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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2013 年 9 月至 10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

议,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015 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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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一
带一路”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愿景是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这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全面开放对外经

济合作的一个总规划,
 

在新 35 年(2014—2049 年)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
中国目前正与“一带一路”国家一道,

 

积极规划中蒙俄、
 

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

亚—西亚、
 

中国—中南半岛、
 

中巴、
 

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中国—东盟之

间就有两条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 东盟各国是我国“海上丝绸

之路”首先经过的国家,
 

除老挝外,
 

东盟其他国家均与我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
合作。

“一带一路”合作有“六路”引导。 一是加强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对

接,
 

增进战略互信,
 

寻求合作,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二是聚焦发展这个

根本,
 

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
 

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
 

拓展

金融合作空间,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三是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
 

与相关国家商谈优惠贸易安排和投资保护协定,
 

全面加强海关、
 

检验检疫、
 

运输物流、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四是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

路。 五是建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之路,
 

做到绿色发展、
 

环保、
 

人与

自然的和谐。 六是建立多层次的人文合作机制,
 

推动教育、
 

科技、
 

文化、
 

体育、
 

卫

生、
 

青年、
 

媒体、
 

智库等领域合作,
 

夯实民意基础,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五通”。 一是“政策沟通”,

 

通过领导人、
 

部

门、
 

地方等各层次进行政策对话。 二是“道路联通”,
 

既有传统的公路、
 

铁路、
 

航

空、
 

航运、
 

管道等的联通,
 

也有电力、
 

电信、
 

邮政、
 

边防、
 

海关和质检、
 

规划等新

领域的联通。 三是“贸易畅通”,
 

重点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四是“货币流通”,
 

包括推广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 五是“民心相通”,
 

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交

流对话,
 

推进教育、
 

文化交流,
 

发展旅游。 其中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是重头戏。 “一带一路”将会拓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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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通过“五通”实现的。
2018 年 11 月,

 

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升级版签订,
 

确定了“中国—新加坡国际

陆海新通道”。 2019 年 8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

划》。 中国与东盟合作在“一带一路”推动下,
 

又有了新的合作平台,
 

将双边合作

推向深入。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席

2022 年 11 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提出六点主张:
 

筑牢和平发展

的根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
 

实现更高层

次的互联互通、
 

打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
 

推进经济优化升级。 这六点主张

为新形势下亚太地区擘画了前进路线图、
 

描绘了合作新前景,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和指导意义,
 

也有利于“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