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44 ■ 2023年 10月16日（星期一）

■ Monday, October 16, 2023Lt:Idr

综合/广告

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

中新社北京10月 15日
电 作者 张杨彬 林世雄
杨程晨 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是中国本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面向全球提
供的公共产品。这一倡议
提出十年，其重要成果之一
是切实助益共建国家和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能
量。但某些批评、诋毁声音
将其比作“新殖民主义”，伴
随发展过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
年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
问”专访，从倡议提出十年
的时间维度，详谈他眼中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贡
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新社记者：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曾说，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
与中亚、欧洲相连接，意义
深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对国际政治产生了
什么影响？

郑永年：自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
缺少动能，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西方自顾不暇，没有能
力和动机来帮助发展中国
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在金融危机后推动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倡议和项目，
吸引多国加入。

从早期基础设施建设到
现在提倡的数字经济、绿色
经济，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
的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其内
容在不断丰富变化。其意义
首先在于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的反贫困工作就比其他地
区做得好，以基建为核心的
建设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动
能。

其次，十年来，“一带一
路”倡议谋求区域经济共同
发展，而非西方一些人所言

的谋求地缘政治、争夺世界
领导权。无论是中欧班列，
还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
中国都是在支持沿线地区开
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反
贫困事业。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及欧
洲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不乏批
评反对之声，甚至大肆诋毁
和妖魔化，为什么他们如此
抵制“一带一路”？

郑永年：西方一直有声
音污蔑“一带一路”是“新殖
民主义”“债务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等，这是将西
方逻辑强加在中国身上。近
代以来，“国强必霸”是西方
不变的旋律，但是中国一直
公开反对。几千年的历史证
明，国强必霸最后只能走向
灭亡。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
包容的倡议，中国的一贯态
度是，凡是能推动当地发展
的，无论哪一国的方案都应
受到欢迎。近年来，西方国
家也推出过对抗“一带一路”
的所谓公共产品方案或倡
议，但都未得到落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与西方
保持紧密关系，走的是西方
道路。但现在来看，很多国
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用
西方模式的发展效果并不算
成功。“一带一路”倡议只是
为他国提供了中国方案。我
想，西方妖魔化的声音还会
存在下去，中国要坦然处之，
用证据说话。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目
前美国和欧洲提出的这些替
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
品方案无法真正启动、落实？

郑永年：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是受西方国家自身
发展限制。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后，西方多数国家难
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国
内问题此起彼伏时，对外部
便无力应对。

二是缺乏推动方案落
地的工具。美西方通过资
本走向世界，政府是辅助性
的；而现在针对“一带一路”
的替代方案都是以政府为
主体，资本并不那么感兴
趣。当相关方案无法靠强
有力的政府来推进，又与资
本利益不符，失败是必然
的。

三 是 附 加 性 条 件 太
多。相比“一带一路”，西方
提供的这些替代品投资给

当地带来的政治或意识形
态包袱太重，推动不了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这些年，这三种情况不
仅没有变，反而在强化。美
西方已多次提出面向发展
中国家的贷款计划，几乎都
不了了之。这些举措更像
是一种宣传语言。当然，中
国也希望和欢迎这些方案
能在发展中国家顺利推行，
只要能真正帮助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中国没有排斥
西方，也没有替代西方。

中新社记者：近期有评
论表示，美西方提出的发展
计划无法满足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
求。从金砖国家的历史性
扩编来看，您认为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
需求是什么？“一带一路”能
满足需求吗？

郑永年：需 求 决 定 发
展。包括美国、欧洲这样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
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
需要发展。

中国在过去 40 年间帮
助 8 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
困，而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
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不少
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滞胀
状态。

发展是最重要的，这也
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对以
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
倡议感兴趣。许多发展中
国家意识到，要保持政治稳
健，首先要发展。就像中国
的一句老话：“有恒产者有
恒心。”经济是基础，政治是
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稳定的
前提是经济搞上去。

中新社记者：亚洲和非
洲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深受
西方殖民影响，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西
方 因 此 出 现 了“ 新 殖 民 主
义”等妖魔化“一带一路”倡
议的论调。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帮助共建
“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
修建公路、桥梁、高铁、医
院、学校、体育馆等基础设
施，都是满足这些国家经济
发展所需。有完备的基础
设施才能发挥国家的比较
优势，进而创造工作机会、
增加税收，这也是中国自己
的经验。

什么叫“殖民主义”？
简单来说就是把本国制度
强加给另一国家，把他国国
民变成为本国服务的民众
甚至奴隶，或直接消灭当地
人。如大洋洲土著居民、美
洲印第安人都面临过“种族
灭绝”的灾难。中国从古至
今没有这样做过，西方不应
把自己血淋淋的历史强加
给别国。

中国人的文化是和平
的文化，中国没有零和博弈
的概念，而是希望实现共

赢。对周边国家，中国希望
睦邻、和邻、富邻。从经济
学的角度，一个国家富裕起
来了，周边国家都还处于贫
困状态，那么单独一国也不
可能可持续发展。中国在
国内讲共同富裕，在国际层
面讲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
逻辑，跟西方从个人主义出
发的逻辑不一样。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
蒂 尔·穆 罕 默 德（Mahathir
Mohamad）曾说，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相处了几千年，没有
把哪个东南亚国家变成殖
民地，而西方人一来没多
久，整个东南亚就变成了西
方的殖民地。

中国的“一带一路”为
什么能走出去？最关键的
还是当地国家欢迎。中国
不像以前欧美殖民者用军
队强迫打开他国大门，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是主动向
中国开放的。所谓“新殖民
主义”没人会相信，尤其是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民
众更不会相信。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
化遭遇逆流，“一带一路”倡
议能做什么？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
一个倡议，大家有事好商
量。中国没有强迫别国加
入。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的国家接受“一带一路”倡
议。

逆全球化从美国一直
在向发达国家延伸，对世界
经 济 产 生 持 续 的 负 面 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共建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顺应
经济全球化潮流提出的一
个解决方案。世界力量是
多元的，全球问题不能只靠
一个力量解决，需要更多区

域性、世界性组织来推动发
展。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前
景？

郑永年：“一带一路”自
提出至今，经验和成果颇
丰。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
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都起
到示范效应。最初老挝、印
尼国内也有一些怀疑声音，
但项目一经建成，给当地带
来巨大利益，也产生很好的
效果，这些质疑声就停了。

刚开始，推动倡议的主
力只有中国。但那些加入

“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
了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发展
动能的成员，也会一起推
动。尽管现在世界经济增
长疲软，但“一带一路”建设
还会继续前行、更快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在开始几年
持续投入，后续就会到收获
时节。

当然，中国也要不断总
结经验，在未来能做得更
好。如债务问题需要重视；
再如标准问题，其实“一带
一路”建设的环保标准、技
术标准很高。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
路”为共建国家长远发展赋
能，您认为参与各方应秉持
什么样的精神？

郑永年：我认为务实很
重要。一定要符合当地社
会需求，而非西方需要。“一
带一路”倡议不是做给西方
看的，而是要推动当地发展
的。各国有不同的需求，只
有符合需要，“一带一路”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
我觉得应当秉承务实、合
作、共赢的精神。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9 月 22 日 ，2023 世 界 粤 商 大 会 在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开
幕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教 授 、前 海 国 际 事 务 研 究 院
院长郑永年在大会主论坛上作主旨发言。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一 带一 路
周年周年1010

中新社东京10月 15日
电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 高 峰 论 坛 将 于 北 京 举
行。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
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
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日本应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地
区和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藤田高景介绍，由“继
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成
员组成的访华团将出席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我非常赞成中
国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并且强烈认为日本也
应该参与进来。”藤田高景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对推动区域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人类共同搭乘
在“地球号”这艘宇宙飞船
上，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
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
国家共同发展。

“ 继 承 和 发 展 村 山 谈
话会”访华团成员、专注于
区域合作研究的日本青山
学院大学名誉教授羽场久
美子对记者表示，如同中

国古代的万里长城，“一带
一路”倡议是一个宏大的
愿景，其中蕴含了深刻的
中国哲思。十年来，中国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
资修建公路、铁路、港口等
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
改善了当地的发展环境，
对此她给与高度评价。羽
场 久 美 子 认 为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将 带 动 中 亚 、中
东、非洲的地区发展，有助
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羽 场 久 美 子 表 示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
各国重视经济发展、以和
为 贵 。 只 有 通 过 区 域 合
作、文明互鉴才能在世界
范围内创造持久和平。

羽 场 久 美 子 指 出 ，当
前，日中贸易额占日本对外
贸易总额约四分之一。对
于日本经济发展而言，与中
国合作共赢是不二选择。
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
代表的日本经济界希望与
中国保持紧密合作。藤田
高景表示，日本有充足的资
金优势，应尽快加入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从金融方

面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

会”访华团团长、日本前外
务省高级官员孙崎享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为地区的
和平稳定带来机遇，是国际
经济合作的应有之态。孙
崎享指出，在开展经济合作
时，应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
中心，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不
应 成 为 地 缘 战 略 的 一 部
分。他认为，在国际经济合
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孙崎享表示，日本一些
人以“经济安保”为名推动
对华“脱钩”，实际上这不符
合日本的经济利益，因为只
有合作才能真正促进东亚
地区的共同发展。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应
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
广阔前景。此前，日本同中
国已经就在“一带一路”的
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了
周边及地区的共同发展，日
本应更加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

日本学者：日本应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