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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 们 呼 吁 投 资
建设完善和有韧性的卫
生基础设施，包括发展
远程医疗。我们将根据
本国法律法规并在各自
能力范围内，为在本国
受疫情影响的外国公民
包括一线医务工作者和
参与“一带一路”和其
他合作项目的外国公民
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
持。

二、加强互联互通
9 、 我 们 相 信 ， 在

开放、包容和透明的基
础上推动构建全球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将为各方
带来机遇，并在抗击疫
情、应对疫情影响、恢
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
们支持构建全方位、复
合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格局和可持续交通体
系，鼓励各国发展相互
兼 容 和 多 式 联 运 的 交
通，开发跨国、跨区域
交通和物流通道，增强
各国在空中、陆地和海
上的互联互通。我们认
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及陆上、空中和海上线
路等跨区域交通、物流
通道在运送抗疫医疗物
资、设备、食品、主要
农 产 品 和 其 他 重 要 商
品，保障供应链，促进

国际贸易畅通，以及保
障民生和经济发展需求
上发挥重要作用。一旦
条件允许，我们将合作
保持上述通道畅通或恢
复开放。

1 0 、 我 们 重 申 支
持建设高质量、可靠、
抗风险、可持续的基础
设施，并确保其在全周
期内切实可行、价格合
理、包容可及、广泛受
益，有助于参与方的可
持续发展和发展中国家
工业化。

11、我们欢迎在严
格采取必要疫情防控措
施基础上，有序、逐步
恢复跨境人员流动的努
力。我们支持有需要的
国家通过建立相应合作
网络开展双边和多边合
作，包括在方便的情况
下尽快自愿建立便利商
务人员和参与国际发展
合作项目的专业人士、
技术人员往来的快捷通
道，以及畅通货物跨境

流动的绿色通道。我们
鼓励就此采取的相关措
施，包括开展沟通协调
以促进各国相关部门商
定的健康检测互认和防
疫安排等。

三、推动经济恢复
1 2 、 我 们 支 持 以

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普遍、以规则为基础、
开放、透明、非歧视的
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呼
吁维护区域和全球产业
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包
括商品、服务和人员的
正常流动，同时帮助受
疫情影响的产业与经济
体。我们强调公平竞争
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
性。

13、我们将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遵
照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
国际组织的专业建议促
进经济恢复，特别是推
动有序复工复产及重新
融入全球价值链。在疫
情冲击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的背景下，各国需要
加强在数字经济、医疗
产业和食品安全领域的
合作，并在电子商务、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技术应用等领域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并缩
小数字鸿沟。

1 4 、 我 们 支 持 各

方就重大发展战略、规
划和政策开展对话和交
流，包括加强“一带一
路”倡议与其他国别、
区域和国际发展战略、
项目或倡议的协调。我
们鼓励和支持有利于工
商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和 脆 弱 行 业 发 展 的 政
策。我们也注意到有的
国家在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基础上逐步恢复旅游
业的努力。我们强调，
在人力资源开发、教育
和职业培训方面加强合
作，将增强民众应对疫
情挑战的能力。我们致
力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并在此
方面照顾最不发达国家
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我们欢迎联合
国系统继续支持“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

1 5 、 我 们 欢 迎 二
十国集团为促进最不发
达国家经济恢复和可持
续发展而提出的缓债倡
议。

四、推进务实合作
1 6 、 我 们 将 在 已

有进展的基础上，结合
各自国家发展议程，继
续推进“一带一路”框
架下有关经济和交通走
廊、经贸合作区和务实
合作项目的建设，发挥
其对经济增长、社会发
展和民生改善的拉动作
用。

1 7 、 我 们 重 视 “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
经济、社会、财政、金
融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
性，呼吁“一带一路”
所有市场参与方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遵守联合
国全球契约。

1 8 、 我 们 愿 同 其
他“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继续落实第二届高峰
论 坛 共 识 ， 推 进 发 展
政策对接、基础设施投
资、经济走廊、经贸合
作区、产业园区、金融
和贸易合作、创新和技
术、海上合作、工商界
联系、人文交流等领域
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合
作。我们鼓励各方为促
进贸易、投资和产业合
作 提 供 良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1 9 、 我 们 将 本 着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
展 互 利 合 作 。 我 们 重
申，促进和平、发展与
人权，推动合作共赢，
尊重《联合国宪章》宗
旨原则和国际法，是我
们的共同责任；实现世
界经济强劲、可持续、
平衡和包容增长，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是我们
的共同目标；打造繁荣
与和平世界的命运共同
体 ， 是 我 们 的 共 同 愿
望。

* 以 下 国 家 外 交 或
其他部门的部长出席视
频会议(按英文国名字母
顺序排序)：白俄罗斯、
柬埔寨、智利、中国、
埃及、埃塞俄比亚、希
腊、匈牙利、印度尼西
亚、哈萨克斯坦、肯尼
亚、吉尔吉斯斯坦、老
挝 、 马 来 西 亚 、 蒙 古
国、缅甸、尼泊尔、巴
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
亚 、 塞 尔 维 亚 、 新 加
坡 、 塔 吉 克 斯 坦 、 泰
国、阿联酋、乌兹别克
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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