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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马丁 ·雅克

诺扬 ·罗拿

“一带一路”大家谈 ·十人眼中的十年

人文交往发力 期待共创未来
——专访“上海市荣誉市民”、土耳其前驻沪副总领事诺扬 ·罗拿

1983年，诺扬 ·罗拿作为土耳其首批公派留学生来到中国，至今
已有整整40年了。从留学生到外交官，作为“上海市荣誉市民”，这位
土耳其“中国通”见证了中土两国友谊的发展与合作的加深。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期待未来在人文交流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他认为上海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已深入人心
——专访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金秋十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行。“今年，我们迎
来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的重要节点。”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
辉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加
快中国和国际经济合作、各国之间经济互联互通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都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十年来，经过各方不懈努力，“一带一路”已经由一个与历史关联

的概念逐渐变为现实，从国际合作框架上升为全球治理的理念。

十年历程三大阶段
在王辉耀看来，共建“一带一路”这个

波澜壮阔的十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起步期，从2013年到

2017年这五年，“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了一个

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倡议从一开始落地

就具有两大特征，既包括多边主义合作形

态，又聚焦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具有“国际

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性、非排他性和非竞

争性。同时，也是一个以国际需求为驱动、

实际行动先于理论引导的国际合作机制。

第二个阶段是成长期，从2017年到

2019年，“一带一路”倡议在新格局中向纵

深发展。合作越来越多，项目越来越丰

富。在第一阶段夯实的倡议在此阶段纷纷

开花结果。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面总结了“一带一

路”的发展。以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

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支柱的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写入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第三个阶段是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期。

从2019年至今，“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巩固

提升。正如中方日前所说，“一带一路”项

目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伙伴积极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开展国

际合作，“数字丝绸之路”正成为推动新型

全球化的数字桥梁；中方同合作伙伴积极

推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加强反腐败国

际合作，共同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

成就获得世界认可
一个倡议，激发了150多个国家实现梦

想的热情。

近年来，王辉耀走访过很多“一带一路”

合作国家，感受到当地民众对“一带一路”建

设的支持。

从中欧班列到雅万高铁，在他看来，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

心，提供了大量发展机遇，也提升了合作国

家的互联互通程度，是“一带一路”合作最为

成功的领域之一。

雅万高铁尤其让人印象深刻。雅万高

铁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印尼两国务实

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

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在

项目建设中，中方承建企业共雇佣了1500多

位印尼本地员工，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

会，同时传授了建设高铁的技能。

“整个东南亚今后都是一个互联互通

的世界。”王辉耀说，“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

起的。”

今年夏天，他在克罗地亚参加一个会

议，其间就听到中东欧国家人士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高度评价，“不管是大桥还是公

路，都对当地产生了积极作用，所以他们对

‘一带一路’合作的评价很高。”

“实际上，这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

仅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

也有需求。”他指出，在基础设施的全球赤字

上升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填补这

个空白，也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继续深化多边合作
十年扬帆再起航。展望未来，如何进一

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的许多项目及相

关合作都在双边层面上进行。王辉耀建议，

可以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多边

合作，与众多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实现更紧

密、更高效的对接，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

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打造更高效的“一带一

路”多边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年，全球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国际环境发生重要改变，“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他认为，秉

持这种合作的态度，坚持多边主义，使共建“一

带一路”行稳致远。正如《共建“一带一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中所指

出的，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新的范式，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王辉耀认为，智库可以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做好互联互通需

要政府、企业和学界做好沟通，“智慧是最好

的桥梁”。“一带一路”建设中智库的发展和

“一带一路”建设本身的发展相辅相成。

但他也注意到，和海外智库同行沟通的

过程中，发现他们存在对“一带一路”的误读

和误解，需要我们去澄清。在一些西方媒体

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偏颇报道的时候，智

库需要发挥增信释疑的作用。如何更好地

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

原则，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下一个十

年，需要关注的一个挑战。

本报记者 吴宇桢 杨一帆

切实感受好处
今年正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

年。诺扬说，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全

球各国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越来

越丰富，也越来越务实。

“中国始终非常认真对待‘一带一路’

倡议下各项计划的落实，并付诸了大量工

作。”诺扬表示，对于共建国家来说，“一带

一路”倡议与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

关。各国对共建“一带一路”抱有很大期

待，信心也在不断增强。

这些年来，定居上海、往来于中土两国

的诺扬也亲身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倡议为

土耳其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尤其是铁路

运输领域的项目令他印象深刻。比如，连

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

尔的安伊高铁就是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

这也是中国在海外承建的首条高铁。

诺扬表示，中国铁道建设技术在土耳

其业内获得高度评价，中国铺设的高铁获

得了土耳其人民的高度赞誉。“安伊高铁”

将两地行程从10小时缩短到3.5小时，货运

能力提升234%，客运能力提高400%。

诺扬说，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诸多项目

工程还将陆续竣工并投入使用，这意味着，

下一个十年，“一带一路”的成果会更加明

显，“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成绩，得到更多的

实惠。”

地处欧亚大陆交通要道，土耳其是最

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土耳

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计划旨在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联通亚欧陆上交通。2015年10

月，中土政府签署了关于将“一带一路”倡

议与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相衔接的谅解

备忘录。

中国也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外交部最新数据，中土两国经贸和大项

目合作稳步发展，2022年中土双边贸易额

为385.5亿美元，同比增长12.6%。

推进人文交流
在诺扬看来，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

议在“硬件”建设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未

来十年，他期待在“软件”发展上再提升，在

落实上再下功夫。

他认为，推动“一带一路”未来更好发

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共建国家之间的协调、

配合与对接；同时，积极推进多领域人文交

流及学术往来。比如，希望有更多中国人

到土耳其旅游，有更多企业到土耳其投资。

事实上，诺扬本人就是中土人文交往

的典范。1983年初，他首次踏上中国国土，

先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前往北京，

在土耳其驻华大使馆任外交官，一直到

1996年。这一年，土耳其设立了驻沪总领

馆，参与了领馆筹备工作的诺扬来到上海，

就任副总领事。之后，他成为土耳其担保

银行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我在中国的

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土耳其的时间。”

看好上海作用
定居上海的27年里，从当初担心听不

懂沪语到如今完全融入上海生活，热心肠

的“新上海人”诺扬积极为社区建设和上海

发展建言献策。2012年，他被授予“上海市

荣誉市民”称号。这是上海市政府为表彰

和感谢为上海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

交往作出积极贡献的杰出外籍人士所设立

的系列奖项的最高等级。

谈及未来，这位“中国通”十分看好上

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上海

是一座宜居、安全和便捷的城市，拥有完善

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它将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发挥突出作用，特别是在人才、金融和

管理等优势领域。”

下一个十年，他期待中土两国通过“一

带一路”继续携手、共创未来。

本报记者 王佳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