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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
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
的世界！”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下午以视频
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
发表主旨讲话，彰显大国领袖的担当和
东道国的风范，高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的旗帜，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
入信心，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指
明方向，为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擘
画蓝图，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世界影响。

共建家园：习近平主席首提
三个构建“地球家园”的愿景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首次提出三个构建“地球
家园”的愿景：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
家园；

——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
球家园；

——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
家园。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高屋建瓴，内涵深刻，构建“地球家园”的
愿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环保的
关系、全球合作三个维度，对人类要共建
怎样的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时代之问作
出全面阐释。

“全球生物多样性近年迅速恶化，如
果世界各国不努力改变消费和生产方
式，不更深刻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安全，我们将面临全球性灾
难。”埃及总统塞西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刻诠释了
COP15的主题，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指
明了方向，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高度契合，集中体现了中国理念和中国

智慧。”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

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坚
定决心，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强调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
雷玛赞赏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
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为推动相关领域
多边合作所做的努力。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视
频讲话中感谢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感谢中国召集和举办
昆明大会并推动相关议题的努力，呼吁
各国团结一致，采取务实行动，加强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

法国总统马克龙感谢习近平主席
“亲自推动保护生物多样性议题”。马克
龙表示“我们这一代必须推动形成合力，
形成以自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坚持保
护和修复生态系统”。

“中国举办这次会议，为分享如何最
大程度地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提供良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保护生
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任何国家
单打独斗都难以实现目标。

共商大计：习近平主席提出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四个
倡议”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
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习
近平主席的讲话高瞻远瞩，围绕人类要
怎样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命题，提
出四个倡议——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
自然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
续发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
国际治理体系”。

与会代表注意到，这四个倡议与习
近平主席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一
脉相承，进一步描绘了未来高质量发展
的“路线图”，为国际社会应对当前挑战
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高质量发展，应该也必须是人
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发展，是绿色低碳的
发展，是人民福祉和社会公平正义不断
增强的发展，是国际治理体系更加公平
合理的发展。”黄润秋说。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
永生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倡议，是
中国坚定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智慧结
晶，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拓展和
深化。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和
绿色转型，这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
度，从自身实践和传统智慧中找到了更
好的人类发展之路。

中国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主任高吉喜说，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兼顾
各方面的公平正义，包括人与自然的公
平、各个国家间的公平、当代与后代的公
平，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
安德森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应调动各类
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
她表示：“中国将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结合，给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

共享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特别提到云南大
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强调“中国将持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
设美丽中国”。

与会代表表示，十几头大象17个月
的奇游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生态文明
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生态建设的显著成效。

“中国有尊重自然的传统，这种智慧
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一以贯之。习
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
的生态文明思想令人钦佩。”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认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趋势，习近平主席这句话意义重大。”张
永生说，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把文明等同
于工业文明、经济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绿色发展，是从生态文明视角重新定
义发展，是以更宏大的视角、更长远的眼
光思考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六次缔约方大会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
奈杰尔·托平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
将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
护的多边主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任何将（生态文明）这些美丽的中
国思想带到更大舞台的行动，都很有帮
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需求，把经济
嵌入到生态中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
说，经济必须服务于生态，而不是生态服
务于经济。”托平说。

共襄盛举：从承诺到行动，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提出令人瞩目的“中国行
动”——

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起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提
出行动精准“路线图”，为世界树立了很
好的榜样。

“中国不是停留在政治承诺上，而是
部署了具体行动，这对世界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而言，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夏
泽翰说。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副秘
书长程志强表示，作为COP15主席国，
中国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为解决
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面临的资金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中国领导人的倡议，在与会代表中
产生广泛共鸣。

多国元首也发出了推动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倡议，承诺行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足够的资金
支持，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投资，必
须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所确定的目标
努力。”马克龙介绍了法国的资金投入，
希望全球已有的各类基金行动起来，以
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和治理生物多样性。

“保护大自然的健康，事关所有国家
甚至全人类。”普京表示，俄方将采取行
动，支持在保护动植物种群、大气和水资
源等迫切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一定要照顾
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

为切实应对气候变化，2020年9月，
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今年9月，中国宣布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此次领导人峰
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构建起碳达峰、碳
中和‘1+N’政策体系”重大举措……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宣布的一系列
重大举措，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魄力、智慧和担当，提振全球信心。

“中国‘双碳’目标非常了不起，我们
想见证并且学习中国科技创新上的成功
经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智利驻上海总领事克劳迪奥·加里多说。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回望来路，不懈努力成就了中国特

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面向未来，中国
将继续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共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

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解读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杨依军）国
家主席习近平10月13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
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
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中欧
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
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话，既是对我们
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
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人重情重
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
开。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
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
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也更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
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
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双方关
系发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中方始
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
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谊，深挖传
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
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方的
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
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
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
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
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
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
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分
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
益和国际社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
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次交往都
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
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
好发展。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
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张，
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
彼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信欧
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发展。德方赞赏
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
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50周年活动，继续
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将
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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