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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愿景到现实从愿景到现实
中新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 黄钰钦）2013
年秋天，当“一带一路”一
词首次出现在媒体头版头
条时，很少有人能准确预
见，这项崭新倡议将会给
世界和中国带来的改变。

彼时，从哈萨克斯坦
到印度尼西亚，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
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以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唤起人们的共同历史
记忆，赋予古丝绸之路全
新的时代内涵。

时 间 是 忠 实 的 记 录
者。跨越十年，从理念到
行动、由愿景到现实。在
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
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在
在诠释着“‘一带一路’倡
议源于中国，机遇和成果
属于世界”。

——在时光刻度里，
人们看见“世界是通的”。

“共建‘一带一路’，关
键是互联互通。”习近平强
调。而倡议提出伊始，一
个“通”字也成为海内外观
察家的视角。2014 年，面
向国际政要，习近平更用

“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生
动阐释——“自古以来，互
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
求。”

从驼铃相闻到舟楫相
望，跨越山海的交流是人
们永恒的梦。“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从“硬联
通”到“软联通”再到“心联
通”，这一源自中国的倡议
正 用 一 个“ 通 ”字 改 变 世
界。

“要致富，先修路。”当
中国发展的成功密码，浓
缩 成 朴 素 的 话 语 推 而 广
之，人们见证了中老铁路、

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一
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
投运。如今，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17 个城市的中欧
班列，在世界地图上铺画
出逾 80 条运输线路，更成
为贯穿欧亚大陆的国际贸
易“大动脉”。

在基础设施的“硬联
通”外，“通”之于世界还有
更深的意涵。这也正如习
近平所言，“我们要建设的
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
桥”。在中方的倡议下，规
则标准的“软联通”、人文
交 流 的“ 心 联 通 ”陆 续 展
开。大到国家间发展战略
的协调对接，小到个人假
期旅行的安排，都因“一带
一路”倡议“联”在一起，变
得更加顺畅。

走 过 十 年 ，共 建“ 一

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
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
国 际 合 作 平 台 。 而 其 之
于世界的影响，依然能从
一个“通”字里见深浅。

——在时光刻度里，
人们看见“世界之中国”。

今 日 之 中 国 正 被 前
所 未 有 地 关 注 ，“ 一 带 一
路”倡议如同打开了一扇

“读懂中国”的窗，让外界
看到“世界之中国”。

“共建‘一带一路’是
中 国 对 外 展 现 自 身 形 象
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成功
让 世 界 看 到 中 国 在 国 际
合 作 上 的 务 实 与 开 放 。”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李 光 耀
公 共 政 策 学 院 前 院 长 马
凯硕说。

事 实 也 是 如 此 。 面
对 外 界 对“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是 不 是 空 洞 口 号 等 疑
惑 ，中 国 用 事 实 说 话 ，用
行 动 回 应 。 希 腊 的 比 雷
埃 夫 斯 港 就 是 答 案 之
一。作为中希合作典范，
比 港 借 助“ 一 带 一 路 ”的
东 风 焕 发 生 机 。 站 在 鳞
次栉比的集装箱前，习近
平 对 希 腊 总 理 米 佐 塔 基
斯说，“中国倡议的‘一带
一 路 ’不 是 口 号 和 传 说 ，
而 是 成 功 的 实 践 和 精 彩
的现实。”

开 放 ，更 是“ 一 带 一
路”的理念。当外界好奇
参 与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有
何“门槛”时，习近平一锤
定 音 —— 只 要 各 国 有 意
愿，我们都欢迎。中国主
张、八方响应，共建“一带
一路”在十年之内吸引了
世 界 上 超 过 四 分 之 三 的

国 家 参 与 其 中 。《纽 约 时
报》刊文说，“一带一路”
项 目 的 数 量 和 规 模 令 人
吃 惊 ，“ 远 远 超 出 了 科 幻
作家的想象”。

从“大写意”到“工笔
画”，放眼全球，“一带一
路 ”倡 议 在 轮 船 的 鸣 笛 、
在码头的装卸、在桥梁的
建造、在工厂的轰鸣中写
下无数合作共赢故事，以
此不断诠释何为“世界之
中国”。

——在时光刻度里，
人们看见“一带一路”的
初心。

十 年 来 ，共 建“ 一 带
一路”倡议由愿景变成现
实 也 有“ 成 长 的 烦 恼 ”。
无 论 是 一 些 西 方 媒 体 炒
作该倡议是“中国版马歇
尔 计 划 ”，还 是 个 别 政 客

将 其 描 绘 成“ 债 务 陷 阱 ”
的源头，国际舆论场上总
有 声 音 试 图 用 冷 战 旧 思
维解构中国新倡议。

面对谬误，从国际多
边场合到国内重要会议，
习 近 平 多 次 作 出 直 接 回
应 和 宣 示 ，阐 明“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是 什 么 、不 是 什
么，让外界看到倡议的初
心：共建“一带一路”是经
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
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
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
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
国 俱 乐 部 ”；是 不 以 意 识
形 态 划 界 ，不 搞 零 和 游
戏。

尤 其 在 百 年 变 局 之
中 ，全 球 发 展 赤 字 扩 大 ，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的 初 心
被 更 多 人 看 见 。“ 我 提 出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实现共赢共享发展。”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
瓦 总 部 演 讲 时 直 言 。 从
一 条 条“ 幸 福 路 ”到 一 座
座“连心桥”，时光如流，
中 国 用 行 动 表 明 这 一 初
心始终未变。

“如果你研读过债务
统计数据，就会发现没有
证 据 表 明 中 国‘ 一 带 一
路’项目导致债务陷阱。”
世 界 银 行 前 常 务 副 行 长
冯 慧 兰 说 ，“ 中 国 领 导 人
对‘ 一 带 一 路 ’意 图 的 清
晰阐释，让外界得以看见
这一倡议的真实模样。”

如 今 ，共 建“ 一 带 一
路”走过第一个十年。凡
是过往，皆为序章。第三
届“ 一 带 一 路 ”国 际 合 作
高峰论坛即将开启，人们
期 待 这 一 源 自 中 国 属 于
世界的倡议，在下一个十
年承载新的追求与梦想，
走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新 未
来。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填补全球治理空白？

中新社北京 10月 19 日
电 作者 韩禹 文龙杰

王宗汉 陈静 18 日，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讲
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其中“完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

‘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
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
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
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
建设”等内容，聚焦多边合
作与全球治理。

百年变局下，“一带一
路”倡议如何贡献全球治理
的中国方案，填补全球治理
体系的空白？复旦大学“一
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黄仁
伟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
问”专访，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新社记者：10 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
成效，开辟了世界经济增长
的新空间，搭建了国际贸易
和投资的新平台，提升了有
关国家的发展能力和民生
福祉。为什么说，“一带一
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拓
展了新实践？

黄仁伟：自哥伦布 1492
年发现新大陆时起，以西方
为中心的世界已近 5 个世
纪。而最近几十年，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世界发生重要
变化，非西方力量快速增
长。在世界格局、特别是经
济格局中，西方国家占比已
少于 50%，但世界的“规则”
并不会因此而自行改变。“全
球南方”国家要改变目前不
合理的规则，却被污蔑为“破
坏规则”，因为这触碰到了西
方的既得利益，挑战了霸权。

“一带一路”倡议有三
“联通”——“硬联通”“软联
通”“心联通”。世界市场有
很多地方并不衔接，修路、修
桥、修港口、修铁路……“一
带一路”将这些节点通过基
础设施建设一一相连，从而
带动了共建国家经济活动的
增长。

中国一直主张“发展第
一”，而非“规则”第一。非西
方国家要获得西方援助，首
先要接受西方规则；中国给

予国际援助没有这个前提，
即使制度不同，中国也愿同
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同发展。
所以中国提倡的以发展为前
提的秩序，和西方以规则为
前提的秩序，有本质不同。

“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
发展理念上。从基础设施建
设、经济发展到生态环境保
护，通过“硬联通”“软联通”
最终达到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与人民的“心联通”。随着
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也增添了很多内容，从平面
向立体发展，给广大发展中
国家带来机遇，从而有可能
达到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阶
段。近三年，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速
度快于世界总体的平均速
度，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的减贫速度也比非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要快。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

议，用发展合作的方式探索
新道路。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遍及全球，越来越多的国
家参与到建立在发展理念之
上的国际秩序当中，世界和
平事业将会有长远的进步。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
路”是互利互惠之路，共建主
体共享机遇、共谋发展，中国
没有以自己的规则强加于
人，或替代“国际规则”。您
对此如何认识？

黄仁伟：中国遵守世界
上绝大部分的通行规则，除
非涉及领土完整等核心利
益；且当通行规则中存在不
合理部分，中国通过磋商谈

判解决，而非全盘推翻；在没
谈成之前，仍然沿用旧规
则。所以，中国并非用“自己
的规则”进行“替代”，而是通
过磋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达成共识、完善规则。

“一带一路”倡议的规
则是“三合一”：一是历史形
成的现存国际规则，二是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加
入 WTO 与世界市场接轨后
行之有效的规则，三是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自身的多
方面规则。

以雅万高铁为例，其开
通对当地发展意义重大。
东盟国家共有 6 亿多人口，
印度尼西亚占将近一半，而
爪哇岛上人口约 1.5 亿，占
印尼人口的近五分之三。
所以在爪哇岛上修一段高
铁，对整个东盟有巨大影
响，这为中国东盟合作打开
了新窗口，是中国东盟合作
的一个典范。

当地发展有了切实成
果，其中经验才能不断总结
和应用，被当地接受。而后
大家约定俗成，自然而然就
成了规则。中国没有强迫
当地人接受规则，而是让当
地人切实体会到，这样的模
式对发展是有利的。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独特
优势，这种优势也是“三合
一”。一是中国有建设基础
设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二
是中国有经济实力；三是中
国有可靠队伍。基础设施
建设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

集型和人力资源密集型“三
结合”的工作。西方现在也
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全球
基础设施计划，但到现在没
有一套做成，就是因为不具
备这样“三合一”的优势。

中新社记者：中国将如
何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对世界多边主义
有何意义？

黄仁伟：“一带一路”建
设 秉 持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原
则。“共商”强调各有关行为
体之间协商协调。“一带一
路”从开始就是跨国的，需
要双边协商协调和多边合
作机制。所有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国家都出于
自愿，不仅中国与东道国间
充分协商，且相关国家间也
要相互协调。

“共建”就是有关各方
齐心协力。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绝不是被动接受

“一带一路”，它们先后提出
过自己的基础设施、产业、
通道等规划及为此构建的
合作机制，如俄罗斯和中亚
国家共建的“欧亚经济联
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
路”等。这些规划与共建

“一带一路”相向而行。
共建“一带一路”是为

了带动全球投资和经济复
苏，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
这不是“独奏”，而是共建

“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的“ 合
唱”。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为全球治
理发挥了什么样的积极作

用？
黄仁伟：总的来说，目

前的全球治理还是以西方
为主，但在某个具体区域
中，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逐渐形成了区域治理
合作。

例如，在生态治理、气
候治理等方面，中国已提出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停
止新建煤电项目，与区域国
家通力协作，共同解决生态
环境治理、气候治理等问
题。这就是将全球治理的
内容放在“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来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支持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例
如，在跨境电商领域，中国
正为全世界提供最发达的
跨境电商贸易平台，海外电
商通过线上平台与中国电
商完成交易，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建设的铁路、公路
等多种交通基础设施将中
国制造的商品运往海外仓，
再从海外仓发到客户手中，
这就是一种通过基础设施
建 设 连 接 起 来 的 新 型 开
放。得益于这种开放，“一
带一路”倡议保持着生机与
活力。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这不是口号，只
有中国愿意做、也正在做，
且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
中国在探索一条新的全球
化道路，这也是中国走向世
界的一条道路，是中国在世
界舞台彰显更大作用必须
要完成的答卷。

习近平诠释习近平诠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10 月 17 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并进行国事访问的智利总统博里奇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发展
合作、产业投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海关检验检疫、农业、南极、中小企业合作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专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
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黄仁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