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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杨依军、孙奕）

9月5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宣布，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

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 中非关系

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

体，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初秋北京，高远澄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

两侧， 鲜艳的五星红旗同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

联盟旗帜迎风飘扬。

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51位非洲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以及2位总统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和

联合国秘书长集体合影。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和热烈掌声

中，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主席

台就座。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

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出

席峰会的外方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在这收获的季节，很高兴同各

位新老朋友相聚北京， 共商新时代中非友好合

作大计。 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薪火相

传。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

来，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本着真实亲诚理念，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肩、手拉手，坚定捍卫彼

此正当权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壮体

魄，累累硕果惠及中非亿万百姓；在大灾大疫面

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了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

人故事；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

国际关系的典范。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中非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中方提议将

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

关系层面， 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

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

剥夺的权利。 中国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朝

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

迈进。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

的现代化热潮， 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

新篇章。

习近平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

代化” 。

———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 推进

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

要符合本国实际。 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 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

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 互利

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

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

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 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方

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

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 实现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

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倡导不同文

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

结出更多硕果。

———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 绿色

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中方愿帮助

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 ，缩小能源可及性差

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

球绿色低碳转型。

———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现代

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中方愿帮助非

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 推动全球安

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 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

三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

代化。 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携手推进现代化

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

代化。

第一，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

造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 设立中非发展知识

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邀请1000名非洲政

党人士来华交流。

第二，贸易繁荣伙伴行动。中方愿主动单方

面扩大市场开放， 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

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

洲大机遇。 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电商等

领域合作，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 。 中方愿

同非方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

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

保障。

第三，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

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 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度

合作先行区，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 。

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 建设20个数字示

范项目。

第四，互联互通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

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 携手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

非互联互通网络。 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

提供帮助，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洲跨区

域发展。

第五，发展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和非方共

同发表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

声明，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 注资中

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 支持举办2026年

青奥会和2027年非洲杯， 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

及中非人民。

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

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

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 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

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

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支持

非洲疾控中心建设， 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

能力。

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

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 建设10万亩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

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实施500个公益项目。 鼓

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 投资创业，为非洲创造

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下转A02版）

央行：坚持支持性货币政策 降准还有空间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9月5日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支持

性的货币政策，加快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举措，

更加有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金融机构

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

下降空间。

合理把握调控力度节奏

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在总量上，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银行增强贷款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保持社会融资规模、 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

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在利率上，发挥好

近期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的带动

作用，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在结构上，加大已有工具的实施力度，推动新设

立工具落地生效，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谈及降息降准的空间和必要性， 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 降准降息等政策调

整还需要观察经济走势而定。 法定存款准备金

率是供给长期流动性的一项工具， 与之相比，7

天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是中短期流动性工

具，今年又增加了国债买卖工具。

“综合运用这些工具， 目标是保持银行体

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年初降准的政策效果还在

持续显现， 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的空间。 ” 邹澜说。

在利率方面，邹澜表示，受银行存款向资管

产品分流的速度、 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幅度等因

素影响， 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还面临一定约

束。人民银行将密切观察政策效果，根据经济恢

复情况、（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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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1万亿元

记者9月5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

今年前7个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投资力度持续加大，完成投资超过1万亿

元，同比增长达到24%，占到央企总投资的

38%， 展现了中央企业在新兴产业领域的

强劲动力。

据了解， 这些投资主要投向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

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领

域。国资央企通过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入，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

以来，中央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产

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 着力培

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将继

续健全新兴产业培育机制， 优化保障支持

政策，推动一批重大成果落地，不断催生新

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图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