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十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
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已同150多
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10年，已经成为深

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给
世界带来引人注目的深刻变化，成为人类社
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今年，“一带一路”倡议迈入十周年，新

民晚报邀请10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推出
“‘一带一路’大家谈 ·十人眼中的十年”系列
报道，一起“走进”这条独一无二的和平之
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
路、文明之路，听他们讲述自己眼里的“一带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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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又多元的过程，它

涵盖了物质、人和制度三个层面。在物质

层面，现代化表现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基

础设施的改善、科技的进步等，这些都是现

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

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作为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

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为全球提供

的一种现代化路径，也是共同富裕的发展

理念由内而外的延伸。

从历史上看，即便是在完成现代化的

西方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也

有所不同。相对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

国，当时作为后发国家的法国与德国所采

取的现代化路径与前者区别明显，更不用

说二战后崛起的日本与韩国。可以说，现

代化路径从来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模式。

在全球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

家追赶难度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一带一

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实现现

代化的可能路径与现实选择。“一带一路”

倡议所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物质

层面推动了相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

与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基本方针

一脉相承。就如少数群体的富裕不会带来

长治久安，只有少数国家的富裕也不会给

国际社会带来公平与稳定。

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

对于现代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视角，即

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升，更是社会

进步的体现。

助推跨国包容性增长
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推动社会发

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目

标。共同富裕不仅是内向的，也是外向

的，它的实现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和国际

合作的支持。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们正

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所谓

共同富裕，不是财富的绝对平均，而是先富

裕起来的社会群体不能垄断获取财富的机

会，让其他尚未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也有

机会实现富裕。同理，国际社会也是如

此，先富裕起来的国家不能垄断财富或阻

挠别国的正常发展，必须实现跨国的包容

性增长。

基于数十年全球化进程所赋予中国的

发展机遇，以及中国迥异于西方殖民主义

的现代化方式，中国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

让我们有意愿与动力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现

代化，共享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是

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

设施，其他所有的现代化都无法实现。“一

带一路”倡议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这既

是我们国家的优势，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

优势。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

内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为

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所谓国际公共产品，通俗地讲，富国可

以用，穷国也可以用，这就是国际公共产

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

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富裕起来，进

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包容

式发展，于人于己都极具意义。

引领力正在增强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我

们遇到了许多挑战，也取得了许多成功。

对这些挑战和成功的理解和分析，将对我

们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证明了

我们对于差异性的尊重。“一带一路”倡议

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推进的，而

非像西方那样预先定制一个模式，然后一

刀切地要求其他国家遵循。“一带一路”倡

议在实践中注重与当地发展规划，如印尼

“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两廊一圈”、泰

国“4.0战略”等进行对接，我们并未把自己

的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

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与我们

的初心差异显著。“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

现包容性增长，但西方把它看作是地缘政治

竞争的项目，这是西方对中方的重大误读。

近年来，虽然从表面看，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实际上，

“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力正在增强，西方

则是被动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首

个自主引领的重大国际项目，这是世界近

代史以来颇具历史性意义的事件。现在，

西方在回应中国的行动，我们应有信心。

此外，我真心希望西方能落实他们对

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即

使西方相关承诺的初衷是竞争，也不意味

着中西方合作空间的消失。西方有其优

势，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两种优势在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中是可以并行而非互斥的。

因此，我们欢迎所有能推动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果像现在的美国一

样只关注自己的伙伴国与小集团，反而会

阻碍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对

“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信心。我相信，只要

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坚持我们的方向，我

们一定能够成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带

一路”倡议的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杨一帆 采访整理）

“一带一路”倡议
连接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全球视野

郑
永
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引起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一项伟大的发展项目，更是一种全
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旨在推动全球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繁
荣。“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价值和实践目标，将深刻影响我们对于现
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理解。

新华社上午电 据以色列媒体和巴勒斯

坦医疗机构10日公布的消息，巴以新一轮冲

突爆发以来，已造成超过1900人死亡。以色

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色列正在走向“全面

进攻”，“加沙永远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

以色列媒体10日晚报道说，巴以新一轮

冲突已造成以色列至少1008人丧生。以色

列卫生部消息说，全国各大医院接收的受伤

者人数升至2901人。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晚发表声

明说，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地带已造成至少

900人死亡、4500人受伤。

据以色列国防军10日晚发表的声明，本

轮冲突以来，以军死亡人数已达156人。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0日说，在以境内

发现了1500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武装人员的尸体。

根据以军10日发表的多份声明，以军在

加沙地带持续发动空袭，击中哈马斯多个军

事目标。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附近的以色列

南部城市阿什凯隆工业区与哈马斯武装人员

发生交火，3名哈马斯成员被打死。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说，中东局势急剧

恶化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鲜明例证。

普京表示，美方总是试图“垄断”巴以问

题的解决，且“从不考虑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

妥协方案，而是推行自己的想法”，无视巴方

的根本利益。普京还敦促冲突双方把平民遭

受的损害“减少到零”。

俄罗斯媒体9日以巴勒斯坦外交官为消

息源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 ·阿巴斯将

访问俄罗斯。

以色列称走向“全面进攻”
巴以本轮冲突已造成逾1900人死亡

新华社摩洛哥马拉喀什10月10日电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日发布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

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

2024年的2.9％，2024年预测值相比7月预测

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全球经济继续从新冠疫情、乌

克兰危机等负面因素中缓慢复苏并展现出韧

性，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且不均衡，各国

分化趋势日益扩大。

报告指出，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更为明显。许

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展现出的韧性强于预期。

具体来看，发达经济体2023年经济增长

预测值为 1.5％，2024年增幅将放缓至

1.4％。其中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预测值为

2.1％，2024年增速将放缓至1.5％；欧元区今

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值分别为 0.7％和

1.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

经济增长预测值均为4.0％。

报告同时警告称，由地缘政治紧张因素引

发的全球经济碎片化正在加剧，不仅会给全球

贸易带来更多限制，阻碍跨境资本和技术流动，

还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妨碍在气候变

化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多边合作。

就巴以新一轮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潜

在影响，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

耶 ·古兰沙表示，IMF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发展。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国际油价显

著上涨，而此前有危机或冲突发生时，类似情

况也会出现。这反映出巴以冲突可能对地区

石油生产及运输造成不利影响。

IMF发布最新报告下调经济预期

明年全球增长放缓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