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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和平之师、正义之师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人民军队由此诞生。

在过去 95 年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指挥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改

革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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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中国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能力进一步增强。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致力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军队，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当

前，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落实新时

期军事战略方针，全面提升战斗力水平与打赢能力，确保完

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求和平、谋发展是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同时应

该看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传统与非传统安

全威胁与挑战依然存在。有的国家沉迷于维护霸权，在国际

关系上搞唯我独尊，容不得其他国家发展；有些国家热衷拉

帮结伙，搞你输我赢的

阵营对抗；有些国家炮

制“民主对抗威权”的

荒唐叙事，挑动意识形

态对立；有的国家打着

所谓维护“规则”“秩序”

的幌子，肆意践踏以联

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大搞双重标

准。上述行为，严重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和历史趋势，只会分裂国际社会，把人类引向灾难。

习近平主席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全

球安全倡议”，在国际战略形势复杂演变、传统与新型挑战

习主席在 2022 年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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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阐明了什么是安全，怎样实现安全，

不仅着眼解决人类安全的现实问题，更为谋求世界和平提出

了长久之道。首先，安全是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在这个地球

上，各国都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我们命运与

共，安全与共，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性威胁与灾

害，任何集团、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我们要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维

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

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

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其次，安全是相互的、不可

分割的。在各国利益相互交融的今天，安全是双向的、联动

的，没有绝对安全，只有相对安全。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安

全关切，都想要更大的安全，但这必须是合理的、相对的。

如果一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不可

取，而且行不通，最终只会招致祸端，贻害自己。我们必须

坚持摒弃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兼顾

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

架构。再次，安全要基于相互尊重，以和平方式实现。主权

和尊严是每一个国家的底线，不容侵犯和践踏。同时，每一

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历史反复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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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凌弱是动荡之因，丛林法则是战乱之源，以武止戈是共

损俱损的下策。我们必须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

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从源头上筑好安全之基。

自近代以来，中国历经战争苦难，屡遭列强入侵，中国

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

家意志和战略抉择。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

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

不争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和势力范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

和平力量的增长，不对任何国家构成挑战，中国人民解放军

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

繁荣与公道正义的和

平之师、文明之师、

威武之师。作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国

多年来一直认真履行

国际义务，积极支持

并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护航、国际人道和灾难救援等

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90 年以来，中

国军队先后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官兵近 5 万人

次，有 16 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目前，中国共有 2200 多名

官兵在 7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是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最大派兵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摊款国。中国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已经连续派遣 41 批海军护航编队赴亚丁湾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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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海域执行联合国护航任务，为维护相关海域安全做出积

极贡献。

亚洲人民历经热战冷战，饱经沧桑忧患，历史上都受过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深知国家独立乃民族之魂，和平弥

足珍贵，发展来之不易。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中国与韩

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责任。我们高

兴地看到，近年来中韩两军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两军高

层交流、防务战略磋商、人员培训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入，

为推动和深化两国关系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2 年 6 月 10 日，中国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

凤和上将与韩国国防部

长官李钟燮阁下在香格

里拉安全对话会期间举

行了友好会谈，共同宣布中韩新增海空直通电话开通，并就

进一步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达成共识。今年是中韩建交 30

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中国人民解放军

愿进一步发展与韩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关系持续深

入发展做出贡献，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繁荣与发展做出贡

献。

中韩防长在2022年香会期间举行友好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