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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

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

希望。”2021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

这样宣示。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掀开了中国和世界发展新的一

页。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紧

紧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辟发展

新空间，搭建发展新平台，培育

发展新动能，筑就共同发展的机

遇之路、繁荣之路。

唱响“最美和声”

9月，杭州西湖国宾馆，习近

平主席会见东帝汶总理夏纳

纳。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表示将尽快签署两国关于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

作规划，深化高质量和互利共赢

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相互尊重，充分沟通，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有关国家和

区域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充分体

现出“大家商量着办”的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不搞强买

强卖，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设价

值观门槛，面向所有国家和地区

开放。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

中，中国始终追寻在共同应对各

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中增强合

作意识，在沟通对话中探讨合作

方案，无论是规划合作蓝图还是

实施具体项目，都由各方商量着

办，让“一带一路”成为大家携手

前行的阳光大道。

前不久正式启用的雅万高

铁，就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和

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

想对接的标志性项目。近年来，

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协同效应

日益凸显，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中国已连续 10 年成为印尼

最大贸易伙伴，2022 年双边贸易

额达 1494亿美元。

“一带一路”是中国同世界共

享机遇、共谋发展的“百花园”。

只有深度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加

强政策沟通，通过协商寻求最大

公约数，才能形成“最美和声”。

在区域和多边层面，共建

“一带一路”同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
东盟印太展望、非盟《2063 年议

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

有效对接，支持区域一体化进程

和全球发展事业。在双边层面，

共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

经济联盟建设、哈萨克斯坦“光

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库曼斯

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蒙古国

“草原之路”倡议、菲律宾“多建

好建”规划、越南“两廊一圈”、南

非“经济重建和复苏计划”、埃及

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沙特

“2030 愿景”等多国战略实现对

接。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与

五大洲的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

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一大

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

美”项目。

阿联酋趋势研究与咨询中

心高级研究员娜吉莱·扎鲁尼说，

阿拉伯国家和中国致力于加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同阿拉伯国家

发展愿景的对接，阿中合作在各

自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人

文交流等领域已然成为互利共

赢、务实合作的典范，给双方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中国懂得包容和协商之

道，这有助于在经济发展项目等

方面与相关国家达成共识。”巴

基斯坦南方科学和技术促进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伊斯兰堡大学

副教授阿卜杜勒·萨塔尔·阿巴

西说。

汇聚发展合力

南亚岛国斯里兰卡，港口一

派繁忙景象：在科伦坡国际集装

箱码头，多艘集装箱船停靠岸

边，高耸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忙

碌作业；在汉班托塔港，滚装业

务蓬勃发展，汽车专用堆场上停

满进口车辆。

“共建‘一带一路’给斯里兰

卡航运业带来了繁荣。”回顾这

些年来亲眼见证这两个中斯合

营项目成功建设和运营的经历，

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行政人

力资源部高级总经理吉万·普雷

马萨拉十分感慨。

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

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

现发展繁荣。汲取历史智慧，照

亮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复苏

曲折、发展失衡加剧、保护主义

抬头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

正是中国以往鉴来找到的当今

时代破题之钥。

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

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有的国

家能源资源富集但开发力度不

够，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但就业

岗位不足，有的国家市场空间广

阔但产业基础薄弱，有的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资金紧

缺。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各国

发挥比较优势，把经济的互补性

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各施所

长，各尽所能。

在委内瑞拉国际问题专家

罗德里格斯·格尔芬施泰因看

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和

平共处、平等对话的原则，立足

于各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强调各

方取长补短，目的是使各方共同

受益。

世界银行负责东亚与太平

洋地区业务的副行长维多利亚·

克瓦克瓦表示，通过“一带一

路”，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

的多边合作形式。“这一举措旨

在通过改善贸易、基础设施、投

资和人员往来便利性来深化经

济一体化，不仅是跨境的，而且

是跨大陆的。”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朱马

尔特·奥托尔巴耶夫说，十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多

边合作，在全球各地均结出丰硕

果实。展望未来十年，越来越多

中亚地区的年轻人希望参与中

国提出的这一倡议，为实现本地

区的现代化和面向 21 世纪的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同享美好未来

跨越国与国的距离，“澜沧

号”动车组在中国与老挝之间的

崇山峻岭中疾速穿行。

中老铁路作为老挝第一条

现代化铁路，自 2021年 12月开通

运营以来已深深融入老挝的经济

社会生活：货运发送量快速增长，

发送货物品类日益丰富，从开通

初 期 的 10 余

种拓展到 2000 余种；无论是当地

旅客，还是外国游客，很多人都把

乘坐体验“澜沧号”列为必选项目

之一。老挝资深外交官西昆表

示，得益于中老铁路，老挝旅游业

复苏较快，货物运输更为顺畅，这

为老挝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

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

共建“一带一路”蕴含中国人自

古就有的“兼济天下”情怀，努力

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参

与共建的各方。

中国支持建设毛里塔尼亚

友谊港扩建项目，显著提高了港

口吞吐能力；中国帮助巴基斯

坦、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实施

机场升级扩建项目，为跨境人员

流动和贸易往来带来更多便利；

中欧班列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的

200 多个城市，在新冠疫情期间

发挥了重要物流通道作用，为稳

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了突

出贡献……过去十年间，共建

“一带一路”已形成 3000 多个合

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

模，为共建国家创造 42万个工作

岗位，有力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这

样评价“一带一路”：“我们需要

一种能够使人们团结的倡议，一

种使人们相信自由贸易能够让

大家受益的倡议，一种使人们相

信有可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

到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倡议。”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

斯·阿德希尔表示，在推动人类

进步和全球发展问题上，中国与

各国坚定站在一起，共享发展成

果，通过技术和资金合作推动发

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丝路迢迢，通达八方。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

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

献中国智慧，为破解世界面临的

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

期待继续与各国同行，做大做好

共同发展的蛋糕，在共建“一带

一路”进程中谱写更多合作共赢

的动人故事。（参与记者：马志异

刘宇轩 潘革平 车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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