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共享与共赢
共荣的新机遇”国际研讨会综述

蒋 菁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外

文局和 新 疆 社 会 科 学 院 联 合 承 办 的“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共建共享与 共 赢 共 荣 的 新 机 遇”国 际 研 讨 会 于

2014 年 6 月 26 ～ 27 日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来自中国、
俄罗斯、美国、印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等 23 个国家的百余

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们

就“丝绸之路: 过去、现在和未来”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两个圆桌会议主题展开

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致开幕辞，并发表主旨演讲。商务

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秘书长李朴民，上合组织原秘书长、吉尔吉斯斯坦外交

部原部长、公共政治研究所所长伊玛纳利耶夫·穆拉特

别克，美国库恩集团主席罗伯特·L·库恩和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永全分别做大会演讲。

一 共建共享丝绸之路经济带，

打造沿线各国利益共同体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于 2013 年 9 月 7 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的。
同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

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一个靠陆，一个向海，所

经国家和地区达到 30 多个，涵盖人口占世界的 70% 左

右，能源储 量 约 占 世 界 的 75%，GDP 总 和 占 到 世 界 的

55%，且沿线各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张春贤书记在致辞中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

战略构想既传承了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建、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也顺应了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它在世界经济政治版图

中具有重要意义。

蔡名照主任指出，各国虽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

化传统、宗教信仰不同，但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是相同的，深化多边、双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意愿是

相同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更好地推动沿途各

国人民友好交往，促进不同种族、信仰文化之间的和谐相

处，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给沿途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和好处，为沿途国家创造一个共同利益最多、合作

机遇最大的历史时期。

钟山副部长表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知古鉴

今、面向未来的合作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开放包容的

经济合作带、共商共建的经济合作带、共赢共享的经济合

作带。

李朴民秘书长在发言中指出，新时期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将围绕经济合作，突出“亲、诚、惠、容”的方针，以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

“五通”为主要内容，以重大合作项目为抓手，以完善合作

机制为载体，努力打造惠及沿线各国的利益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

吉尔吉斯斯坦伊玛纳利耶夫·穆拉特别克先生认

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主张，

对于沿线的国家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对未来十年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库恩集团主席罗伯特·L·库恩先生认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与中国的总体对外政策很好地契合在

一起，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古老的丝绸之路今日重新焕发生机，尤其是在中国和亚

洲以及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关系当中将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

李永全所长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中国改革

开放与和平发展的逻辑结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是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化条件下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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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是政治上平等相处，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求同存

异。它反映了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开放态度、
合作诚意以及和平愿望。

乌兹别克斯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阿鲍斯·鲍克诺

夫从乌兹别克斯坦的角度，分享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看法。他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将使各地区间的交通运输联系更加紧密，沿线重要交通

运输走廊的建成可使中国实现与南亚市场的有效对接，

从而使得中亚国家通过与中国的有效合作，实现与东南

亚市场对接，达到共赢共荣的发展目标。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伟大丝绸之路”项目负责人谢

尔盖·库尔班诺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支持中国提出的

这一倡议。他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促进沿线国家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促进不同文化相互借鉴，所有这

些成就都将被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
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协会主席胡塞安·达乌罗夫认

为，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全新

的、大规模的、紧密的全球合作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成

为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古丝绸之路的复兴不

仅加强了经贸方面的联系，还积极促进文化和教育方面

的合作，将为沿线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蒙古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旭日夫指出，目前

中亚地区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政治

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蒙古国希望成为连接欧

亚、中亚与中亚内陆的桥梁，这同中国所提出的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周边各国共同发展目标完全吻合。蒙

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楚仑巴特尔·春

特也认为，中蒙在基础设施领域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将为蒙古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白俄罗斯 国 家 通 讯 社 记 者、白 中 友 协 副 主 席 阿 丽

娜·格利什凯维奇表示，白俄罗斯坐落在欧洲和亚洲的

交叉点，有着同中方一起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的有利条件。
她认为，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欧亚大陆国家之间扩大

合作的一个新思路。《白俄罗斯思想库》杂志主编瓦季

姆·基金则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和现有的

其他机制是不冲突的，相反它会丰富现有机制，为它们注

入新的发展动力。他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是

一个一体化的进程，而仅仅是加强合作，因为大家都希望

得到一个 1 + 1 ＞ 2 的效果，这符合所有加入国家的利益。
土耳其马尔马拉基金会主席阿坎·苏威尔提出，土

耳其高度关注涵盖沿线 30 亿人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认为其发展潜力巨大。他表示，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

路经济带构想，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是 21 世纪最宏大的设想。

二 扩大共建丝路带的共识，

促进与各地区的有效合作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一经提出，就引起了

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得到了商界、企业界、学界以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热烈讨论。此次，参会

代表来自沿线的很多国家，他们从各个视角对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提出了真知灼见。
来自美国的欧永鸣分析了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计划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

略汲取了美国的教训。他指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更加强调合作和本地的经济利益，比美国的更包容，更全

面，这是共赢共荣的前提之一。
匈牙利的参会嘉宾欧永宁指出，中国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中所倡导的包容、开放的理念，就是要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这样一个通过文化贸易交流，将三个大陆

相连的大圈，让中国得以拓展投资和货币一体化领域，进

而加强传统联系。匈牙利前驻华大使叶桐认为，新丝绸

之路的蓝图传递了一些信息，其中首要的信息是中国在

以合作理念应对冷战逻辑。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包

围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会引起冲突; 中国为了解决自

己的位置，提出了中国梦，新丝绸之路是这个梦的一个重

要部分。
土耳其马尔马拉基金会主席阿坎·苏威尔认为，土

耳其和亚太地区的国家经济和经贸关系，并没有达到理

想的水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距离上的限制。他建议将

土耳其作为欧洲和中亚、东亚地区的一扇大门和桥梁。
目前，正在实施的北京到土耳其的铁路计划是连接太平

洋和波罗的海的重要通道，将对贸易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丝绸

之路的概念之前虽多次被提及，但跟中国的丝绸之路相

比，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缘政治方面。中国领导人

关于丝绸之路的主要想法是要增进和俄罗斯以及中亚之

间的合作。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可以积极促进上

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合作，继而进一步推动上合组

织的发展。
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副院长卡罗玛图尔洛·奥利莫夫

指出，在目前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特别是本地区的国

家面临威胁和挑战的时候，睦邻友好关系对我们各个国

家保证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的“丝

绸之路 经 济 带”提 议，对 整 个 地 区 的 发 展 都 将 有 拉 动

作用。
乌兹别克斯坦预测与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阿瓦兹别

克·萨德科夫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符合区域

发展要求的，很有特点，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
他建议，首先要为沿线各国打开更大的空间，促进东西方

经济合作，发现新的增长点，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提高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其次是降低地缘因素

对于综合项目的影响。此外，还需建立良好的投资和操

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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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总体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丹诺夫认

为，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出现，对中亚地区文化的发展和

繁荣、融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吉尔吉斯斯坦方面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非常关注，尤其是经济发展方

面所体现的优势和潜力。
伊朗国际政治研究所西亚和南亚研究小组组长达内

思科指出，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东移，西方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的角色将逐步弱化。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力来推

进经济带的项目，同时增强地域间的合作，尤其是在贸

易、经济、交通等领域，和中亚以及西亚地区之间的合作。
沙特伊玛目大学教授萨利赫表示，重建丝绸之路不

仅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社会文化和

政治方面会取得长期的成果。此外，还可以增加不同文

化和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和开放性，以弥合民族之间

的差异。
埃及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贾拉尔认为，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这个大背景下，中埃关系发展前景良好，未来的

合作不能只关注于石油和天然气，中国应该站出来维护

地区的稳定，抓住机遇和埃及发展关系。
印度报业托拉斯首席研究分析师达理提·兰佳娜·

雷指出，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

路”的两项提议，应被视为战略性的工具好好加以利用。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向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周边国家阐

述中国想要和本地区加强合作的意愿，而“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提出则向中国和欧亚地区描绘了新的蓝图。印度

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德巴塔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给印

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并且会对本地

区的和平和发展做出努力。
斯洛伐克大西洋委员会《欧洲—大西洋季刊》主编露

西亚·胡塞尼科娃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标是

要建立和平的关系，达到共赢的目的。她指出，西方把中

亚当作核心之地，认为谁能主导这个地区就能主导世界。
因此，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动作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

注，这是与西方关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阐释清楚。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波中经济合作中心主任俞洋

女士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区域的政治和

经济关系，还有利于建设更好的物流以及降低贸易壁垒。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高级研究员邓肯·弗里曼认为，

复兴丝绸之路是非常好的主意。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框架内仅提出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

要进行制度的建设。他表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双向性，必须是一个双赢的计划，这对中欧双方都至关

重要。
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记者、编辑杰斯敏卡·西米奇

女士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要增强贸易的往来，

必须关注关税和标准的问题，平衡地区内的竞争关系。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系普雷德拉格·西米奇教授指

出，近年来中国和东南欧的关系正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

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给当地带来发展机遇，可以

替代欧盟发挥更好的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

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持支持态度。
他指出，政治联通是构想中最关键的一点，其主要目的是

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他相信经济带建设将加紧欧亚

一体化进程和促进欧亚经济区域之间的合作，但地区安

全问题需引起各方的重视。
与会的中国专家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社科院

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孙壮志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经济价值，是要建立便

利、互惠的投资贸易关系，通过互联互通，扩大相互的合

作空间。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指出，新丝绸之路的

核心地区是中亚以及南亚、高加索以及东欧。中国社科

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认为，中国提出“丝绸之

路经济带”，实际上是想解决欧亚大陆交通运输非常不便

利的问题，而把欧亚大陆的交通设施建设好，贸易体系建

设好对我们和欧亚大陆各国都是有益的。辽宁大学转型

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坡岭教授认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提出的“开放、包容、非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化

正是未来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方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李新教授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标志着中

国对外开放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构成了新的周边

外交战略新框架。两条丝绸之路最终的目标是推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

形成欧亚大市场。外交部外交司司长腊翊凡认为通过这

个倡议，可以带动中亚、南亚、西亚地区快速发展起来。
沿线国家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需

求，不是任何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

究中心吴大辉教授表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欧

亚地区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共

存共融、互利共赢的全新的合作理念，它不涉及政治、安
全话题，既不是所谓的中国西进战略，也不是针对美国重

返亚太而实施的移花接木的手段。它只立足于交通便利

化、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基本动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建民

研究员认为，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兼顾了国内国际

的战略需求。一方面，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出于自身

的需要，其基点就是中国西部开发开放的转型，是一个中

国沿边内陆持续开放的新战略。另一方面，沿线大部分

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很强，在交通、金融、能源、通讯、旅游

等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潜力巨大，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将会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互惠互利交流合作，以此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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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和欧亚的合作。

三 媒体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企业助推国际合作项目有序实施

媒体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对增进

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

民日报的副总编辑马利女士指出，媒体是沟通和拉近国

与国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人民日报计

划组成中外联合采访组，共同采访、报道和推介，在国内

外通过 媒 体 的 力 量 提 高 人 们 对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的 关

注度。
哈通社副社长阿布奥娃女士表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方案得到了哈中两国领导人的支持，哈通社作为哈

萨克斯坦的主流媒体，专门开设了丝绸之路专栏。目前，

商业合作方面的信息不足是两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媒体的

合作。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魏地春表示，中央电视台计划将

利用其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平台优势和传播优势，进

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电视表现形式和手段，增进

各国的经贸交往、文化友谊、战略互信提供舆论支持。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王庚年台长表示，应在新闻传播、

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业务发展等方面加强交流，深化合

作，共同为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王浩认为，新丝绸之路的生命力

在于它连接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富裕的共同渴望。中

国日报作为亚洲新闻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将在丝绸之

路沿线各国媒体之间展开积极的媒体交流活动，充分发

挥媒体外交的作用。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方正辉从中外媒体参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角度提出，各方媒体要加强信息沟通和资

源共享，建立定期的交流合作机制。要借机推动媒体自

身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以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的要

求，顺应新的沟通机制和理念。
新疆日报社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尉认为，新闻媒体应

充分发挥人文优势，以文化先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为此，首先要搭建一个共同的平台，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要建立公共的、更大

的、互联互用互享的平台，来促进相互之间的新闻信息的

交流。
中国新华社副总编辑彭树杰认为，媒体作为社会的

塑造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主要宣介者。媒体

作为国际舆论的引导员，是这一构想在世界话语场上的

主要阐释者。媒体作为智库和咨询机构，也是这一构想

的重要建言献策者。另外，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

组织，还可以通过提出和践行所在领域的合作倡议，通过

打造丝绸之路传媒带来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和外

延，直接成为这一构想的实践者。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同时，构建一个丝绸之路传媒带。
此外，企业作为国际合作项目实施的主体，正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框架内积极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中石化

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毛加祥表示，中石化将抓住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在能源化工领域与沿线各国企

业开展紧密合作。计划在深化油气合作、推动炼化产业

升级、提供石油工程、炼化工程技术服务、发展国际贸易、
促进先进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扩大国际人才合作方面与沿

线国家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中国铁建执行董事、副总裁扈振衣指出，交通运输是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要条件。企业以最终建设中

亚、经西亚至欧洲，东亚至北非，东亚至印度洋陆路交通

网为目标，积极参与地区国家间的交通设施建设和路网

建设。通过资金投入，技术合作和经营以点带面，积极推

动各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国家电网公司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吕运强指出，在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框架内，国家电网公司已着手就中

亚地区互联规划、邻近国家的电网互联互通和输变电工

程承包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国家电网公司将在

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大力推进电力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新疆特变电工副总经理吴微表示，企业加快中亚各

国智能电网建设，构筑中国、中亚空中便利丝绸之路，不

仅能惠及中国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造福区域各国民族，

还能增进区域优势互补，实现互联互通，推进丝绸之路各

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四 聚焦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合作领域，

分享共赢共荣发展建议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要立足于加强经贸往来。
2013 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

易总额合计达 6 000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 15%
左右。经贸领域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与上升潜力较

大。在谈到重点合作领域时，发改委李朴民秘书长指出，

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

合作水平、拓展产业投资合作、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密切

人文交流合作以及加强生态环境合作。
商务部钟山副部长提出的建议是: 首先，要深挖贸易

增长潜力，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不断地相互扩大市场开

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第二，推动国际大通道建设，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推进骨干通道建设，规划

一批重大项目。第三，加快自贸区建设，深化区域次区域

合作。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韩、中澳、中日韩等自贸区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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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推动重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自贸谈判。
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战略中心主任巴萨姆·阿不·

阿不都拉赫认为，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首先要解决

安全问题，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很多沿线国家都是伊

斯兰国家，目前正面临一些极端组织的威胁。他建议共

同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给沿线国家带来的共同价

值，在丝绸之路的建设中确立政治与经济上的共同目标。
德国国际政策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高亭亭也建议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积极讨论丝路带的安全问题，努力打造一条

丝绸之路安全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

晓中认为，中欧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一个先行者。他表示，为了更好、更深入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必须做到相互理解和知晓。
因此，更应该关注人文之间的交流，以便为经济带的顺利

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文支持。
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科日洛娃教授指出，中国提出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使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国家看

到了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在中亚地区的一系列项目正

在有序实施，这不仅使哈萨克斯坦的货物运输量不断增

加，而且促进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交通领域的合作和

发展。此外，哈萨克斯坦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通道将货

物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从而优化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院长助理潘永教授建

议，尽快建立开放的双边或者多边政府间的关于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协调机制，加强企业间双多边贸易与投

资的合作与往来，深化民众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增进共

识。在合作中要注重秩序，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并尽可

能妥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冲突。
亚洲金能源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卜若柏认为经济带的

建设应聚焦在中亚地区，并建议中国不仅要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商贸方面有所成就，还需要和当地企业保持长期

的合作。
俄罗斯使馆二秘马大收建议通过上合组织框架内的

多边合作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他认为交通和

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是重点，金融领域的合作是保障，这

对于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各国的科技发展以及和

平利用太空意义重大。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谢尔盖·卢科宁表示，远东地区应该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阶

段任务是要建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交通走

廊。俄罗斯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分布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主要沿线上，如果该区域和俄罗斯的交通线路可以

并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网络，从而使这一区域成为

统一的经济区，这将使亚太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
商务部贸易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华芹认为，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力争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为各个不同次区域经济组织搭建沟通与交流合作平台和

机制; 其次，是要与创新的思维模式和合作理念来推进经

济带的建设，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建立互惠互利的创

新合作模式; 再者，是充分利用科技合作，科技创新，以高

新技术为依托，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特

别是向西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自提出以来，受到西部

各省的高度关注。与会期间，来自西部各省的专家学者

纷纷建言献策，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新疆商务厅厅长和宜明指出，新

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应着力建设辐射周边国

家的口岸经济高地、优化与原先国家贸易结构、建成贯通

欧亚大陆的物流体系、强化对外开放合作平台的功能和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新疆社科院高建龙院长建议，丝

绸之路沿线各国必须加快协调相关国家在贸易的准入、
投资的保护、税收的优惠、人员的往来等方面的相关政

策，尽早谋划形成经济带国际性的区域金融中心。四川

社科院副院长盛毅认为，近年来，成渝经济区的迅速崛

起，必将全面提升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俄
罗斯、东欧、中东乃至欧洲的合作水平，成为连接和贯通

南北丝绸之路的有力支撑。重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

主任杨丽琼指出，“渝新欧”铁路的贯通不仅在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桥梁作用，同时

它对西部开发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宁夏社科院副

院长郭正礼认为，宁夏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

组成部分，有条件构建丝路带上的立体交通网络枢纽，建

设区域性对外开放大通道，加速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

略支点建设。陕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成荣建议在

西部也搞一个内陆自由贸易实验区，通过内陆自贸区的

建设，进行实验、示范与机制创新，来引领丝绸之路经济

带实现高起点、创新有序化发展。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所长李永全主持，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致闭幕词。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

家和地区加强沟通合作和交流，将发挥重要作用。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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