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侨力共谋发展
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博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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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博鳌 3 月 29 日
电（记者 金旭 徐文欣）
3 月 29 日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3 年 年 会·华 商 领 袖 与
华人智库圆桌会议在海南
博鳌举行。

会议由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办。今年圆桌
会议主题为“发挥侨力深
化国际合作携手共进应对
全球变局”。共有来自 12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30 余 名
华商领袖及专家学者出席
会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应对国际秩序变动挑战等
分议题进行研讨交流。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主任陈旭出席会议并讲
话。陈旭指出，身处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确
定的世界，海外华商要精
准识变，主动求变，于变局
中发挥优势，在助力中国
发展赢得更多理解认同、

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筑牢海外侨社可持续发展
基础等方面，贡献更多智
慧与力量。

陈 旭 表 示 ，国 务 院 侨
办将深入落实党和国家关
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
要求，积极回应侨胞诉求，
推动出台更多惠侨便侨政
策，切实维护海外侨胞安
全和切身利益，在为侨服
务上多下功夫、多办实事，
努力做好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的贴心人。

“ 海 外 华 商 应 当 积 极
发挥桥梁作用，对外讲好
中国故事，助力推动共建

‘ 一 带 一 路 ’走 深 走 实 。”
中 国 侨 商 联 合 会 荣 誉 会
长、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
陈江和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为沿线国家的华商群
体带来更多发展机遇，让
华 商 成 为 参 与 者 和 受 益
者。

“ 中 国 的 发 展 成 就 正
加速世界重心东移。”全国
政协常委、新华集团董事
长蔡冠深表示，中国的经
济发展直接带动了许多国
家的经济增长、民生改善，
这种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

子 的 互 利 共 赢 的 发 展 模
式，才是世界和平发展最
需要的新方案、新路径。

中国侨商联合会监事
长、德迈国际产业集团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施 乾 平 表
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倡导的高质量发展为
侨商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空
间。“侨企要主动投身创新
创业，汇聚侨智攻克‘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产
业转型升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教授郑永年在发言中说，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取代
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形式，
而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了西
方式现代化之外的另外一
种传统的价值创造选择，
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
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
考的样本。

“ 海 外 华 商 践 行 守 信
用、重契约的中华商道，他
们用跨越国界、跨越文化、
跨越制度的商业实践，诠
释 了 包 容 开 放 的 中 华 文
明。”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
心主任龙登高表示，中华
商道的冒险精神和与时俱
进的品质让海外华商寻得

更多机遇、更好发展。
“ 海 外 华 商 把 吃 苦 耐

劳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带到了异国他乡，并逐渐
站稳脚跟。”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表
示，中国正处在大国崛起
的关键阶段，华侨华人要
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
扬和传递家国情怀和奋斗
精神，在“连接中外”的同
时，深入世界、影响世界。

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
学会副会长王逸舟主持。
圆桌会议上，玖龙纸业(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
达、香港豪都集团董事长
屠海鸣、澳门万国控股集
团主席刘雅煌、泰国中华
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欧洲
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
曹燕灵等华商领袖，以及
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宇等
智库专家也先后发言。

3 月 2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华商领袖
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在海南博鳌举行。图为中国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旭（中）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华商谈“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以“侨”架桥 共享机遇

中新社博鳌 3 月 29 日
电（记 者 金 旭）2023 年
是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提出十周年。十年间，华
侨 华 人 是 见 证 者 、参 与
者、受益者，也是分享者。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
论坛 2023 年年会上，华商
领 袖 表 示 将 继 续 展 现 担
当 与 作 为 ，推 动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走 深 走 实 。

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
会长、新加坡金鹰集团主
席陈江和表示，华侨华人

有 能 力 、有 潜 力 推 动“ 一
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
和地区落地生根，为中外
民 间 交 往 和 文 明 交 流 互
鉴架起“友谊桥”。

为鼓励和支持更多侨
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陈 江 和 基 金 会 从 2016 年
开 始 通 过 举 办 硕 士 学 位
班和高级研修班，培训了
来 自“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的 近 800 名 高 级 别 官
员、青年企业家和专家学
者 ，为 增 进 互 信 、深 化 共
识提供更多可能。

玖 龙 纸 业 ( 控 股 ) 有 限
公司董事长张茵介绍，玖
龙 纸 业 在 越 南 建 有 造 纸
基地，为当地发展提供了
技术指导和就业岗位，赢
得 了 当 地 民 众 的 认 可 和
尊重。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 琳 达 带 队 36 次 走 进 中
东欧国家，积极推动中国
与塞尔维亚等国在教育、
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合作。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我们摸索出自己的经验：
先 交 朋 友 再 做 生 意 。”王
琳 达 表 示 ，随 着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的 深 入 ，一
批民生项目将在沿线国家
和地区稳步推进，帮助当
地民众增加收入、改善生
活，让全世界看到这是造
福世界的“发展带”，是惠
及各国民众的“幸福路”。

中国侨商联合会监事
长、德迈国际产业集团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施 乾 平 认
为 ，华 商 拥 有 资 金 技 术 、
全球人脉、文化融通等方

面的优势，一直活跃在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和 对 外 友
好交往的前沿。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
路 ’倡 议 的 主 要 内 容 ，也
是‘ 一 带 一 路 ’高 质 量 发
展 必 不 可 少 的 社 会 和 人
文基础，华商可以担当民
心相通的使者，在彰显华
侨 华 人 的 良 好 形 象 的 同
时，用住在国民众乐于接
受 的 方 式 推 动 互 联 互
通。”施乾平说。

“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成
果惠及东南亚多国，为华
商 带 来 的 发 展 机 遇 前 所
未 有 。”泰 国 中 华 总 商 会
副主席李桂雄表示，泰国
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要
节 点 ，“ 泰 国 4.0”发 展 战
略 同“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深
度对接，旅泰华商要紧跟

中国发展步伐，巩固两国
合作交往。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
合会主席曹燕灵表示，希
望 能 动 员 更 多 旅 欧 侨 胞

全 面 参 与“ 一 带 一 路 ”国
际 合 作 ，在 助 推“ 一 带 一
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充
分发挥华侨华人的资源优
势，展现担当与作为。

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
会长、新加坡金鹰集团主
席陈江和在论坛上发言。

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中国侨商联合会监事长、德迈国际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施乾平（右）表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倡导的高质量发展为侨商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空
间。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以中华商道应对不确定性挑战
海外华商论道博鳌

中 新 社 博 鳌 3 月 29
日 电（记 者 徐 文 欣）正
在 此 间 举 行 的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3 年 年 会 上 ，多
位 华 商 领 袖 共 话 中 华 商
道 ，探 讨 不 确 定 世 界 中
的发展之道。

在 中 国 侨 商 联 合 会
荣誉会长、新加坡金鹰集
团主席陈江和看来，中华
商道别具智慧与魅力，广
大 华 商 能 在 异 国 他 乡 站
稳脚跟，离不开中华商道
的熏陶。

陈 江 和 表 示 ，在 商 业
经营中，他一直坚信良好
的 商 业 运 作 必 须 对 当 地
民众有利、对所在国家有
利 、对 环 境 有 利 、对 客 户

有利，这样才能实现可持
续 发 展 。 相 信 在 中 华 商
道的指引下，广大华商一
定能够行稳致远，基业长
青。

当 今 世 界 ，动 荡 与 变
革两种趋势交织演进，泰
国 中 华 总 商 会 主 席 林 楚
钦 说 ：“ 中 华 商 道 是 基 于
诚 信 、友 谊 、互 惠 、互 利
和尊重的商业行为准则，
是 华 商 在 海 外 取 得 成 功

的重要因素。
华 商 要 加 强 合 作 ，与

各 界 建 立 真 诚 互 信 的 友
好 关 系 ；要 不 断 创 新 ，打
造更高效、更智能的商业
模 式 ；要 优 势 互 补 ，实 现
资源共享，共同应对不确
定性挑战。”

“ 中 华 商 道 有 三 个 特
点 ，自 强 不 息 指 的 是 奋
斗 ，厚 德 载 物 指 的 是 包
容 ，与 时 俱 进 指 的 是 应

变。
”中 华 海 外 联 谊 会 常

务理事、香港豪都集团董
事长屠海鸣表示，海外华
商应践行中华商道，传承
儒家文化，以知者不惑的
理念提升企业的学习力；
以 仁 者 不 忧 的 理 念 构 建
企业社会治理共同体；以
勇 者 不 惧 的 理 念 倡 导 勇
于奋斗的精神。

中 国 侨 商 联 合 会 常

务副会长、澳门万国控股
集团主席刘雅煌表示，华
商资源遍布全球，在各地
经 济 、政 治 、社 会 领 域 形
成相对稳定的资源网络，
建 议 在 横 琴 粤 澳 深 度 合
作 区 设 立 全 球 华 商 资 源
投 资 交 易 中 心 ，以 侨 为
桥 ，发 挥 中 华 商 道 智 慧 ，
统筹全球华商资源。

商 之 大 者 ，为 国 为
民 。 中 国 侨 商 联 合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正 得（ 菲 律
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国金表示，海外华
商 立 足 中 国 、面 向 世 界 ，
分 布 广 泛 、互 联 互 通 ，要
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积
极 参 与 经 济 、社 会 、政 治
事务。

从 古 至 今 ，中 华 商 道
推崇超越一己私利、以责
任 为 本 的 家 国 情 怀 。 中
国 侨 商 联 合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董事长古润金说，走得
再远，血脉亲情永远都是
纽带。

海外华侨华人始终心
向中国，命运与祖（籍）国
紧密相连。

为国际和平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中新社博鳌 3 月 29 日
电（记者 徐文欣）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
29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
智库圆桌会议上指出，现
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现代化带来物质

财富，也带来冲突战争、人
的异化与非西方国家制度
体系的加速解体。而中国
式 现 代 化 实 现 了 协 调 发
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

郑 永 年 表 示 ，现 代 化
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
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
和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
最终目标是人，但有些现
代化背道而驰，把人变为
资本谋利的对象。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
率先实现现代化，但这并
不说明西方现代化之外不
存在其他方式的现代化。”
郑永年称，不同文明对现
代化的理解不同，所追求
的内容不同，追求路径也
不一样。

郑 永 年 认 为 ，成 功 的
现代化是协调发展的现代
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
态 文 明 五 位 一 体 全 面 发

展，强调共同富裕，而非片
面的和失衡的现代化。

“ 符 合 本 国 文 明 的 现
代化能够释放出强大的生
命力，而照抄照搬别国现
代化形式和路径的国家和
社会，往往毁灭了传统社
会秩序，新的社会秩序也
难以建立。”郑永年表示，
中 国 通 过 不 断 的 探 索 实
践，找到了建立在中华文
明、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
之上的现代化方式、内容

方式与路径。
郑 永 年 说 ，中 国 不 会

像西方国家那样输出中国
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不是要取代其他的现代化
形式，而是向其他国家提
供了西方式现代化之外的
另一选择，为正在追求现
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
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在 国 际 层 面 ，中 国 式
现代化为国际和平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内部基础。郑

永年说：“中国式现代化意
味着多元，我们承认中国
式现代化，也承认美国式
现代化、欧洲式现代化、日
本式现代化……各个国家
都有权利追求符合自己文
明和文化的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以儒家
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从
来不是依靠对外扩张而发
展，而是通过商贸交流、文
明对话，这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内涵所在。”他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教授郑永年在发言。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郑永年谈中国式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