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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

马来西亚国会众议院原副议长翁诗

杰提出，“一带一路”的全新阶段

是开展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可持

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未来“一带

一路”项目的未来支柱，旨在通过

解决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危机来应

对其他竞争性倡议的挑战，中国的

绿色技术将被引入发展中国家，建

设互利共赢的全球共同体，重塑中

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院长曾敬涵分析“一带一路”

在欧洲取得的成就和影响。面对不

同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理解，

他列举不同的“一带一路”叙事以

及反响，认为在未来国际政治将面

临叙事之争，战略叙事则是国家塑

造国内国际行为体行为的重要工具，

包含身份叙事、政策叙事和系统叙

事。

下一个十年，“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应走向何方？

作为长周期、跨国界、系统性

的世界工程、世纪工程，共建“一

带一路”的第一个十年只是序章。

从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共建“一

带一路”将会更具创新与活力，更

加开放和包容，为中国和世界打开

新的机遇之窗。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表示，古丝绸之路文化、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构成了“一

带一路”倡议的“四大支柱”。党

和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要围绕“筑牢

‘四大支柱’”建新功，需在历史、

现实和未来三个方向深化研究，通

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建言

献策。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行政

官周强武认为，战后国际治理体系

在国际安全、经贸合作和国际发展

领域正面临着挑战，为进一步推进

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全球南方国家

应进一步加强协作，伸张正义、共

推改革，世界大国特别是北方大国

应在改革上率先垂范，要加强南北

对话，做大合作蛋糕，持续推动多

边治理改革，更好发挥新兴国际机

构的作用。

塞 尔 维 亚 国 家“ 一 带 一 路”

研 究 所 所 长 博 扬· 拉 力 奇（Bojan 

Lalić）表示，道路、港口、铁路、

管道是“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下

一个十年，除了硬联通基础设施，

人本身也将是战略的核心，即“以

人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经

济商务处原公使夏翔讲述了中国与

欧盟的两个重要战略计划——“一

带一路”倡议和“全球门户计划”

之间的关系，以及中欧的潜在合作

机会及挑战。他表示，中欧应以更

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战略对接，精

心规划好路线图，确立重点合作方

向和领域，敲定双方可合作项目，

以期取得 1+1 大于 2 的合作效果，

共同推动全球互联互通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面向未来，共建“一带一路”

仍会面临一些困难，但只要各方携

手同心、行而不辍，就能不断战胜

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更高质量的

共商、共建、共享，让共建“一带

一路”越来越繁荣、越走越宽广。

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开

展了匈塞铁路项目，双方要合作建

立欧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共创未

来。

Aiyana 国际首席运营官亨利·迪

尔曼（Henry Tillman）指出，中国在

基础设施、绿色能源、数字技术、

新能源汽车和中医药等多个领域取

得领先地位，通过在新疆启动自由

贸易试验区，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

济、贸易和文化联系，中医药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得到推动，新能源

汽车技术在东南亚蓬勃发展。

全球治理
将迎接什么机遇与挑战？

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不

仅给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

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作出积极贡献，开辟了人类共同

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对此，开幕式主持演讲的几位

嘉宾有关“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

做出了更多阐释。

巴 基 斯 坦 前 驻 华 大 使 马 苏

德·哈立德（Masood Khalid）表示，

多边主义、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

“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

克服了基础设施、技术和发展赤字

方面的困难，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

议符合全球发展中国家愿望和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应同合作

伙伴一道加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

量，共同维护国际秩序，保卫人类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