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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期间中方再次举办廉洁丝绸之路专题论坛，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

效与展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等文件，为高峰论坛贡献成

果，并以此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廉洁

建设。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廉洁建设，始终

将廉洁视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在联合国、亚太经合

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平台，中方与各方共商反腐败国际合作，充

分发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主渠道作用，助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共同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反腐败治理秩序，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

的廉洁营商环境。国际社会认为，在诚信和廉洁理念指引下，“一带一路”

建设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实践平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

提供了一个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路径。

法治护航“一带一路”建设
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

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

《世界人权宣言》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对世界人民争取、

维护、改善和发展人权产生了深远影响。75年来，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理念，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走出一条顺应时代

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10月

10日，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2024年度至2026年度人权理事

会成员国，中国成功连任。这是中国第六次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也

是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大力推动本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同

时，以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

进步的促进者。

　　2023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作为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带来重大机遇，有望加快多

个产业重塑。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预知的风险挑

战。2023年，多个国家和地区聚焦人工智能的治理工作已陆续展开。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

性。中方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倡议》，不仅就各方普遍关切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给出建设性

解决思路，更为人工智能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支持在充

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框架和标准规范等。此外，欧盟、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也纷纷出台人

工智能领域监管举措。

　　11月30日至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举行。《公约》秘书

处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在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

年举行，这是兑现气候承诺和防止气候变化加剧的决定性时刻。目前，

国际社会尽管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所行动，但还需要作出更大努

力才可能实现《巴黎协定》长期目标。此次大会在全球气候进程中是一

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大会完成《巴黎协定》下首次全球盘点，并就减缓、

适应、资金、损失与损害等多项议题达成“阿联酋共识”，总结了成绩和

缺口，进一步巩固了全球不可逆转的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为未来指明了

方向，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强有力的积极信号。此次会议期间，中方代表

积极宣介中国主张，推动多边主义，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强调务实行动，

为大会的成功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10月7日开始的新一轮巴以武装冲突迄今已造成上万人死亡。持续的

紧张局势加剧了冲突外溢的风险。冲突发生以来，国际社会要求停火止战

的呼声越来越强。中国同有关各方开展密切沟通，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

磋商，全力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中方多次就当前巴以局势阐明原则

立场，呼吁立即停火止战，防止冲突扩大，保障人道救援安全畅通，强调根

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

解决。11月20日，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就推动当前巴

以冲突降温、保护平民、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同中方深入沟通协调，一

致认为国际社会应尽快采取负责任行动，防止危机蔓延，重启和谈进程，

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作为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国，中方推动安理会通

过冲突爆发以来的首份决议，提交《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推动安理会形成更大声势、采取更多行动。

　　6月19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第五次政府间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与会各方协商一致通过《协定》，并于9月20日联大高级别周

期间正式开放签署《协定》。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第三

个执行协定，《协定》包括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海洋保护区设

立、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等内容，旨在为占全球

海洋面积近70%的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建章立制。《协定》谈判于2004年开始，在近20年的进

程中，中国积极参与谈判进程，对《协定》最终达成发挥了建设性作

用，在其开放签署首日即签署这一重要法律文件，体现了中国对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真正多边主义的践行和

维护。

　　6月2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

效，意味着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RCEP区域总人口、GDP总值、

货物贸易金额均占全球比重的约30%。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标

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进入全

面实施的新阶段。15个成员国间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开放承诺，叠加

各领域高水平规则，将极大促进区域内原材料、产品、技术、人才、资本、

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逐步形成更加繁荣的区域一

体化大市场，促进成员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

RCEP实施以来，各国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无论是关税减让、促进贸易便

利化，还是提升投资政策透明度、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都为参与方带

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根据美国知名枪支暴力统计网站“枪支暴力档案”的记载，美国在

2023年一共发生了654起大规模枪击案。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的介绍，

大规模枪击案是指，在不包含任何枪手的情况下，有至少4名受害者中

枪的枪击案。而在过去1年里，这类案件在美国一共发生了654起，共导

致超700人死亡，还有近2700人受伤。枪击惨案频频发生，无辜生命接连

消殒，但美国枪支管控却始终难见实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借枪击事

件互相抨击，导致控枪立法持续在争论中陷入僵局。国际社会评论称，

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日益极化的政治生态、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空

前激化的社会矛盾，让枪支暴力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全面禁枪几乎成

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沃克斯新闻网表示，枪支问题深深根

植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法律，而“美国的政治进程也被证明无法改变

这一现实”。

　　11月中旬，因接到有关自民党5个派阀未按要求在政治资金收支报

告书中记录“政治资金派对”收入的举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开始

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对涉事派阀进行调查。随着事件不断发

酵，一条隐藏的“黑金”链条浮出水面。自民党派阀会为所属国会议员制

定各自的“派对券”推销任务，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则超出部分会返还议

员。涉事的派阀和议员没有将这些“回扣”记录在各自的政治资金收支

报告书中，这些钱就成了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随着检察机构调查的深

入，涉案金额、人数不断扩大，已经发展为近30多年来日本自民党最大

丑闻。多名涉事派阀的成员被指从中收取回扣，包括前内阁官房长官松

野博一和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尽管数名重要内阁成员、自民党高

层已经被迫辞职，但事态并未就此终结。受此影响，岸田内阁不支持率

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执政举步维艰。

　　11月9日，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法律总顾问乔瓦尼·皮特鲁

泽拉就欧盟诉苹果公司巨额逃税案发表意见书，称此前苹果公司无需

向爱尔兰政府补缴130亿欧元税款的相关判决，在认定欧盟委员会举证

标准、论证方法是否有误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法律错误”，建议欧洲法院

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下一级的欧盟普通法院重审。针对皮特鲁泽拉的

发言，苹果方面表示，“普通法院的裁决非常明确，苹果没有获得选择性

优势，也没有获得国家援助，我们认为应该维持这一裁决。”围绕巨额逃

税案，苹果公司与欧盟已缠斗多年。这场诉讼案不仅对苹果公司和欧盟

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全球的税收秩序和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案件审理结果将决定欧盟成员国是否可以继续给予跨国公司实质性税

收优惠以换取就业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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