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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回首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
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
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成果有目共睹。
智库是“一带一路”共建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看来，蓬勃发展的智库不仅为共建“一带
一路”提供了政策建议与国情研究，还在增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独
特作用。

“一带一路”大家谈 ·十人眼中的十年

“一带一路”助力中欧经贸合作
——专访德国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亚太区首席代表安克

在风景秀美的易北河畔，繁忙是德国最大港口汉堡港的“日常”：高高低低
的龙门吊，川流不息的卡车，五颜六色的集装箱……
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亚太区首席代表安克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目前，汉堡港通过15条航线与中国主要港口相连，那里约有三分之一的集装
箱往来中国。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安克感慨道，十年前，“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时，

世界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十年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快速
发展”。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中欧经贸合作。

从“比拳头”到比贡献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经过十年

发展已是硕果累累。目前，中国已与150多

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李开盛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所承载的

意义十分重大：对共建国家来说，它们极为

关注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被抬升至世界政

治与经济的核心议程；对中国来说，“一带一

路”倡议是中国大规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承担国际贡献迈出的关键一步，对推进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紧密是一种宝贵的尝试；对国

际政治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改变传统强

权逻辑的尝试，即从“比拳头”到比贡献。

“十年来，世界目睹了‘一带一路’倡议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李开盛说，“它改变了

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合作国家的铁路、港口

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它也推动了中

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李开盛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

够持续推进，根本动力在于合作国家的发展

需求、中国企业渴望进一步走出去的需求、

西方企业的需求以及中国外交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的需求。几方面需求形成合

力，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动力。

西方认知存在偏颇
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取得进展的同

时，近年来西方舆论也频频炒作“一带一路”

存在“债务陷阱”等话题，试图给中国和相关

国家制造压力。

对此李开盛表示，“债务陷阱”的说法其

实就是西方的“舆论陷阱”，有以下方面错误

认知需要澄清：

其一，对中国的过度臆想。部分西方国

家往往把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政治化，把中

国的企业行为政府化。

其二，对事实的故意歪曲。对共建国家

来说，西方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和债权机构

才是债务危机的“大头”。中国在解决共建

国家债务问题上主张“债转发展”，将共建国

家面临的债务问题和当地发展相结合，这是

一个着眼长远和负责任的方案。

智库扮演两大角色
十年扬帆再起航，对于“一带一路”倡议

的未来，李开盛满怀期待：

一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将更

加完善和成熟，即“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全

球发展倡议联动，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实现。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将更

为多元，除了国企之外，民企将更加积极参

与其中；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将更

加积极参与其中，真正实现“国企搭台，民企

唱戏，中国搭台，世界唱戏”。参与主体的愈

加多元，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健康持续

成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运作模式将更

加成熟。

李开盛认为，共建“一带一路”要强化智

库的支撑引力作用，智库需要在其中扮演研

究和交流两大重要角色。

从研究层面看，智库应为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提供政策建议与国情研究；从交流

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民心相通，而

智库之间的交流正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

部分，智库应通过“智库外交”进一步发挥纽

带作用。

在研究方面，智库应该结合当前区域国

别研究学科不断建设完善的契机，推动国情

研究进一步深入；在交流方面，智库可以从

点对点扩展到点对面，在与更多主体交流的

过程中，做大做强自身的人文纽带作用。

本报记者 王若弦

从研究到交流 智库发挥独特作用
——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

安克

把更多目光望向中国
上个月月末，汉堡港迎来了“中远海运

室女座”号。这艘长约400米、宽近60米的

中国超大型集装箱船活跃在世界航线上，在

汉堡港完成作业后，它将继续航行，最终返

回上海。

这样的场景不是个例。作为海上丝绸

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之一，被誉为

“德国通往世界的门户”的汉堡港近年来将

更多目光望向中国，成为中欧互联互通的重

要枢纽。据悉，过去一年，中国再一次成为

汉堡港最大贸易伙伴，往来集装箱多达246

万标箱。

安克供职的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

是欧洲最大的物流公司和码头运营商之

一。6月19日，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与

中国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签署最终股权

收购协议，位于汉堡港的“福地”集装箱码头

将成为中远海运处理亚欧之间货物运输的

首选靠泊码头。

“这对我们来说也代表着加强合作的一

个大方向。”安克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影响下，双方的合作有望进一步加强。他介

绍，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与中国有悠久

的交往历史，近年来在上海专门设立了代表

处，他也成为这家老牌企业成立138年来首

次派往他国常驻的高管。

“汉堡港三分之一以上的吞吐量都和中

国贸易有关。”安克对“三分之一”这个数字

印象深刻，“这是很自然、很密切的合作，也

是很长远的合作。”

成中欧班列重要枢纽
在中德和中欧经贸交流中，安克注意

到，除了海上物流方面的合作，中欧班列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1731年一艘广州商船满载

茶叶、丝绸与瓷器驶入汉堡港，被认为是一

次美丽的相遇，自此开启了双方长达3个世

纪的贸易历史。从2008年第一列来自湖南

湘潭的试点列车抵达汉堡港以来，汉堡港与

中国之间的货运班列数稳步增加，已成为中

欧班列的重要枢纽站点，双方的经济联系更

加紧密。

安克认为，加强合作可以使双方都获

益。中欧班列对比较传统的港务企业来说，

意味着更多的发展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汉

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已经

是欧洲第二大铁路公司，“在中欧班列业务

上，和中国的西安、郑州等城市有非常密切

的合作”。

今年也是“中欧班列-上海号”开行两周

年，已经实现中欧线、中俄线、中亚线三大主

要线路全覆盖。2021年10月，“中欧班列-

上海号”首列回程列车满载进博会展品从汉

堡抵达上海，被冠名“进博号”，开创了一个

月内实现“一进一出”对开的中欧班列纪

录。上海海关透露，为了支持共建“一带一

路”运能扩容，近日上海新增了两列国际货

运班列。

将合作面对共同挑战
如今，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中国港口城

市早已是汉堡港口与仓储股份公司的重要

合作伙伴。

采访中，安克提到最多的词汇是“合作”

和“共赢”。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

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发

展特别快，和中国所选择的开放共赢道路息

息相关。

这也是他在上海工作生活16年深刻感

受到的。2006年，28岁的安克来到上海工

作，担任汉堡驻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积极

推进汉堡和上海的合作与交流。2017年，他

荣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这项奖励旨在

表彰和鼓励为上海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

外交往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友人。

事实上，汉堡和上海的交往一直被视为

中德合作的典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汉堡

就与上海签署协议结成友好城市，并在上海

成立联络处。2004年，上海港和汉堡港又建

立友好港关系，在港口规划和信息技术等方

面加深合作。

“中德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汉

堡和上海，在友好城市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安克说，“虽然当下全球经济遭遇一

些挑战，但我们不能忘记，未来的良好发展

和全球的公平贸易往来息息相关。在这方

面，我们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

展望未来，安克希望世界各国能采取一

些共同的战略应对全球性挑战。“面对世界

上的共同挑战，合作是种好的解决办法。”

本报记者 吴宇桢

李开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