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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程国强

一、深化“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 一）深化“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是务实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

提出以来，目前已经进入落地落

实阶段。如何使“一带一路”倡

议开花结果，真正实现多方参

与、共同受益，迫切需要各参与

方深化合作，相向而行。各方不

仅要进一步增强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理 解共识，减少战略误

判，抵制污蔑抹黑，而且要共同

探讨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的重点领域与机制建设，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奠定

互信基础。

（二）深化“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是共同应对全球贸易保

护主义挑战的重要选择

近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

违反 WTO 规则，向全球发动贸

易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肆虐，

单边主义横行，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 挑战现行国际 经济 规 则，

破坏全 球经济秩 序，严重威胁

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

此，迫切要求“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和经济全 球化，促 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地区乃

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注入稳定性

与确定性。

（三）深化“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是推动以共同发展为目

标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

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

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等国际主流发展议程，在伦

理、理念、目标、实施手段等方

面高度契合、相互一致。两者都

致力于促 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 提 升人民福祉 ；都坚 持 公

平、开放、合作、共赢等核心理

念 ；都主张尊重各国的基本国情

和优先发展领域，本着务实的精

神，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方

案 ；都明确将基础设施建设、产

能合作、经贸合作、海洋合作等

作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是

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促 进全 球共同发展

的重要公共平台。通过与沿线国

家 政策沟通、发展战略对接以

及国际产能合作等，促进中国与

沿线国家互学互鉴，分享发展经

验，实现共同发展。尤其是，深

化“一带一路”合作，能够推动

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以及三方合

作，既将促进区域性和国别发展

战略对接，也将推动与全球性发

展战略对接，是国际发展合作新

模式的积极探索。

二、深化“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的关键措施

共建“一带一路”，契合沿

线国家促和平、谋发展的愿望，

符合推动经济合作、强化贸易投

资的目标，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重

要公共平台。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复杂多变、保护主义挑战日

益严峻，更需要沿线各国深化合

作、同舟共济，协力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

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

经过 5 年的探索，目前已初

步形成“双边合作 + 多边机制 +

高峰论坛”的“三位一体”“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要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深化合作内涵、健全合作体系。

从双边合作看，要进一步推

动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

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建立“政

府 - 企 业 - 社 会 ” 多 层 次、 多

渠道、多维度沟通协调机制，促

进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主动对

接，使“一带一路”切实契合各

国发展实际，惠及当地 经济发

展，满足民生需要。

从 多边机制看， 在 遵 循联

合国宪章与现有国际规则的基础

上，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在充分、成熟的实践探索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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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建“一带一路”建章立制，逐

步建立形成参与规则、管理方式

与争端解决机制，促进“一带一

路”规则化管理，机制化运行。

从高峰论坛看，两年一次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

坛”，既是对话协商、交流互鉴

的盛会，也是评估成效、共商未

来的平台。今后要更加注重发挥

论坛的引领作用，特别是要发挥

首脑圆桌峰会的作用，构建“一

带一路”全局性、权威性和政治

性多边合作与决策机制。

（二）突出重点合作领域，

探索创新合作机制与方式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以

各国需求大、意愿高的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等为重点合作

领域，共同探索新机制、新方式，

着力解决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

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落

地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如中蒙俄经济走廊，是最早

发布规划纲要的“一带一路”建

设重点方向。如何促进规划落地

生根、早见成效，关键在于要抓

好重大项目建设落地。一是必须

尽快建立政府、企业间多层次、

多渠道沟通机制，促 进相关政

策、标准与规则等的衔接。二是

要创新合作机制与方式，破解

项目落地的难点问题。例如重大

项目的融资，按照传统的方式显

然不能满足融资需求，必须创新

融资机制，探索融资新模式。其

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多双边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也要积

极利用商业金融资源，探索实施

公私合作（PPP）、发行基础设施

债券等方式，建立资金筹措新机

制。三是探索合作新模式、新路

径。目前中蒙双方已正式启动中

蒙自由贸易协定（FTA）联 合可

行性研究。中蒙建 立 FTA 合作

机制，不仅可以全面解决双边贸

易投资便利化问题，促进经济走

廊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

作提供高水平服务和支撑，而且

将有力推动自由贸易，共同维护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建议中俄、蒙俄也启动

FTA 可行性研究，在此基础上，

率先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成“一带一路”自贸区，对促进

三方共同发展将具有历史性意义。

（三）强化智库交流合作，

注重发挥智库支撑和引领作用

实践表明，智库对“一带一

路”建设具有基础支撑和引领作

用。因此，要更加注重发挥智库

的作用，促进智库加强对“一带

一路”建设方案和路径的研究，

在规划对接、政策协调、机制设

计上做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在

理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

上做好桥梁和纽带。

尤其是在目前保 护主 义肆

虐、单边主义横行的复杂形势

下，要通过智库的交流对话、合

作研究，使“一带一路”建设内

涵更加明晰化、具体化、操作

化与国际化，推动实现与各国政

策沟通与发 展战略对 接 ；要塑

造“一带一路”的全球公共产品

形象，促进国际社会对“一带一

路”的正确理解和广泛认同，纠

正部分人的认知偏差，推动建立

“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三、关于“中蒙俄智库

联盟”的建议

“中蒙俄智库联盟”运行三

年来，已经为促进三国智库合作

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发挥卓

有成效的作用。目前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已经进入落地实施阶

段，“中蒙俄智库联盟”应发挥

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加重要的责

任。建议 ：

第一，完善“中蒙俄智库联

盟”架构，稳步扩容升级，不仅

要吸收三国更多的智库参与，而

且要鼓励三国企业、地方机构和

相关跨国公司、区域组织、国际

组织加入。

第二，进一步提升“中蒙俄

智库国际论坛”影响力，拓展参

会范围，丰富论坛内容。既要有

智库学者的交流，也要有政府人

士、企业代表的对话。

第三，要建立联盟成员常态

化对话、交流与合作研究机制。

以智库联盟为平台，促进三国智

库、企业的学术研讨、合作交流

和调研访学。

第四，深化合作研究，切实

为三国在规划对接、政策协调、

机制设计上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

询建议。尤其要以重点项目、产

能合作为基础，与三国相关政府

机构、企业公司开展深度合作，

提出更加符合实际需求、能够解

决实际问题的咨询建议。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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