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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2月
28日电 (记者 孙自
法)“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学术论坛”秘
书长、中国科学院地
理 科 学 与 资 源 研 究
所 刘 卫 东 研 究 员 指
出，“一带一路”本
质上是新型全球化道
路，是中国引领的全
球化道路，其全新的
理念在于“包容性全
球化”。目前，“一
带一路”建设已进入
平稳期和追求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正在
引领包容性全球化新
时代。

2023年是“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和建
设10周年，主题为“
一 带 一 路 这 十 年 ”
的“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学术论坛”第二
届年会近日在北京举
办 ， 围 绕 “ 一 带 一
路”与新型全球化、
如 何 推 动 “ 一 带 一

路”高质量发展等议
题，刘卫东在年会期
间接受记者采访，对
此进行分析和解读。

他说，“一带一
路”引领的新型全球
化道路主要有五方面
特征：首先，通过改
善互联互通来促进发
展 是 精 髓 ； 其 次 ，
政府间平等合作是标
志；第三，基础设施
建 设 是 优 先 合 作 领
域；第四，民生是根
本，重视民生援助与
民生工程；第五，绿
色是底色，强调新发
展理念。

推动这条新型全
球 化 道 路 ， 需 要 新
的 全 球 化 理 念 ， 这
就 是 “ 包 容 性 全 球
化”。其主要内容包
括：增长的包容，即
全球化要照顾到基层
和弱者，而这需要一
个为人民服务的有为

政府；设施的包容，
即主动帮助欠发达地
区改善互联互通、创
造发展机会；道路的
包容，即发展道路的
多元性，不同发展道
路自由对接，不照搬
已有发展模式；参与
的包容，即秉持“开
放包容”和“平等互
利”的理念，以及“
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大家平等参
与；文化的包容，即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要有“和而不同”的
文化观念，在维护多
元文化的基础上共谋
发展、共求繁荣、共
享 和 平 ； 环 境 的 包
容 ， 即 共 同 关 注 环
境、推进生态文明，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刘卫东强调，当
今 世 界 需 要 包 容 性
全 球 化 ， 而 “ 一 带
一路”则是推动包容
性全球化的一个重要
引领性框架。它非简
单延续以往的经济全

球化道路，而是全球
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
式，其中的突出特征
是 融 入 了 “ 丝 绸 之
路”的文化内涵。

同时，实现包容
性 全 球 化 需 要 企 业
的 积 极 参 与 ， 真 正
实 现 “ 共 商 共 建 共
享”和互利共赢，包
括需要企业转变经营
观念，更加重视中外
之间的制度和文化差
异；更加重视所在国
家、地区和社区的收
益和获得感；更加重
视企业社会责任；更
加重视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

刘卫东认为，中
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产 物 ， 也 吸 收 了 西
方国家现代化的有益
经验，这是中国一步
一步摸索出来的发展
道路，其他国家可以
借 鉴 但 无 法 照 搬 。

因此，亟需加强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
究，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新发展
理论，推动各国发展
知识的连通。“所谓
发展知识连通，指发
展背景、发展道路和
发展理论及其具体行
动的交流互鉴。唯有
如此，才能实现‘一
带一路’建设的高质
量发展”。

他表示，通过与
沿 线 国 家 共 商 、 共
建、共享发展，“一
带一路”建设已经进
入平稳期和追求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面对
少数西方国家的抹黑
和对冲行为，共建过
程中出现一些畏难和
退缩的声音，也有一
些不知所措的感觉，
需要正确理解这些对
冲行为，以包容性全
球化来有效化解。

面 向 “ 一 带 一
路”下一个十年和更
长远未来的建设与发
展过程，如何正确认
识风险、真正做到发
展与安全的统筹？中
国要提供什么样的国
际发展知识？……“
这一切离不开学术研
究的支撑，‘一带一
路 ’ 学 术 研 究 目 前
太薄弱，包括沿线地
理国情和国际发展知
识 等 研 究 都 亟 待 加
强 。 ” 刘 卫 东 呼 吁
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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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研究员主持“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学术论坛”第二届年会开幕式。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2022年1月1日，满载30个标准集装
箱的中老铁路新年首趟国际货物列车

（前）从昆明开往老挝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