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习近平外交理念 理解十大“关键词”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对 32 个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

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并出席了博

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G20 峰会、

亚信会议等国际组织的活动。 

记者盘点了在习近平外交理念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十大“关键

词”，以便网友了解当前中国外交的大智慧、新格局。 

 

2014年 7月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传统

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 

【关键词 1】中国梦 

【经典论述】 

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2013 年 6 月 7 日，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

者时的讲话 

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强调中国梦同周边

国家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很多周边国家领导人积极呼应。要加强宣

介，重点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

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2013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 

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说过：“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气凭借自己

的才能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手中。”团结协作、发展振兴是拉美人民

薪火相传的梦想。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

共同圆梦。 

——2014年 7月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

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 

【解读】新华社文章《“中国梦”的对外解读》中指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维护世界的“和平梦”、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的“进步梦”是和谐的统一。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前驻英大使马振岗曾撰文指出，习主

席外交活动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就是为实现民族振兴中国梦争取有利

的外部条件。中国外交为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服务，服从于实现“两

个一百年”战略目标。 



 

2015年 4月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

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关键词 2】命运共同体 

【经典论述】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 3月 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

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

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中国人民的梦想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

紧相连。 

——2014年 6月 4日，习近平在 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



表题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 

60年后的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应该看到，

世界还很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

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南北差距依然悬殊，亚非国家的主权安全、团

结合作、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2015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

《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 

【解读】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习近平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

节点上，思考总结历史经验和面向未来发展的课题，对如何实现亚洲

发展、如何处理亚洲与世界的关系，做了深刻的总结。“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系统阐释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明确了中国的作用、

角色和道路，有助于实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2013年 3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

演讲。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关键词 3】新型国际关系 

【经典论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

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

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各国应该

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



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2013年 3月 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 

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

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2014年 11月 28日至 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发表讲话 

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

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2015年 4月 22日，习近平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 

【解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认为，习主席之所以

强调“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在世界格局

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国家合作的方向。现在的世界是不平等的，西方

国家仍占领国际体系的塔尖，他们在主导着国际体系，话语权比我们

大，所以发展中国家要联合自强，通过更多的务实合作来提升各方面

实力，从而获得有力的话语权。 



 

2015年 3月 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

坛 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关键词 4】“一带一路” 

【经典论述】 

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

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2013年 10月 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

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

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

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

会开幕式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 

【解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成才曾撰文评论称，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东面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面是发

达的欧洲经济圈，其间是广袤的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内涵丰厚，意义深远，将谱写各国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经济日报》评论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

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

的需要，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顺应了国

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 



 

2014年 11月 8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 伙

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关键词 5】互联互通 

【经典论述】 

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

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

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

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

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2014年 11月 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

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的讲话 

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方位互联

互通格局。互联互通是一条脚下之路，无论是公路、铁路、航路还是



网络，路通到哪里，我们的合作就在哪里。互联互通是一条规则之路，

多一些协调合作、少一些规则障碍，我们的物流就会更畅通，交通就

会更便捷。 

——2014年 11月 11日，习近平在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发表讲话 

【解读】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认为，习主席用了两个形

象的比喻：腾飞的翅膀和血脉经络，深刻地揭示了“一带一路”和互

联互通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适应亚洲发展的新型

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

的基础，可以向外扩展打造经济走廊、开发园区、自贸区等合作项目。 

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评论说，全方位基础设施与

互联互通建设将为 APEC 合作的“车轮”铺设更加平坦、宽阔的前进

道路。 

 

2014 年 7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



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重要演讲。 新华社

记者 丁林 摄 

【关键词 6】正确义利观 

【经典论述】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

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

赢。 

——2014年 7月 4日，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

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 

“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

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中国说到的话、

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 

——2014年 8月 22日，习近平在蒙古国发表《守望互助，共创

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演讲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和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

扬正义、树道义。 

——2015 年 1 月 8 日，习近平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

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新篇章》的重要讲话 

【解读】《人民日报》钟声指出，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

既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理念，也是中国外交遵循的重要原则。义利观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精髓，强调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以义

取利、见利思义。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每

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德准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 

巴西中国-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在接受《人民

日报》采访时说，中国已经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自己的领导能力，

并在此过程中向世界传达出“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的外交理念。

在这种愿与世界携手共进的义利观引导下，中国不断促成世界向多极

化的方向发展，为亚太梦、拉美梦乃至世界各国的团结合作带来生机

活力。 

 

2014年 5月 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

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

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关键词 7】新安全观 

【经典论述】 



第一，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第二，

权利和义务并重，以尊重各国权益为基础推进国际核安全进程；第三，

自主和协作并重，以互利共赢为途径寻求普遍核安全；第四，治标和

治本并重，以消除根源为目标全面推进核安全努力。 

——2014年 3月 24日，习近平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

峰会上发表讲话 

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

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

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2014年 5月 21日，习近平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

安全合作新局面》的讲话 

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中方将一步

一个脚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

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

伙伴。 

——2014年 5月 21日，习近平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

安全合作新局面》的讲话 

当前，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局

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毒品威胁、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非传

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金砖国家应该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协调行动，相互支援，携手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 

——2015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

发表题为《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的讲话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薛福岐认

为，中国的主张可谓是经济发展与安全并重。这是因为中国深刻认识

到，经济发展与安全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习近平的亚洲安全观

对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进而关系到实现亚洲的全面繁荣、合作与发展的前景。 

 

2014年 3月 2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

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关键词 8】中国智慧 

【经典论述】 

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

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 21 世纪

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4年 3月 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 

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

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

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

品。 

——2014年 7月 14日，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

晤期间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 

【解读】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在 2014 年 APEC 年度系列会议中，

APEC 各成员共提出超过 100 项合作倡议，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中国提

出，并得到各方支持，“中国智慧”在外交场合大放光彩，成为国际

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说，目前国际问题的解决，

很多时候经由一些国家的武力干涉，结果并不如人意，还带来了很多

消极的影响。中国自身发展日渐强大，又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

文化积淀的智慧，中国在贡献国际问题解决方案方面大有可为。我们

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提供“中国方案”。 



 

2014年 11月 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关键词 9】海洋强国 

【经典论述】 

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

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

洋强国建设。 

——2013年 7月 30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

学习 

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

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

洋权益。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

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2013年 7月 30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

学习 



海上通道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进口能源的主要途径，保障海上航行

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愿同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

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

秩序。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题为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的演讲 

【解读】海军军事专家李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设海洋强国是

一项国家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安

全、法律等诸多领域。在外交上，要建立起与海洋战略相适应的维权

方略、管控机制，有效地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2013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李学

仁摄 

【关键词 10】亲诚惠容 

【经典论述】 

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

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 

——2013年 10月 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说 

我们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就是要诚心诚意同



邻居相处，一心一意共谋发展，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发展成

果 

——2014年 9月 18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携

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 

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不断深化同

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中国已经同 8个周边国家签署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正在商谈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愿同

所有周边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繁荣稳

定提供有力保障。 

——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

会开幕式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 

【解读】外交学院教授苏浩指出，中国传统上注重邻里之情，现

在用“亲、诚、惠、容”来阐释周边理念，就把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进

一步提升到情感高度，用“情”粘合、塑造中国同周边在利益、责任

和命运三方面的共同体意识。周边外交的四字理念，实际上是中国新

一届领导层结合历史与现实，对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 

（转自人民网 2015年 08月 12日 1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