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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成就巨大
本报记者 孙昌岳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郎 冰 美 编 夏 祎

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

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8 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从夯基垒台、

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走出了一条

高质量建设的光明大道，取得实打实、沉甸甸

的成就。

截至 2022 年 3 月底，中国已与 149 个国家、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投资、贸易、金融、科

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领域。中国倡议

通达全球，成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

作平台与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惠及世界的共赢之路

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始终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8 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坚持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框

架，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

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

互通网络，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布局，

打通了我国中西部地区联通世界的通道。

经贸合作持续取得新突破。即便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仍逆

势上扬，展现出强劲韧性。2013 年至 2021 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

达 11 万亿美元。2021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 ”沿 线 对 57 个 国 家 非 金 融 类 直 接 投 资 达

1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为我国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促进共同发展闯出新路子。各方积极推

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启动了大批务实合作、造福民众的

项目，构建起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开创了共同发展的新前景。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沿线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前行，为全球抗疫合作和

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世界银行研究报

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

困，将使全球收入增加 0.7%至 2.9%。

实践一再证明，从“硬联通”“软联通”到

“心联通”，“一带一路”正成为沿线国家的合作

之路、希望之路、共赢之路。

不断进阶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提出至今，经历了“有没有、信

不信、能不能、成不成”的压力测试和考验，实

现中国方案的不断进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指出，

“一带一路”实现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从

中国担当到国际责任、从中国推动到国际共

建、从中国标准到国际规则、从中国道路到国

际秩序的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统筹内

外两个大局有新的进展，既全面深化改革提高

国内治理能力，又积极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一带一路”倡议所涉领域

广，时间跨度大，问题复杂，复合型风险高，需

要综合应对国内外经济、安全、社会、人口、宗

教、文化、生态、地理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

影响国际秩序塑造，这是“一带一路”建设更深

刻的时代本质。

在去年召开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分析共建“一带一

路”面临的新形势，对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

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规划了战略路径，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表示，高质量

发展的含义，是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

变。因此，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把绿

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引

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

下建设运行管理，采取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

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形式进行，同时

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广泛的开放

性。它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维的，是面向

全球的开放。通过这一平台，沿线国家能够极

大地共享中国开放红利。目前，中国已与 111个

世贸组织成员共同联署《投资便利化联合声

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

地，同时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自贸区网络。

当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

抱世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全人

类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更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憧憬，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大动能。

高质量的合作平台

面向未来，如何立足新发展阶

段，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涵，塑造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进

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

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王义桅

表示，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 既 要 “ 联 通 ” 又 要 “ 循

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

领下，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合作更加

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经济联系

更加紧密。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搭建国内

国际双循环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发

展的平台路径。

二 是 既 要“ 参 与 规 则 ”又 要“ 引 领 规

则”。“一带一路”建设要构建不同国家在多

领域、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国际规则更加

包容和更加公正，使更多国家实现经济社会

恢复、更好释放发展潜力。

三是既要推动“机制创新”又要促进“平

台创新”。“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经济融合、

发展联动、成果共享，就要推动创新发展，更

好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契合相关国家对全

方位、宽领域、多选项拓展合作的需要。

“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

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洁

表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内外兼修，应进

一步嵌入中国的全球战略与周边战略中，服

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通过

新安全观、新型伙伴关系的同步推进，

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更明确，

外部环境更具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

性。“一带一路”还要重点加强

自身安全机制建设，一是重视

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二是

提高中资企业自身的安全

管 理 与 应 急 处 置 能 力 ，

加 强 对 企 业 安 全 的 资

金投入与制度建设；

三是探索利用东道

国、国际安保公司

的 力 量 维 护 项 目 人

员与资产的安全；四

是 从 国 家 层 面 探 索 建

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

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

等举措。

“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2016年 4月，河钢集团收购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正

式组建河钢塞尔维亚公司（简称

“河钢塞钢”）。面对原有的 5000 名

员工，河钢团队下定决心：钢厂不减

薪、不裁员，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知情者理解河钢为何做出如此

决定：一方面，钢厂承载着许多家庭

的希望——在斯梅代雷沃这座仅有

10 万余人的小镇上，平均每 5 人就

有 1 人的工作与钢厂有关，很多家

庭 视 厂 如 家 ；另 一 方 面 ，成 立 于

1913 年的斯梅代雷沃钢铁厂是当

地知名的百年老厂，作为塞尔维亚

唯一的国有大型支柱性钢铁企业，

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

不过，河钢团队要想兑

现承诺并不容易。由于国际

钢材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工厂

内部管理不善等因素，斯梅代雷沃

钢铁厂多年来处于“内外交困”的状

态——设计产能为年产 220 万吨，

但 2015 年全年产量不到 90 万吨，每

年亏损数额巨大。因此，“中国老

板”能不能把厂子经营好？小镇居

民的饭碗能不能得到保障？很多人

对此心存疑虑。

仅仅半年之后，这些疑虑逐渐

消散。连续亏损 7 年的钢厂在 2016

年 12 月奇迹般扭亏为盈，产销量均

创 2010 年以来最高水平。6 年来，

钢厂累计产钢 728.7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近 50 亿美元，连续

3 年成为塞尔维亚最大出口企业。原有员工的工作需求不仅

得到满足，还新增 200 个就业岗位；钢厂供货商间接提供的

1.6 万多个工作机会也有了稳定保障，员工收入增长近 10%。

河钢塞钢的“成功密码”是什么？

首先是拥有优秀团队。2016 年下半年，河钢近 200 人的

技术团队来到塞尔维亚，对钢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诊

断。通过技术改造，钢厂成为行业内应用转炉煤气回收技术、

厂内二次能源利用率与自发电量比例最高、天然气消耗量最

低的欧洲企业。其次是汇聚了优质资源。依托河钢集团的全

球营销资源，河钢塞钢获得了稳定原料资源与广阔国际市场，

并将反倾销风险降到最低。此外，河钢塞钢在管理中充满人

文关怀。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塞方员工在钢厂工作时

的普遍感受。

随着河钢塞钢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快速提升，斯梅代雷沃

市年财政收入为原来的 2 倍多，失业率由 18%降至 6%，新生儿

出生率排名塞尔维亚第一，整个城市充满生机与活力。

作为我国在中东欧巴尔干地区首个产能合作项目，河钢

塞钢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正如塞尔维亚总

统武契奇所说，“斯梅代雷沃钢铁厂起死回生是个成功的典

范。它有力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给塞尔维亚带来的充足就

业岗位和经济增长”。

百年老厂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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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

城内人行桥附近区域。

中国与斯里兰卡政府合作开

展的大型投资项目科伦坡港口

城，被称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的合作典范。

新华社记者 唐 璐摄

左图 由中国援建的马尔代

夫中马友谊大桥。

王明亮摄（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首发列车驶过云

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

县境内的元江双线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