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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胸怀天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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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总结提炼的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立场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

年奋斗实践的真实写照和宝贵历史经验。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发展理念的

一个典型案例，其作用机制包括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立足新发展阶

段，未来更好坚持“胸怀天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五个重点方向发

力：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深入推进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资金融通方

式，深化重点领域交流与人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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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胸

怀天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基本经验之一。① “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

的真实写照和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过程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 中共二十大报告响亮地提出了“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其中“坚持胸怀天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担当。② “坚持胸怀天

下”，就是要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坚持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一个典型案例。③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十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顺应国际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扩大中国高水平开放和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也为世界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推进建设一大批关系到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
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④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筚路蓝缕，硕果累累，成
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 而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深入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不断行稳致远、走深走实，合作重心进一步下沉，合作重点进一步明确，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践行“坚持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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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菲：《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发展理念与伟大实践》，《管理世界》２０２２年第 ９期。
吕越等：《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管理世界》２０２２年第 １０期。



天下”理念，仍是一项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本文首先阐述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坚持胸怀天下”理念的三方面

作用机制，进而分析今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好“坚持胸怀天下”的重点任务，最后指出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不断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一、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坚持胸怀天下”理念的作用机制

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历史创新之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而且体现在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的创新实践来践行“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丰富了“坚持胸怀天下”理论创新的土壤，两者的作用机制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共建“一带一路”扩大高水平开放

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坚持胸怀天下”的重要前提和具体体现，只有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联系，才能为“坚持胸怀天下”打下坚实基础。 扩大高水平开放是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内在要求，而共建

“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主动谋局而提出的重要举措，对于扩大中国高水平开放起到了重

要作用。
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

支撑，以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要基础，十年来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习
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

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

利共赢。”①这充分肯定了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促进共建国家共同发展的积极作用。
１．共建“一带一路”延伸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促进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大。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中
国已同 １５１ 个国家和 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２００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从理

念变成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成果超出预期，给沿线国家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和沿线各国建立起互联

互通合作关系，不断增进政治共识和理念认同；建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基本框架，推动一大批标志

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升；与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贸
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建立多元化投

融资体系以提供融资保障；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交流活动，形成从人文交流、科技创新合作、对外援助到生态

保护等领域的多元交流格局。 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延伸到贸易投资合作，再到深化人文领域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打造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２．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

当前，中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历史节点上，须更加强调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向以

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中国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使得中国更深入地嵌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提升中国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

力，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前移。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的有关文件中，已在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共建“一带一路”为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推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转型，为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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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１１／ １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５２０６７．ｈｔｍ。
参见《已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ｈｔｍ。



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空间。
（二）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坚持胸怀天下”的重要支撑，只有自身本领过硬，才能为“坚持胸怀天下”提供稳

定保障和强大支撑。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关

乎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谋求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而共建“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内外兼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强大推动力。
１．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形成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 共建“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中国西部、中部和

东部各个区域，有利于进一步改变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封闭状态，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提高

区域发展的协同性，促进要素和商品更加自由地流动及优化配置。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缓解内需不

足和扩大内需。 共建“一带一路”以产能合作为重点，将国内因需求结构升级而需要进一步消化的产能转移到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缓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此外，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优质产

品，有利于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和多样化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最后，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国内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国内循环不畅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端需求，
共建“一带一路”通过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争取到更多时间。 此外，共建“一
带一路”吸引沿线国家对华投资，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产

业的基础水平和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
２．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形成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循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逐步嵌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 然而，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位置。 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倒退，加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国际供应链

断裂，中国需要重构参与国际循环的新模式，以对冲原有传统国际循环模式的风险。 共建“一带一路”通过连

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中国逐步摆脱对传统国际循环模式的依赖，形成更均衡的、更多面向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循环新模式。
３．共建“一带一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桥梁和重要抓手

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水平，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

和市场深度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壮大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以中欧班列为例，
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欧班列从 ２０１３ 年开行的 ８０ 列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５１８３ 列，通达 ９０ 多个欧洲城市所在

的 ２４ 个国家，已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ＩＴ 产品逐渐扩

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等 ５３ 大门类、５ 万多个品种，涵盖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所需的方

方面面。①

中欧班列在源源不断将中国货物送达欧洲国家的同时，也将大量外国优质产品运回中国，由此不仅带动

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外向发展，也为沿线国家带来新机遇，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
（三）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坚持胸怀天下”具体落实到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发展，既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历史使命，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具体行动，是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１．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基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抓住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中国的供给高度匹配

的内在机制，不失时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科学性和时代

性，是新时代“天下为公”理念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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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中欧班列发展报告（２０２１）》。



具体来看，在供给端，中国已具备庞大的产能规模和完整结构，而且中高端制造业等实体行业的技术在世

界处于领先水平。 特别是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

汇储备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实体的国家，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

需求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长期受制于基础设施缺乏、产能有限、技术欠缺和融资困难等问题，迫切希

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摆脱“低端锁定”的魔咒，急需争取国际外生力量，进行符合自身发展特点

的切实有效合作，以快速实现经济起飞。 正是由于中国与沿线国家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匹配，中国将原本相对

富余的生产能力和外汇储备转化为比较优势，而沿线国家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可以弥补资金和技术

的双缺口，扩大本国现代化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在 ２０１８ 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

界。”①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 ５７１．３ 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 ４２．１ 万个就业岗位，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和就业渠道，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② 此

外，根据世界银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的估算，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将使全球

实际收入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投资能够使 ７６０ 万人口摆脱极度贫困，以及 ３２００ 万人口摆脱中度贫

困。③

２．共建“一带一路”对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具有重要助推作用

２０１６年 ８ 月 １７ 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

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

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④当前全球宏观经济面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困境，据估计，每年全球总

需求缺口大体在１ 万亿美元左右，而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累计１８００ 亿美

元，年均 １８０ 亿美元，按照 １ ∶ ５ 的投资乘数粗略估计，每年可产生近千亿美元的总需求，这就弥补了世界经济

总需求缺口的 １／ １０ 左右，可助推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⑤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个别国家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越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

产党秉持天下胸怀，以超越国别的全人类视野，为世界经济的平衡与发展贡献力量更显得愈发可贵。 即使在

近年的疫情冲击下，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作用仍显示出强劲的韧性和潜力。 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当
年全球投资与贸易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ＣＴＡＤ）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２０２０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规模约为 ８５９０ 亿

美元，同比下滑 ４２％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发布的《全球贸易统计评论》，２０２０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 ５．３％⑦。 然而，２０２０ 年，共建“一带一路”却逆势增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直接投资总计 ２２５．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０．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总计 １．３５ 万亿美元，同
比增长 ０．７％。⑧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计 ２４１．５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全年

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 １３．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总计 １．８ 万亿美元，同创历史新高，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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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８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４／ １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１３０３．ｈｔｍ？ ｆｒｏｍ＝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参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十年年均增长 ８％》，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ｘｗ ／ ３０９７３２．ｈｔ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９， ｐ．５．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张高丽主持》，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６－０８／ １７／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００１７７．

ｈｔｍ。
参见《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形成》，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１０／ ０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１６８０６．ｈｔｍ。
ＵＮＣＴＡ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Ｎｏ．３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１， ｐ．１．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１”， ＷＴＯ， ２０２１， ｐ．２１．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



增长幅度高达 ３３％；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８９６．８ 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 ５７．９％。①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自身稳步发展与全球经济复苏联系起来，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世界经济

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３．共建“一带一路”构筑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人类发展、深刻把握世界大势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充分体

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紧密联系的博大胸怀和务实担当。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谈到：“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②这描绘了习近平对于构建人类美好愿景的殷切希望，也深刻揭示了共建“一带一路”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既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和对外开放顶层设计的宏伟远景，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国

崛起的和平模式，其内外联动性质决定了“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将参

与其中的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彰显了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践行

“坚持胸怀天下”的具体体现与生动案例。

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首要是应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战略与政策的有效衔接。 具体

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三个重点任务。 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要注重代表合作国重大历史抉

择和系统顶层设计的战略层面的对接，关键是形成合作共识；二是要注重战略派生出的执行政策层面的对接，
关键在于将合作共识落实为切实可操作的政策、规则和标准。 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创新对接方式，拓展

对接领域，提高对接效率。
（二）深入推进设施互联互通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须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设施联通是实现合作发展的基础，是
“一带一路”建设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赞同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优先领域。

推动“一带一路”，首先在于打造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的互联互通网络，构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其

中，通过加快推动陆上、海上、天上和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以六廊六路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方向和主

要内容，以多国多港为落脚点，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多方面

协同合作。 同时，目前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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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初具规模，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已初见成

效，未来还将继续深入推进高效节约的贸易通道建设工作。 对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和关键项目的聚焦，有助于

统筹协调资源配置，优先打通缺失环节、畅通瓶颈问题，提升通达水平，未来要科学规划聚焦的方向和程度，有
序推动关键环节的高效发展。

（三）持续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持续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在沿线国家之间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
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在贸易投资方面，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沿线各国的贸易

投资合作优化升级，积极探索丝路电商等贸易投资合作的新业态新模式。 二是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强调进

一步深化合作关系，积极拓展更多合作伙伴和第三方市场，打造更为全面、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

系，带动双向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其中，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既包括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优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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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２０２１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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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投资结构，拓展贸易投资领域，也包括探索如丝路电商之类的各类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投资平台，创新投资

贸易合作形式。
持续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有以下三个重点任务：一是提升贸易质量；二是创新投资合作；三是加强机制

建设，丰富合作对话渠道。 在深化高层级的、战略层次的共识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为投资贸易合作的进一

步发展打好基础。 持续推进与合作国家的战略、规划、机制的多层级对接，灵活运用双边经贸联委会、混委会、
贸易畅通工作组、投资合作工作组等多元协调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同时，继续发挥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一系列重大展会平台的作用，加强企业之间的直接对

话，促进更多地合作成果的落实转化。
（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资金融通方式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须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资金融通。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在行为主体上，坚持市场在企业间、项目间资金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企业的主体地位。 其

次，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投融资体系构建中，要在充分尊重遵循国际惯例的前提下，守住债务可持续、
风险可防控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大胆发展和创新金融合作框架，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

等多元投融资工具的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金融合作网络的建立健全。 其中，实现金融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打通金融合作网络的关键，在一定的互联互通水平下，带动更多国际组织、多边机构和各国

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投融资，共享“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市场投资机会。 最后，还要注重在建立健全“一带

一路”金融合作网络的同时，完善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强
化风险防范意识，着力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既要合法合规经营，又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

象大使。
（五）深化重点领域交流和人文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须深化各重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合作。 推动“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人文交流应在公共卫生、绿色发展、文化艺术、数字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发力，充分

发掘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强往来，密切交流，打造多层次、多主体、多主题的人文交流互动格局。 其

中，在科学技术交流领域应把握住数字技术这一战略关键，紧跟世界技术进步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的行动。 此外，针对国际社会日渐关注的绿色发展问题同样可在“一带一路”倡
议人文交流互动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推动绿色丝绸之路的建成。 同时，针对国际社会健康合作的高涨需求，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时俱进，积极推动实施发展“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医疗卫生和传染病防控

的合作行动计划，将“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成为健康丝绸之路。 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

景下，各国对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意愿增强，要积极培育合作新增长点，深入发展“丝路电商”，加强

数字贸易、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进一步推动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加强新

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近年来，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和民生项目落地见效，给东道国的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此，要继续聚焦农业、减贫、卫生、健康等领域，优先建设更多的

“小而美”项目，提升东道国人民的获得感。 同时，积极推动中欧班列与各类园区联动发展，与跨境电商、海外

仓等新业态融合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实践说明，加强多领域人文合作和多样化交流沟通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

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深化重点领域的合作

交流传承了“丝绸之路”的精神，通过推动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通民心、达民意、汇民情，实现增

进信任、促进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效果，推动理念认同、利益契合、感情友好的稳定发展模式，是与共建

“一带一路”供求匹配必要条件相配合的充分条件。 另一方面，深化重点领域的“软力量”合作交流对于促进

“硬合作”意义重大，通过形式丰富的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民心相通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深化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今后应重点抓好落实。 总之，
“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和“文化丝绸之路”是在推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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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时俱进为其赋予的新内涵，应作为重点推进，与各方加强合作。

三、结　 语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
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回顾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经验，总结“过去为什么能够成

功”，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坚持胸怀天下”。 展望未来新征程，研究“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就
要从“坚持胸怀天下”的高度来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此外，更应该认识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色之

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机制和

平台。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些重要论述与坚持“胸怀天下”一道，是新时代推动“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准则。 因此，在实现中共二十大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上，既要传承和发扬过去“胸怀天下”的宝贵经验，更要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成人达

己、胸怀天下的发展道路，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ＰＣ’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ｊｕｎ１，２，ＬＵＯ Ｌｉ－ｊｕａｎ２

（１． Ｄａｗ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Ｄｕ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３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ＰＣ）． Ｉｔ
ｉｓ ｂｏ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ＰＣ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ＲＩ）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ＲＩ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 ｅｘｐａｎ⁃
ｄｉｎｇ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ｉ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Ｉ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１）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ｗｏ－ｗａ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４）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责任编辑：王月霞］

８２

河北学刊　 ２０２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