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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向亚太经合
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

《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
复苏艰难曲折。亚太地区应该勇
担时代责任，发挥引领作用，坚
定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目
标迈进。

第一，全力抗击疫情。越是
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越要
沉着勇毅。面对这场事关人类前
途命运的世纪考验，亚太各经济
体和社会各界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弘扬科学精神，团结
一心，努力赢得抗击疫情的彻底
胜利。

第二，坚持开放合作。各方
要把握大势，积极主动扩大开
放，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
畅，推动经济复苏，实现联动发
展。要坚持向前看、朝前走。亚太
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
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

第三，推进绿色转型。要坚
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
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成果，共同走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协调好经济增长、
民生保障、节能减排，在经济发
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
中实现更大发展。

第四，积极推进创新。要加
速科技和制度创新，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加强亚太成员科技创新协
作，为科技发展打造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工商
界要努力成为研发投入、成果
转化的主力军。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
一直同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
相伴。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将为亚
太地区带来更大机遇。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开放，为亚太经济发展提供助
力。中国致力于推进高标准市场
体系建设，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取得新进展，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
夯实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根基，并为亚太及全球工商界来华投
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

中国将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为亚太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贡献。中国将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战略，统筹低碳转型和民生需要，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欢迎亚太工商界积极参与，共创绿色发展未来。

中国将致力于促进合作共赢，为亚太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坚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全球减
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等领域合作，为亚太经济复苏和可持
续发展注入动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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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近来频密炒作台湾问题，变本加
厉打“台湾牌”，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底
线。究其目的，不过是“极限施压”的故伎
重施，企图借制造台海紧张局势坐收渔
利。细看美方种种言行，“以台制华”的算
计里充满谎言与欺骗。

其一，奢谈“协防台湾”的所谓“承诺”。
当地时间10月21日，美国领导人被媒体问
及“若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保卫台
湾”时，回答称美国“有此承诺”。之后白宫
发言人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10月
31日，美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媒体采访时遭
主持人反复追问美国是否“保卫台湾”，布
林肯反称美方会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

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葛来仪对媒体表
示，所谓“保卫台湾”的承诺“显然不是真
的”。台湾《中华日报》评论指出，美国从未
对出兵“协防台湾”与否作出清楚承诺，民
进党一再刻意释放假信息，分明是把台湾
安全当成儿戏。

其二，鼓吹“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
统”。当地时间10月26日，布林肯发表声
明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
统”。同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再度抛出这一
言论，声称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布林肯的言论遭到中国外交部、国台
办及中国驻美国使馆的坚决回击。中国驻
美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台湾地区参与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
则处理；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政
府间国际组织；涉台问题是严肃的政治问
题，不是所谓的价值观问题，美方以此为
借口为台湾说项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50年前，美国
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
国”，遭到挫败；今天，美国若还想要开历
史的倒车，注定将再次失败。

其三，妄称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大
会2758号决议。10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官
员华自强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
线上会议上妄称，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
大会 2758 号决议，将台湾排除在国际民
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

中方立即对这一言论作出严正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指出，联大 2758 号
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明确、彻
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
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然包括
台湾。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
岭认为，联合国大会作出的决议，其法律
效力和地位不容置疑，美方一些人的错误
在于无视历史和法理事实，否定联大2758
号决议的权威性，企图翻案，与国际社会
大多数对抗。

其四，美台军事勾连小动作不断。近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售台武器、加强美
台军事联系等方面动作频频，包括批准
7.5亿美元售台武器计划、美军机降落台
湾、军舰频频过航台湾海峡……民进党当
局领导人蔡英文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
访时，公开承认“美国军人在台”，声称对
美“协防台湾”有信心。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帮助台湾增强军
事力量，目的是让台湾充当遏制中国大陆
的“马前卒”，也是为了压榨台湾赚取军火
销售利润。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寄
望美国能够驰援台湾，让美军为台湾人流
血，如同天方夜谭。两岸关系恶化，直接受
害最大的是台湾民众。

其五，打“擦边球”拉高美台互动层级。
继去年美副国务卿、卫生部长等官员访台
后，今年美方继续鼓动官员访台。3月，美
国驻帕劳大使随帕劳总统访台；6 月、11
月，多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乘军机访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指出，派官员访台是美方打“台湾牌”
的突出表现，目的是迎合对华有偏见群
体、意图转移矛盾，同时鼓励台方进一步
配合其遏华战略。

其六，炮制形形色色的涉台议案法
案。7 月，美国会参院外委会通过所谓议
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战略使台湾重
获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地位”；美国会众
院通过包含涉台内容的拨款法案，叫嚣不
使用包含台湾地区的中国地图；美国会一

些反华议员还炮制所谓“台湾伙伴关系法
案”。9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 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
环太平洋军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
所长邵育群说，这些所谓的“议案法案”不
过是美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以遏制中国
的一贯做法，无需付出多少代价成本，多
数不具约束力，只是表达“以台制华”的政
治态度。

今年以来，美国还与台方通过视频进
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鼓噪支持台湾参
与世卫大会、与台签署所谓“设立海巡工
作小组备忘录”、宣布取消美台官方交往
限制、考虑允许民进党当局推动驻美机构
更名、发布所谓“人权报告”指责大陆操控
台湾媒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美方
涉台消极动作花样百出、不断升级，对华

“极限施压”意图明显，对中国发展充满焦
虑和心虚，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祸心。

透视上述美方炒作台湾问题的事例，
谎言与真相一目了然。中国社科院台研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曾润梅分析指出，长期以
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一
边捞好处、一边做坏事。然而台湾远非美
核心利益，其不会真正“为台湾而战”。

台湾问题复杂敏感，美方心知肚明，为
何仍加紧与台勾连，不惜拉高台海紧张局
势？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萨瓦尔·卡什
梅里说，美最近涉台表态，“很大程度上是
迎合保守右翼势力”，转移对美国内政治对
立、种族分裂等问题的注意。台湾资深媒体
人黄智贤认为，美台加紧勾连的根源在于
大陆发展实在太快，必须给予致命攻击才
能遏制大陆成长。而台湾是美国可用的“最
美妙的武器”，不必付出代价，更一举数得。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大
陆反“独”促统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
大能力面前，美方借台湾问题打“擦边球”
注定徒劳无功。恰如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
谦所言，若美方继续玩下去，大陆的回击
会越来越强烈，千万不要低估大陆的决
心。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美方变本加厉打“台湾牌”的事实与真相
新华社记者 石龙洪

（上接7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
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
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
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
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全党必须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必须坚持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系统观
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
强盛、中国美丽；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抓好后继
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
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
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
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
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
苦干、勇毅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召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
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
胜利和荣光！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人民日
报11月12日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