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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11 月 2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

讲话。

习近平指出，本次峰会是金砖扩员后的首场领导人会晤。当前形势下，金砖

国家就巴以问题发出正义之声、和平之声，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加沙地区的冲

突已持续一个多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并出现扩大外溢趋势，

中方深表关切。当务之急，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止战，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

暴力和袭击，释放被扣押平民，避免更为严重的生灵涂炭。二是要保障人道主义

救援通道安全畅通，向加沙民众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强制迁移、断水断

电断油等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三是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举措，防止冲突扩

大、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稳定。各方应该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要求落到

实处。

习近平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

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

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公正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

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习近平指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停火止战，

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根据加沙人民需要，继续提供物资援助。

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已经推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要求延长

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主义走廊的期限，保护平民，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

习近平强调，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

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今天，我们就巴以问题协调立场、采取行动，为扩员后

的“大金砖合作”开了个好头。中方愿同其他成员一道，开创金砖合作新时代。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主持峰会，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普京、沙特王储穆

罕默德、埃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莱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埃塞俄比亚总理

阿比以及印度、阿根廷外长与会。

与会领导人对巴以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强调

必须根据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呼吁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强调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推动实现“两国方案”，建立

一个具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蔡奇、王毅等参加峰会。



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11月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

海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

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

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

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大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当日在上海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国

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27 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

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战略实施以来，思想认识、生态环境、发展方式、区域融合、改革开

放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发展态势日趋向好。

会议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

态环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

守住管住生态红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

主动力，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强区域创新链融合，大力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要统筹抓好沿江产业布局和转移，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

好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

动力。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提升区域交通一体化

水平，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维护国

家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升流域防灾减灾能力，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

作出贡献。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

和督促检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重点领域推动一批重大改革。沿江省市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工作落实，步步为营、扎实推进、久久为

功，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对党领导外事工作作出规定，

把党长期以来领导外事工作的思路理念、体制机制和成功实践转化为制度成果，

对于确保党中央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得到有力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快形成系

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外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要深刻认识新征程上党的外事工作使命任务，把习近平外交思想贯彻落实到外事

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有利条件，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 28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 27日下午就加强涉外法制建

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强涉外法

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

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特聘教授黄惠康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法律是社会生活、国

家治理的准绳。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

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加快推进我国涉外

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强调，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

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

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

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

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要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形成系统完备

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要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

效能，推进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要积极发展涉外

法律服务，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要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

作，加强领事保护与协助，建强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要强化合规意

识，引导我国公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

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习近平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

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

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完善

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用好国

内国际两类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主动对接、积

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把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及时上升为法律，打造开放层次更



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全面提升依法维护开放

安全能力。完善外国人在华生活便利服务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

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

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

才。健全人才引进、选拔、使用、管理机制，做好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储备。

加强涉外干部队伍法治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升涉外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

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加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构

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我国法治大国、文

明大国形象。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

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