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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实现联合国千年计划目

标作出了大量贡献。截至今年 1 月，中国已与 147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商务部数据显示，即使在疫情影响下，我国

去年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依然创新高，达到 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6%，

实现了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充分尊

重沿线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中方贷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加任何意图干涉

他国的强制性条款。这和某些西方国家在海外投融资项目里附加强制性政治条款，

妄图干涉东道主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事务的扩张主义传统和作派截然不同。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发展赤字加剧。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最大公约数，中

 
*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 
*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2-03/15/nw.D110000gmrb_20220315_3-09.htm。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2-03/15/nw.D110000gmrb_20220315_3-09.htm


 

2 

 

国愿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一如既往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特别是随着

倡议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中国将继续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

指导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高水平开放之路”，秉持开放合作的精神。“一带一路”的践行

主体是企业。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它们不仅要适应东道主国本地的标准规则

和文化社会生态，更是要与国际同类型企业在开放的世界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因

此这也是一个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适应世界市场开放竞争的过程。 

历史上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往往具有排他性特征，“一带一路”则截然不同，

有关项目高度重视开放合作，与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第三方开展了大量的合作。

截至 2021 年年底，我国已与日本、意大利等 14 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有

不少企业使用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在海外投标投资投产。此外，“一带一路”积极对

接国际标准规则，致力于塑造一个包容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以往的货物贸易

占主导有所不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更是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借由“一带一路”倡议的

平台，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与沿线国家共建互利

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带一路”是“可持续发展之路”，激发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一方面，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与以往某些发达国家的强势扩张和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不同，“一带一路”项目重视绿色低碳，愿为落实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一是

限制有污染的项目获得融资，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在 2020 年修订了《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目录》，明确规定不再为涉及煤和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在不具备清洁能源发电资源禀赋或是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国家，我国企业积

极推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清洁燃煤技术，严格控制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可持

续的内涵还包括“一带一路”项目向来重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中国很早就与 28

个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20 年沙特成为第 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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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导原则的核准方。 

某些别有用心的发达国家捏造不实言论，把一些沿线国家遭遇“债务陷阱”归

咎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妄图歪曲论证我“一带一路”具有扩张意图。但是，

沿线国家的债务问题同“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没有必然联系，而是有着诸如历史遗

留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国内财政刺激、金融市场超额融资等其他成因。没

有证据表明任何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而陷入债务危机，反而是某些

西方国家有“做空”他国经济的劣迹，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初“做空”拉美国家。在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中国还积极推动落实 G20 缓债倡议，减轻非洲国家债

务负担，成为 G20 成员国中减债贡献最大的国家。 

“一带一路”是“惠民生幸福之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想富，先修

路”。基础设施建设是“甘作前人栽树，宁愿后人乘凉”的民心工程。为了赚快钱，

部分发达国家往往不会选择耗时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更青睐于投资例如金

融服务等容易赚快钱的领域。“一带一路”则是发展导向的倡议，重视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随着基础设施“硬联通”扎实推进，为沿线各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基础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实实在在地推进了一大批关系沿

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东非有了第

一条铁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不仅是这种物质层面的切实利好，“一

带一路”投资项目还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就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

和教育程度，切实造福了沿线国家人民。“一带一路”倡议弘扬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正确处理民生与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投资项目以绿色为底色，重视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运用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建设绿

色丝路和数字丝路。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走深走实，今后的投资项目将更加注

重民生导向，切实增进沿线国家的民生福祉，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造福世界的“发

展带”、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 

西方扩张主义在当代表现出单边霸凌、滥用制裁和无视多边主义精神等新形

式新特点，对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大大下降，更关心霸权护持的一己私利，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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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临更为严峻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之相对，中

国愿与沿线国家并肩前行，砥砺奋进，努力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国际公共产品，

提出的合作理念和主张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先后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

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不论是在疫情

期间，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发起的“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还是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发起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都显示出中国愿

与世界各国携手面向未来，共同打造一条治理之路、信任之路、和平之路和发展

之路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