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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全球共享“中国智慧”的新征程

□本刊评论员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
非大陆，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端是发达的
欧洲经济圈，中间是潜力巨大的腹地国家。 在这一
区域开展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水平，推动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增加有效供
给来催生新需求， 从而激发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
能。 因此，实施这一战略构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3年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为指引， 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
作目标，“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
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度和成果。 截至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 30
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同 20 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同 17 个沿线
国家共同建设了 46 个境外合作区。 以亚投行、丝
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 一批有影响
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

目前，全球经济的“新常态”正在逐步形成。发
达经济体现在仅能维持低速增长， 要真正实现结
构调整，走出高负债、低增长的恶性循环，显然还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日趋上升。 鉴于未来全球新增人口和工
业化投资需求都将主要来自新兴市场， 其引领世
界经济增长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一带一路”建
设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各国经济发展、 区域稳定和
繁荣，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当然，推进“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合作仍面临
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在日趋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国

际经济背景下， 沿线国家如何建立命运共同体意
识，消除彼此之间的疑虑和猜忌，认同加强经济贸
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稳定繁荣的
合作目标，把合作共赢作为造福于各国人民的根本
需要；当前，全球范围内仅有 10%-15%的基础设施
投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民间资本迟迟不能大规模进
入发达国家以外的基建市场。 这很大程度地依赖于
开发机构在运营模式、合作机制、技术应用和资金
使用上的创新，以及在风险控制上走出新路。 上述
都是亟待达成共识和面临的难题。

首先，相关国家应积极开展对话和交流。在广
泛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加强相互之间的政策沟通，
努力消除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为促进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有序流动、 高效
配置以及市场融合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发展
为中心，聚焦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解决各成员
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其次，加强区域内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引领。深
化和完善区域内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 支持和鼓
励区域成员之间选择定期或不定期对话协商、签
署贸易或投资协定、 建立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
区等推动区域经济深度合作的尝试；推动“南南合
作”。以信任为基石，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方式，打
破“施”与“受”的区分。同时，基于金砖国家和许多
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的周期性、 结构性经济下行
压力，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将对各国有关推动
经济的结构性和逆周期调整提供帮助。

最后，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是加强沿线国家合作的空间载体和
必要条件。 道路通才能人缘通、货源通和财路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通过相关国
家共同出资的方式， 有望为本地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建设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持。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