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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超过40个
国家的 150多个合作
伙伴建立“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多个合作伙伴150

“云上大讲堂”已
为80多个国家开展线
上直播培训，成为共
建国家共同提升数字
素养的创新实践。

多个国家80

亿美元3000
截至2023年 6月

底，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7.4万列，合计货值
超3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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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以“深化互联互通，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的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互联互通高级

别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印度尼西亚、埃

及、塞尔维亚、匈牙利、土库曼斯坦等多

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负责

人、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等 500 余名代

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石，

全方位多领域的互联互通为世界经济增

长注入了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了新

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了新平台。

论坛期间发布了《深化互联互通合

作北京倡议》，倡议内容包括推动交通设

施便捷畅通、促进能源稳定可持续发展、

提高水利民生保障能力、推进信息设施

有效联通、提升规则标准等“软联通”水

平和优化国际营商环境。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关 键 在 互 联 互

通。“要想富，先修路”中国这一谚语，成

为了演讲嘉宾和与会代表口中的高频

词。他们认为，举办此次高级别论坛恰

逢其时。各方广泛深入的交流，能进一

步总结互联互通经验，分享互联互通机

遇，凝聚合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

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与会嘉宾、马拉维交通部长雅各布·
哈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就援引

了“要想富，先修路”这一谚语。他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马拉维去年与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已经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未来希望与中国进一步

加强在交通、商业、矿业等领域的合作。

围绕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以

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

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共建国家

人民“心联通”为重要基础，不断深化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它已成

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

合作平台。

科威特最高计划发展委员会秘书长

哈立德·马赫迪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科威特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中东国家，当

前 正 在 积 极 践 行 科 威 特“2035 国 家 愿

景”，未来科威特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政

策沟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

方在新能源、基建、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

作结出更多硕果。

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

默德·阿布纳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富有远见

的倡议，将共建国家的人民和企业连接在

一起，为沙特与中国提供了加强互联互通、

促进经济增长、创造长期繁荣的独特机

遇。他期待与中国合作伙伴进一步深化合

作，特别是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仅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就可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 1.8%，使中

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贸易成本

降低 10%，为全球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增长

作出重要贡献。

来自印尼一家矿业公司的法尔丹·
努尔菲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印尼刚刚

正式开通运营了互联互通的一个标志性

项目——雅万高铁，而他所在的公司也

与“一带一路”渊源颇深，在采矿融资和

建造方面都与中国合作伙伴有着密切的

业务联系，期待借助“一带一路”找到更

多商业合作机遇。

在互联互通建设中，不仅有宏大擘

画，还有对参与个体现实需求的细处关

照。“鲁班工坊”帮助塔吉克斯坦等国众

多年轻人掌握职业技能，“丝路电商”拓

展经贸新渠道，斐济等国民众称赞中国

菌草是“致富草”……一批“小而美”民生

工程成功实施，不断增进共建国家民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俄罗斯小伙安东就在“丝路电商”中

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他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受益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他得

以在北京成立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在此

次企业家大会上进一步拓展了与“一带

一路”伙伴的商业合作。

埃塞俄比亚医疗健康协会主席马考

斯表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使埃塞俄

比亚的基础设施和健康医疗得到极大的

提升。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在医疗设备、

医院数字化、中医药、人才培养等领域的

合作不断深化，他期待未来在健康“丝绸

之路”建设上可以取得更大成效。

哥斯达黎加前经济部副部长维利

亚·戈瓦莱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她是

“一带一路”的忠实粉丝，哥斯达黎加于

2018 年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

备忘录。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哥斯达

黎加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居民提供

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全方位多领域的互联互通，将促进

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动与融

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

互联互通增进共建国家民众幸福感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

周年。10 年来，共建国家用绿色画笔共

同绘就了“一带一路”大美画卷。

10 月 18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绿色发展高级别论坛在京

举行，论坛发布了三项成果，分别为“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绿色发展投

融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中亚区域绿色

科技发展行动计划。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致辞中表示，推

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是推动发展中国家

绿色低碳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重

要举措。共建国家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

领，互学互鉴、携手合作，沟通交流广泛

深入，务实合作成效明显，推动绿色丝绸

之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始

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生态文明

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内容，

持续推动提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水平。”生

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主题发言中表示。

10年来，中国不断加强绿色“一带一

路”顶层设计。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印

发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的意见》，系统部署共建“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路径。

“中国构建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伙

伴关系，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启动‘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

服务平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和‘一

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促

进绿色发展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黄润

秋表示。

在论坛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斯里

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莫桑比克总理

马莱阿内，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

泰国总理赛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法国总统特别

代表、前总理拉法兰先后致辞。他们积

极评价 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和可持续经济增长、落实联

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所作

的贡献，期待在绿色低碳领域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严

峻，各国更需要携起手来，以生态之美描

绘美美与共的图景，以合作之力共创人

类美好家园。

古特雷斯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不仅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

续性，还能为加强环境可持续性作出贡

献。他高度赞赏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努

力，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提供支持。

由中方及共建国家政府部门、国际

机构、金融机构及企业共同发起的“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倡导各方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治理、污染防

治、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

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深化“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韩正强调，要进一步扩大绿色发展朋

友圈，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等平台的支持，落实“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北京倡议，汇聚政府、企业和公众推动绿

色发展的合力。要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支

撑能力，建立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

系，推进绿色基建、绿色交通等重大合作项

目落地见效，拓展绿色科技、绿色产业、绿

色贸易合作。要进一步强化绿色能源投资

和技术合作，助力共建国家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要进一步深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务

实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持续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绿色丝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

力，在加速经济复苏、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

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

长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0月 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数字经济高级别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场

数字经济高级别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数据局主办，聚焦“发展数字经济，挖掘经济增

长新动能”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近 40 个国家

和地区约 500名各界代表出席。

与会嘉宾积极评价“数字丝绸之路”在推动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期待进一

步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并取得更多成果。

在论坛现场，为拓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释

放数字经济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方面的巨大潜力，中国同缅甸、冈比亚、柬埔寨、老

挝、古巴、科摩罗、肯尼亚、泰国、巴勒斯坦、阿根廷、

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越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等国家，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北京倡议》（以下简称《倡议》），从基础设施、产业转

型、数字能力、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20项共识。

其中，在“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建设数字丝绸

之路”方面，《倡议》提出建设完善通信、互联网、

卫星导航、云数据中心等重要数字基础设施；加

强数字能力建设，保障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互联

网基础资源和技术的权利，弥合数字鸿沟，探索

以可负担的价格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和连接，提

升移动和宽带接入范围及质量，促进互联互通，

提高数字服务的可及性、质量和安全性。

在“推进数字市场开放和国际标准化合作”方

面，《倡议》提出加强平台经济治理交流和实践分

享，推动数字市场基于对等和共赢原则实现互相

开放；根据适用的国际开放标准、指南或建议制定

与电子发票相关的基本措施，促进采用可互操作

的电子发票系统、电子支付、电子签名，不断扩大

电子系统的互通范围。倡导共同协作制定相关技

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标准，并推动其应用。这些

国际标准应与包括世贸组织规则在内的普遍接受

的国际规则保持一致，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烈宏表示，10年来，中国按照“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

设合作，与许多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合作谅解备忘录，积极深化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国际航运是全球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航运贸易飞速增长。而面向新兴数字经济时代，共建“一带一路”

如何实现航运贸易“二次提速”？

论坛上发布了《数字“慧”就发展之路案例集》《航运贸易数字化与“一

带一路”合作创新白皮书》，通过展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医疗、数字贸

易、智慧出行、数字文旅等领域典型合作案例，进一步凝聚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共识，拓展“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领域。

为更好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招商局集团、中国银行等中央企业，以及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上海亿通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等航运贸易龙头企业，与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联

合组建航运贸易数字化合作创新联盟，并起草发布该白皮书。

联盟成员单位向共建各国企业发出倡议，邀请他们共同建设航运贸

易可信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开放的数字化合作生态，共同

推进航运贸易数字化应用实施，加快主要业务场景数字化进程，拓展航运

贸易合作发展新空间；共同构建航运贸易数据标准规范和安全体系，促进

互认互通，维护数据安全；共同营造航运贸易数字化合作良好环境。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让航运贸易的交易信息可查

询、可追溯，这将大大增强各方之间的信任，全面提升航运贸易运作的安

全和效率，这也有利于构建起新的国际贸易信任体系，实现多方共赢。”国

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主任董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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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

办 3 场高级别论坛，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互联互通、

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据此，本报推出

特刊，展示高级别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以飨读者。

左图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会场。

上图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相关文
化产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宾客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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