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

欧洲经济圈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一条起自中国、经东南亚、

过印度洋、到达中东海湾地区乃

至更远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正在日益清晰地铺展开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秉承中国传统文化“讲信

修睦”、“协和万邦”的哲学理念，正视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贸市场重新整合

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着眼于与沿

途沿线相关国家和世界各国打造一

个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一个

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建设“一带一路”，关键在于

“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

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大潮下，

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达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只有“通”，才能在取

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也

只有“通”，才能同舟共济、同担责

任、共享权利，建立更加平等均衡

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

建设好“一带一路”，是走向和

平的通途。古老丝绸之路的精神

核心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已

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今

天的亚洲，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引擎，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中

坚力量，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各国

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是实现持

久和平、建设和谐亚洲的重要基础。

建设好“一带一路”，是走向发

展的通途。沿途沿线大多是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

济发展上升期，深挖各国之间合作

潜力，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推

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必将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

差距，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建设好“一带一路”，是走向共赢的通途。我国正处

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期，亚洲各国也处在

经济建设的关键节点上。创新合作模式、发展本国经济、

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互补共赢符合各方利益。共建“丝路

经济带”的宏大战略构想涵盖经贸、投资、人文和战略互

信等各个方面，将把区域合作提升至新的高度。

史书记载，2100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遣臣子相

继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

非 3 大洲的众多国家联系起来，丝绸、瓷器、香料络绎于

途，这条商贸大动脉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作

出了重要贡献。身处 21 世纪的中国，为丝路精神注入了

新的时代内涵，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原则，与沿途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

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共创共

享，必将使沿途沿线各国迎来更加繁荣振兴的新时代！

走向和平发展共赢的通途

本报评论员

一边是梦回“大唐”的“千年古都”，
一边是高科技产业正在群体崛起的高新区，
这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西安；

一边是依旧耸立的“海上航标”六胜
塔，一边是信息化水平加快提升的现代港
口，这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

历史与现代交会、古老记忆与青春活力
交融。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提 出 一 年 来 ， 在 “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线的牵引下，西
安、泉州等“珍珠”愈加焕发出新的生机活
力，沿途沿线各国互利合作迈上新的历史
高度。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宏
伟构想，为古老丝路注入新的
时代内涵

2000 多年前，丝绸之路上，大漠里行
进往来的骆驼，海洋中乘风破浪的宝船，打
造起了一座横贯东西方的金桥，不仅开创东
西方贸易的新起点，而且编织出一条沿途沿
线诸国友好交往的纽带。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我 们 可 以 用 创 新 的 合作模式，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愿同东盟国家
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世
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开创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
略构想和宏伟倡议，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
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梦的延伸，再次唤
醒了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的美好记忆，为古老
丝路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吹响了放飞古丝
路新梦想的号角，给中国沿途沿线各地以及
谋求发展的有关各国带来新的机遇与未来。

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对于我国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对于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可以通过丝路的
内外带动得以化解，过去发展迟滞的西部将
成为新的开放前沿。随着陆上和海上开放，
东部和西部开放，我国对外开放将呈现“两
翼齐飞”的局面。

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拓宽着中华文化的
广度和纬度，深化着各国的文化交流。丝绸
之路承载的不仅仅是华美的丝绸、精致的瓷
器、扑鼻的香料，更载满了世界各国对中国
的关注，传递着人类文明的成果。“五色交
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中
华文化必将因为丝绸之路的重焕青春而大放
异彩，沿途沿线各国的思想、文化、艺术必
将在相互交融中更加灿烂。

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也是造福各国人民
的大事业，是互利共赢之路。“丝绸之路经
济带”总人口近 30 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
一无二，“一带一路”新梦想的实现，定会
给沿途沿线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各
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重大机遇。不止于此，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无
论是体量还是综合国际竞争力，都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
让别人过得好。“一带一路”寄托了中国不
仅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而且努力与世界各
国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意愿。

二、“一带一路”的拓展，
使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更加
完善

伟大的思想，成就伟大的梦想。“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一经提出，旋即得到了海内
外的共同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努力把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
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我国沿途沿
线各地，更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
署，立足现有基础，发挥各自优势，力争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赢得先机。
今天，巨变正在发生，一个弘扬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新格局加快形成，一个由点到面、由线到
片，区域大合作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进
一 步 完 善 ， 古 老 的 “ 商 贸 路 ” 日 益 成 了

“发展之路”、“富民之路”、“友好之路”、
“强国之路”。

长安号、渝新欧⋯⋯“一带一路”建设
不仅打造着交通更为迅捷、运输更为高效的
大通道，也打造着货物更加丰富、贸易更加
高端的传送网。随着加强道路建设和交通便
利化谈判的推进，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
输大通道将打通，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
交通路网有望逐步形成。变化远不止这些。
这条路正成为资本汇聚更多、货币联系更紧
的“磁力带”。中国已与蒙古国、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签署货币互换协
议。在与中国往来更为密切的越南、泰国等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不断扩大。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正在日益密切的交流中充分体
现。一年来，沿途沿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愈加紧密，青年人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相
关各国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

“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国各地尤其是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部 5 省区和
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能量。在陕西的西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关中城市群、国家关天经济区等核心
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脉动和激情随处

可寻。位于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陕
西重型汽车进出口公司，去年重卡出口 1.8
万台，其中 51%销往了中亚 5 国和俄罗斯；
位于陕西宝鸡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宝石机械公
司，生产的各类钻采设备远销中亚、中东、
欧洲、美洲等6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拥有能
源优势但缺乏交易平台的问题，陕西省正在
通过建设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中心，以
煤炭交易平台为突破口，打造中国向西开放
的能源交易和结算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也让福建泉州、浙江宁
波等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截至去年底，泉州赴“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并设办事处 27 个，
实际利用外资41.5亿美元，泉州港与沿线国
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突破 150 亿美元。如今，
泉州正利用其独特区位和侨乡特色，加快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积极参
与国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东亚文化
之都”建设。

三、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齐心共圆古丝路的青春梦想

纵观历史兴衰，我们发现，抢抓机遇不
仅在于“时机”，更在于把握和运用机遇的
能力，在于能否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特
征出发，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乘势而上，
将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兑现为捕捉机遇的
实力。

如今，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的热
潮正在神州涌动。沿途沿线各地区纷纷表
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搞好
规划，找准定位，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

“角色”和“职责”；搞好互联互通，加强政
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
民心相通；用好各种合作机制，深化与国外

友好省、友好城市及毗邻地区的务实合作；
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抓好主要基础设
施、特色优势产业、民生环保工程、扶贫开
发项目，调动社会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

西北 5 省区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
要依托，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
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
要。这些省区纷纷提出，要立足现有基础，
发挥各地优势，通过实施大开放、大开发，
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要深化改
革、创新机制，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注入强大动力。

福建泉州则谋划多方面先行先试：扩大
“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构建面向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地
区间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建立更加开放的双
向投资服务机制，拓展与相关国家在石油化
工、海工装备等领域的合作；共建互联互通
便捷通道，建设内陆地区接驳“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出海通道；搭建“海上丝绸之
路”沟通协作平台。

在国家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正在会
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抓紧编制“一带一路”
建设总体规划。规划将更加注重促进区域一
体化发展，促进东中西部、沿海和内地的联
动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
干线的引领作用，着力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
和增长极；更加注重推进国内与国际的合作
发展，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古丝绸之路凝结着人类文明的辉煌历
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焕青春，让古老文明再次彰显魅
力，绵延 2000 多年的丝绸之路将越走越
宽广。

（标题书法：田永庆）

在西安市的大唐西市博物馆陈列的唐代丝绸之路示意图（局部）。 （资料图片）

——写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一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马志刚

——写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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