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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选择
本报记者 杨俊峰

“目睹了‘一带一路’的巨大成就，我希望我的国家可
以很快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在 4 月 23 日举行的
“‘一带一路’青年创新与遗产论坛”闭幕式上，印度青年
维吉对记者说，“ ‘一带一路’是与众不同的，这是一个谋
求共赢，利人利己的国际倡议。”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世界的充分认可与支

持。5月14日，“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将在北京召开，
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110个国家的官员、
学者、企业家、金融机构、媒体等各界人士以及来自61个
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已确认出席论坛。作为中国
为全球治理贡献的创新方案之一，“一带一路”为全球合作
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2、创新实践路径

“一带一路”不仅在理念上有所创新，在具体建设中，
也不断激发出各方面的创新实践。其中，金融创新颇具亮
点。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便是“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的代
表。

2014 年 12 月，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通
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市场化方式，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促进中
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2015 年 12 月，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正式宣告成立。它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
构，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而吸收发达国家加入的
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目的是为“一带一路”有
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
作。

“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
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也有利
于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与此同时，亚投行还服务于
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亚投行成员国以发展中成员国为主
体，同时包括一批发达成员国。这一独特优势使其能够成
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推动世界实现
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成就喜人。
以 2016 年为例，在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在“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当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进出口总额为 6.3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0.6%。其中出口
3.8 万亿元，增长 0.7%；进口 2.4 万亿元，增长 0.5%。在沿
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为 1260 亿美元，增长 36%。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45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8.5%。

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建成投产或开工建设。中国与东
盟完成了自贸区升级谈判，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自贸区谈判
也已经完成或在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已经深
度融合，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
设了 56 个经贸合作区，涉及多个领域，累计投资超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
岗位。

“一带一路”的规模基本成型。据统计，2016年，“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为1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
济总量的 1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为
71885.5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中国开
放型经济新体系的顶层设计，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举
措，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充满东
方智慧、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
实践。

有利于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
济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
源、投资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实
现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合作、对内开放
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更好地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
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还有利于
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是
中国发展的短板，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一带一路”
建设通过扩大向西开放，把广大西部
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成开放的前沿。
以开放促发展，可以加快西部地区发
展步伐，助推东中西部地区梯次联动
并进。

有利于周边国家与中国共创共享
发展机遇。中国陆上有 14 个邻国，海
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无论是从地理
方位、自然环境还是从相互关系看，
周边国家与中国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文缘相通，加强合作对彼此都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建设
注重中国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规划
对接、政策相互协调、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人文交流互动，强化彼此之间
的利益联结纽带，加强教育、文化、
旅游、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合
作。“一带一路”建设既可以使中国发

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
展，又可以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
亲和力和影响力，为国内发展创造和
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实现
世界经济再平衡。近年来，受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呈
现低增长、低国际贸易流量的局面。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
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
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
的需求，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形势，
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一带
一路”建设强调经贸规则的互联互
通，倡导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考虑各
国的主张和诉求，有利于完善世界市
场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世界市
场效率，拉动相关国家经济增长。

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
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
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
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
带一路”建设不是对现有国际合作机制
的挑战和替代，而是与现有机制互为助
力、相互补充，针对国际合作中的瓶颈
和制约因素提出“中国方案”，以开放、
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
量。“一带一路”建设聚焦“五通”，把中
国发展同沿线各国发展结合起来，把
中国梦与世界梦衔接起来，推动沿线
各国联动发展并加深经济融合。各国
在此过程中将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 ”的 利 益 共 同
体，从而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奠
定基础。（作者为
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邹雅婷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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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首条中欧班列——“渝新欧”在重庆诞生，如
今中欧班列共有17条，“渝新欧”作为开创者，成为中欧班
列的重要品牌。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中国援建的阿尔及尔歌剧院，属大型甲等剧场，能容
纳 1400 名观众，是阿尔及尔条件最好的演出场所之一。

新华社发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目前已建
成11个码头泊位，开通15条国际集装箱航线，初步建成广
西面向东盟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目前已建
成11个码头泊位，开通15条国际集装箱航线，初步建成广
西面向东盟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1、创新合作理念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这两条美丽的丝路，在陆地和海上延伸，串联
亚洲、欧洲、非洲甚至美洲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把世界
紧密连接起来。与以往的国际方案不同，“共赢”是“一带
一路”的核心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
贡献的谋求互利共赢的新方案。

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贡献，
进而提出在当代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习近平
说，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
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
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同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东南
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
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利益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词。习近平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不
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因此，“一带
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的“独角戏”，是沿线国家及更多国家
和地区共同参与的合作战略。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取得
相关国家的认同和支持，通过国家层面政策的对接，实现
互联互通，共同参与，合作推进。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中国作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形成利益共同体，让沿线国家能够搭上中国经
济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从而推动本国和
地区经济的发展，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连接“中国梦”和“亚洲梦”、“欧
洲梦”、“非洲梦”的纽带，是实现沿线国家人民对美好生
活共同追求的圆梦倡议。“一带一路”沿线是世界上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最大、国家类型多样、多民族与多宗教聚集区
域。这也决定了，实践“一带一路”，必须要在尊重各国文
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谋求交流合作的契机。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相关各国
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
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与沿线国家携手推动更大区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的大平台，是对国际合作理念与合作模式的
重大创新。

3、创新合作模式

“五通”是“一带一路”中最具代表性的合作模式创
新，是习近平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提出的理念。
他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
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
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第一，加强政策沟通。第二，加强
道路联通。第三，加强贸易畅通。第四，加强货币流通。
第五，加强民心相通。

2015年 3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五通”的具体落实，制定了细
则。3年多来，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
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
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有效对接，达成了广泛合作共
识。截至 2016 年年底，已有 100 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了近5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
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
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

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发挥在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建设
的优势，积极推进铁路、公路、港口、电力、通信等互联互通建
设。一批铁路、公路、港口、原油和天然气管道、跨境陆路光
缆、国际海缆项目建成投入使用，造福各国人民。

在贸易畅通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经贸关系更加密
切。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947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货
物进出口总额的25.7%；服务进出口总额1222亿美元，在中
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比2015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有
关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
服务网络化布局，创新融资机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
协议，总额达9822亿元人民币。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支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人
文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中国每
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多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与有关国家在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达成广泛共
识，为民间友好交往提供了便利和机遇。

随着“五通”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
对“一带一路”的体会更加深刻，“一带一路”，是一条合
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它强调在理解和尊重基础上
的共赢，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