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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重要时间节点

2013年9月和10月 习近平先后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2014 年 9 月 11 日 习近平在出席中国、
俄罗斯、蒙古国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
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打造中蒙
俄经济走廊。

2014年11月8日 习近平在2014年北京
APEC会议上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
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
础设施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2015年3月28日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
和商务部共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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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
框架。

2015 年 7 月 10 日 上海合作组织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支
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2015 年 12 月 25 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正式成立，为亚洲地区长期的巨额基
础建设融资缺口提供资金支持。

2016年5月26日 第九届泛北部湾经济
合作论坛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
论坛发布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
书》。

2016年8月17日 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座谈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提出8项要求。

2016年11月17日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
协商一致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
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2017年3月17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

过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
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2017 年 5 月 14 日、15 日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高峰论坛四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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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5月 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携手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主旨演
讲。

习近平强调，古丝绸之路绵亘
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
明的宝贵遗产。

习近平指出，中方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 4 年来，全球 100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

“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
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
硕。这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
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
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

不断促进的4年。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乘势而

上、顺势而为，将“一带一路”建
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正站在
新的起点上。中国将深入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
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将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
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将推动已达
成协议的务实合作项目早日启动、
早见成效；将加大资金支持，向丝
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亿元人民币，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
业务，规模预计为 3000 亿元人民
币；将积极同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
的经贸伙伴关系，建设“一带一

路”自由贸易网络，将从 2018年起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愿同各
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
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
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4项行动；帮
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
国家和国际组织建设更多民生项
目；将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打造人文
合作新平台。

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是中国首倡举办的“一带一路”建
设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
际会议。包括 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
首脑在内的来自 130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约 1500名代表出席此
次高峰论坛。

从中国超市里的法国红酒、波兰苹果，到欧
洲商场里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从跨越欧亚
大陆的视频电话，到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
路，“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已经切切实实惠及了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介绍论坛有关情况时表
示，要确保项目落地，把领导人政治共识转化为
具体项目的行动力，落实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
各国发展焦点上。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合
作务实，很接地气，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都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普通民众还将享受到
更多的合作红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阮宗泽说。

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
进，沿线国家往来将更便利，说走就走的旅行不
是梦想；贸易将更畅通，货架上多了更多价廉物
美的选择；人文交流将更密切，剧院、图书馆、
博物馆、美术馆将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百姓将有更多获得感

■背景资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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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昨日
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
动。对于这次会议，哪些看点值得
期待？

【看点一】
此时举办高峰论坛有何深意？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的推进性举
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召开高峰论坛
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总结以往经
验，更是为了规划未来，为更深层
次合作奠定基础。”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
首倡，但现在已从中国倡议变成了
全球共识，并进入全球行动的阶
段。”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戴
永红说。

【看点二】
与会嘉宾阵容有何讲究？

阵容强大的与会嘉宾是本次高

峰论坛的一大看点。
“与会嘉宾涵盖了五大洲，有政

要、官员、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
充分说明了中方倡议得到的积极响
应，也体现了本次论坛的开放包
容。”阮宗泽说。

【看点三】
未来国际合作将有何新举措？

中国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
建设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这是国
际社会对本次论坛关注的一个重点。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宗瑜认为，各方应充分利用论坛
这个平台，规划实施路径，做好项
目落地，推动合作共识落地生根。

论坛议程安排透露出对于如何
开展深度合作的一些考量。除了领
导人参与的圆桌峰会，论坛将以

“1+6”的形式举行一场高级别全体
会议和六场平行主题会议。

高级别会议将重点探讨基础设
施、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
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
境和海上合作等 8个方面。六场平

行主题会议则分别聚焦“五通”和
智库交流。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一带一路”建
设的早期收获中，不少集中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今后贸易畅通中的贸易
便利化会进一步加强；随着设施联通
的推进，资金需求增加，融资合作和
金融领域的支撑也要跟上。

【看点四】
中国自身将有何新收获？

分析人士认为，建设“一带一
路”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均衡、包容
发展，也有利于中国自身扩大东西
双向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转型。

“‘一带一路’涵盖我国中西
部省份和沿海发达地区，通过扩大
向西开放，有助于加快中西部发展
步伐，实现东中西部梯次联动发
展，也有利于中国把对外经济合作
与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开放紧密融
合。”李向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