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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刊·新论 

 

“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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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缩小发展鸿沟，从根本上化解造成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根源，是习近

平总书记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提出的发展合作倡议，是为破解全球发展难

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早在 1936年，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出版《丝

绸之路》一书，就曾预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

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

树起一座丰碑。”他推断，“中国人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之日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复兴之时。” 

    “一带一路”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关键词，标志着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为

解决人类问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五年来，在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

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编织起以亚欧大陆为中心，辐射全球各大陆、连接世

界各大洋的互利合作网络，构建起发展战略对接、各自优势互补、彼此互联互通、包容开放发展

的国际合作平台。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 80 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

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成功落地。 

    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

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

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

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

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

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

极性。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

多社会责任。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整合各参与国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

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推进各参与国的互利合作，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区

域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不是中国独唱，而是世界大合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这

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

国家的合唱。”互联互通、战略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是形成大合唱的基本方

式。 

    中国主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

规划等有效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的合适切入点。截至 2017年底，中国与 86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了 101个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

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深化同各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共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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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追求开放、包容、普惠、均衡、共赢的全球化 

    古丝路的衰落推动欧洲人走向海洋，开创海洋型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单向度全球化。核心

—边缘分工体系，文明的等级秩序，区域化与全球化矛盾导致全球化悖论，酿成今天的逆全球化、

反全球化现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化角色转变。通过倡导文

明的共同复兴、开创文明秩序、实现陆海联通和全球化的本土化，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

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扬弃了西式全球化，打造

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开创新型全球化。 

    传统全球化——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5%，而新型全球化——互联互通，将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10%-15%。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正在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让全球化惠及更广泛的民众。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导向的全球化，私人资本不愿投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的政治周期无法满

足长、慢周期的基础设施需要，资本全球化服务选票而非老百姓，致使全球基础设施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的短板：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要升级换代，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原来的国际体系

主要是美国提供安全、金融公共产品，不再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合作建设“一

带一路”，将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导向的全球化，转变为发展导向的全球化，让投资回归实体

经济而不是制造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是应对民粹主义挑战，实现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全球

化的希望所在。 

    脱贫致富、削减贫富差距、全球有效治理，是“一带一路”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三大效

应。贫困是人类的公敌，盗贼出于贫穷，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入，

产生“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效应。全球 90%的贸易通过海洋完成，80%产出来自沿海地区一百

公里地带。“一带一路”通过陆海联通，消除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差距。不仅如此，“一带一路”

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