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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发展 保民生 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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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连日来，海外

各界人士热议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认为稳定、发展、开放的中国经济将

有效提升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为推

动全球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

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

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

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

影响因素。报告说，守住“六保”底

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

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夯实基础。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认为，在当前

世界经济环境下，面对全球疫情和

国际市场的重大不确定性，中国政

府将稳就业保民生放在优先位置，

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实事求是的态

度，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的重要一步。

菲律宾《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

李天荣表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没

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这

一做法是务实的，切合实际情况。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

官员梁国勇认为，面对巨大不确定

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务

之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稳就业、

保民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等，有助于稳定经济

运行。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

所所长李熙玉认为，疫情不会影响

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中国政

府采取的措施已取得了显著成果。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

才说，中国政府决策具有机动灵活性，

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目前，中国企

业复工复产正积极有序推进，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

政府工作报告说，今年要优先

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

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

登记失业率5.5%左右；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于洁表示，民生问题是今年

报告的重中之重。尽管经济发展

挑战加大，中国政府对消除贫困的

承诺没有改变。“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是中国政府对人民最朴实而

有力的承诺。”这不仅惠及中国，也

增益世界。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兼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豪尔

赫·切迪克表示，消除贫困不仅是中

国也是联合国的优先任务。中国在

消除贫困方面为世界，特别是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哈萨克斯坦下议院议员阿依

肯·科努罗夫说，中国减贫成就举世

瞩目，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

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

中心研究员塔那卡·齐特萨认为，中

国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

验，树立了榜样。相信中国政府能

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政府工作报告说，面对外部环

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报告还提出促进外贸基本

稳定，积极利用外资，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

究所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表示，这

些举措能促进贸易增长。中国致力

于营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这将

有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全球

经济复苏。

李天荣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有

利于全球经济恢复。中国提出的举

措有助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相信开放的中国将为

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维护全球经济

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希

沙姆·齐迈提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是全世界互联互通的推动力，相信

这一倡议将继续在各层面发挥更多

作用，促进全球更紧密合作。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

法国《新团结》报主编克里斯蒂娜·
比埃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具

体措施，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是

给世界经济的一颗定心丸。“因为中

国经济的恢复和中国庞大的市场，

是带动世界经济前进的动力。中国

发展将惠及世界。”（参与记者：杨晓
静、袁梦晨、郑昕、聂晓阳、田明、陆
睿、汪瑾、于佳欣、桂涛、王建刚、任
军、张玉亮、关建武、努尔然、岳东
兴、白旭、吴丹妮、唐霁）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24日举行记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提问。海外人士认为，中国坚

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为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面对新冠

疫情，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他

国提供援助、推动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令人

称赞，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

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豪尔赫·切迪克表示，中

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完善全球治理、支持

多边主义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研

究员塔那卡·齐特萨说，中国为维护多边主

义和世界公平正义以及促进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舞台上，中

国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积极发声，

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友谊。

伊拉克穆斯坦西里亚大学教授穆萨

纳·米尚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深

化与各国互利合作，积极斡旋热点问题，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作出贡献，展现出大国担当。相信未

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更具影响力。

阿联酋国际问题专家阿里·希拉尔表

示，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持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和全

球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乌克兰未来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伊利娅·库

萨看来，在世界经济等受到严峻挑战背景下，中国支持多

边主义，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促进世界和平和全

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政治学院学者、亚洲问题专

家康斯坦萨·霍尔克拉说，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这在当前新冠疫情肆虐背景下尤

其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带来严重冲击和严峻挑战。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中国抗击疫情努力，认为中国与世界

分享经验、为他国提供援助，推动开展国际合作，为全球

抗疫作出重要贡献。他们指出，人类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应超越分歧，团结

合作，携手应对共同的敌人。

厄瓜多尔前外长弗朗西斯科·卡里

翁说，在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中国无私地

向很多国家提供医疗物资、分享抗疫经

验，为全球抗疫提供巨大帮助，体现了大

国担当。当前，各国应消除分歧偏见，加

强合作，共同抗疫。进行“污名化”、推卸

自身责任，甚至鼓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

义的行为都将严重打击全球抗疫事业，

最终会伤害人类自身。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问题专

家塞尔韦斯特·沙法什认为，疫情暴发

后，中国不仅同世界分享宝贵抗疫经验

和专业知识，还通过捐赠医疗设备和物

资、派遣医务人员等方式为他国提供援

助，这些都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体现。

奥地利外交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

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中国及东南亚研

究所所长格尔德·卡明斯基表示，当今世

界不再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位置，

必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致

力于推动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令人称赞。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秘

书长钦貌林说，新冠疫情再次凸显多边

主义的重要性。各国应团结一致抗击疫

情。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调动物

资、技术和人力等资源，为全球抗疫作出

重要贡献。除了公共卫生领域，在其他

领域同样需要团结协作，只有这样才能

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叙利亚政治专家胡萨姆·舒艾卜认

为，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帮助，致力于推动开展国际

抗疫合作，展现了大国担当和人道主义精神。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中国在

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国内疫情，人们看到了“中国速

度”。中国还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体现了一个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

阿里·希拉尔指出，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个别西方

国家采取退出国际机制、放弃国际责任的做法，这是一种

历史的倒退。中国为许多国家抗击疫情提供帮助，致力

于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合作，与各方携手遏制疫情蔓延，得

到国际社会普遍称赞。

（参与记者：王建刚、张玉亮、苏小坡、尹南、白平、李
东旭、车宏亮、张东强、郝云甫、郑一晗、于涛、陈序、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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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5月24日电（记者 苏万
明 张雅诗）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众多香港市民表

示，支持订立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

律，相信法律的实施将有助于香港恢复安

全和繁荣。

“这10个多月，香港让我感觉太陌生

了！”香港退休公务员孙名峰表示，去年6

月“修例风波”以来，香港发生多起暴力

伤人事件，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历时

半年都无法选举产生，不少年轻人走上

违法犯罪之路，这一切让很多香港居民

感到像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

他认为，香港回归以来一直没有完成国

家安全立法，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

因。“既然香港自己不能立法维护国家安

全，国家出手是非常必要的。我对此感到

非常高兴！”

孙名峰还说，相信法律的实施将有助

于让香港恢复繁荣，“因为安全有了保障，

香港才可能吸引来更多外资，才会更加繁

荣、有活力”。

“我们期待这一天很久了。相信完成

立法后，对暴力分子会起到阻吓威慑作用，

有助于帮助街坊们恢复安居乐业的生活。”

住在香港油麻地附近的医生冯权国说，“修

例风波”以来，油麻地的街坊们以及他的许

多病人都经常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走

出家门便提心吊胆，敢怒而不敢言。

他说，放眼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比较

完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国民都有义

务维护国家安全。然而，作为中国的一个

特别行政区，香港却迟迟没有完成国家安

全立法，希望相关法律早日在香港实施。

在香港一家服饰店打工的黄女士表

示支持国家安全立法，期望相关立法能让

香港恢复稳定。她说，商店迁至现址后不

久就遭遇“修例风波”，生意从此没再好

过。商店以前每日营业额超过两万港元，

但目前跌至只有数千港元。如果不是业

主近日开始愿意讨论减租，自己的老板必

定会选择歇业，而她将加入失业大军。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22日起在香港各

区发起征集签名行动支持国家安全立

法。23日上午，香港工联会继续在花园酒

家旁边公园设点，接受市民签名。记者在

现场看到，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郑重地

在签名册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活动组织

者之一的谢达荣告诉记者，两个多小时里

已有300多名市民自发签名。

已退休的幼儿园教师钟珮兰也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她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

分，不能被境外势力祸害，所以她支持国

家安全立法，希望法律能够帮助香港恢复

繁荣稳定。

从事文职工作的市民刘女士认为，香

港暴力事件旷日持久，经济、民生大受打

击，更有很多持不同意见的无辜市民被暴

徒打伤。国家安全立法有助于保障市民，

使他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远离暴力

的威胁。

“我们当然支持订立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法律规管的是搞破坏的人，如果不

犯法，为什么要怕立法？”香港市民陈女士

说，街坊们都盼望平平安安过日子，期盼

香港恢复以前的平静。

众多香港市民支持国家安全立法

5月23日，香港市民在街头签名，支持国家安全立法。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陈冯富珍委

员2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全球疫情

还未结束，国际社会应继续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协调

下，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克服当前危机，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陈冯富珍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程度史无前例。目前，人类对新冠病毒机

理的认识还不够透彻，药物与疫苗的研发

仍在进行，以科技手段战胜疫情尚需时

日。任何侥幸观望的心态，任何淡化疫

情、消极应对的做法，都会面临难以挽回

的灾难性后果。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

公共卫生疾控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方面

存在短板和不足。

陈冯富珍说，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弥

足珍贵。中国所采取的果断措施，阻断了

新冠疫情的扩散，保住了数万民众的生

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世

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我

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明白了中国政府为什

么能有这样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力。中

国的成功实践给全球抗疫增添了信心，贡

献了智慧，相信在疫后完善公共卫生防疫

系统方面也将为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

陈冯富珍表示，携手合作是战胜疫情的

唯一途径。世界各国抗疫合作的实践表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翻开人类文明发展史，就会发现，病毒与人

类如影随形，相生相伴。人类命运与共，必

须抛弃歧视和偏见，无条件团结起来。

陈冯富珍委员：携手合作是战胜疫情的唯一选择

他们生长在大陆，故乡在台湾，亲人

在两岸。

他们是定居大陆的台胞第二代。他

们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江尔雄委员的父亲是台湾彰化人，

1948年18岁时到了大陆。“‘青山一道同

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对父亲来说，月

下却曾是两乡。两岸隔绝年代虽云雨相

同、明月共睹，骨肉至亲却不得往来、音讯

断绝，留下无尽思念、刻骨伤痛和无法弥

补的遗憾。”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

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

伤。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

统一，抚平历史创伤。”因为家族亲历，江

尔雄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有着一

层更深切的体认。作为全国台联副会长、

福建省台联会长，她的履职正是围绕两岸

关系展开，其中寄托着一份家国情怀。

对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局势，

江尔雄痛心而愤慨。“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破

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挑衅攻击

大陆，制造两岸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大

搞‘去中国化”，纵容、支持推动‘法理台独’，

勾连外部势力，“以疫谋独”。他们为谋政治

私利，不惜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她说。

“‘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实现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一时之逆流阻挡不

了历史大势，‘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有

悖民族大义，必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江

尔雄表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团

结凝聚两岸同胞，大家和衷共济、共同奋

斗，就定能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

来，就定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令江尔雄欣慰和振奋的是，近年来越

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她近来特别

关注推动台青搭上大陆直播电商发展“快

车”，调研撰写了相关建议。“这是一个较为

符合台青在大陆创业就业的行业，应当在

惠台利民措施中补充明确相关扶持鼓励政

策，并建立针对性的培训机制。”江尔雄说。

廖海鹰代表籍贯台湾新竹，现任河北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

任，同样密切关注着两岸关系。

廖海鹰说，当前两岸关系形势更趋复

杂严峻，是民进党当局一手造成的。因为

民进党当局的限制、阻挠和破坏，两岸交

流现在处于相对低潮期。越是这样的时

候，越要想方设法加强两岸民间交流，增

进两岸同胞的感情和认同。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一些媒体

大肆妖魔化、污名化大陆，包括借新冠肺

炎疫情造谣攻击大陆，使不少台湾民众对

大陆缺乏客观、全面、正确的认知。“还有

许多台湾乡亲没有来过大陆，我想对他们

说，只有来了，你才能知道大陆是什么样

子，才会对大陆发展变化有真实感受。”

“随着大陆不断发展，台湾与大陆联

系愈加紧密，这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我接

触到不少台湾年轻人来大陆求学，之后留

下就业、创业。没到过大陆的台胞乡亲可

能不了解，大陆不断出台惠台利民措施，

为台胞在大陆安居乐业提供同等待遇和

各种便利。”他说，“年轻人有梦想，需要好

环境和机遇，越来越多青年台胞到大陆发

展，就是认为这里是自己期待和寻找的有

希望的地方。”

作为全国台联理事的廖海鹰说，台联

组织是“台胞之家”，真心实意地全方位服

务台胞，特别是为青年台胞在大陆逐梦、

筑梦、圆梦助一臂之力。

蔡培辉代表籍贯台湾台南。身为企

业家的他谈起大陆方面不断出台惠及台

企台胞的系列措施，认为从“31条”“26

条”到新近发布的“11条”一脉相承，从诸

多方面和领域关心台胞切身利益、给予台

胞同等待遇，充分体现祖国大陆真正把台

胞当作家里人。

“措施不断出台落地，使台胞台企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真真切切体认到‘两

岸一家亲’。随着措施进一步落细落实，

相信会有更多台胞来大陆求学、就业、创

业、生活，两岸同胞会走得更近、处得更

亲。”他说。

“作为台籍人大代表，为台胞服务，为促

进两岸交流做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

来，熟悉产业和市场的蔡培辉结合自身优

势，扮演台胞来大陆投资兴业的“向导”。他

说，这是自己非常乐意做的事情，希望台湾

乡亲多来大陆看看，感受大陆的发展变化，

了解大陆为台胞谋福祉的政策措施。

“来过大陆的台胞看到大陆政治稳

定、社会和谐、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

是投资做企业的热土。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由于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操

弄，台湾岛内政治乱象频仍，对经济民生

都造成很多不利影响。也因此，越来越多

台湾同胞选择来大陆发展。”蔡培辉说。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

祉系于民族复兴。蔡培辉对此深信不

疑。“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我们现在要努力让两岸融合发

展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让两岸同胞联结

得更紧密。台湾问题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终结！”他说。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 陈键兴熊丰 许雪毅）

三位台湾省籍代表委员的“两岸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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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培辉：愿作台胞来大陆
兴业的“向导”

廖海鹰：只有来了，才知道
大陆是什么样子

江尔雄：“台独”是历史逆
流，是绝路

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采取务实做法
稳住经济基本盘

稳就业保民生
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抗疫合作 携手各国共克时艰

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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