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上半年外交足迹：以"无我"境界引

领中国外交前行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 

回望 2019 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外交活动日程密集、鼓

点紧凑，牵动着全球目光。 

5 次出访、两大洲、8 个国家、4 场国际会议、百余场双多边活

动，这一组数字串联起了 2019 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各地留下

的足迹。 

3 月赴意大利、摩纳哥、法国，开启今年首访；4 月至 5 月，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相继开幕；6月，“一周一访”的快节奏创造了新中国外交

史上的新纪录。 

主场外交精彩“接力”，出访创造崭新纪录 

——记录“我将无我”的工作状态 

在出访意大利期间，面对意大利众议长菲科的提问，习近平主席

回答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

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境界？习近平主席

这一回答阐明了答案。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足迹记录着大国领导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工作状态，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 

——主场外交精彩纷呈，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为世



界的繁荣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时在中春，阳和方起，四、五月的

北京宾客盈门。多场重大多边、主场外交活动“接力”召开。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如约而至，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相继召开……三场重要外交活

动世界瞩目、应者云集，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向世界传递出中国

声音，中国理念方案广获支持。 

——密集出访统筹多边和双边、兼顾大国和周边，中国以更加积

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3月，习近平主席赴欧洲三国，6

月的 4次国事访问，从俄罗斯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再到朝

鲜，涵盖了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这样评价，今年 6月以来，习近平主席

接连四次出访，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纪录。这四次重要外交活动

紧密衔接、协调推进，实现了中国国际影响的再提升、外交总体布局

的再完善、战略运筹空间的再拓展。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外交思想给出了答案。“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的大国外

交既有格局、又有布局，彰显了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传承思想文化底蕴 集对外交往经验之大成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从“和”“合”思想到“为世

界谋大同”、从古丝绸之路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外交思

想体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无论是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让共建“一

带一路”走深走实，还是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坚持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等四个方面的主张，或是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理念……今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在多场活动的重要论述都蕴含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外交

思想首先从历史中来。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提

供了构成要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表示，世界

上各种文明长期共存，各有其精华。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激

活了相关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各种文化寻找“公约数”。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习近平外交思想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出发，谋划新时代中国

的大国外交方略。”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表示，这一

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

历史思想的当代创新；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



道路，确定了当代世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以公平正义为

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在

外交领域的展现。 

——习近平外交思想集新中国成立 70年对外交往经验之大成。 

98 年砥砺奋进，70 载春华秋实。70 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6月，俄罗斯之行引领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中俄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之行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

兄弟”的传统友谊；朝鲜之行谱写中朝友谊新篇章；日本之行为世界

经济和全球治理明确方向，为大国关系和国际合作把脉开方。 

“习近平外交思想集新中国成立 70 年对外交往经验之大成，凝

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深远的世界意

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外交学院副

院长王帆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中国外交传统和实践的继承、总

结，同时也是发展，具有主动性，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巨大超越。 

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彰显新时代大国责任与使命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始终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在许多专家学者看来，习近平外交思

想在延续中国的悠久历史传统和长期政策取向的同时，有着结合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理论创新。 

今年 4 月 26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如约而



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6年来，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

建“一带一路”蓝图初步绘就，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

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

文明成就贡献世界。”5月 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召开为增进不

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互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天地，为共同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民心相通的平台。 

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提供了中国智慧——“面对变局，群策群力、合作共赢是各方的正确

选择。放眼世界，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

入点。”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6 月 28 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上强调的，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同世界各

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

美好的明天不懈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每到一地必提的一个关键词。

在上半年的外交活动中，“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互尊互信”“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等概念始终是各个场合的高频词汇，话语中都体现了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的美好愿景。 

“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外交的积极姿态在延续，体现了我们对

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和主动作为。”王帆谈到，习近平主席不仅仅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顶层设计师，同时也是引领者。习近平主席



在外事活动中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维护地区

稳定与安全，以及推进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的根本遵循。 

“在外交工作上，我们确立了一个目标，这就是和世界各国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工作上的“行动指

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是外交工作的目标，这是因为这一

思想回答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和世界相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

题，是我们中国和世界各国相处的一个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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