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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对 １０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效进行了综述ꎬ分析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新挑战ꎬ包括全球经济增

速放缓、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经济风险上升和供应链短链化趋势等ꎮ 作

者提出未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ꎬ即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

体系ꎬ高质量推进互联互通ꎬ拓展农业、矿产、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合

作ꎬ创新国际融资方式并以服务贸易拓展民心相通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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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华芹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

博士ꎻ刘佳彤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实习员、文学硕士ꎻ于佳

卉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实习员、文学硕士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倡议ꎬ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ꎬ改善各国经济发展环境ꎬ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力ꎮ １０ 年来ꎬ在参与方的共同努力下ꎬ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面推

进、不断深化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ꎮ

一　 “五通”合作齐头并进

(一)政策沟通奠定基础

１０ 年来ꎬ中国与五大洲 １５０ 多个国家、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２００ 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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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ꎬ参与的国家涵盖亚欧、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ꎬ
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能、数字经济、标准联通、税收、知识产权、法
制、能源、农业和海洋等ꎮ

为了有效推动合作进程ꎬ在中方倡导下建立了多层级、多领域国际合作

机制ꎬ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保障ꎬ其中以“一带一路”冠名的

国际合作机制如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合作网络互联互通(电力)工作组、“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ＰＰＰ
工作机制等ꎮ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建立的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包括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湄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中国—阿拉伯国

家银行联合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行联合体、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

力建设中心等ꎮ 双边合作机制包括中缅经济走廊联合委员会、中巴经济走廊

联合合作委员会和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员会等ꎮ
(二)设施联通成效显著

１０ 年来ꎬ中国与合作方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框架全方位推进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ꎬ铁路、公路、海路、航空、管道和通信网络建设成果丰硕ꎮ
１ 铁路运输高速发展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旗舰项目ꎮ 中欧班列开行量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０ 列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 ６ 万列ꎬ９ 年间增长了 ２００ 倍(见图 １)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年底ꎬ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６ ５ 万列ꎮ 目前ꎬ中欧班列联通中国境内１０８ 座城

市ꎬ通达欧洲约 ２５ 个国家的 ２０８ 座城市②ꎮ 自 ２０１９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启动以来ꎬ
至 ２０２２ 年开行班列 ８ ８００ 列③ꎮ 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欧班列持续

正常运行ꎬ保证了亚欧大陆运输通道的畅通ꎬ维护了沿线国家供应链稳定ꎮ
２ 公路运输快速崛起

截至目前ꎬ中方通过 ７３ 个公路和水路口岸与相关国家开通了 ３５６ 条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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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看点前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９３４８ ｈｔｍꎮ

«十年来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 ２０８ 个城市ꎬ累计开行突破 ６ ５ 万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ｊ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６７８９４５７５０１４６８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 ８ ８００ 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２ / １２ －３１ / ９９２５１３０ ｓｈｔｍｌ

«一带一路大数据:开通了 ３５６ 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８ / ｄｏｃ － ｉｆｙｅｘｘｈｗ２７０２４４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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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中欧班列年度开行量 (单位:万列)
资料来源:«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 ５ 万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７１２９０ ｈｔｍ

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

(ＴＩＲ)公约ꎬ成为该公约的第 ７０ 个缔约国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中国首单国际公路

运输业务在满洲里公路口岸办理ꎬ同年 １１ 月ꎬ穿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界的

中国籍首辆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霍尔果斯海关办理了业务ꎬ这是首次中欧国

际公路双向甩挂运输车辆ꎬ标志着中欧“门到门运输”中方车辆正式开行ꎮ 加

入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使中国至欧洲的公路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周ꎬ打造

了快速“新丝绸之路”ꎮ
３ 海运合作不断加强

迄今ꎬ中国已与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线联系ꎬ它们覆盖了“一带

一路”沿线所有的沿海国家和地区ꎬ服务网络不断完善ꎬ海运连接度领先世

界ꎮ 自 ２０１３ 年中方首航北极东北航道以来ꎬ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完成了 ２２ 个北极东北航道航次ꎬ与传统航线相比ꎬ北极航道可减少航

程 ６ ７３９ 万海里ꎬ节省船期 ２２０ ７ 天①ꎬ开辟了通过北极远洋运输航道的亚

洲—欧洲海运新航线ꎮ
４ 航空运输稳步发展

共建国家间航空航线网络加快拓展ꎬ空中联通水平稳步提升ꎮ 中国已与

１０４ 个共建国家签署双边航空运输协定ꎬ与 ５７ 个共建国家实现空中直航ꎬ跨
境运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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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今夏将有 １０ 艘以上商船穿越北极航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
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０３７０８９０５３２４７３４４６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３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７９９４ ｈｔｍ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５ 能源网络日趋完善

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保持稳定运行ꎬ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贯通输气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哈原油管道累计对

华输油超过 １ ５ 亿吨①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对华

输气４ ２３２亿立方米②ꎮ 目前ꎬ中俄原油管道年输油 ３ ０００ 万吨ꎮ 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年设计输气量 ３８０ 亿立方米③ꎮ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通过中国东北和俄

罗斯远东的输电网对华出口电力 ４４ 亿千瓦时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④ꎮ 在中国

的西南方向ꎬ中缅油气管道全线贯通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累计对华输气 ３５６ ７
亿立方米ꎬ输油 ５ １３５ ９９ 万吨⑤ꎮ 至此ꎬ东西南北全方位能源进口格局基本

形成ꎮ
６ 信息丝路成效凸显

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

网络领域合作的意向书»ꎬ并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国签署

了丝路光缆合作协议ꎬ建设了由中国新疆通往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

哈萨克斯坦的 ９ 条大容量、高速率国际通信光缆ꎬ开通了涵盖中亚五国以及

俄罗斯等 １１ 个国家的 １００ 多条数据专线⑥ꎬ提供国际语音业务、国际数据业

务、国际互联网业务、喀什国际卫星地面站等服务ꎬ建成了集通信光缆、卫星

通信、数字微波等多种手段于一体的立体化国际信息大通道ꎬ便利了中国与

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的通信往来ꎮ
(三)贸易畅通稳步发展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ꎮ １０ 年来ꎬ各国不断开放

市场ꎬ扩大贸易往来ꎬ加大相互投资ꎬ促进了经济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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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 ２５ 年! 中哈油气合作成绩单“靓”眼»ꎬｈｔｔｐｓ: / / ｋ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７５４
６８３００３＿ｖａ４３１２０７ｂ０１９０１７ｐ９ｈ ｈｔｍｌ? ｆｒ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新疆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进口天然气 ４ ２３２ 亿立方米»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６ / ９９２９２０２ ｓｈｔｍｌ

«中俄油气管线ꎬ为何让西方“眼红”»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２
２８７９７２６９６５９１４３９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２０２２ 年俄预计对华出口电能 ４４ 亿千瓦时»ꎬｈｔｔｐ: / / ｒ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１ / ２０２２０１０３２３４５５３ ｓｈｔｍｌ

«中缅油气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超 ５ ０００ 万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７ / ９８１３５０４ ｓｈｔｍｌ

«新疆:“丝路大通道”变身“亚欧信息港”»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１０１２３５６６９９６８３３７９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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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货物贸易持续增长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１９ １ 万亿美元ꎬ年均增

长 ６ ４％ ꎻ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近 ２ ９ 万亿美元ꎬ占同期中国

外贸总额的 ４５ ４％ ꎬ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６ ２ 个百分点①ꎮ
２ 服务贸易潜力较大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额累计 ６ ７００ 亿美

元ꎬ年均增长 ５ ８％ ꎬ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比重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增至 ２０２１ 年

的 １４ ７％ ②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额超过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２４３ 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３ ２％ ③ꎮ 旅游、运输和建筑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

要服务贸易形式ꎬ拥有较大合作潜力ꎮ
３ 跨境电商加速发展

“丝路电商”朋友圈不断扩大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底ꎬ中国已与五大洲 ３０
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ꎬ在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国—中亚机制

等框架内建立了电子商务多边合作机制ꎮ “云上大讲堂”已为 ８０ 多个国家开

展线上直播培训ꎮ “丝路电商”不断丰富合作内容ꎬ提升合作水平ꎬ已经成为

多双边经贸合作的新平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④ꎮ
４ 对外投资稳步增长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２ ４００ 亿美

元ꎬ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两万亿美元ꎬ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 １ ３ 万亿美元⑤ꎮ
２０２２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２０９ ７ 亿美

元ꎬ同比增长 ３ ３％ ꎬ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 １７ ９％ ꎬ主要投资对象国有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

寨、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老挝和孟加拉国等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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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３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７９９４ ｈｔｍ

江思羽、袁正清:«“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理念嵌入与合作实践»ꎬ«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１ ８ 万亿美元 创 ９ 年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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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年底ꎬ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累计投资 ３ ９７９ 亿元人

民币ꎬ为当地创造了 ４２ １ 万个就业岗位①ꎮ 目前ꎬ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

合作区达到 ２０ 家ꎬ包括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

区青山园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
国在埃塞俄比亚创办的东方工业园等ꎮ

承包工程助力设施联通ꎮ 据商务部统计ꎬ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１５ 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１ ３４０ ４亿
美元ꎬ年均增长 ８ ２％ ꎻ完成营业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５４ 亿美元增至 ８９６ ８ 亿

美元ꎬ年均增长 ４％ ꎮ ２０２２ 年ꎬ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１ ２９６ ２ 亿美元ꎬ占同

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５１ ２％ ꎻ完成营业额 ８４９ ４ 亿美元ꎬ占
同期总额的 ５４ ８％ ②(见图 ２)ꎮ 瓜达尔港、肯尼亚的蒙内铁路、比雷埃夫斯

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整治工程以及中俄跨境桥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启动或投入运营ꎬ一批“小而美”的农业、医疗、减贫等民生项目相继

落地ꎮ

图 ２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程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 ２０２２ 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ｍ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ｓｊ / ｚｗｑｉｈｏｕ / ２０２３０２ / 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３８４２０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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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融通不断创新

１０ 年来ꎬ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ꎬ为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ꎮ

１ 金融机构合作持续深化

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亚投行成员国已由创始成员国的 ５７ 个发展到 １０６ 个经济体ꎬ成
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ꎬ“亚投行”成为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ꎮ 此

外ꎬ中国出资 ４００ 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ꎮ 中国工商银行牵头成立了中国—中

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设立中国—中东欧基金等国际金融合作机制ꎮ 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更名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

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有 ２３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４８ 家银行在华设立

了机构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共有 １２ 家中资银行在 ４７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设立了 １３９ 家分支机构ꎬ８ 家中资保险机构在 ９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

有 １６ 家机构①ꎮ
２ 融资规模迅速扩大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累计为 ６００ 多个“一带一

路”项目提供融资 １ ９００ 多亿美元②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ꎬ中国进出口银行本

外币贷款余额达 ４ ７ 万亿元人民币ꎬ比 ２０２０ 年年初增长 ９ ４％ ꎬ其中人民币

贷款余额超过 ３ ５ 万亿元ꎬ比 ２０２１ 年年初增加 ４ ５００ 亿元③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

底ꎬ亚投行董事会共批准了 ２０２ 个项目ꎬ总金额近 ３８９ 亿美元ꎬ撬动总投资约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惠及 ３３ 个领域④ꎮ 丝路基金签约 ７０ 个项目ꎬ承诺的 ２１５ 亿美

元⑤投资于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ꎬ覆盖东南亚、南
亚、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区和国家ꎮ 这些资金加速推动了项目建设ꎬ极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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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１ ８ 万亿美元　 创 ９ 年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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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促进了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ꎮ
３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据中方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 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

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ꎬ协议总额超过 ４ 万亿元人民

币ꎬ在 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授权了 ３１ 家人民币清算行①ꎮ 人民币在本外币跨境

收付总额中占比约 ５０％ ꎬ２０２２ 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达到 ４２ 万亿元ꎬ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３ ４ 倍ꎮ 目前ꎬ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权重

排名第三位ꎬ共 ８０ 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ꎬ人民币成为居

全球第五位的主要储备货币ꎮ
４ 绿色金融有序发展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ꎬ亚投行助力成员实现经济绿色转型ꎮ 自成立以来ꎬ
亚投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多ꎬ已达 １０７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丝路

基金制定了«可持续投资政策»并设立可持续投资委员会ꎬ将可再生能源、医疗

健康、数字经济等领域列为投资的重点方向ꎮ ２０２１ 年丝路基金作为锚定投资人

之一ꎬ参与全球另类资产管理机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ＴＰＧ)发起设立的气候投

资主题基金———ＴＰＧ 上善睿思气候基金ꎬ该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清洁能

源、低碳交通、绿色工业等领域ꎬ为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搭建了新平台ꎮ
(五)民心相通日益巩固

１０ 年来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创新和医

疗等领域加强合作ꎬ不断巩固 “一带一路”合作的民意基础ꎮ
１ 旅游合作潜力凸显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

超过 ６ ０００ 万人次ꎬ沿线国家来华人数达 ３ ８１３ ２ 万人次ꎬ同比增长 ２ ９％ ꎻ中
国公民首站出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数为 ５ ３２８ ９ 万人次ꎬ同比增长

１９ ８％ ②ꎮ 疫情防控措施解除后ꎬ中国试点恢复了中国公民赴 ２０ 个国家的出

境团队游业务ꎬ预计 ２０２３ 年全年的出境游人数可达 ９ ０００ 万人次ꎬ同比

翻番③ꎮ

—４９—

①

②

③

陈文玲、谢兰兰:«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成功实践、经验与启示»ꎬ«全球化»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戴斌委员:“一带一路” 促进民心相通成效显著»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ｂｊｄ ｃｏｍ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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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今年国内旅游人数约 ４５ ５ 亿人次同比增逾七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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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育合作不断深化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中国已与 ２４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

位互认协议ꎬ共计 ６０ 所高校在 ２３ 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ꎬ１６ 所高校与沿线国

家高校建立了 １７ 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①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中方在 １２ 个国

家援建了 １４ 个鲁班工坊ꎬ传授种植养殖技术和手工艺ꎬ促进作物增产增收ꎮ
３ 科技合作亮点频现

自 ２０１７ 年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以来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

底ꎬ中国与 ８４ 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ꎬ支持联合研究项目 １ １１８ 项ꎬ累计

投入 ２９ ９ 亿元人民币ꎬ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 ５３ 个联合

实验室②ꎬ助力各国提升科研水平ꎬ培养科技人才ꎬ带动经济发展ꎮ
４ 文化交流形式多样

在文化领域ꎬ相继建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

盟、图书馆联盟、美术馆联盟等 ５００ 多家成员单位ꎬ在新冠疫情暴发前ꎬ中国

在 １３０ 多个国家每年举办约 ２ ０００ 场文化交流活动ꎬ搭建了中国与世界人民

共享传统节日的重要桥梁ꎮ
５ 医疗合作惠及百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共派出 ２０２ 批次 ３ ５００ 多名援外医疗队员开展巡回

义诊ꎬ累计诊治 １ １００ 万名患者ꎬ并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及捐赠医疗器械ꎮ 中国

政府及民间“光明行”医疗队先后赴蒙古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尼泊尔、马尔代夫、埃塞俄比亚、毛里塔尼亚、纳米比亚和吉布提

等国为白内障病人做手术ꎬ使其重见光明ꎬ赢得当地百姓的高度赞许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向 １５０ 个国家和 １３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防疫物资ꎬ向 ３４ 个国家派遣

了 ３７ 个医疗专家组以抗击新冠疫情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ꎬ中国已累计向 １２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２０ 亿剂新冠疫苗ꎬ其中大部分面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③ꎮ 中国还计划在“十四五”时期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建

设 ３０ 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ꎮ
１０ 年来ꎬ中方将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与共建国家人

民“心联通”相结合ꎬ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ꎮ 据世界银行评估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一

—５９—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ꎬｈｔｔｐ: / / ｍ ｃｅ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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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①ꎮ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形成»ꎬ«中国信息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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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有望帮助全球 ７６０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３ 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

困①ꎬ使共建国家民众有更多获得感ꎮ

二　 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ꎬ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地缘政治冲突频发ꎬ新冠疫情和乌克

兰危机升级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不断加剧ꎬ全球供应链和产

业链面临重组ꎬ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ꎮ 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

日趋复杂ꎬ挑战前所未有ꎮ
(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多重危机叠加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颓势ꎮ 据世界银行预测ꎬ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全球 ＧＤＰ 增幅分别为 ２ １％和 ２ ４％ ꎬ除 ２０２０ 年外ꎬ这是自 ２０１３ 年以

来全球 ＧＤＰ 增幅最低的年份(见图 ３)ꎮ 与此同时ꎬ通货膨胀高企ꎬ债务危机

加剧ꎬ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困境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底ꎬ７０ 个低收入国家

中已经有 ９ 个国家面临债务困境、２８ 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②ꎬ偿债能力明

显下降ꎮ ２０２３ 年年初ꎬ联合国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ꎬ鉴
于自身的财政压力ꎬ发展中国家开展大型项目投资面临较大挑战ꎬ由此加大

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难度ꎮ

图 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４ 年全球 ＧＤＰ 增速(％)
注: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为预测值ꎮ
资 料 来 源: 世 界 银 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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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喜坤、余永和:«穿越时空的丝路精神»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ꎮ
徐奇渊: «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 框 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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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美、日、澳三国提出了“蓝点网络”计划ꎬ旨在“统筹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ꎬ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

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Ｇ７ 国家提出“重返更好世界倡议”ꎬ
试图制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计划ꎬ使其成为“民主国家引导的以价

值驱动、高标准、透明的基建合作”ꎬ该计划的总投资额预计 ４０ 万亿美元以

上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和 ９ 月ꎬ欧盟相继出台“全球联通欧洲”和“全球门户”倡议ꎮ
这些计划均标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支持ꎮ 新冠疫情和乌

克兰危机升级重创世界经济ꎬ令这些计划成为空头支票ꎬ但其对冲“一带一

路”倡议的色彩较为浓重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

架”(ＩＰＥＦ)内 １４ 个成员国达成了使供应链更具弹性和安全性的协议ꎬ包括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印度、斐济和东盟七国(文莱、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ꎮ 美国政府多位官员公开宣称ꎬ
“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ꎮ 大国博弈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
的拦路虎ꎮ

(三)地缘经济风险上升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ꎬ未来两年全球发展

面临五大风险ꎬ地缘经济对抗风险成为重要因素ꎮ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

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的严厉制裁重创跨洲际运输ꎬ使“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面临

新困难ꎮ 美欧与俄罗斯的禁飞措施造成大部分中欧航线被迫绕飞俄罗斯领

空ꎬ运营成本大幅提升ꎬ航空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ꎬ中欧航线恢复缓慢ꎬ影响

了中欧之间的货运和旅游业发展ꎮ 受危机升级影响ꎬ途经乌克兰的中欧班列

被迫停运或绕行ꎬ加大了既有班列的运输压力ꎬ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进程受

阻ꎮ 此外ꎬ苏丹内战、塞尔维亚冲突升级使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ꎮ 受大国博

弈的影响ꎬ未来类似地缘政治与经济冲突仍有可能发生ꎮ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年地缘

经济对抗成为部分国家面临的首要风险ꎬ对“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投资合作

构成新挑战(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年部分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

国家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哈萨克斯坦 地缘经济对抗 急剧或持续通胀 地缘政治冲突

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冲突 债务危机 国家崩溃

塞尔维亚 地缘经济对抗 — 国家冲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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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国家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亚美尼亚 国家冲突 急剧或持续通胀 社会分裂

柬埔寨 地缘经济对抗 生活成本危机 —

泰国 债务危机 生活成本危机 人为环境破坏

印度尼西亚 债务危机 国家冲突、通胀 —

孟加拉国 急剧或持续通胀 债务危机 高通胀压力

尼泊尔 地缘政治冲突 债务危机 人为环境破坏

肯尼亚 债务危机 生活成本危机 就业风险加大

资料来 源: 世 界 经 济 论 坛ꎬ «２０２３ 年 全 球 风 险 报 告»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ｉｓｋ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３ /

(四)供应链短链化趋势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的地缘经济战产生了诸多外溢效应ꎬ一
些国家将经济政策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ꎮ 为了保证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ꎬ部分国家采取了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化”措施ꎬ致使供应链出现短链化、
“近岸化”和区域化的新趋势ꎮ 法国推出的«绿色产业法案»草案支持在本土

发展绿色科技产业ꎮ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投资 １ ０００ 多万美元建设本国化肥

厂ꎬ满足农业生产需求ꎮ 新冠疫情后一些欧美纺织品牌将生产由中国转向土

耳其ꎬ采购周期由 ６ 周缩短至 １ 周ꎮ 这一趋势将影响“一带一路”跨洲际的经

济走廊建设ꎬ不利于推动大规模互联互通项目ꎮ
面对诸多挑战ꎬ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ꎬ抓住战略机遇ꎬ积极应对挑战ꎬ趋

利避害ꎬ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走深走实ꎬ再创佳绩ꎮ

三　 探索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习近平主席提出“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ꎬ加强风险防范ꎬ坚
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
筹整体和重点ꎬ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

发展韧性ꎬ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ꎮ
展望未来ꎬ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ꎬ同时立

足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ꎬ逐步拓展农业、矿产、健康、绿
色、数字、创新等领域合作ꎬ培育合作新增长点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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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

１ 夯实合作的法律基础

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是

政府保护企业对外投资利益的基本国际法律文件ꎮ 迄今ꎬ中国与部分“一带一路”
参与国仍未签署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ꎬ包括近年投资较多的伊拉克、马
尔代夫、黑山、南苏丹、委内瑞拉和巴西等ꎻ与部分国家签署的关于鼓励和相互保

护投资协定未生效或已废止ꎬ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吉布提、肯尼亚、赞
比亚和智利等ꎮ 此外ꎬ中国与部分国家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签署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

护投资协定ꎬ相关条款难以适应目前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实际需求ꎬ须尽快启动修

订工作ꎮ 迄今ꎬ中方与部分国家尚未签署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ꎬ包括近年投资较多的缅甸、伊拉克、吉布提、坦桑尼亚和秘鲁等国ꎻ中方与部分

国家签署的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未生效ꎬ包括肯尼亚、刚果

(布)和阿根廷等国ꎮ 应尽快与这些国家商签或修订两个基本法律文件ꎬ制定实施

细则ꎬ建立相关合作机制ꎬ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ꎮ
２ 建立对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ꎬ因此ꎬ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ꎬ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

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ꎬ做到及时预警ꎬ定期进行评估ꎮ 在海外利益

保护、国际反恐、安全保障等机制方面加强协作ꎬ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ꎬ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ꎬ推动各类企业规范经营行为ꎬ全
力保障境外项目的资产与人身安全ꎮ

３ 以市场化原则推进项目建设

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ꎬ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原则ꎮ 建立境外项目责权利一致的

管理机制ꎬ以效益为导向ꎬ加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ꎬ提升项目管理效率ꎬ实现

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ꎮ
(二)高质量推进互联互通

深化互联互通ꎬ加快完善陆上通道ꎬ优化海上布局ꎬ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

供有力支撑ꎮ 未来将完成中吉乌铁路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

设ꎬ推进途经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港和库雷克港、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什港等

海港的跨里海运输线路多式联运过境运输ꎻ发挥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市的过

境运输潜力ꎻ推进中国—中亚铁路运输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ꎬ新建和升级改造现有

的中国至中亚铁路和公路ꎻ保障中吉乌公路的畅通运行ꎻ实现中塔乌公路和“中国

西部—欧洲西部”公路常态化运营ꎻ研究制定从中亚国家往返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国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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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最佳过境运输方案ꎮ 加强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衔接ꎬ打造连接西北—
西南的交通运输走廊ꎮ 推动吉林省内贸货物经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中转ꎬ运往

浙江省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和嘉兴乍浦港两个港口ꎬ开辟东北亚陆海联运新通道ꎮ
(三)拓展合作新领域

１ 打造跨境农业产业链

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ꎬ积极推进海

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等项目合作ꎮ 大力推动与各国的农产品贸易ꎬ
建立农产品进出口绿色通道ꎬ扩大贸易规模ꎬ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ꎮ 积极开展

跨境农业全产业链合作ꎮ 陕西省西安市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推行“政府 ＋银

行 ＋企业 ＋农场主 ＋ 高校”的新型“订单农业”合作模式ꎮ 爱菊集团在哈萨

克斯坦建立粮油生产基地、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设立仓储加工中心、在西

安国际港务区打造销售集散中心ꎬ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跨国农业全产业链合作

新模式ꎮ 该项目推广的“订单农业”种植 １５０ 万亩ꎬ短期可为国内补充每年

１０ 万 ~ ２０ 万吨的粮食缺口ꎬ为国内休耕 ３０ 万 ~ ５０ 万亩土地ꎬ长期可达 ３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亩以上①ꎬ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ꎮ

２ 深化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合作

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ꎬ推进能源资源

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ꎬ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ꎮ ２０２３ 年年

初以来ꎬ北京建成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千万吨级钢铁联合

企业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加快推进海外钢铁制造基地布局和矿产资

源项目ꎻ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拟在沙特阿拉伯投资建设千万吨级短流程炼钢项

目ꎻ青山控股集团在津巴布韦建设铬铁冶炼厂、焦化厂和普碳钢项目等ꎮ 中

国大型钢铁企业集体出海ꎬ大力拓展海外钢铁产业链ꎬ具有良好发展前景ꎮ
３ 培育绿色经济新亮点

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ꎬ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信息共享和能力

建设ꎬ扩大可再生能源合作ꎮ 国际能源署预测ꎬ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的能源

危机可能加速全球绿色能源转型进程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增

加 ５０％ ꎬ每年投资两万亿美元以上②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决定到 ２０２６ 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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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爱菊在哈投资项目成为“中哈产能合作典范”»ꎬｈｔｔｐ: / / ｘａ ｄｒｃ ｘ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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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能源危机加速绿色转型ꎬ氢能储能太阳能电动车加速扩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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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占比增至 ２５％ ①ꎮ 哈萨克斯坦政府计划至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

能源占比将达到 １５％ ꎬ至 ２０５０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５０％ ②ꎮ 沙特阿拉伯计划

到 ２０３０ 年增加 ６０ 吉瓦可再生能源③ꎮ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明显上升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突破了 ７ 亿千瓦ꎬ居世界第一ꎮ 中

国的风电光伏产能与各国的需求具有较强互补性ꎬ未来可再生能源有望成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新方向ꎮ
新能源汽车合作潜力巨大ꎮ 日本野村证券预测ꎬ２０３０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

销量将达 ６ ４５０ 万辆ꎬ电动汽车销量将达 ３ ５６０ 万辆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欧洲议

会通过了 ２０３５ 年欧洲新售燃油轿车和小货车零排放协议ꎮ 新能源汽车将成

为未来世界汽车行业发展的标杆ꎮ ２０２２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７０５ ８ 万辆和 ６８８ ７ 万辆ꎬ连续 ８ 年列全球第一位⑤ꎬ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ꎬ
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ꎮ 目前ꎬ中国上汽通用五菱印度尼西亚分公司投资印

度尼西亚新能源汽车产业及生态建设ꎻ“奇瑞”“长安”“长城”三大车企与哈

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汽车公司签署合作协议ꎬ投资 １５ ５ 亿美元生产新能源汽

车ꎻ“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合资建设继泰国工厂后的第二家海外工厂等ꎬ
新能源汽车将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４ 深化数字经济合作

继续扩大“丝路电商”合作规模ꎬ建设海外仓网络ꎬ以“丝路电商”合作先

行区引领跨境电商不断创新ꎬ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交易规

模ꎮ 与此同时ꎬ发挥中方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新优势ꎬ拓展“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合作新领域ꎮ 中国研发的北斗系统是面向全球用户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授

时服务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ꎬ目前已覆盖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缅甸等近 ３０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ꎬ可提供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智慧港口等解决方案ꎬ
在交通物流、旅游、农牧业、水利、地质勘察、防灾减灾、城市建设等多领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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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到 ２０３０ 年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需求将翻一番»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１ / ２０２２０１０３２３７８９７ ｓｈｔｍｌ

«“家里有矿” 的中亚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ꎬ中国力量如何 “点亮” 中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ｇｄｇｇ / ２０２３０２２１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２１＿５２６１６０８５５ ｓｈｔｍｌ

«沙特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 前 产 生 ６０ＧＷ 可再 生 能 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ｏｐｅｃ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ｘ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１０５９ ｈｔｍｌ

«野村深度报告:未来五年全球车用动力电池需求每年将增长 １８％ ꎬ价格将每年

下降 ３％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ｃｎ ｃｏｍ /
«工信部:２０２２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１ ２ 倍»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８ / ９９３８４５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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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泛应用ꎮ 此外ꎬ中国在国际主流标识解析体系之一“Ｈａｎｄｌｅ”应用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ꎬ可推动数字政府、智能供应链、重要产品追溯、智能路网监测、高
校图书馆数据整合、数字出版、工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海关大数据有序共享

等领域的合作ꎬ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信息共享与交

流ꎬ为加速工业互联网建设、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供新动能ꎮ 这些领

域的合作将助力各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缩小数字鸿沟、构建数字合作新

格局ꎮ
(四)创新国际融资方式

１ 探索融资新路径

未来应积极拓展融资渠道ꎬ包括建立联合投资基金、开展股权投资等ꎬ降
低融资难度ꎬ提高合作成效ꎮ 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的金融制裁影响ꎬ新兴

经济体之间及其与部分发达经济体之间大力推进本币结算ꎬ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加速ꎮ 目前ꎬ中国试点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ＱＦＬＰ)ꎬ即境外机构投资者在

通过资格审批和其外汇资金的监管程序后ꎬ将境外资本兑换为人民币资金ꎬ
投资于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ＰＥ)以及风险投资(ＶＣ)市场ꎮ 这种投资方式

具有创新性ꎬ但仍需完善实施方案ꎬ便利外方投资者了解相关资格审核制度

和外汇监管程序ꎬ以拓展融资渠道ꎮ
２ 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习近平主席强调ꎬ要继续扩大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ꎮ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

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ꎮ 这种合作方式

旨在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

有效对接ꎬ协同发挥各自优势ꎬ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

和民生改善ꎬ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ꎬ产生 １ ＋ １ ＋ １ > ３ 的效果ꎮ 第三方市

场合作可以为项目提供更多融资ꎬ动员各方资金ꎬ填补融资缺口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中方已同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 １４ 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

作文件并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ꎮ
迄今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开展了诸多

大型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ꎬ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中法两国政府已签署四批第三

方市场合作示范项目ꎬ总金额超过 １７ 亿美元ꎬ合作范围包括非洲、中东欧等

地区ꎮ 合作方式包括联合融资ꎬ共同投资ꎬ中方 ＥＰＣ 总包 ＋法方投资开发等ꎬ
合作领域涉及基础设施、能源、气候变化等ꎮ 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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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项目成为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示范项目ꎮ 此外ꎬ２０１５ 年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丝路基金、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

共同投资建设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中国铁建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以联营体的模式中标卡塔尔卢赛尔体育场项目ꎬ均成为第三方市

场合作的标杆ꎮ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仍处于起步

阶段ꎬ未来有较大发展空间ꎮ
(五)以服务贸易拓展民心相通

迄今ꎬ“一带一路”框架内的民心相通活动通常具有较强公益性ꎬ受众范

围有限ꎬ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ꎮ 立足于长远ꎬ大力推动服务贸易可为民心相

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ꎮ 服务贸易ꎬ诸如旅行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
文化服务等本身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ꎬ这些服务具有贸易属性ꎬ各方遵循市

场原则开展正常贸易往来ꎬ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ꎬ为合作提供必不可少

的物质支撑ꎬ保障合作稳定发展ꎻ另一方面ꎬ这些服务又包含了浓厚的人文因

素ꎬ融入了许多民族文化色彩ꎬ丰富了民心相通的内涵ꎬ因此ꎬ服务贸易可将

商业交往与人文交流有机地融为一体ꎬ使贸易畅通与民心相通高度协同ꎬ保
障民心相通的可持续性ꎮ 例如ꎬ绥芬河市人民医院被授予国家中医药服务出

口基地ꎬ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以对俄罗斯公民的中医药服务贸易输出为特色ꎬ把
中医治未病、中医文化传播和互联网 ＋ 中医作为延伸ꎬ深受外方患者欢迎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共接待医疗旅游外籍患者 ４ 万多人ꎬ国际体检和中医药服

务等直接经济收入 ３ ０００ 多万元人民币ꎬ带动绥芬河市餐饮、住宿和购物等旅

游经济收入上亿元人民币ꎮ 在文化服务领域ꎬ自贡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动优

秀文化“走出去”ꎮ ２０２３ 年第一季度ꎬ该基地的企业在美国、法国、爱尔兰、智
利等 １０ 个国家开展境外彩灯项目 ３５ 个ꎬ实现出口收入 １ ４７０ 万美元ꎬ广泛传

播了中国传统的彩灯文化①ꎮ 目前ꎬ全国获批 ２９ 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ꎬ可为

深化“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提供新支撑ꎮ
展望未来ꎬ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ꎬ中国应统筹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共

建“一带一路”ꎬ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ꎬ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ꎬ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ꎬ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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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季度实现文化出口 １ ４７０ 万美元　 自贡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动优秀文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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