，携手抗疫是国际社会

当务之急。中国不仅以国内动态清零打造了防控疫情的样板，而且以加强国

际合作树立了团结抗疫的标杆。我们以实际行动，开辟冲破疫情至暗时刻的

前行之路。

我们明确全球抗疫的正确方向。从世界卫生大会到全球健康峰会，从联

合国讲坛到双边通话会晤，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倡导全球疫苗合作行动，

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带领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抗疫合作“第

一方阵”，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第一属性”，担当疫苗公平分配“第一梯队”。

这同个别国家热衷政治操弄、破坏团结抗疫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们为战胜病毒提供有力武器。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

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

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0 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

用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在有的国家超量囤积疫苗、

大搞“疫苗民族主义”背景下，中国疫苗成为“人民的疫苗”、“世界的疫苗”、

“可及的疫苗”，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我们为发展中国家雪中送炭。“疫苗鸿沟”成为当前战胜疫情最大阻碍，

低收入国家只有 5% 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习近平主席心系发展中国家，响

应非盟制定的非洲 60% 接种率目标，宣布中国再向非洲提供 10 亿剂疫苗，

包括无偿援助 6 亿剂；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再向东盟国家援助 1.5

亿剂疫苗；明确未来3年内提供3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发展。

我们还支持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同 20 国合作生产疫苗，让疫

苗跨越山海，跑赢病毒。

我们为病毒溯源合作正本清源。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政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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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疫情肆虐的帮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同世卫组织发布联合专家

组溯源报告，体现了公开、透明的合作态度。个别国家借病毒溯源之名，行

政治攻击之实，不仅破坏了国际抗疫努力，也放纵了病毒的滋生蔓延。全球

80 多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反对溯源政治化，中国 2500 多万网民联署呼吁世

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反对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

源工具化已成为国际共识。无论是新冠病毒还是政治病毒，最终都将被人类

所战胜。

第二，面对全球发展多重风险，我们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共同发

展提供新机遇。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复苏是各国共同的任务。当前，全

球经济复苏脆弱曲折，通胀、债务、能源、供应链危机相互交织，减贫成果

严重侵蚀，南北鸿沟不断拉大，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重道远。

一年来，我们抓住发展这个总钥匙，致力于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

球发展。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为出发点，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减贫、粮食安全、

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

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期待就此形成国际合力，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注入新的动力。这一重大倡议是中方为促进全球发展事业提供的中国方案，

已得到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近百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一年来，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2021

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 周年。从博鳌到达沃斯，从服贸会到进博会，习近

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以更短的负面清单、更优的营商环境、

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第四届进博会参展

国别、企业数量双提升，127 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0 家企业参展，彰显中国

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全球覆

盖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正式启航。我们还申请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保护主义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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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迈出开放合作新步伐，带来全球复苏新利好。

2021 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克难前行的一年。第三次“一带一路”建

设座谈会擘画新蓝图，前 10 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货物贸易额逆

势增长23%，中欧班列开行量货运量逆风跑出加速度。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实现了老挝人民多年来“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梦想。在 145 个国家和 32 个

国际组织共同支持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福世界的“富裕带”，惠及

人民的“幸福路”。

第三，面对真伪多边主义的较量，我们高举真正多边主义的火炬，坚决

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秩序稳定。我们隆重纪念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50周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改变世界的大事件，也是多边主义的再出发。

50 年来，中国为实现联合国理想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

坚力量。

同时我们看到，个别国家打着多边主义旗号，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

标榜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把自己的“家规”强加给国际社会；声称“不

搞新冷战”，却处处以意识形态划线。对此，习近平主席旗帜鲜明地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

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在国际、地区、双边各层面密集发声，剥去各种伪

多边主义的画皮，反映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推动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朝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完善。

针对有的国家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炮制“民主对抗威权”

的伪命题，我们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阐释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

践，提出人民是否满意才是衡量民主的终极标准。我们在多边讲坛和双边对话

中激浊扬清，守护真正的民主精神，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让一切唯我独尊的“民

主”、高人一等的“民主”现出原形。在这场真假民主的大讨论中，反对垄断

民主定义权、反对以意识形态分裂世界，正在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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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面对世界格局深刻演变，我们推动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发展，努力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对世界和平稳定负有特

殊责任，更需要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中国积极探索并大力推动构建总

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迈上新高度。中俄隆重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凸显了双

方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的坚定决心。一年来，中俄

元首 4 次会晤通话，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俄携手抗疫为两国人民传统友谊

打上时代“高光”，各领域互利合作为各自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双方围

绕国际和地区热点的战略协调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

俄力量”成为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俄关系经受

各种考验，焕发勃勃生机，树立了大国战略互信的典范、邻国互利合作的典

范、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俄组合”团结如山。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俄世代友好的初心不会改变，合作共赢的目标不会改变，捍卫和平的决心

不会改变。

中美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

拜登总统两次通话，举行首次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方对中美关

系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战略框架，为两

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把舵引航。双方外交代表在安克雷奇、天津、苏黎世、

罗马等多个场合深入沟通，中方点出影响中美关系的症结和要害所在，亮明“三

条底线”、打出“两份清单”。强调中国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

美国应当改掉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毛病。要求美方不得挑战中国的道路和

制度，不得阻挠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不

懈努力，被非法拘押一千多天的孟晚舟女士平安回国，有力伸张了公道正义。

美方亦表示，愿与中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管控分歧，美国不

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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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的折冲和交锋再次说明，中美关系之所以遭遇严重困难与多重挑

战，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作出了战略误判。美方一些人内心

不愿承认别的国家也有发展的权利，不愿接受中国不断壮大进步的事实，不

愿认同中美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道理，试图拉帮结伙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

美方的错误言行不仅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也严重冲击世界和平稳定。对

此，中方的态度一贯而且明确：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

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这是中美半个多世纪交往得出的最主要经验教训，今后的历史必

将继续证明这一真理。希望美方切实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践

行承诺，取信于人，同中方一道探索两个大国的和平共处之道。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挑战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主席两度主持中法

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成功召开。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正式生效，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等“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稳

步推进，中欧经济利益融合不断加深。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

等领域存在广泛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抗击疫情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尽管中欧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但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

们发展中欧关系的诚意始终不渝，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坚

定不移。希望欧方也能继续坚持战略自主，排除干扰因素，与中方一道，共

同推动中欧合作行稳致远。

第五，面对和平发展成为人心所向，我们推动周边国家共建美好家园，

共护地区安宁。亚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维护区域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是地区各国普遍呼声。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个别域外大国通过所谓“印太战

略”挑拨地区对抗，制造阵营对立，正在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因素。

中国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推动双多边关系不断走

深走实。

我们聚焦区域合作，夯实友好根基。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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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实现新的跨越。我们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导“一带一路”

建设同东盟印太展望的重点合作领域对接，搭建澜湄立体合作新的架构。李

克强总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拓展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

济合作新的空间。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20周年之际接收伊朗为正式成员，“中

国 + 中亚五国”首次举行外长线下会晤，地区团结不断迈出坚实步伐。习近

平主席应约同日本新首相通话，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

为双边关系克服干扰健康发展指明方向。中国与印度保持外交、军事途径对话，

有效管控边境地区局部摩擦，共同致力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国与朝鲜、

韩国、蒙古等邻国的友好合作也保持良好势头，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因素。

我们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斡旋热点问题。美国及其盟友仓促撤离阿富

汗，地区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作为友好近邻和负责任大国，中方主动施加正面、

积极影响，推动建立阿富汗问题邻国外长会新机制，发挥邻国优势和独特作用。

向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开启“松子空中走廊”，协助阿富汗改善民生。

引导阿富汗新政权奉行包容、反恐、睦邻政策，坚决打击“东伊运”等一切

恐怖组织，支持阿富汗防乱维稳、制恐止暴，走向良性发展。缅甸是中国的

胞波友邻。面对缅甸国内政局变化，中国始终支持缅甸与东盟合作，逐步落

实东盟提出的“五点共识”，坚决反对外部不当介入。同时，我们开展斡旋促谈，

推动局势趋稳降温，鼓励缅甸各方通过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分歧，重启民主转

型进程。

第六，面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振兴的迫切愿望，我们大力开拓南南合作的

广阔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天然伙伴和可靠同盟军。过去一年，我

们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统筹抗击疫情和复苏发展，兼顾雪中送

炭和授人以渔，全心全意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理直气壮支持发展中

国家维护正当权益。

中非合作掀起新高潮。我们与非洲各国一道，克服疫情影响，成功举办



8

《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1 期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习近平主席视频出席论坛并提出“中非友

好合作精神”，阐述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四点主张”，宣布对非合作“九

项工程”，在中非关系史上树起新的里程碑，充分显示中方支持非洲发展振

兴的真诚愿望。一年来，中非贸易、投资逆势上扬，全球发展倡议同非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开展对接，设立“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

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助力非洲加快疫后复苏。我们还与非方共同

发起“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共同制定“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拓

展了中非合作的内涵。

中拉关系继续稳中有进。习近平主席同拉美多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电话沟

通，向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为中拉关系发展明确方向。

本届中拉论坛制定出未来三年合作路线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拉美

更加走实，能源电力、交通运输、通信等合作续有进展，中拉贸易连续四年

突破 3000 亿美元大关。双方正加快构建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

时代中拉关系。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保持领导人密切沟

通，实现外长交往全覆盖，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五点倡议”、政治解决

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落实巴以“两国方案”三点思路，为中东贡献维稳促

和的正能量。我们还举行首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达成共建应急物资

储备库、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等重要成果，应急物

资储备库已在本月初正式启用。

事实证明，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坚定一员，永远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心手相连，团结奋进。

第七，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我们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迭冲击，人们对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的呼声越发强烈。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给出了鲜明的中国方案。在《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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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届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

分别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

等重大倡议，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

入动力。

我们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支持加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作用，

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重大疫情救治、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打击虚假

信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等“五大能力”建设，在全球卫生合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我们为全球气候治理展现责任担当，相继出台落实“双碳”目

标政策体系，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推动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发表中美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坚定做生

态文明的践行者、全球治理的行动派。我们还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继续

扩大《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影响，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

作倡议》，提出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朝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迈进。

第八，面对外部干涉挑衅，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

外交战线肩负人民嘱托，履行使命担当，坚决顶回各种侵权霸凌行径，展现

了中国人的自信、自立、自强，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底气、骨气。

台海局势出现新一轮紧张，症结在于台湾当局企图“倚美谋独”，美国

以及个别国家有意“以台制华”，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面临被虚化甚至掏空

的危险。正是这些倒行逆施改变了台海现状，损害了台海和平稳定，违背了

国际社会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我们发出严正警示，进行有力反制，

震慑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不久前，我们恢复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

建交国总数增至 181 个，一个中国的共识在国际上更加巩固。台湾是终将回

家的游子，而不应是被人利用的棋子，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过去一年里，我们还邀请各国人士赴新疆参访，以事实真相戳穿各种谎

言与伪证。我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巩固香港由乱到治、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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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好的良好态势。我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大三委等多个国际舞台坚决

回击假借人权挑动事端的行径，展示中国人权发展成就，揭露个别国家人权

劣迹，以正压邪，正本清源，赢得近百国支持。我们成功推动 173 国联署通

过联合国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形成国际社会支持北京冬奥会的强大声势。

第九，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全力服务国内发展，着力践行外

交为民。服务国内发展建设，是中国外交的应有之义。我们成功举办湖北和

西藏两场全球推介会，支持举办服贸会、进博会等一系列国际展会，为各地

方扩大对外开放搭建新桥梁，拓展新机遇。我们积极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搭建运输紧急抗

疫物资的“绿色通道”，实施远端精准防控，维护国内抗疫斗争成果。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外交的价值底色。我们始终将海外同胞的冷暖安

危放在心头，将外交为民担在肩上。我们在全球推进“春苗行动”，协助海

外同胞接种新冠疫苗，已惠及 180 国数百万人次。外交部 12308 热线 24 小时

为我海外人员纾难解困，已接听来电超过 50 万通。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

保护与协助案件约 6 万件。我们全力守护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在全球范

围开展风险评估预警服务，协助赴海外企业人员提升安防能力，及时撤离高

危地区侨民，妥善处理重大恐袭事件，全力营救被绑架人员。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我们加快推进“互联网+领事服务”，推进云端办照、视频公证、

移动支付等便民措施。“中国领事 APP”全面上线运行，目前下载量已超过

280万。正如中国网民所说，伟大的祖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

一年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在国际风云激荡中砥砺前行，在大国世纪博

弈中从容自信，取得一系列来之不易的成果，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

定向，在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

一年来，外交战线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

心建设，编写出版《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为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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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遵循。

2022 年，是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我们将

隆重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外交战线将更

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努力为党和国

家的伟大事业营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全力配合办好北京冬奥会。冬奥会已经进入“北京时间”，中国有

信心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弘扬“团结友爱、公平竞争、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恪守联大冬奥休

战决议，反对奥运政治化，把冬奥会办成增进理解和友谊、“一起向未来”

的交流盛会，为疫情下的世界带来更多信心与欢乐，注入更多勇气和力量。

二是主动应对后疫情时期多重挑战。坚持团结抗疫主旋律，打造防疫有

力度、合作有温度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用好疫苗这个最有力武器，弥合“免

疫鸿沟”这一当务之急。同时，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共筑多重抗疫防线，

形成严防今后大流行的国际合力。

三是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全球发展倡议是面向世界开放的公共

产品。我们愿同联合国机构和各国密切合作，全面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围绕八大重点领域推进合作落地，唱响发展优先理念，重振全球

发展合作，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四是拓展深化全球伙伴关系。深化中俄肩并肩、背靠背战略合作，坚定

做全球稳定的支柱、维护和平的基石、公平正义的担当。加强中欧高层战略

沟通，坚持对话合作主导面，把准互利共赢主基调，继续做伙伴而不当对手。

加强同周边国家融合发展，全面深化利益交融和民心相通，携手建设和平、

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共同家园。坚定做发展中国家真诚可靠的伙伴，

支持各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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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致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健前行。2022 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 50 周年，

中美双方应当重拾融冰初心，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共同探寻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

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之道，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六是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威胁挑战，我们都将坚决斗争；对于任何干涉我国内政、肆意造谣抹黑的

恶劣行径，我们都将坚定反击。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平等相待，实现合作共赢。我们历来不依附别人、

也从不掠夺别人，同时我们也决不会接受对中国进行任何胁迫和讹诈。

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文明进步潮流浩荡向前，中华民族复兴步伐不可

阻挡。新的历史征程上，中国外交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继续朝着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奋力前行，为中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为历史、

为未来书写更新篇章。

【责任编辑：李  静】



125

Abstracts

Abstracts

China’s Diplomacy in 2021: Embracing a Global Vision and Serving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WANG Yi

For China’s diplomacy, the past year has seen us acting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As a result, we 

have conducted effective anti-COVID diplomacy, fulfill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injected new impetus into economic recovery, and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we have held high the torch of true multilateralism, 

and firmly upheld the authority of the UN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Moreover, we 

have promoted the overall steady growth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other major countries, 

endeavored to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ined force with our neighbors 

to build a beautiful homeland, and upheld regional peace and tranquility. We have 

worked vigorously to develop the potentia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urther,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tively promoted reforms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solutely defended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ignity. And we have worked all-out to serve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are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people through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foreign 

service members will rally even more closely arou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We will make utmost effort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sta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steady growth of 

China-US relations. Furthermore, we will take proactive steps to tackle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ost-COVID era, push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expand and deepen 

global partnerships, firmly safeguard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make mor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