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岛礁
中国不接受被人指手画脚

记者：有报道，中国正在南海岛礁进行填海
造地。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南海政策乃至中国周
边外交政策发生改变？

王毅： 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开展必要的建
设，不针对也不影响任何人。 我们不会像有的国
家那样，跑到别人家里搞违章建筑，也不会接受
在自家院子里施工时被人指手画脚。 只要是合
法、合理的事情，我们就有权利做。

(

据新华网
)

中俄关系
不受国际风云影响

记者： 在卢布大幅贬值的
背景下， 中国将如何与俄罗斯
开展合作？特别是推进能源、金
融领域的合作？ 两国如何加强
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王毅： 中俄两国关系不受
国际风云的影响， 也不针对任

何第三方。 中俄务实合作，是因
为互有需求，秉持互利双赢，有
着巨大的内生动力和提升空
间，今年，双方将力争实现双边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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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目标，签署
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议并启
动对接。 将全面开通建设东线

天然气管道， 并签署西线天然
气合同的协议。 加快联合研制
远程宽体客机的进程， 启动远
东地区开发的战略合作， 并加
强在高铁方面的合作。

我们将互相支持， 共同维
护国际正义和二战胜利成果。

国际秩序
把这艘大船开稳开好

记者：有言论说，中国想要
挑战甚至推翻现有的国际秩
序，建立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对
此您如何评论？

王毅：我要明确地讲，中国
历来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一方。

如果把联合国中心的国际秩序
和国际体系比做一艘大船，今天，

我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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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同在这艘
船上，绝不是把船打翻，而是要和
各国共同努力， 让这艘大船沿着
正确的方向开得更稳、更好。

中日关系
日本 70 年后不应再输掉良知

记者： 今年中国将举行纪
念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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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阅兵式。中
方会邀请日本安倍晋三首相
么？ 在日本有不少民众认为中
国是不是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
器来贬低日本这些年来对世界
和平的贡献， 中伤日本在国际
上的信誉。 如果中国作为大国
有宽广的胸怀， 是不是应该调

整对日政策？

王毅： 作为当年反法西斯
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参照
其他国家的做法，举办包括阅
兵式在内的纪念活动，十分自
然正常， 目的是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珍爱和平、开辟未来。

中国将向所有有关国家领导
人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 不管

是谁， 只要诚心来， 我们都欢
迎。

日本的当政者在这个问题
上做得如何，首先请扪心自问，

世人也自有公论。

70

年前，日本
输掉了战争。

70

年后，日本不应
输掉良知。 是继续背着历史包
袱不放，还是和过去一刀两断，

最终由日本自己决定。

中朝关系
不会受“一时一事”影响

记者： 中朝领导人今年是否能实现会晤？

“六方会谈”是否有恢复的可能？

王毅：中朝是友好邻邦，中国人重信义、讲
情义，不因也不会受到一时一事的影响。 两国
领导人何时会晤，要看双方领导人的方便。

当前，半岛局势又进入敏感期。 中国呼吁有
关国家保持冷静克制，多说正面的话，多办积极
的事，为重启六方会谈继续营造气氛，积累条件。

一带一路
不是中方“独奏曲”而是各方“交响乐”

记者：有人将“一带一
路” 倡议比做“马歇尔计
划”。 中国对此如何看待？

王毅： “一带一路”比
“马歇尔计划” 古老得多，又
年轻得多，不可同日而语。说
它古老， 是因为“一带一路”

传承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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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历史
的古老丝绸之路精神，焕发

新的时代光芒。 说它年轻，

是因为它诞生于全球化时
代，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
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
用过时的冷战思路去看待。

“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
同发展， 目标是合作共赢，不
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
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外交部部长王毅昨日上午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很丰富

3

月
8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七场记
者会，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
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发布会伊始， 王毅先对马航
MH370

航班失联一周年表
示哀悼，并表态愿意帮助每一位乘客家属维护好正当和合法
的权益。王毅表示，即将举行的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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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阅兵式
上，中国欢迎任何诚心前来的国家领导人。 另外，从明天起，

中国和加拿大就会互发有效期最长时间为
10

年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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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长王毅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

中国政府网郭小天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就是“合作共赢”

记者：在去年的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 请问您，究竟
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理念很丰富，比如坚持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坚持履行正确义利观
等等。 这些理念都发端于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
性。 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一
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合作共
赢”。

去年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这个倡议顺
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对
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创新。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利
益日益融合，国家之间也许
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制度
不同，但合作共赢却是最大
的公约数。 构建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代替的是单
打独斗的老做法，摒弃的是
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总之，与历史上的大国
不同，中国自身已经走出了
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 现
在，我们还愿同世界各国一
道，再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
新路。 中国的外交将在党中
央领导下，奋力前行，为国
家担当、为世界尽责。

中美关系
要端起望远镜眺望未来

记者：上个月杨洁篪国
务委员和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赖斯在会晤中
同意，双方要加强在地区和
国际性挑战上的协调。 今年
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将对美
国进行访问。 想请问您，中
美加强协调、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将如何帮助两国解决
在诸如网络安全、亚太地区
海上争端等领域的一些矛
盾？

王毅：习近平主席将于
今年秋天应邀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问，我们期待两国元
首继瀛台夜话之后再续佳
话，从而为推进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

一个创举， 不会一帆风顺，

但却势在必行，因为这符合
双方的利益，也符合时代发
展的潮流。 有句话叫“心诚
则灵”，只要双方拿出诚意，

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
线，筑牢“相互尊重”这个基
础，我们就能共同做好“合
作共赢”这篇大文章。

中美是两个大国，不可
能没有分歧，分歧也不会因
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而一
夜消失。 我们不必总是用显
微镜去放大问题，而是要更
多地端起望远镜去眺望未
来，把握好大方向。 我们希
望网络空间成为两国合作
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摩擦
的新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