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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合作，共建和谐 

——在第六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杨洁篪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纽约 

 

主席先生： 

祝贺阁下荣任第 62 届联大主席，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届联大

将取得新的成就。感谢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女士在担任上届联

大主席期间所做的贡献。 

主席先生：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人类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

也前所未有。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谋求合作的因素在增长。与此同

时，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热点问题突出，南北差距仍在增大，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总体不利处境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

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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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就在这个大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人类在

二十一世纪应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在承认世界多元性、利益差异性、文明多样性的

前提下，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发展合作，实现

共赢。 

主席先生： 

联合国成立 62 年来，在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征程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届联大应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妥善

处理热点问题，通过对话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不仅是《联合国

宪章》的明确要求，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实现各方互利共赢的正

确方式。 

中方始终主张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维护半岛和

东北亚和平稳定。六方会谈已成为有关各方就实现半岛无核化、有关

国家关系正常化、构筑和谐东北亚新格局进行对话与磋商的重要平台。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推进六方会谈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通过外交谈判谋求和平解决是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符合

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任何防扩散的努力不应偏离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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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平稳定的目标。在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各国和平利用核

能的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呼吁各方显示灵活，尽早重启谈判，

愿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继续做出贡献。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中方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恢

复合法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真诚希望阿、以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土

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通过政治谈判尽快结束争端。中方呼吁巴内

部加强团结，欢迎有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倡议。我们希望伊拉

克人民继续推进民族和解，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实现中东问题全面、

公正、持久地解决。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三方进行对话与平等协

商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有效机制。国际社会应维护当前的良好势头，

继续发挥三方机制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双轨”战略，平衡推动维和

行动和政治进程，从安全、政治、人道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寻求达

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中方致力于妥善解决达问题，向达区提供了多

笔人道主义援助，并决定派遣工兵分队参与达区维和行动。中方将继

续坚定支持苏丹和平与民族和解进程，为达问题的妥善解决和苏丹的

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 

本届联大应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发展。贫困是产生争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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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源之一，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人类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

在南北差距的巨大鸿沟上，无法建立起共同繁荣的大厦。 

国际社会应该增强紧迫感，抓紧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缩小南北差

距，尤其是满足非洲发展的特殊需要。发达国家应该进一步向发展中

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也应根

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努力发展经济。应支持建立健全

开放、公平、公正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

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达成发展回合的目标。国际经济

体系改革应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和代表性。中国在坚持自身发展的同时，重视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谋

求实现全球协调、均衡的发展。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一

直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援

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促进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切实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责任。中国与非洲国家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互惠互

利、合作共赢，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治国理政中相互学

习、共谋发展。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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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普遍赞同和欢迎，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

非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其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 

主席先生： 

本届联大应致力于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世界的发展推动了

物质文明进步，也引起了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关系到我们共同的未来。 

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是在发展中

产生的，也只能通过发展解决。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

国家应正视自身责任，切实履行减排承诺，并在 2012 年后继续率先减

排。必须加强国际能源、资源与环境合作，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

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建立合理的资金、技术转让机制，使发展

中国家用得上、买得起先进环保技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

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尽管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1/3，但本着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采

取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降

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提高森林覆盖率等目标。中国政府已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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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 2010 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05 年末降低 20

％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0%等目标。

中国将根据《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国

际合作，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先生： 

推动联合国改革，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加强各国合作方面的作用，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保障。 

中方支持联合国改革，主张全面、均衡地落实 2005 年联合国成

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作出的各项改革决定，优先推动发展领域改革，加

大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投入。人权理事会工作应落实上阶段改革成果，

使理事会成为对话合作而非政治对抗的平台。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

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决策。任何改革方案

都应在最广泛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

推动改革进程成为会员国加强协商对话、促进团结合作的进程。 

主席先生： 

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国正全

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切实保障人民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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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中国通过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占

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做出

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中国在国家发展建设事业中，始终不渝地把自身发展与人类共同

进步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致力于推动各国平等参与国际

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

成果，促进互利共赢；推动不同文明加强交流理解，倡导世界多样性；

推动与各国开展对话、增强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坚定不

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主席先生：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容挑战。1993 年以来，联大总务委员会连续 15 次拒绝将涉

台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充分说明，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试图歪曲和否定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行动，都不可能得到联合

国广大会员国的支持，注定要失败。希望有关国家不要再受台湾当局

唆使，放弃此类错误举动。 

当前，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台湾岛内全力推

动举办“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这是陈水扁当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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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理独立”又一严重步骤。事态如果发展下去，将严重危害台

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

大努力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任

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我们希望国际社

会继续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和遏制“台独”分

裂活动，与我们一道共同维护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主席先生： 

2008 年 8 月 8日，承载着人类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求友谊

的共同梦想的奥运会，将首次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拉开帷

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13 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起，

热切期盼奥运会的到来。2008 年奥运会不仅是中国的奥运，更是世界

的奥运。我们相信，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2008 年奥运会一定会成为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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