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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还在不
断扩大，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参与，4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随着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渐渐临近，如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刊
文所称，“所有人都想成为中国的朋友”。而开放，正是这个朋友
圈最大的吸引力之一。

近日，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莫盖里尼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新
丝路沿途项目应对欧洲人开放。因为，在她看来，开放机会对包括
欧洲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很重要。

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也对“德国经济新闻”网站表示，德
国等欧洲国家不应把自己所演绎的北京的“霸权主义”意图强加
给“一带一路”计划，并因此毁掉自己的机遇。“我们应该认真
对待中国的提议，并通过具体合作进行尝试。”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变得丰满和具体，潜在参与者的
态度从过去的警觉变成了感兴趣。”《俄罗斯报》指出，这是不少
专家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加入“一带一路”，这已成为国际舆论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声

音。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欧
盟“容克计划”到英国“英格兰北部经
济中心”，都在积极探索与中国“一带

一路”的对接。
澳大路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斯·杭智科日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指出，尽管“一带一路”是区域性合作机制，但不管合作
伙伴来自何方，中国都在保持开放态度。他盼望澳大利亚能够搭
乘“一带一路”快车，因为澳大利亚需要来自中国和周边邻国的
市场需求，而和“一带一路”的对接必然会带来共赢。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驻北京大使馆参赞阿里·比尼亚
兹的话称，中国致力于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而资源丰富的伊朗显然是“一带一路”战略富有
活力的连接桥梁，可以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中东以及欧洲大陆互
联互通。

“贯穿欧亚非大陆的‘一带一路’是打开连通世界的一把金钥
匙。”尼泊尔著名政治经济学学者罗卡认为，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各
国都应抓住机遇，尽快加入到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早
参与，早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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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还有半月，“一带一
路”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热词。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一语道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一
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

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
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同年
10月，在访问英国时，习近平再
次强调，“一带一路”是开放的，
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

“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
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

如今，这项开放包容的倡议
及其结出的硕果，赢得国际舆论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好评。一些
外媒直言，开放包容正是“一带
一路”非常厉害之处，而更多国
家也因此希望成为这个“朋友
圈”中的一员。

“它具有包容的特性。”德国前
驻华大使施明贤在接受“德国经济
新闻”网站专访时曾明确指出，这
是“一带一路”计划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任何有意
愿的国家都可以参与该计划的发展和实施”。

在国际舆论认识并建构“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内涵的过程
中，开放与包容正是一个重要的切口。

《日本经济新闻》 刊登的一篇题为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
交范式转换》 的文章直言，不少人一度感到无法触摸“一带一
路”这个概念，不清楚这究竟是一项外交政策，还是一个国际组
织构想。但事实上，“这个概念绝非‘大而无当’”。“‘一带一
路’不是国际机构，不是国际标准，而是一种理念。”该文指
出，“一带一路”没有敌人，它为理念而整合、而包容，它代表
的是一种全方位、内外结合的开放的中国外交，这正是“一带一
路”非常厉害之处。

在不少外媒看来，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
“逆风”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互
联互通、合作共赢，这种开放的组织形式和合作模式尤为可贵。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罗斯
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卢贾
宁的评论指出，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是“最佳的全球化模式”，令全球化焕发第二次生机，
因为它旨在组建平行的管理体制，侧重于各国共同发展，寻求共
同的经济利益，并带动其他外围国家发展。

英国路透社则评论称，“一带一路”倡议契合沿线国家的共
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合作开拓了新的合作途径，
将为资本和产品“走出去”带来历史性机遇。

事实上，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向全球
伙伴张开热情怀抱。

2016年9月，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今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形式，呼吁
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一带一路”的含义》一
文称，“一带一路”是个开放的、进行中的计划。中国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将鼓励更多国家
加入，是一项正面的新发展。

认识“一带一路”的重要切口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日前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

“会员俱乐部”，而是广泛参与的
“朋友圈”。只要认同丝路精神，大家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都可
以以各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从“一带一
路”的发展当中分享机遇。

如今，开放、合作的成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相继绽放，
越来越多加入这个广阔“朋友圈”中的伙伴受惠于此。也正因
此，国际舆论一致看好，“一带一路”是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也是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

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建设两年来，这条经济走廊的各项工作快速推进。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报道称，据估计，2016年至2018年，
中国的投资可以拉动GDP增长率超过6%。

巴基斯坦《商业纪录报》指出，中国设想与沿线经济体发展
诉求对接，催生了一系列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设想，而中巴经济
走廊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方在联合国发言中多次提到
中巴经济走廊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典范，也为世界上其他
国家开展双边合作树立了榜样。

从这项开放的倡议中受益的至少还有欧洲和中东。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刊文称，现在欧洲嘲笑“一带一路”

计划的人很少。“（态度）改变的最大
原因是通往西方的火车开始行驶
了。”该文指出，“2016年底，丝绸之路

飞速发展。在欧亚大陆上，除了兴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基础设
施之外，必要的政治、经济和金融框架也建立起来了。”

以色列 《耶路撒冷邮报》 则在一篇题为 《中国的“一带一
路”重塑中东》 的文中指出，“北京正努力让中东融入一种具有
经济合理性的欧亚秩序，这将对以色列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产生深
远影响。”因为，随着“一带一路”计划实施力度加强，中东地
区多场冲突中的各方行为者给新出现的商业联通体系让路、减轻
阻挠贸易流动的对抗的动机将日益强烈。

“‘丝绸之路’以惊人的方式将世界多样化趋势和各国平等参
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获取利益和实际机遇结合起来。”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援引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专家亚历山大·洛马诺夫的观点称，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的开放，不是各国简单的自动开放所有边界，
取消所有禁令，而是协调利益，达成顾及各方利益的协议。因此，

“‘一带一路’大型洲际项目有望成为21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经
济项目。”

瑞典与德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报告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助于推动欧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
有潜力成为欧亚地区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的重要模型。

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

都想成为中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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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广交会上，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制造商的创新
精神。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广交会是中
国最盛大、最热闹的商品展示活动，展销从浴室配件到智能
手机在内的各种商品。在一年两届的广交会上向约20万国
际买家推销产品的2万家中国制造商，是全球化的典范。

随着过去10年中国工资（及其导致的生产成本）快速
上涨，制造商们不得不更加灵活地适应新环境。他们已开
始更多地使用工业机器人，更快地推出产品以满足亚马逊
等变化很快的零售平台的需要，并开展更多的研发工作。
中国出口商将继续在全球市场保持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出口商成全球化典范

4 月 26 日上午，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这
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引发众多外媒关注。

聚焦：各大媒体齐关注
在 《纽约时报》 看来，此次中国首艘国产航

母下水，是提升中国远海军事能力的里程碑式成
就。

“新航母下水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法国的中
国问题专家朱丽叶·热纳瓦如是说。英国广播公司
驻北京的记者麦笛文同样评论称，西方的军事专家们都在关注有
关电视画面，这是中国迈出的重大一步。

其实，早在中国第一艘国内设计和建造的航母正式下水前，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就猜想，新航母可能采用了与052D型中
华神盾驱逐舰相同的相控阵雷达，后者的探测距离远达400公里，
相比“辽宁舰”已有明显提升。

印度的主流媒体也十分关注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印度时
报》以“中国制造航母10大看点”为题，从设计、命名等方面详细介绍
了中国新航母。

创新：科技实力上台阶
美国全球安全网站认为，中国国产航母在信息收集、作战指挥和控制

装置等电子系统上的改进可能性很大，毕竟近年来中国国防工业在此领域
的快速突破十分引人注目。

俄罗斯卫星网也表示，中国在对第一艘航母“辽宁”号补建时，中国工业的
作用主要在于安装电子设备、武器和若干飞机用专门设备。而现在，中国造船
工作者们却完成了一整套的工作，其中包括舰体和主发动机装备的制造。中
国首艘从零开建的航母下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中国第二艘航母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技术上。
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中国的技术可以说是前进了
一大步。

美联社也援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军事专家
迈克尔·查斯的话称，航母反映出中国在造船和其他
防御设施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并预测“未来中国的
航母将会更加精细，尤其在推进力和航空器发射系
统方面”。

安全：积极防御为和平
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海军力量

是“积极防御性”的，将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提供国际公共安全服务为
目标。报道称，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式下水，是中国打造具备远洋
能力海军强国的又一里程碑。

中国的海军实力增强意味着什么？美联社认为，中国首艘完全
自主建造的航母下水，展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工业越来越先
进的技术，表明了中国捍卫海洋主权、保护重要贸易航线的决心。

“中国下水的第二艘航空母舰，是第一艘完全国产的航母，中国
增强海军力量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福
克斯新闻网称。

除了维护自身安全外，中国首艘航母下水也意味着中国在维护地区稳
定方面的作用得以增强。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
的航母下水，标志着中国朝打造一支能够在远海保护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
海军力量方面又迈出一大步。

国际舆论关注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中国科技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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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资料，越来越多的在西方国家学
习的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国。2016 年，有
82.23%的大学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 2012 年
的数字是 72.38%。大多数学生认为，在中国更
容易找工作。

目前的情况，如果和上世纪 80 年代作比
较，那差别就更大了。要知道，80 年代时从国
外进修后回国的学生不超过5%-10%。回国者数
量增加的原因在于，目前西方国家已经无法接
纳如此多的中国毕业生了。20 年前，大学生数
量相对较少，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留学费
用高，去那里学习主要靠奖学金。但现在很多
家庭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付费上学，因此学生
数量剧增。2016 年，在美国共有 32.8 万注册中
国大学生，但2006年的学生数量仅为6.25万人。

——俄罗斯卫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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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已变得跟中国难舍难分，离开了中
国，其电影行业就没法运转。中国投资者和超过
10亿的潜在观众，已让电影行业离不开中国。中
国去年的票房总收入为 66 亿美元，排名全球第
二，位列第一的美国为114亿美元。分析师预计，
用不了几年，中国就会登上排名第一的宝座。

自2011年以来，美国电影票销售额保持相对持
平，而中国增长了两倍多。派拉蒙影业前总裁表
示，10年前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中国。现在，情况变
成了，如果没有中国，好莱坞将无法存在。

过去 10 年来，中国的民营和国有企业对美
国电影行业投资了数百亿美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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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20172017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广交会）） 现场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美国好莱坞著名地标建筑图为美国好莱坞著名地标建筑““中国剧院中国剧院”。”。
来源来源：：中新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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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44月月2626日日，，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仪式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仪式在大连造船厂举行。。
来源来源：：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