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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5日电（记

者刘华 余谦梁） 当地时间11月15日，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共迎

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

经济脆弱性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

治理严重缺失，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人

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让团结

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共同

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这一时代课

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

习近平强调， 二十国集团成员都是世界和

地区大国，应该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

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

我们要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 团结就

是力量，分裂没有出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应该同舟共济。 以意识

形态划线，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只会割裂世

界，阻碍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人类文明已经进

入21世纪，冷战思维早已过时。 我们应该携手

努力，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境界。各国应该相互尊

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不应该以邻为壑，构筑“小院高墙” ，搞封

闭排他的“小圈子” 。二十国集团要坚守团结合

作初心， 传承同舟共济精神， 坚持协商一致原

则。分裂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团结共生才

是正确选择。

我们要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 各国共

同发展才是真发展。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

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每个国家都

想过上好日子，现代化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权。走

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

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都

应为全球发展事业尽心出力。 中方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将加大

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投入， 同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推进这一倡议， 为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

我们要推动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大家日子

都不好过，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我们要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要建设全球经济

复苏伙伴关系，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始

终想着发展中国家的难处， 照顾发展中国家关

切。 中方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各方要

继续深化抗疫国际合作，遏制全球通胀，化解系

统性经济金融风险，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要减少货

币政策调整的负面外溢效应。 国际金融机构和商

业债权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方，应该参

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债行动。 中方全面落实二十

国集团缓债倡议，缓债总额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

最大，为有关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提供了支持。

我们要继续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中方提出了数字

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期待同各方一道营造开放、

公平、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缩小南北国

家间数字鸿沟。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向绿色低碳

发展转型，必须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支持。要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

际合作。

习近平强调，粮食、能源安全是全球发展领

域最紧迫的挑战。 当前危机根源不是生产和需

求问题，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

扰。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市场监管合作，构建大宗

商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开放、稳定、可持续的

大宗商品市场， 共同畅通供应链， 稳定市场价

格。 要坚决反对将粮食、能源问题政治化、工具

化、武器化，撤销单边制裁措施，取消对相关科

技合作限制。 二十国集团应该在生产、收储、资

金、技术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中

方在二十国集团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期待同各方深化合作。

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国共产党近期举行了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谋划了中国未来5年

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

大政方针。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不断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 为全人类进步作出

更大贡献！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提前批”额度下达

专项债接续发力扩投资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2023年地方债“提前批” 额度已下达，且比

上年下达的时间更早。 福建省财政厅日前披露，

财政部已提前下达该省2023年新增政府债务限

额1034亿元。 同时，多地表示正积极筹备2023年

项目申请，以发挥专项债资金拉动投资的作用。

专家预计，积极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明年专

项债发行大概率在年初即“开闸” ， 争取早发早

用。同时，“准财政”工具有望适时加码，推动尽早

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新增专项债靠前发力

福建省财政厅日前披露，11月1日，财政部提

前下达福建省2023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034亿

元，比上年增长33.9%。 其中，一般债务101亿元，

专项债务933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消息传递了多方面信息：

首先，2023年地方债“提前批”额度已下达，且比上

年下达时间更早；其次，提前下达的地方债额度，既

涉及新增专项债，也包括新增一般债；最后，一些地

方获下达的地方债“提前批”额度要多于上一年。

2021年12月，财政部提前下达2022年新增专

项债券额度1.46万亿元。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

兼研究院院长连平预计，今年提前下达的2023年

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在1.4万亿元至1.8万亿元。 国

盛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杨业伟预计，2023年专项

债“提前批” 额度为1.8万亿元。目前，财政部尚未

公布“提前批” 相关信息。

专家表示， 继盘活部分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

之后，2023年“提前批” 额度较早下达，表明今后

一段时间地方债特别是专项债发行使用将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为巩固经济企稳基础、促进经济回

稳向上提供有力支持。

今年以来，新增专项债靠前发力，并与盘活专

项债地方结存限额形成有效衔接。 Wind数据显

示，截至11月15日，（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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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0月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本报记者 连润

“10月份我国经济延续了恢复态势， 生产

需求继续恢复，就业物价保持稳定，新动能积蓄

增强，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发展韧性继续彰

显。 ”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5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家统计局当日公布，今年前10月，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比1-9月

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7%，连

续6个月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6%。

付凌晖表示， 下阶段， 要着力扩大有效需

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稳就业稳物价

稳预期，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巩固经济恢复向好

基础，力争实现更好发展结果。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10月份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加力落实稳

经济各项举措，积极释放政策效能，国民经济总

体延续恢复态势，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

定。 ” 付凌晖说。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服务业继

续恢复。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4.0%，（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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