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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各国代表，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 中 国 人 民 ，并 以 我 个 人 的 名 义 ，对 各 位 嘉 宾

表示热烈欢迎！

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

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

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

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

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10 年 来 ，我 们 坚 守 初 心 、携 手 同 行 ，推 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

丰硕成果。

“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

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举办 3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成立了 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

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

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

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

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

10 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

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

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

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

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

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奔行在铁路上的列车，驰骋在公路上的汽车，

联通各国的空中航班，劈波斩浪的货轮，快捷方便

的数字电商，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帆影。

一座座水电站、风电站、光伏电站，一条条输油、

输气管道，越来越智能通达的输电网络，让能源短缺

不再是发展的瓶颈，让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

梦想得以点亮，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绿洲、灯塔。

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通畅的道路，拔地而

起的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催生新的经济走廊，激

发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

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

会，独具特色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

行”等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

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新时代的丝路乐章。

新冠疫情暴发后，“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和

健康之路。中国向各国提供了上百亿个口罩和 23
亿剂疫苗，同 20多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为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伙伴抗击疫情作出独特贡献。中国在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得到 70多个国家的宝贵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

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

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

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过去 10 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

总结。

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

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

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

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

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 1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

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

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

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

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

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

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

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

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

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

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

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

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

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

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

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

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

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

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

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

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

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

10 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

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

间正道。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

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

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

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

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

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

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

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

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

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

在 这 里 ，我 愿 宣 布 中 国 支 持 高 质 量 共 建

“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

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

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

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

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

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

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

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

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

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

每 年 举 办“ 全 球 数 字 贸 易 博 览 会 ”。 未 来 5 年

（2024—2028 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

口额有望累计超过 32 万亿美元、5 万亿美元。

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

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 3500 亿元人民币融资窗

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

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

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达成了 972亿美元的项目

合作协议。中方还将实施 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

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

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

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

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

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

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原则，到 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 10万人次培训。

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

科技交流大会，未来 5 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

验室扩大到 100 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

期工作。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

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

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良渚论坛”，

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

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

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

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

布《“ 一 带 一 路 ”廉 洁 建 设 成 效 与 展 望》，推 出

《“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

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

“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

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

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

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

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

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

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

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

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

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

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

满成功！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 10月 18日电）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23年 10月 18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上接第一版）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加强战

略对接，推动中阿关系行稳致远，树立全

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支持

阿根廷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愿同阿方分享

发展机遇，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中

方愿进口更多阿根廷优质产品，鼓励更多

中国企业赴阿投资。

习 近 平 祝 贺 阿 根 廷 获 邀 加 入 金 砖

国家合作机制，指出中阿要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等框架内加强战

略协调，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方一贯支持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一体化进程，愿同阿根廷和其他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一道，推动中拉论坛建设和

中拉关系发展。

费尔南德斯表示，患难见真情。过去

几年里，无论是面对新冠疫情、大旱天灾，

还是金融经济困难，中国都向阿根廷人民

伸出宝贵援助之手，令阿方深受感动，铭记

在心。中国是阿根廷的真正朋友。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倡议为世界指明了前进

方向，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要机遇，为促

进世界和平与公平、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阿方完全赞同、积极支

持。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同

中方深化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

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阿方

愿积极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同中方一道，坚

守多边主义，加强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合

作机制等框架内沟通协作。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上接第一版）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看待中肯关系，愿同肯方一道，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肯尼亚自主

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愿同肯方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定相互支持。欢

迎肯方充分利用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

道”等贸易促进举措和平台，分享中国市场

和开放红利，推动更多肯尼亚特色优质产品

对华出口。中方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肯尼

亚投资，拓展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助力肯尼亚实现绿色发展。双方要用好孔

子学院、鲁班工坊等平台，深化地方合作和

人文交流。加强多边沟通协作，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鲁托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肯中建交

60年来，双方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特

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以来，肯尼亚从同中国合作中获益良多。蒙

内铁路等重要项目极大提升了肯经济发展

能力，增进了人民福祉。相信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能

够进一步助力肯尼亚和非洲实现工业化、农

业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肯方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正

当立场，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

深化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推动肯中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和非中关系不断发展。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上接第一版）铁路、港口、电站、通信骨干

网等大批合作项目陆续竣工，自由贸易区

建设成绩斐然。中方愿同尼方继续努力，

推动中尼、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

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助力尼日利亚和非

洲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中尼建交半个多世纪

以 来 ，两 国 始 终 坚 持 相 互 尊 重 、互 利 互

惠。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尼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中方支

持尼日利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

路，愿同尼方加强各层级人员往来，高质

量推进务实合作。中方支持尼日利亚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尼

方加强战略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谢蒂马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尼日

利亚同中国是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好朋

友，中国对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始终予以

尊重和平等，从不颐指气使，尽力支持非

洲人民寻求独立和发展。感谢中方为发

展中国家提出系列重要全球合作倡议，并

为尼发展提供宝贵帮助，助力尼日利亚和

非洲工业化进程。尼方高度重视发展对

华关系，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

定致力于尼中关系高水平发展，愿同中方

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将尼中关

系提升到新水平。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分别会见阿根廷总统、肯尼亚总统、
尼 日 利 亚 副 总 统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上接第一版）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助力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

何国家掉队。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展现

出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广受欢

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联

合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

方愿同联合国机构一道，扎实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

出贡献。中方支持联合国以及古特雷斯

秘书长的工作，愿同联合国机构加强合

作，促进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推动全

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古特雷斯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

施和投融资方面都处于脆弱和不公平地

位，国际金融体系已不能反映当今世界政

治经济现实，亟需进行改革。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帮助发展

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

和有效的途径，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第 三 届“ 一 带 一 路 ”国 际

合作高峰论坛宣布的八项行动完全契合

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有利于帮助发展中

国家加快实现发展。联合国高度赞赏中

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习近平主席

提 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坚定致力于深化

同中国的合作。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10 月 18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尼日利亚副总统谢蒂马。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0 月 18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肯尼亚总统鲁托。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0 月 18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0 月 18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