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中国品牌
责编：王 萌 邮箱：rmrbzgpp@163.com责编：王 萌 邮箱：rmrbzgpp@163.com

2017年5月9日 星期二

上
的
上
的

■ 发展导向
顺应时代潮流

“过去，义乌国际双方物流基本
依靠海路和空运，铁路国际运输是
新的亮点，新的引擎，能够更好地
服务国际贸易，让更多的产品通过

‘中欧班列’运往中亚和欧洲，销往
全世界。”作为“中欧班列”的运营
商，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冯旭斌对公司发展充满信
心，“今年我们将完善在‘中欧班
列’沿途重要城市的布局，计划建
设西班牙、德国的海外办事处分拨
中心。”

对接国际市场，靠贸易畅通，
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欧
班列成为促进经贸合作的桥梁和纽
带。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 年一
季度，中国对俄罗斯、巴基斯坦、
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进出口分
别增长 37%、18.7%、19%、69.3%和
27.7%；与此同时，对欧盟进出口也
增长了 16.9%，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2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增长显著。

3年多的时间，一个由中国提出
的倡议，逐渐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并推动全球行动。中国全方位推进
务实合作，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
案”：

增强政治互信，签署合作备忘
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
示范，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
制；推动经济融合，牵头成立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丝路基
金，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经贸合
作和互联互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
文化包容，举办国际文化博览会、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文
化交流活动……

这些“中国方案”顺应了不可
阻挡的时代潮流，契合了不可遏制
的发展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对本
报记者表示，“一带一路”是从基本
理念到具体项目、内在逻辑相统一
的方案体系。“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
制相比，‘一带一路’最大的特征就
是发展导向。”李向阳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倾向于在发展的过程中
探讨双边或多边更多新的合作可能
性，“所以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也都
是以发展为导向。”

■ 互利共赢
成果惠及世界

“我认为，对参加‘一带一路’
倡议的所有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是
一个使大家共赢的中国方案，是一
个让我们觉得拥有共同命运的倡
议。”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
哈·洛迪日前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
线国家之间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
许多重大进展和成果，丝路基金便
是标志性的机制建设成果之一。

据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介绍，
与其他投资机构相比，丝路基金定
位中长期开发，重点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推动跨国产能合作。“丝路基
金坚持与国内外各投资者优势互
补，拓宽投资合作渠道，推动‘一
带一路’多层次投资合作。”金琦
说。

以中俄能源合作为例，在总额
为270亿美元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
目中，丝路基金购买了 9.9%的股权
并提供专项贷款。“中国为落实‘一
带一路’这一伟大构想做了许多工
作。最大的手笔可谓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俄罗斯财政
部财政研究所研究员萨文斯基认
为，俄中合资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项目，为两国许多行业的许多公司
带来了用人需求和稳定收入。

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企业
已在沿线 20 个国家累计投资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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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家认为，中国投资的每一个亿
都能带来5个亿的红利。

“中国投资者不仅手握资金，而
且有中国乃至全球大市场做后盾，
积极的合作一定能够实现互利共
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
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森认
为，“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促进相关
国家的互联互通，让互利共赢的理
念在相关国家生根发芽，实现互利
共赢。

倡 议 来 自 中 国 ， 成 果 惠 及 世
界。3年多来，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
受惠于这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理念和实践，未来，围绕“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中国也
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欢迎各国倾情参
与，耐心倾听各国对国际合作提出
的新要求、新主张，让更多惠及民
生的重大举措汇入合作共赢的“大
合唱”之中。

■ 多元合作
对接各国战略

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和
世界，一周后，“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中
国将论坛主题设定为“加强国际合
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
展”。各国将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
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一带一
路”建设的中国方案再次受到世界
期待。

“共商、共建、共享，分别解决
了怎么建、谁来建、为谁建的问
题，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
际社会广泛支持的奥秘所在。”国家
发展改革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
说，“一带一路”注重和他国发展战
略的对接，考虑沿线国家利益关
切，追求发展最大公约数。

在埃及地区战略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易卜拉欣·赫伊塔尼看来，

“一带一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传
统丝绸之路的复兴，即各国之间顺
畅的经贸关系的恢复，使之互通有
无、互利互惠。二是沿线国家技
术、思想的交流，文化、艺术团体
穿梭往来，使各国民众之间的感情
越来越近，更多的合作机会不断涌
现。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
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对接，真
正实现共同发展，各国参与热情高。

“对接也是‘一带一路’的优
势和特征。”李向阳对本报记者介
绍，一带一路与现有的合作机制能
够很好地对接起来：比如与东盟共
同体进行对接，与俄罗斯倡导的欧
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此外还可以
与印尼的“海上高速公路”这类国
家层面战略进行对接。“‘一带一
路’的发展导向决定它可以与各种
形式的现有机制进行对接，从而实
现共同发展。”

詹姆斯·劳伦森同样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是其他地区性贸易与
合作安排的有益补充，而非竞争
者。“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
例，这是一个旨在通过降低各种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促进地区贸易增
长的贸易协议，而‘一带一路’建
设则通过改善国与国之间的物理连
接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刺激贸易增
长。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我们要把‘摸着石头过河’的
中国经验，与国际社会相对接，只
要能够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就可以

‘逢山开路、遇河架桥’，采取多元
化的合作机制。”李向阳说。

“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中国倡议推动全球行动
本报记者 王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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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临
近，各界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3 年来，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始终秉持合作
共赢的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方案、
贡献力量。同时，也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中国
无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唱“独角戏”，而是
希望以开放合作的理念，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参
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首先，“一带一路”是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
“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国人民
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旨在促进沿线各
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
因此，这是一项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方
案。在3年来的实践中，中国没有唱独角戏，也
不搞一言堂，而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由沿线国家共同推动，共同受益。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匈塞铁路、雅万高铁陆
续开工，中老、中泰等泛亚铁路网启动，一张
连接欧亚大陆的陆、海、空交通网呼之欲出；
穿梭在欧亚大陆上的中欧班列，成为国际物流
陆路运输的“大动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贸易畅通带来可靠高效的运力保障；
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的建立大大促
进沿线各国的资金融通；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
学金等项目更是带动了“一带一路”上的人文
交流和民心相通。此外，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
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东道国
增加了近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都为沿线各国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

其三，“一带一路”为世界描摹出一幅共同
发展的路线图。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提振世
界经济信心、促进全球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如
今，“一带一路”建设涉及领域正在不断延伸，
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世界各国间的产能合作、
互联互通，更在于构建一个全球化、开放型、
包容性的全球发展体系。因此，“一带一路”非
但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其作为“中国方案”
的价值，更是超出传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范畴，具备了全球意义。它推动构建开放、
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已经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自“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

响应支持，4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
议，沿线各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之间的合
作也遍地开花。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热情不减，
成绩也与日俱增。而在即将开幕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也会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各界人士参
与论坛。

这些事实表明，“一带一路”虽是中国首倡，却重
在世界共享。它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也是一条着眼
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一
带一路”建设必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增添动能，在世
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打造成造福全球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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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 4月 29日，首趟由英国驶
往中国的中欧班列 （伦敦-义乌），满
载软饮料、维生素等 32 个集装箱的

“欧洲制造”，顺利抵达目的地浙江
义乌。

吕 斌 何剑涯摄 （人民视觉）

▲ 图为 4 月 27 日，匈牙利舞剧 《茜茜公主》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新华社记者 魏 海摄

▼ 图为2016年6月28日，山东青
岛码头，装载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
气项目的两个大型液化天然气模块通
关装船，启程驶往俄罗斯。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4月29日，在经历了19天、1.2万多公里的穿行之后，首趟义乌—伦敦中欧班列返回中国。去时满载中国货，回
来一车欧洲造，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项重要务实合作举措，“中欧班列”已开行39条，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
3700列，到达10个国家15个城市，成为一条联通“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中国方案。

为了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国还提出了许多方案，获得了沿线国家的认可与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