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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 日

回答时代之问，习近平提出“四个共同”

2022 年 6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

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

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世界向何处去？和

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面对这些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

出“四个共同”的中国方案。一起学习！

第一，我们要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世纪，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

界大战的浩劫和冷战对抗的阴霾。惨痛的历史表明，霸权主义、

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这

次乌克兰危机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迷信实力地位，扩张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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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安全，必然会陷入安全困境。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人类共同事业，需要各方共同争取和

维护。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

惨痛教训，和平才有希望。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要不忘联

合国宪章初心，牢记守护和平使命。

国际社会要摒弃零和博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休戚

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

第二，我们要守望相助，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破解各种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当前，全球发

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国际发展合作动能减弱，南北发展差距进

一步扩大，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落实受到重创。

全球将近 70 个国家的 12 亿人口面临疫情、粮食、能源、债务危

机，全球过去数十年减贫成果可能付诸东流。

要加强粮食、能源合作，提高粮食和能源安全保障水平。要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促进创新要素全球流

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要积极开展

抗疫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抗疫药物，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推动全球发

展迈向新时代，造福各国人民。

第三，我们要同舟共济，共同实现合作共赢

当前，一些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人为干扰，大宗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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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波动，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

界经济复苏势头不断走弱。大家都在担心，世界经济会不会陷入

危机的泥潭。

在这个关键时刻，只有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才能战胜

经济危机。我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防止全球复苏进程放缓甚至中断。主要发达国家要采取负

责任的经济政策，避免政策负面效应外溢，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

成严重冲击。事实一再证明，制裁是“回旋镖”、“双刃剑”，

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

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人害己，使世界人民遭殃。

第四，我们要包容并蓄，共同扩大开放融合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极大促进了商品和资本

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能给各国带

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给人类带来更繁荣的未来。

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一些国家想

实行“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国际社会普遍担忧，这

样下去，世界经济势必分裂为相互隔绝的区域。经济全球化是生

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企图

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拆除

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藩篱，引导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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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自由流动，让创新和智慧充分涌现，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

力。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消除贸易、

投资、技术壁垒，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和发言权，确保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