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广中成果斐然。“十四五”规划明
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
的关键在于如何高质量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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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大家谈 ·十人眼中的十年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

“一带一路”推动发展也推动和平
——专访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凯莱 ·杰拉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了，2023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意大利经
济发展部前副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米凯莱 ·杰拉奇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这项倡议不仅是发展的推动者，也可以成为和平的推动者。
“在过去的10年里，它促成了许多投资项目。”杰拉奇说，“现在，伴随着世

界多地的地缘紧张局势，我认为一个旨在发展基础设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为亚洲、非洲甚至一些欧洲国家提供发展机会的倡议——这正是世界需要的
举措。”

亲自感受中老铁路“人气”
作为一名擅长理论分析和研究的经济

学家，杰拉奇喜欢透过自己的双眼观察生

活。“‘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因为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建设项目。”

这个夏天，杰拉奇踏上了中老铁路。北

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这条全长1035

公里的“钢铁巨龙”跨越山河。作为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开通20个

月以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逾1900万

人次，运输货物逾2400万吨，跨境货物运输

覆盖10余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一条以前不存在的新铁路。”杰拉

奇想看看这个新项目如何改变了这个地区

的经济。“看到火车上挤满了人，这令人印象

深刻，真的很了不起！”在那趟从中国到老挝

的旅程中，他看到无数游客和商人，还有人

从中国到老挝再前往泰国进口货物。

杰拉奇认为，这显然是一个双赢的故

事：以前人们恐怕难以方便地和老挝、泰国

做生意，而现在大家可以步履轻松地去旅游

了。经由中老铁路，他去老挝的几个城市转

了转，有了一番感慨：“这是一个内陆国家，

没有通向大海的通道，像中老铁路这样的通

道打通，确实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踏上中老铁路的所见所闻至今鲜明地

印在杰拉奇的脑海中，“我所看到的是一个

非常成功且令人惊叹的项目”，给中国人、老

挝人甚至周边地区的人都带来了益处。

杰拉奇说，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很

多这样的动人例子，他由衷希望人们用自己

的眼睛去看，去感受和了解这些项目是如何

带来变化。

给意大利带来诸多好处
被认为是意大利的“中国通”，杰拉奇近

年来关注的很多事都与中国有关。其中最

受瞩目的莫过于他曾作为意大利经济发展

部副部长，领导起草并推动了中意“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订。2019年3月，

中国与意大利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第一个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

为何力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杰

拉奇说，因为他相信这个倡议就是促进经济

发展的一把钥匙。意大利是一个依赖出口

的经济体，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增长代表着发

展意大利经济的额外机会。而基础设施建

设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基础，这正是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正在努力的主要领域。

杰拉奇指出，相关数据和分析表明，“一

带一路”给意大利带来诸多好处，意大利应

当与中国进一步共建“一带一路”，“这对我

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利好”。

他强调，对意大利而言，“一带一路”倡议

还是与欧洲、亚洲、非洲国家的合作平台。尤

其是针对意大利面临的移民危机，真正的解

决之道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一带一路”倡议对此至关重要。

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十年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正值

全球化蓬勃发展。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形势

发生巨变。迈入下一个十年，“一带一路”倡

议将如何在弥合分歧、推进国际合作中进一

步发挥作用？

在杰拉奇看来，全球化可能已经失去了

它在20世纪90年代所享有的“能解决世上

一切问题”的光环，但全球化实际上并没有

衰减，只是在变化。“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时，

我们总是关注美国和欧洲，但现在形势发生

了变化。”他指出，当人们的目光转向“南半

球”，可以看到许多国家正在排队加入金砖

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

影响力日趋显著。

在此前为本报撰稿时，杰拉奇认为，世

界上那些尚未参与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

90年代未能跟上步伐的地区，现在有机会重

新融入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中亚和

非洲国家融入全球化发挥关键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

全球化的推动者。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

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将世界联系在一起。

本报记者 吴宇桢

米凯莱 ·杰拉奇

关键是高质量共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致力于增强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也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首先，降低“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的金

融风险，构建新型金融机制与工具。共建

“一带一路”产生了巨额的金融货币流，那么

如何使货币的融通更为便利，也更有利于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

我们并不主张去美元化，而是主张在

“一带一路”共建时使用多种货币，而非单一

货币。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元霸权的副

作用凸显，欧美主要国家“负利率+量化宽

松”的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贬值。可以说，结

算货币的多样化，进而使美元“去武器化”，

有助于降低“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风险。

同时，金融体制与金融工具也应顺应共

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完

善。一方面，应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标

准化体系，加强规则对接和标准联通；另一

方面，在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相继建立后，应

进一步增强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能力。

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与落地

上更具针对性。比如，对不少共建国家而

言，与其为他们讲解中国的美食文化，不如

多讲讲旧城改造；与其让他们领略中国的秀

丽山川，不如让他们多看看高新工业园。

对方民众的获得感能否增强，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合作的项目是否符合对方的

需求。比如，在海湾地区经济大国沙特，最

需解决的技术之一其实是在我国司空见惯

的农业大棚。在不少海湾国家，蔬菜、水果

与鲜花基本依赖进口。如果沙特民众能通

过共建“一带一路”吃上本国生产的小黄瓜

小番茄，那对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的

获得感与认同感将大有裨益。

此外，需要重视民营企业高质量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被纳入我国《对

外关系法》，意味着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工程合作、项目合作、文化互动、学术交

流，都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实际上，每个国

家特别是大国都有《对外关系法》，制定《对

外关系法》使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

于法有据。

注重构筑共同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也是打造人类利益共同

体的最好方式。在推进中外文明互鉴的进

程中，通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

更多国家自发愿意加入，将使“一带一路”倡

议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其中，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

“五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源自中国传统文

化，奠基于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成形于新

时代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具有丰富的思想

理念内涵。讲到底，民心相通是价值观的交

流，文明的交流离不开共同价值。

西方提出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其实是站

不住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

概念虽然诞生于西方近代史，但这些概念并

不只有一种实践模式。随着票选政治的演

变，西方民主的概念正被掏空其核心意义，

选举结果往往取决于投入竞选的资金以及

对手是否犯错等。这种民主与民生无关，与

人民的利益无关。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

标。”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人类

共同价值并阐释其基本内涵。此后在许多

重要双边多边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人

类共同价值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共

同价值观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倡导多种

文明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

值观基础，是各国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最大

公约数。

例如，金砖国家扩员后，伊斯兰国家不

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且占比不小。

其实，全球伊斯兰国家数量达57个，其中蕴

含的民族平等、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及文化

多元与中国的主张不谋而合。随着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深入演化，人口总数近20亿、占

联合国会员席位超过四分之一的伊斯兰国

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阿拉伯国家更已成为

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

与之相似的还有联合国会员席位同样

超过50个的非洲国家，以及在地理、文化上

与中华文明保持亲缘性的东南亚国家，这些

“全球南方”不仅有着相似的发展诉求，也在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文明间平等交

流与对话上高度一致。

我们从小就学过《找朋友》的儿歌，歌词

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文化不喜树敌的思想倾

向，这与西方的战略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扩

大“一带一路”伙伴网络，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就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

（本报记者 杨一帆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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