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在即。論壇將在新
的起點上對 「一帶一路」 倡議所取得的成果進行回顧總結，並對其
發展前景展開更深入的討論，凝聚更廣泛共識。多位專家近日對大
公報表示，本次論壇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一場多邊主場外交活動，
預計論壇規模、層次將進一步提高，與會各國政要人數也將超過首
屆。眾多信號都顯示，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 倡議日益得到更加
廣泛的認同，其倡導的合作共贏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一帶一路認同廣 互利共贏聚人心
攜手80國簽合作協議 華與沿線國貿易逾5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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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前瞻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數讀五年建設成果
•中國已和80個國家簽署了共建 「
一帶一路」 合作協議，有87個國家
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國企業
在 「一帶一路」 沿線46個國家已經
建設了113家境外經貿合作區，累
計投資約348.7億美元，為沿線國
家創造了28.7萬個就業崗位，並上
繳給東道主國家稅費28.6億美元

•2017年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貿易額達到10936.01億美
元，同比增長13.7%，佔中國與全
球貿易總額比重達到26.6%

•2013-2017年間，中國對 「一帶
一路」 沿線國家的出口額佔中國出
口總額平均比重為27.2%，進口額
佔中國進口總額平均比重為24.0%

•截至2017年5月，有47家央企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參與、參股
或者投資，與沿線國家企業合作共
建1676個項目

（記者張寶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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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大事記
2013年

9月7日，習近平發表《弘揚人民友
誼 共創美好未來》重要演講，提出
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
10月3日，習近平發表《攜手建設中
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重要演講，倡
共建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 ， 「
一帶一路」 正式亮相

2014年

9月11日，在中俄蒙三國峰會上，習
近平提出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

12月29日，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
在北京註冊成立並正式運行

2015年

3月28日，《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
行動》發布

12月2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正式成立

2016年

6月8日，中國鐵路正式啟用 「中歐
班列」 品牌

6月23日，中俄蒙元首共同見證《建
設中蒙俄經濟走廊規劃綱要》簽署

2017年

5月14日至15日，首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

6月19日，《 「一帶一路」 建設海上
合作設想》發布

2018年

3月28日，國家發改委與香港特區政
府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
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6月27日， 「一帶一路」 國際聯盟於
香港成立

2019年

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屆 「一帶一路
」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

（記者張寶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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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國央行：倡議助經濟全球化

民心相通
•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資10億美元，絲
路沿線民間組織合作網絡成員擴容至310
家，在科教文衛、綠色等方面落實成果

貿易暢通
•落實《推進 「一帶一路」 建設貿易暢通
合作倡議》，持續推進經貿合作機制化建
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功舉辦

資金融通
•絲路基金完成增資1000億元，使用人民
幣對外投資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聯合能力建設中心正式啟動

政策溝通
•積極落實與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的
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 「一帶一路
」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諮詢委員會和聯絡辦
公室已正式成立；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
已掛牌運行

設施聯通
•中老鐵路進展順利，中泰鐵路一期工程
合作推進，雅萬高鐵22處重點工程已實現
開工，匈塞鐵路塞爾維亞境內貝舊段開工
建設。截至2018年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
數量達到1.3萬列

新發展觀 樹人類命運與共旗幟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在
高峰論壇舉行前夕，國際金融論壇（IFF）
在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華盛
頓春季年會期間發布了《IFF中國報告2019
》。報告中的《2019 「一帶一路」調查報告
》格外受到矚目。這份報告共有全球28家中
央銀行參與，其中逾半數中央銀行來自歐洲
，亞洲佔15%，亦包括來自中東、大洋洲和
非洲的中央銀行。

參與調查的28家中央銀行一致認為， 「

一帶一路」倡議是促進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手
段。歐洲一家中央銀行認為， 「一帶一路」
倡議是發展和增長的重要驅動力，該倡議試
圖在廣闊範圍內，在許多國家之間，促進貿
易、經濟和金融的一體化。加勒比海地區一
家中央銀行表示， 「一帶一路」倡議可以通
過改善貿易設施，擴大貿易量，降低成本。

對於 「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能與不同國
家的倡議相協調的問題，近3/4受訪者給出
了肯定答案。亞洲一家中央銀行表示， 「一

帶一路」倡議覆蓋了世界多個地區，其他舉
措不可避免將與之協調。

未帶來債務負擔和壓力
此前有聲音認為， 「一帶一路」倡議的

貸款將增加多國債務風險。但報告顯示，28
家中央銀行普遍認為 「一帶一路」建設沒有
帶來債務負擔和壓力。此外86%的受訪者認
為，本國與 「一帶一路」相關的債務是可持
續的。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先後提出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2018年8月，習
近平在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
談會上講話時指出，過去幾年共建 「一帶
一路」完成了總體布局，繪就了一幅 「大
寫意」。

華向沿線國投資600億美元
由中國社科院主持編纂的《 「一帶一路

」建設發展報告（2019）》顯示，五年來，
中國已經和80個國家簽署了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協議，有87個國家加入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中國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
物貿易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
家的投資達600億美元，這些成果帶動了各
國間的合作，促進了各國社會經濟發展。

中國社科院 「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秘書
長王曉泉表示， 「一帶一路」建設五年來取
得的成績是巨大的，理念闡釋與推廣、戰略

和規劃對接、法律體系完善等諸多方面都有
了很大進展，一些項目實現了早期收穫。得
益於 「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初步形成了
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
格局。

去年8月，習近平在談及 「一帶一路」
建設工作時曾指出，今後要聚焦重點、精雕
細琢，共同繪製好精謹細膩的 「工筆畫」。
王曉泉說，如今 「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
第二個五年，而且進入繪製 「工筆畫」階段

，預計今次論壇期間會有很多更加細化的 「
一帶一路」政策文件出台。

細化政策文件將出台
「今次論壇預計將更加系統地總結五年

多來 『一帶一路』所取得的成果。」王曉泉
認為，雖然首屆高峰論壇總結了一部分早期
成果。但事實上 「一帶一路」的很多項目都
是長周期項目。如今已經過去五年多，這些
成果可以看得到並進行總結了。 「屆時相信
會有更加系統的數據，更加有力地說明 『一
帶一路』所倡導的互利共贏，及其給沿線國
家帶來的福祉。」

中國社科院 「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
任李進峰認為，下一步建設如何體現 「高質
量發展」將成為今次論壇的主要目標。 「當
前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背景下
，如何借助 『一帶一路』發掘新的發展機遇
，如何讓各方面合作進一步走深走實，將是
本次論壇的一大課題。」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作為中國發起的合作倡議， 「一帶一路」
堪稱人類歷史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全球發
展行動之一。那麼， 「一帶一路」究竟給
世界帶來了什麼？對此，中央對外聯絡部
原副部長于洪君認為，除了那些可見的宏
偉工程， 「一帶一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就是新理念。

「『一帶一路』倡導的核心理念就是
新發展觀。」于洪君表示， 「一帶一路」
向國際社會傳遞的發展觀，是由封閉發展
轉向開放發展，由獨自發展轉向共同發展

，由粗放式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這不僅
是中國自身在發展觀上的一大進步，更日
益被國際社會所認同和接受。這背後， 「
一帶一路」倡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引
領作用。

于洪君認為， 「一帶一路」的創新發
展還改變了地緣政治形勢和國際關係發展
路徑。 「『一帶一路』帶動了發展中國家
的群體性崛起，這不僅推動了新興經濟體
的發展進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改變了世界
經濟版圖。 『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帶動人
類社會走向 『命運與共』的一面旗幟。」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由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領銜的調研團隊統計
指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的五年間
，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逾800億
美元，僅2017年即超過200億美元，佔中
國同期對外投資總量約13%。此外，2017
年中國企業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實
施了62起併購，總金額約88億美元，併購
比例和數量均不斷上升。

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是 「一帶一路」上

的明珠工程，它們將 「一帶一路」有效地
串接起來。調查顯示，目前 「一帶一路」
沿線46個國家共建立了113家境外合作園
區，有4500家企業，累計投資348億美元
，給相關國家創造了約29萬個就業崗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盛斌認為，在
當前逆全球化波瀾湧動的背景下， 「一帶
一路」堪稱如何推動再全球化的一種創新
，這也是中國對人類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
貢獻。

合作園區為沿線國創30萬崗位

▲ 「一帶一路」 倡議日益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合作共贏理念深入人心。圖為在中國國家電網獨立投資、建設和運營的巴西美麗
山水電站二期項目現場，中方施工管理負責人指導巴方員工 資料圖片

▲▲中企承建的莫桑比中企承建的莫桑比
克馬普托大橋克馬普托大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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