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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科学内涵与实践成果 

——基于十年探索的总结与展望

许潆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际合作中心，北京 100038）

〔摘 要〕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演化发展至今，面临共识危机、价值缺失等问题，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科学内涵，总结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实践成果，对于更好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一带

一路”倡议实践发展中呈现的科学内涵进行系统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年的实践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在分

析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多重挑战基础上，提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一

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设计，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机制层面、国际经济合作层面、文明文化交融

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应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创新投融资体系，打

造绿色产业网络，提高舆论宣传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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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演化发展至今，面临共识危机、价值缺失等问题。十年前，中国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路径。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共建

合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尝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从机制层面、国际经济合

作层面、文明文化交融层面梳理十年建设成果，展现“一带一路”倡议科学内涵的具体实践。面

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应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创新投融资体系，打造绿色产业

网络，提高舆论宣传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一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倡议的科学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始于马克思国际交往理论，作为交往的主要形式，“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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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创新视角下的制度设计，在实践过程中，“一带一路”的理论实现了创

新发展。至此，“一带一路”倡议呈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建构特征，成为了与时

俱进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一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是倡议是““需求牵引供给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设计的制度设计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需求联结供给的动力机制构建，融入了新供给经济

学理论创新下的制度设计。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

学的框架是不对称的，并强调制度供给的作用。供给侧的阶段性跃升能够定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

不同阶段，制度供给的红利能够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孕育新的技术发明［1］。在“一带一路”倡

议中，共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动力，在此基础上，如何满

足需求、创造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新需求，就需要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而共建国家间的双多

边规划和战略对接，基础设施作为先行共建领域的设计，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供给满足需求、

创造需求的开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给共建地区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现规

模经济创造了条件，也通过邀请各类市场主体共建，参与基础设施经贸合作等项目建设、实体和

虚拟经济投融资，为市场主体获得更大投资机会、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创建了机制、打下

了基础。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营商环境优化、多层次金融支撑

等，为共建国家提供了多维度的供给内容。这种“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设计无

疑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

在共建国家中，很多国家缺乏基础设施或工业基础，缺少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条件和能

力，而共建“一带一路”无疑给予这些国家一个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先进技术和经验，实现知

识共享和人员交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提高自身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中的竞争力，提高全球经贸

治理话语权。以中老铁路这个“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为例，自 2021年 12月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后，

老挝作为山地和高原为主的国家，极大解决了交通不便问题，为联通内外、促进沿线客流物流信

息流高效流通奠定了基础。此前，中老边境到万象要耗费16小时，中老铁路通车后缩短为3小时，

很多没有火车出行经历的万象居民在通车后选择了火车出行。对于老挝外贸出口产业而言，跨境

货物列车开行频率从初期的日均两列增至日均10余列，不仅为其货物往来中国提供了便利，还通

过与其他铁路结合，借助国际联运放大辐射带动效应，极大提升了果蔬冷链等对时效要求较高的

商品的对外出口竞争力。

（（二二））““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了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平台倡议打造了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是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实事求是的规律

性认知和把握是建立在实践发展基础上的动态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技术更迭和观念

革新中的机遇挑战，实践主体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出新认知，孕育出新举措。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语境下，实事求是的理论发展充分响应了现实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共建国

家具体实践和各民族国家优秀的文化之上，以共建国家需求为出发点，在共建实践的检验和发展

中，不断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路径和当代价值，最终实现理论逻辑的发展。不同于

“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越”的价值内核，“一带一路”倡议抛开了西方自诩“普适性”的表达，

在尊重共建各国的发展基础和历史文化底色、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基础上，构建符合更广泛

国家利益的国际合作新平台，探索文明共生的人类文明新秩序。

共建“一带一路”从2013年至今，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和新冠疫情

等突发的外部冲击，不断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拓展共建领域、承担新的使命，在不断实践过程中

与时俱进，提升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水平。一是战略性地提出阶段性任务，为共建“一带一路”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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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领航。2013—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完成了总体布局，在2018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即“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此，“一带一路”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

将以更加“精雕细琢”的设计应对前五年发展阶段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二是创造性地塑造共建

国家间新的合作点，抢抓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初期，主要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先领域开

展合作，而随着气候变化和数字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持续深入，共建国家对卫生医疗合作、

创新发展的诉求持续增长，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以丰富

多样的合作形式和积极反响，为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三是高效率地发

起抗疫合作，承担大国责任。在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疫苗，

中国通过与共建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向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2
亿剂疫苗、46亿件防护服、180亿份检测试剂［2］等相关物资，同发展中国家开展联合生产、加强

技术合作，提高了疫苗在共建国家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

（（三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塑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倡议塑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国际交往理论的实践应用和创新发展。马克思指出，随着交往范

围的拓展，特定地方的先进生产力才能更好保存和流传，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路径［3］。共建国

家民族多样、文化多元，每种民族文化具有的历史性、实践性特征，使得其中的人们对待事物的

立场和观点具有差异。对待文明的态度决定了人类发展进步的速度。从古至今，大冲突往往源于

大隔阂，大动荡常常始于大分裂。越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国家越能获得快速发展，国家间频繁

交往、融合发展才能孕育文化共生的繁荣景象。马克思指出，交往的普遍性使得世界市场成为基

础，为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创造了条件［4］。同理，各国只有在交往过程中，才能跳出地域性的

局限，从更大范围获得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社会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经济

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为各国交往搭建了新平台。在共建“一带一

路”过程中，各国通过交流和共同目标下的建构过程，推动了生产力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交

流发展，通过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寻找共同点和合作点，摆脱了文化束缚和认知隔膜，

深化了相互理解和交往层次，最终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促进自身和外部发展，也为创建和平稳定的

外部环境作出贡献。

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共建“一带一路”以不断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广泛

共识，成为引领实践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

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5］；2014年，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6］；

2017年，在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7］；2021年，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8］。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共建国家基于共同利益，建立开放包容的伙伴关系，在经济层面的

合作、安全层面的支持和文化层面的理解过程中［9］，探寻发展新路径。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

出，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导了建构过程和权力分配格局，众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创造符合

共同发展利益的制度体系的平台。对此，“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同应对挑战、寻求人类利益最大

公约数的精神，从理念走向实践，在共建过程中，通过共建国家和参与各方主体共享权利、承担

义务和责任，构建了密切联结的纽带，在差异化的文化、民族、宗教交流中，推动不同文明的相

互借鉴、吸收、碰撞和融合，通过建构共同体，寻找相互认同的规范、秩序和理念，探索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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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共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实践成果的实践成果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五通”为主体，在机制层面上形成了央地协同、社会呼应、

内外战略规划对接的合作局面，在国际经济合作层面上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往来、资金融

通搭建了新平台，在文明文化交融层面上加强了教育、科技、民生领域的交流互动。

（（一一））形成了央地协同形成了央地协同、、社会呼应社会呼应、、内外战略规划对接的合作局面内外战略规划对接的合作局面

央地协同方面，中央层面于2015年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从时代背景、基本原则、重点地区到“五通”为主体内容的合作领域，

为共建“一带一路”明确了方向和架构。同年，《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5—
2017）》发布，旨在与共建国家深化在标准化方面的互联互通，发挥标准化在共建“一带一路”

过程中的支撑作用。2016年，《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提供了国际联运建设发展的顶层设计，是深化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2017年和2022
年，围绕绿色“一带一路”印发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两个文件，为包括各地和各部委在内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明

确了思路、原则、主要任务、重点领域合作、规范合作要求和支撑保障体系。自白皮书发布后，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信部、教育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文化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交通运

输部、国家邮政局、民航局还牵头或参与印发了专业领域共建“一带一路”文件（如表 1所示）。

2019年，针对重点省份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印发，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地方层面，全国31个省份结合地区特征出台衔接中央的“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

案等规划文件。例如，《陕西“一带一路”建设2016年行动计划》旨在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

地”；新疆旨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河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方

案定位于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广西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

路与行动》指出将“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福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核心区”。此外，湖北、陕西、重庆、河南等省份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设计，加快地方

对外开放平台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在“十四五”规划中，各地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深

化对外开放的有力举措，加快在“一带一路”建设下的对外开放布局。

社会呼应方面，民间组织成为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推动主体。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发布，160
余家国际国内组织自愿加入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内外战略规划对接方面，通过与双多边国家政策沟通，与国际组织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

路”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汇聚了众多合作伙伴。国别层面，中国已与152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开展共建合作。

从签署时间看，2016—2018年，中国与其他国家文件签署增速较快，2019年后，双边文件签署进

入了平稳增长期；从区域分布看，非洲国家占比最多，达34. 2%，亚洲国家占比第二，达26. 3%。

在双多边合作文件中，多国通过建立经贸合作工作组和合作机制，推动战略规划对接落地，促进

合作常态化、制度化。国际组织层面，中国与多个联合国机构实现战略对接，推动“一带一路”

倡议在更大范围成为公共产品。2016年，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机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首

次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文件，双方表示，将通过共同规划推动各国政策对接、互联互通和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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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这也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带一路”文件。同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签署了第一份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此后，中国还与联合国环

境署、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19个联合国机构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文件［10］。通过国际组织的平台和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方面

获得更大助力，持续扩大全球公共产品的影响力。对于国际组织而言，也将更好运用中国资金、

技术和经济实力，为全球发展合作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二二））打造了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打造了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了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一方面，欢迎在经济发展基础多样、

文化民族宗教多元、重点发展领域有差异的国家悉数参加共建合作，并且尊重各国的价值观；另

一方面，欢迎其他国家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分享“一带一路”建设红利。十年来，各国在设施联

通、经贸往来、资金融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⒈ 设施联通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铁路、公路、港口、航空运输、能源管道和通信设施等多种方式改善共

建国家基础设施，围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体框架打造了立体联通网络，打通交通、能源、

信息等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以多式联运进一步放大联通效果，从“海陆空”层面与共建国家打造

便捷网络，为人流、物流、信息联通创造便利条件。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港

口通过采用新设备、新基建和新技术，在合作运营中实现集装箱吞吐量成倍增长，港口在区域物

流中的地位提升；肯尼亚蒙内铁路等沿线铁路建设，成为了合建工业园区物流运输的“黄金通

表 1　 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和部委牵头印发专业领域文件汇总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时    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22年

印发部门

教育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文化部

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外交部

环境保护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

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家邮政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工信部

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文    件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年）》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

与行动》

《“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

《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

《关于推进邮政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

的意见》

《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实施意见》

《“十四五”时期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

注：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 yidaiyilu. gov. cn/）新闻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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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越北仑河第二座公路大桥助力中越两国陆路运输，提升了连接边境贸易的出海运输效率。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推动基础设施对接、积极拓展航空运输网络，与上百

个国家签署了航空运输协定。多式联运方面，通过海铁联运、海空联运、陆桥运输等放大了单一

基础设施对共建国家效用，推动沿线地区国际运输业现代化发展。二是能源基础设施。中国-中亚

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等建设为降低煤炭使用率、减排二氧化碳起到了稳定能源供应的作用。

三是网络基础设施。中巴、中吉等跨境、跨洋光缆信息通道为完善共建国家电信基础设施、提升

通信联通便利化奠定了基础。

在标准联通方面，中国通过搭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与共建国家签署标准、

合格评定等文件，推进与共建国家的标准化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已与36个共建国家或组织达

成43份标准化合作协议，与30余个国家或地区达成127份合格评定合作文件或协议［11］。此外，在

基础设施标准“走出去”方面，大量的交通运输工程、石油化工和民用建筑项目应用了中国标

准［12］，在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过程中不断提升标准制定和应用水平。

中欧班列创新了陆路运输方式，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满载率，为共建国家打通了陆海贸易新

通道，也在新冠疫情期间搭建稳定国际供应链、携手抗疫的物流通道。目前，中欧班列“有去无

回”的初期场景已被常态化、班期化的“月行千列”所取代，各地中欧班列运行质量和运输效率

均有普遍提升，多地围绕对外开放重点区域申请增加多式联运中心班列发运计划。中欧班列作为

国际物流大通道，在海运空运价格飙升、流通遇阻期间，充分发挥了稳定区域供应链、保障防疫

物资跨境运输的作用，出现了新冠疫情期间逆势上扬的运行景象。自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

量稳步增长，新冠疫情以来更是加速发展，提升了欧亚大陆国家间的运输时效，降低了运输成本，

成为了联通中国与欧亚大陆的经贸大动脉。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破万列，全年开行达1. 24
万列①，同比增长50%，发送标箱113. 5万个，同比增长56%，为国际防疫合作作出巨大贡献。

⒉ 经贸往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

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 04万亿美元增至2. 07万亿

美元，年均增长8%［13］，在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5%升至33%。投资方面，2013—2022年，中国与沿

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 2 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呈增长态势。至

2022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 571. 3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 42. 1
万个就业岗位。高速增长的经贸合作体现了源源不断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外

溢效应，也体现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机遇与活力。

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与共建国家签署了73份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达成60种农产品食品

检疫准入或可贸易；为实现服务贸易便利化，中国正与共建国家推进“单一窗口”和“经认证的

经营者”（AEO）国际互认合作，2023年4月，新疆、重庆、陕西、黑龙江等省份企业通过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首次获得“云签发”的出口检验检疫证书；2021年，亚太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协定生

效，为成员国之间建立电子化的贸易数据、文件跨境互认机制提供指引，有助于降低贸易通关所

需的时间和成本；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的港口通过加入“丝路海运”，提升供应链畅通运转水平。

此外，在规则对接方面，中国推动与沿线国家提升自由贸易区网络，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为构建紧密联结的亚太生产流通网络奠定了良好基础。

⒊ 资金融通

中国与共建国家不断规范投融资准则，不断丰富资金来源和融通方式，有力保障“一带一路”

① 因数据资料来源不同，全文小数保留位数未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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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一是持续完善资金融通规则，研究并发布《“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

则》《“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逐步形成投融资体系

框架和准则。二是积极推动与共建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至2022年7月，中国已与20余个共建

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10余个共建国家搭建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三是在既有双多边金融合

作机制外，建立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联体等金融合作交流机制，以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为基金托管方、项目执行机构建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四是建立多方合作的投融资平台。中国陆续牵头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和丝路基金，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筹集多元化资金。目前，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数量在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位列第二，在国际上覆盖了81%的人口和65%
的GDP［14］。五是国内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积极探索金融保障模式，通过设立

双多边投资基金、发行绿色债券，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创新。

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中国已与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其中，与法国最早开

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自2015年后，中法通过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签署示范项目清单、举办合作

研讨会等方式，围绕基础设施、环保、新能源等东道国重点发展的领域，以企业和金融机构为主

体，以联合融资、共同投资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推动合作项目在非洲、东南亚等区域落地。

2022年，中国与法国已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在合作过程中，中法双方各

自发挥技术、管理、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既有力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又带动沿线国

家更紧密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

（（三三））促成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成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守望相助守望相助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通过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人文交流，卫生健康合作，以及援

助和抗疫合作，不断丰富对彼此间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的认识，在交流互动中为共建“一带一

路”搭建了“民心之路”。

人文交流层面，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动共建国家增进情谊、彼此欣赏、相互尊

重；推动与共建国家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发起“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共建国家

创建联合实验室；通过建立旅游市场推广联盟、举办旅游年等活动，推动共建国家间民众相互了

解和双向流动。

卫生健康领域，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积极开展人才培养与交流活动。通

过签署合作协议、派遣留学生和学者等方式，中国与其他国家加强了医学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促进了医学教育与研究的共同进步。中国与共建国家开展疾病监测、预防控制、流行病学研究等

活动，为应对当地疾病、天灾，派遣医疗卫生专家组、培训当地技术人员、推动医疗技术传播，

提升了共建国家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共同提高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水平。在新冠

疫情期间，中国积极与共建国家分享经验，向多个国家派遣医疗队、提供医疗物资。

对外援助和抗疫领域，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援助工具箱日益丰富，在资金层面

提供援外优惠贷款、无偿援助资金、无息贷款资金，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建设提供帮助。在物资和人力层面，提

供紧急粮食援助和设备援助，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支持灾区救援和重建。在技术和人才层面，派遣

专家赴海外传授技术、分享经验，与共建国家开展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中外携手抗疫期

间，中国更是对共建国家发放包括疫苗在内的多批抗疫物资，其中包括大量政府捐赠，坚决抵制

在危机时期的“疫苗民族主义”，出现了共建国家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感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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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在共建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居多，市场发展不成熟、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现象普遍。加之近年

来全球经济风险上升、大国博弈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面临技术或贸易壁垒、美西方质

疑和阻挠“一带一路”倡议，都给“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一一））共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普遍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国家普遍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始终是共建“一带一路”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很多共建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较高，

“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不稳定，不利于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的建设环

境。一般而言，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共建国家国内风险层面，很多后发国

家社会经济体制不成熟，各领域发展不确定性较大，法律和贸易保护机制不健全，存在较高的政

治、经济、社会等风险。二是区域风险层面，众多共建国家地处国际安全的动荡区和破碎区，政

权不稳定，部分国家因宗教信仰、地方势力等影响还存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相互之间矛盾冲

突不断。部分项目曾因共建国家所处区域受恐怖袭击，被迫中断。三是全球性风险层面，在世界

经济和安全秩序调整重构之时，共建国家处于大国主导的多重地区机制的重叠区域，国家间关系

结构复杂，很多国家即便存在发展诉求，也面临外部政治力量干扰。部分中外共赢的合作项目，

因外部势力干预，在各方观望僵持过程中被迫取消。

（（二二））共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面临全球经济风险上升的国际环境面临全球经济风险上升的国际环境

全球经济风险上升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必然特征，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

新兴市场为主体的共建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必然受到西方政策冲击，信贷环境严峻，贷款

条件收紧，加之西方国家增长动力不足，疲弱的外需对共建国家通过出口创收形成了挑战。目前，

世界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带动下，投资成本高

企，持续拖累经济活动，显著提升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全球利率上升提高了包括共建国家在内的

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系统压力，偿债成本增大，资本外流风险提升，财政的非平衡状态加剧，

其中部分低收入国家存在突发性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纷纷进入

加息周期，进一步加剧自身的经济金融风险。根据联合国计算，2022年，全球公共债务已达92万

亿美元的历史高点，52个国家面临债务违约［1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超60%的低收入国

家陷入债务困境或债务存在高风险［15］。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体系面临更严峻

的形势和挑战。

（（三三））大国博弈背景下大国博弈背景下““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面临技术或贸易壁垒建设重点领域面临技术或贸易壁垒

大国博弈背景下，美西方纷纷围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争夺主导权，导致上述两

个领域的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受到干扰，众多共建国家作为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发展

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加之美西方主导推动标准更高、更复杂的跨国经贸规则，

导致共建国家围绕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受到干

扰，难以自由使用国际先进技术、开展人才交流合作或购买核心设备或零部件。目前，欧盟十分

强调包含成员国在内的整体供应链独立自主，绿色和数字技术独立、规则引领成为重要方向。在

欧盟委员会文件中，欧盟强调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涉及的国际合作中，要注重以价值观为基础，

与伙伴开展共同研究和创新，这必然影响到欧盟技术、设备、人才的自由流动，或以欧盟为最终

市场的绿色产业链的全球分工。以波兰为例，在欧盟增强内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俄乌冲突背景

下，波兰从明确反对《欧洲绿色协议》至今，对外能源合作态度明显转变，更加依赖丹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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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欧盟国家。为推动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欧盟还通过立法推出以“碳足迹”“碳关税”为

主的经贸规则，对于众多“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而言，管理碳排放的能力、碳排放计算体系和

市场落后，在此趋势下，贸易出口和国际招投标方面的绿色竞争力将更为落后，以美欧为终端市

场开展“一带一路”绿色建设的动能或将削弱。

（（四四））美西方质疑和阻挠美西方质疑和阻挠““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倡议

美西方通过提出新的全球基建倡议、威逼利诱、舆论抹黑等方式破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阻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美西方通过“另起炉灶”，提出多项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

计划，利诱共建国家参与其主导的基建计划，降低其他国家与中国共谋发展的机遇和空间。2021
年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联合欧盟和其他成员国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提出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设计的标准和安排，旨在分化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与中国的合

作关系。同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时公布了“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基建计划，意欲绕开“一带一路”倡议维护自身在非洲、中东等地的战略利益。2022年

七国集团峰会上，美西方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的升级版“全球基础设施和投

资伙伴关系”（“PGII”），强调所谓的“高标准”和“透明度”，意图通过实施新的全球基础设施

建设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另一方面，部分国家还采取“一边许诺一边胁迫”的方法，导

致很多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心存顾忌，在对外合作中不可避免受到干扰，或在美西方炮制的

“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言论中对“一带一路”倡议心生疑虑。

四四、、推动推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新旧挑战接踵而至。未来，针对共建国家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

要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防风险能力；针对全球经济风险上升，要

创新投融资体系，为项目建设和投融资各方匹配风险、降低风险；针对“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

面临的技术或贸易壁垒升级趋势，通过打造绿色产业网络，提高共建国家合作深度和紧密度；  
针对美西方质疑和阻挠“一带一路”倡议，要通过提高舆论宣传水平，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

感召力和影响力。

（（一一））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共建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影响的影响

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能够提高预防风险的能力和风险抵抗力，撬动更多内外部力量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减少地缘政治风险的风险源。对此，一是提升市场主体共建“一带一路”

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水平。针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较多的区域，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制定应急预案

并强化演练，建立健全与当地安保部门、国家有关部门、驻外使馆联络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推进境外安保能力建设，加强安保防范措施并进行投保，切实防范恐怖袭击事件。鼓

励市场主体与当地政府、具有地方影响力的社会组织、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建立良好关系，持续深

化对当地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认识，在投资经营过程中融入当地文化生活，积极参与公益活

动，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二是充分发挥香港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中介和平台作用。

香港良好的商业环境、制度和法律环境及中西文化交融的传统，能够帮助内地企业有效缓解在对

外投资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和制度冲突，缓解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鼓励香港会计、法律等中介

服务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运用广泛的国际网络，帮助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克服由

于会计准则和商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投资障碍，提供专业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法律咨询等专

业服务。三是与欧美跨国公司联合“走出去”。通过联合投资，借鉴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经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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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降低单独“走出去”面临的巨大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尤其在投标大型或特大型项目时，

联合投资有助于减少投资项目的国际舆论关注度和政治风险，缓解来自东道国的政治压力。

（（二二））创新投融资体系创新投融资体系，，为共建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合理的投融资体系和债务安排是“一带一路”项目成功的保障。很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融资主体风险较高，尤其在逆周期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在合理的成本下按期融资和履约对相关

国家和市场主体更加困难。对此，要不断创新投融资体系，调整债务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针对投融资安排的设计和债务问题要分类设计。对共建国家“一带一

路”项目性质进行划分，对形成较长生命周期的实物资产类项目，可以从投融资初期、违约安排

设计中更多考虑股权等非短期融资方式。例如，对基建类等在较长生命周期中不断对地区经济产

生正外部性的项目，考虑在投融资体系中引入更多股权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比重和违约风险。对

共建国家债务所有方的属性进行划分，无论是私人债权方、双边官方债权方还是多边机构债权方，

当某一债权方在该国对外债务中占比较大时，应在违约安排设计中考虑该债权方更多参与债务违

约处置，在债务置换等机制中享有更大选择权。例如，当双边官方债权债务构成了一国债务的主

要部分，相关的外部官方债权方应对该国的债务违约进行更多安排设计。另一方面，加快国际国

内合作方推出针对“一带一路”项目设计的金融产品，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提供具有差异化

性质的资金和形式多样的融资方式，分散融资风险。推出更多人民币金融资产，为资本双向流动

提供风险收益多元的资产，尤其关注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建设，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并分享市场发

展红利，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市场地位，在深化共建国家金融合作过程中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发展。

（（三三））打造绿色产业网络打造绿色产业网络，，提高共建国家合作深度和紧密度提高共建国家合作深度和紧密度

随着产业链供应链绿色转型的观念、技术和产品不断落地应用，共建国家在绿色经济发展中

的要素禀赋优势将有所改变。例如，在共建国家中，风能、太阳能等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要素集

聚，相关国家可以通过深化绿色丝绸之路合作，获得比以往更大的比较优势［16］。针对美西方围绕

绿色产业的技术、标准、规则和产业落地，增设技术和贸易壁垒的做法，共建国家既要以开放心

态继续争取美西方对绿色丝绸之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又要着力打造区域绿色产业网络，不断提

升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权。未来，一是要围绕绿色丝绸之路，在尊重共建国家意愿和诉求基

础上，加快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整体设计规划，在共建国家中形成更紧密联结的区域生产服

务网络，尤其是在智能汽车等市场快速发展且空间较大的领域，充分发挥共建国家的市场优势和

部分国家在智能汽车领域的领先优势，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网络。二是推动共建国家龙头

企业围绕绿色经济开展科技合作，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参与绿色创新和中间产品供给，加快打造并

推广绿色产业示范项目，推动在绿色经济颇具规模、拥有龙头企业的国家围绕各国利益共同点，

探索共建相关细分领域标准和规则，构建包容开放的国际绿色合作机制，引导更多共建国家按照

相关标准，谋划绿色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路径［17］。三是争取美西方在绿色产业领域有话语权的商

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支持，尤其是在区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在

细分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标准制定组织，通过加强专家交流互访、共同开展项目环保监督和

标准研制等方式，获得有关群体的认同和支持。

（（四四））提高舆论宣传水平提高舆论宣传水平，，提升提升““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倡议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目前，美西方通过持续的舆论渗透，推动专家学者、民间渠道、官方媒体多种渠道对“一带

一路”倡议进行“污名化”宣传。对此，中国官方渠道、主流媒体、新兴媒体要各施所长，按照

新闻舆论传播规律，站在全局的高度周密谋划，联合共建国家的舆论网络，形成“一带一路”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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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阵地。一是系统设计共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舆论议题，在重要节点前后开展多渠道、

多语种宣传，集中转发和跟帖，在日常注重挖掘“一带一路”标杆项目的宣传价值，注重通过共

建国家媒体的共同宣传，获得共建国家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二是针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同

类型国家制定差异化宣传方案，注重结合各国宗教、民族、文化差异提升共情传播能力，以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新媒体、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民间账号为抓手，鼓励共建国家民众通过抖音等海外广

泛应用的手机程序、其他互联网媒介广泛参与，让世界看到共建“一带一路”获得多元社会的民

间认同。三是提前准备舆论应急预案，在美西方针对重要活动、事件发起舆论战的第一时间启动

预案，在舆情管控上积极主动回应，最大限度挤压负面信息和不实言论的生存空间，多渠道动员

更广泛的舆论力量，共同打赢舆论攻坚战。尤其关注海外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地缘政治风险

事件，对潜在风险事件进行预案准备，分析威胁项目进展的相关势力和目的，在舆情爆发后以正

面主动回应明确问题责任方，避免舆论风向被恶意引导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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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mmary and Outlook Based on Ten Years of Exploration

XU Ying-fa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Summary：The Western-led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consensus crisis and lack of value 
since its evolution.  Ten years ago， China put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offers a new path for reform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on.  Study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on the "Five-Pronged Approach" （policy 
coordination， connectivity of infrastructure，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other specific results， or analyzes the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with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fields and dimens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presented in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Marxist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gins with Marx'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flects the system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upply economic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platform 
for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practice.

This paper expand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at the level of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alyzed.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alyzed.  Thir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past ten yea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mechanism leve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level， and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tegration level.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better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hased summary of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which help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more 
targeted policies and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for guiding market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next stage.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scientific connotation； practical 
achievemen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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