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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月25日，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

北京隆重开幕，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又一次重大建设成果展示与全球

合作探讨，必将在这个春天里推动共建

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为中国和沿线各

国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来，有

关国际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成果超出

预期。”日前，杨洁篪接受媒体采访时如

此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各领域所

取得的进展。那么，“一带一路”进展超

出了谁的预期？是怎么超出预期的？何

时超出了预期？在哪些领域超出了预

期？在什么范围超出了预期？为什么能

超出预期？我想，弄清楚这几个问题，有

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建设取

得的进展和成果。

第一，超出了谁的预期？2010年，中

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不久，国际

社会就有人发出疑问：中国未来会呈现怎

样的对外交往姿态？2013年秋，习主席访

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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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准丝绸之路精神的内

核，让“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国际形势动荡

多变”的迷茫世界看到了新的光亮。由此

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超出

了许多国际人士尤其是西方舆论对中国

对外交往姿态的预期。

第二，是怎么超出预期的？“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之初，就吸引了世界目光。

近6年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

化为现实，世界人民尤其是沿线国家和

地区人民，切身感受到了这一倡议脚踏

实地的进展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认

识到其价值与意义。由此看，“一带一

路”倡议的务实推进，是令人超出预期的

根本动力。

第三，何时超出了预期？2016年8

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

上，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

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这是对“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基建、传

播、沟通等诸多工作的重大肯定，也是对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极大激励。

这一重要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定力，也表达了中国的务实

态度与乐观精神。

第四，在哪些领域超出了预期？近

年来，“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多

领域，带动全球互联互通不断加强。目

前，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

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累计开行

中欧班列超过1.4万列；80多个经贸合

作园区建设积极推进；旅游、教育、医

疗、文化与智库等多领域落实一系列合

作成果。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各个领

域齐头并进，不偏科，不失衡，全领域取

得“超出预期”的发展成果。

第五，在什么范围超出了预期？当

前，“一带一路”倡议频繁被写入联合国

等诸多国际组织的官方文本，已成为全

球共识性理念；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非盟2063年议程、欧亚经济联盟、欧

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和

合作倡议有效对接，形成了促进互联互

通、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合力。

由此看，“一带一路”的成果并不是在几

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超出预期。

第六，为什么能超出预期？“一带

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道义感召力

和合作吸引力，源于其区别于传统霸

权主义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更

源于中国从政府到社会的不懈努力。

作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

一路”倡议的内涵与精神，注定其必然

会有今日的成果，也注定未来还将有

更大的惊喜。

当然，目前的进展仅仅是个开始，共

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短期的倡议，而

是一场长跑。近年来，世界普遍的“超出

预期”感，将提升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更大期待。未来道路上，唯有相关国

家和地区持续加强合作，才能让这条机

遇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

“一带一路”进展超出预期
■王 文

纵 横 谈

发展新动力 丝路新乐章
—聆听“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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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28个小时“飞的”，智利的车厘子就能
飞越太平洋来到郑州；澳大利亚的蓝鳍金枪
鱼经郑州空运分拨发往全国各地；还有德国
的啤酒、荷兰的鲜切花……经过漫长的跨洋
之旅，一批批货物被转运到郑欧商城进口商
品展示中心。在这里，人们尽情享受着“一站
式”采购进口商品的便利。

这几年，河南郑州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
历史机遇，借助地处中原的交通区位优势，借
力中欧班列和航空货运，搭建起陆路、空中交
通“新丝路”，打造出一个货通天下的新门户。
“在郑州机场，货物满载满卸不到两小时，

快速便捷。”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负责人付
鲜峰告诉笔者，从今年4月 1日起，郑州航空口

岸全面实行客货运7×24小时通关，效率大大
提升。他介绍，去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273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1.5万吨，客货运
规模继续保持中部地区“双第一”，一条连天接
地、物通全球的“空中丝路”正在建成。

无独有偶。据了解，自2013年开通始发于
郑州的中欧班列以来，这条“陆路丝路”已覆盖

24个国家的 126个城市，实现了每周“九去八
回”，仅去年累计运送货值就超过32.3亿美元。
“郑欧班列优势明显，比空运节约资金

80%，比海运节约时间20天左右。”据郑州圃田
车站货运负责人介绍，目前，该班列全程运行
时间从最初的 18天提速到 13天，大大提高了
货物运转效率。与此同时，铁路枢纽对接沿海

港口也越来越顺畅，目前郑州至连云港、青岛、
天津等港口的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开行206列。

空港引领，铁港带动，便利交通不仅拉来
货物，更带来产业。据介绍，依托这一优势，
郑州布局了智能终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等
产业集群，成为全球手机、高端汽车零部件、
电子产品、冰鲜水产品、进口水果集散中心。
“郑欧班列和航空货运犹如拉动发展的

‘双引擎’，不断为郑州注入新动力。”这几年，
付鲜峰一直关注着郑州的发展。他介绍，他
所在的边检站还将加快建设出境自助通关系
统，扩大“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 30分钟”人
员范围，为郑州打造国际客货运枢纽“不夜
港”做准备。 （刘奇山）

河南郑州——

“双引擎”打造中原货通天下新门户

走进重庆团结村中心站，满眼都是印有
“中欧班列”图标的集装箱，橙黄色的吊车紧
张忙碌，一列列中欧班列驶出站台，前往 1万
余公里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团结村，是“一带一路”的关键地标。
2011年 3月，我国第一条中欧班列线路“渝新
欧”从此首发。
“众所周知，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联结点的重庆，在内陆开放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据渝新欧（重庆）物流公司总经理
漆丹介绍，曾经，“既不沿边，也不沿海”的
重庆产品出口，要么向东、向南走海运，耗
时过长；要么通过空运，成本极高。如今，
横贯亚欧大陆的“渝新欧”将重庆与沿途国
家紧密相连，成本仅为空运的 1/5，时间仅
为海运的 1/3。

诚如斯言！重庆率先开通向西直达欧洲
的中欧班列和向南通达东南亚的“陆海新通
道”，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体
系，实现了“一带”与“一路”的有机衔接，在多
个领域实现了突破。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咖啡交易中心……”

4月上旬，在中国重庆咖啡交易中心的展示大
厅内，咖啡鉴赏师郑玉都正向来宾讲解着咖
啡的有关知识。

地处内陆的重庆并不生产咖啡豆，为何
要在这里建咖啡交易中心？在该中心发起
方、重庆能源集团董事长冯跃看来，“一带一
路”赋予的开放优势，使咖啡交易中心能以重
庆为核心，将云南以及东南亚、南亚等亚洲主
要咖啡产区和欧洲消费市场紧密连接在一
起，成为咖啡物流的重要集散地，并形成对全
球咖啡产业的辐射和集聚。

实际上，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这

个咖啡交易中心已成为能源企业转型发展和
中国咖啡品质提升的典型例证。当然，“一带
一路”建设的推进，也凸显了重庆连接亚欧的
枢纽和通道地位。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助

力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聚集效应得
到显现。”重庆市交战办工作人员周谦睿
告诉笔者，如今的重庆不仅拥有核心的国
际铁路通道运输，还逐步展开了铁水、铁
公、铁空等多式联运业务和跨境运输等多
种业务形态。

大潮既起，势不可挡。未来，重庆还将建
成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
无缝衔接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枢纽，提升国
际物流中转效率，服务“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建设。 （左庆莹）

重庆——

“大通道”添彩山城对外开放新高地

夕阳西下，伊尔克什坦口岸依然一派繁
忙景象。
“不到半小时，通关安检便办理完毕。不

但快捷便利，而且服务周到。”走出联检大厅
的货车司机邓文建，看上去心情不错。

在维吾尔语中，伊尔克什坦是驿站的意
思。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历史上
这里曾有一段商旅不绝于道的繁荣时期。
“这里是祖国版图上太阳最晚落山的地

方。”邓文建告诉记者，1997 年口岸正式开
放后，再次恢复了千年前的繁荣景象，后来
为便于通关，口岸搬迁到了乌恰县城西 4公
里处。

口岸处，不时有风吹来。抬头望去，千年
来，边关的晚霞依然瑰丽雄奇，而沟通中外商贸
的驼队已变为载重更多、速度更快的运输车队。

“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通关变得
省时省力。”据伊尔克什坦海关副关长施国
庆介绍，现在口岸开通了 24小时服务专线，
随时随地可以办理通关手续，尤其是我国
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后，所有过境国
的海关都不再对货物开箱检查，大幅减少
了货物在口岸的等待时间，有效提升了通
关效率。

与此同时，为实现口岸通关“大提速”，他

们还为果蔬运输车辆增设“果蔬车辆”绿色直
通车标识，确保各联检单位优先办理手续，以
减少排队时间，并运用非侵入式查验手段，设
置查验优先级，实现随到随验。
“这 200余辆货车，不到一天就全部安检

完毕了。”顺着施国庆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完成安检的大货车一字排开等待通关。据施
国庆介绍，口岸还专门为农产品货车通关开
通了“绿色通道”，以确保客商的水果、蔬菜等

到达目的地仍然保持新鲜，为农产品“走出
去”“引进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介绍，每年 4到 10月口岸通关频繁，我
国的家电、机械等货物从这里出口转运到吉
尔吉斯斯坦等地，而煤炭和各类农产品也会
从这里进口到国内。数据显示，每年约 4.5万
人次、50万吨货物在这里完成通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行动，

口岸变得越发忙碌。为适应新的需要，当
地不但新修和拓宽了道路，还在两边设立
了民货运专用通道和休息通道。”施国庆告
诉记者，他们引导当地牧民抓住这一机遇，
在口岸周边开起了超市、酒吧、餐馆等，拓
宽了大家增收渠道。如今，牧民的日子越
来越红火。

（刘 慎 本报记者 李 蕾）

新疆伊尔克什坦——

“新丝路”助力边陲千年口岸焕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