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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合作目标

公报摘录：我们重申，促进和平、发
展与人权，推动合作共赢，尊重《联合国
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是我们的共同
责任；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和包容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我们
的共同目标；打造繁荣与和平世界的共
同命运，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解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是横亘在全人类面前的严

峻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

“时代之问”震撼人心。共建“一带一路”

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

体意识。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近6年来，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同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 6万亿美

元；两年来，首届高峰论坛形成的 5大

类、76大项、279项具体成果全部得到落

实。“一带一路”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机

遇之路、繁荣之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途径。共建“一带一路”之所

以取得丰硕成果，最根本的就在于顺应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

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展望未来，各

国应携手努力让互联互通更加有效，经

济增长更加强劲，国际合作更加密切，人

民生活更加美好。

完善合作理念

公报摘录：展望未来，我们将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通过促进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
通，加强各方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在此方面，我们期
待合作伙伴作出更多努力。
——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我们将坚持开放、绿色、廉洁。
——我们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

续。
解读：“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但属

于世界。“一带一路”是大家的事，由大家

商量着办。“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兼顾各方

立场，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

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高标准、惠民生、可持

续目标，是“一带一路”建设沿着高质量方

向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

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正确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政

府的作用，做好发展战略对接，又必须按

照市场规律办事，坚持市场运作，发挥好

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采购程序应开

放、透明、非歧视。

明确合作重点

公报摘录：我们支持各国在已有进
展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经济走廊、经贸合
作区和同“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项目，
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解读：任何一项合作倡议和发展战

略，都必须由实实在在的项目来支持。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

发展繁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

长期的任务。“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形成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今后

还要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合作内涵，让

互联互通的基石更加稳固，让商品、资

金、技术、人员流通的血脉更加畅通。

“一带一路”建设还要顺应第四次工

业革命发展趋势，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

展路径，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新的增

长动能更加澎湃。要推动电子商务和数

字经济建设，更好地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

全球价值链中来，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和

供应链联接，打造绿色价值链，促进包容

发展，增进民众福祉。

强化合作机制

公报摘录：我们支持各国金融机构
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为有关项目
提供多元化和可持续的融资支持。在尊
重各国国内优先事项、法律法规、国际承
诺以及联合国大会在债务可持续性方面
通过的有关原则的同时，我们鼓励本币
融资和互设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开发

性金融的作用。我们鼓励多边开发银行
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以财政可持续的方
式加大对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并根据
当地需求动员民间资本投资相关项目。

解读：共建“一带一路”从基础设施

建设和互联互通开始，无论在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

互通都面临着投资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都在

一万亿美元左右。

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创新金融合作

模式。金融是血脉，经济是肌体。金融

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要构建长

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体系，加强“一带

一路”金融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投融资模

式和平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为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把绿色作为底色

公报摘录：为促进可持续和低碳发

展，我们赞赏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生态可
持续性的努力。我们鼓励发展绿色金
融，包括发行绿色债券和发展绿色技
术。我们也鼓励各方在生态环保政策方
面交流良好实践，提高环保水平。

解读：建设“一带一路”，绿色是底

色。论坛期间，二十余家国际大型机构

在京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

则》。相关机构承诺将可持续性纳入公

司战略和企业文化中来，把环境、社会

和治理因素纳入机构的决策过程，分析

自身投资业务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该原则，参与方将建立一套利益相

关方信息共享机制，用来加强政府部

门、环保组织、媒体、当地社区民众、民

间社会组织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有效

沟通。

未来几十年，全球大部分基础设施

投资将发生在“一带一路”地区，这些投

资对实现《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举足轻重。绿色投资原则力

求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确保“一带一路”投资项目

充分考虑到环境、气候和社会等可持续

要素。该原则将有力支持“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进而

帮助全球金融机构在多边框架下建立

更加广泛、深入的长期合作，提升环境

与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研究员）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亮点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