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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2013 年，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审时度势，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宏伟倡议，成为人

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十年来，在国内外各方

携手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已成为开

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

际合作平台，为全球共同发展搭平台、做增量、添动力。

众人划桨开大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需要各方参与并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需要用

创新思维不断提供发展动力，需要用扎实行动不断引领向前，

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推动。

十 年 扬 帆 再 起 航 。 站 在 新 的 起 点 上 ，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主旨

演讲精神，以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八项行动为指引，全面落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各方达成的重要合作共识和重大合作成果，坚定不

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特制定并发布《坚定不移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

“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研究提出未来十年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愿景思路和务实行动举措，凝聚合力携手建

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谱写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华章。

一、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就与启示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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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全球发展事业开辟

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了造福世界的“发

展带”和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

十年来，我们共同深化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全球超过四

分之三的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

国际共识不断增强；我们共同推进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

联互通，成功建设了一批标志性项目，为全球互联互通、共同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

与共建国家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给应对

“逆全球化”开出了一剂良方；我们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

合作，合作空间向纵深拓展，投融资模式多元化发展；我们共

同拓展多层次、多领域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和文

化融合创新，在教育、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打造了一

批“小而美”民生工程，铺就了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的阳光

大道。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

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形成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实践充分证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须做到始终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

传承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倡导合作共赢理念与正确义利观，坚持各国都是平等的参

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始终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坚守开

放的本色、绿色的底色、廉洁的亮色，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阳

光大道越来越宽广；始终坚持统筹“硬联通”“软联通”“心联

通”，破除各种壁垒，畅通内外循环，共同实现共赢发展；始终

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积极推动构建双边、

区域和相关领域命运共同体，有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

发展。

（下转第六版）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
—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

（2023年 11月）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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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越 太 平 洋 ，赴 约 旧 金 山 ，国 家

主席习近平日前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

会晤。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上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何去何从，牵动全球

目光。此次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的访问，为中美关系增信释疑、管控分

歧、拓展合作，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

确定性、提升稳定性，彰显了大国领袖

在重大历史关头为人类和平发展尽责

担当的气魄与胸怀。

此 次 历 史 关 头 的 重 大 访 问 ，是

习近平主席时隔 6 年再次访美，也是两

国元首自去年 11 月巴厘岛会晤以来再

次面对面会晤。在坦诚和相互尊重的

气氛里，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的

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

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

地交换了意见，为实现中美关系的健

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规

划了蓝图。此次访问为中美关系这艘

巨轮从旧金山再出发指明方向、规划

航线、开辟愿景、增添动力。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问，为中

美关系重回正轨指明方向，也再次证

明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

主席深刻指出，中美两个大国不打交

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

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

的。中美是选择加强团结合作，还是

挑动阵营对抗，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

球未来。过去一年来，中美关系跌宕

起 伏 ，从 巴 厘 岛 抵 达 旧 金 山 ，殊 为 不

易 。 如 何 从 旧 金 山 再 出 发 ？ 习 近 平

主席讲得透彻：“首先要回答的是，中

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是一个

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如果把对

方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

政治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必然导

致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行动、产生

错误的结果。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

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美中双边关

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世界

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稳定、强大、具有

前瞻性、互利共赢的美中关系”。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问，为中

美关系再出发规划航线，为探索大国

正 确 相 处 之 道 注 入 新 动 力 。 历 史 文

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两个大

国 相 处 ，需 要 基 于 大 的 原 则 性 共 识 。

有了原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

妥处分歧、拓展合作。正是基于这一

考虑，中方提出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同确保中

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不偏航、不

失速，更不能相撞。中美元首会晤期

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只要双方坚持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可

以超越分歧，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

之道。这三项原则既是从半个世纪来

中美关系提炼的重要经验，也是历史

上大国冲突对抗带来的深刻启示，应

该成为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两

国 的 差 异 过 去 有 ，现 在 有 ，今 后 还 会

有，但这不能妨碍中美求同存异、开展

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

打交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问，确立

了“五个共同”的努力方向，为中美关

系 破 浪 前 行 开 辟 了 新 愿 景 。 习 近 平

主席指出，这次旧金山会晤，双方应设

立新的愿景：一是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二是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三是共同推

进互利合作；四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五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这“五个共

同”为中美关系浇筑了五根支柱，开辟

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美国密

歇根中国创新中心前顾问汤姆·沃特

金 斯 高 度 认 同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重 要 论

述，认为“‘五个共同’构成支撑美中关

系的坚实基础，将推动两国加强合作，

为两国人民和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问，推动中

美在多个领域拓展合作取得新成果，为

两国关系重返正轨积蓄了新动能。经

过双方共同努力，此次会晤在政治外

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

域达成 20 多项重要共识。两国元首同

意，双方团队继续保持高层互动和互

访，跟进落实旧金山会晤后续。这些重

要共识和成果进一步说明，中美之间有

着广泛共同利益，也进一步印证了互利

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

美具有高度互补性，在经贸、能源、科

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广泛

合作空间，在恢复经济、应对气变、解决

地区热点等全球性议题上承担着重大

责任。过去，中美曾携手打击恐怖主

义、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引

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

了一件件造福世界的大事好事。未来，

中美互利合作的动力依然强劲，基础依

然深厚，空间依然广阔。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更需

要有宽广的胸怀，展现大国格局、拿出

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巴厘岛会

晤时，习近平主席就强调应从把握世

界大势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新时期中美关系

导航定向，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

愿景”。中美应以旧金山为新起点，本

着 对 历 史 、对 人 民 、对 世 界 负 责 的 态

度，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为全

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这符合两国

人民利益愿望，也符合世界期待。

（新华社北京 11月 24日电 记者

许苏培）

把舵中美关系大方向
——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再出发（上）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访问，是一次

增进互信之旅、延续传统之旅、迈向未来

之旅。”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乌拉圭

总统拉卡列 23 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

今年是中国与乌拉圭建交 35 周年。

拉卡列表示，35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

足发展，“乌拉圭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发展

乌中关系，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11 月 22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拉卡列举行欢迎仪

式，并同拉卡列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

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我们一直期待并为之努力的

结果。”拉卡列认为，乌中两国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有利于进一步

挖掘双边合作潜力，提高各领域务实合

作水平。

两国元首在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贸易投资、数

字经济、绿色发展、农业、卫生、教育、文

化、科技创新和海关检验检疫等领域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

“相信未来双边关系将更加紧密，收

获的成果也将更加喜人。”拉卡列强调，

不断深化乌中关系是乌拉圭各界人士的

强烈共识。

拉卡列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包容”

成为人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正确的相处

之道，“让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站在彼此

的位置上相互理解”。他非常赞同将乌

中两国关系打造成为不同体量、不同制

度、不同文化的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谈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时，拉卡列指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乌中人民的心拉

得更近，三大全球倡议所蕴含的多边主义

理念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和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拉卡

列表示，乌中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维护

自由贸易，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今年是乌拉圭加入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 5 周年。乌拉圭是首个同中方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南方共同

市场国家。

拉卡列表示，“人们已经切实感受到

共建‘一带一路’所收获的实实在在的成

果”。他指出，乌拉圭是一个稳定、开放

的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致力于成为这一倡议框架下南美地区互

联互通的枢纽。

在采访中，拉卡列多次提到快速发

展、亮点纷呈的乌中经贸合作。陪同他

访华的代表团成员中，不仅有重要的内

阁成员，还有来自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代

表。“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持续发展，增

长强劲……我们的企业家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有的还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他

们发现，一旦打开了中国市场，贸易增长

的潜力就非常大，数据说明了一切。”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

者陈瑶、黄顺达）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访问”
—访乌拉圭总统拉卡列

新华社北京 11月 2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4 日宣布：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赴阿联酋出席世界气候行动峰会。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丁薛祥将赴阿联酋出席世界气候行动峰会

11 月 24 日上午，第十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举行，25 名牺牲在异国他

乡的志愿军英烈回到祖国大地安息。

雪后初霁，松柏挺立。下沉式纪念广

场中央，寓意英雄如山、祈愿和平的主题

雕塑静静矗立，军地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烈士家属、部队官兵代表、港澳台师生代

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300余人整齐列队。

驻足环顾，烈士英名墙下摆满了黄白

相间的菊花，寄托着对英烈的无限哀思。

10 时，军乐队奏响低回婉转的《思

念曲》。在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战士持

枪护卫下，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

缓步入现场。当礼兵将志愿军烈士棺椁

轻轻放在覆盖着军绿色绒布的高台上，

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退役军

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致悼念词后，全体

人员向志愿军烈士棺椁三鞠躬，27 名礼

兵鸣枪 12 响，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

《思念曲》再次奏响，礼兵抬起志愿

军烈士棺椁绕广场半周，缓缓走向安葬

地宫。参加仪式的人们排起长队，向烈

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名墙。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70 多年前，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 万 7 千多

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

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最可爱的

人”，也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

（本报沈阳11月 24日电）

上图：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上，礼兵护送烈士棺

椁入场。 新华社发

山河无恙 英魂安息
—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侧记

■王 晓 本报记者 刘宝瑞

11 月 22日，“和平友谊-2023”多国

联合演习在完成所有预定课目后落下帷

幕。闭幕式上，参演各方对演习成果及

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本次演习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主席同各国元首战略共识的具

体举措，也是深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

交理念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际体现。

从“和平友谊”系列演习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这一演习在兵力规模、课目设

置、投入装备、组织方式等方面都在不断

拓展提升，深化了中国和相关国家军队

之间的互信，彰显了地区国家共同维护

和平稳定的意愿和决心。

成员扩容展现影响提升。“和平友

谊”系列演习最初只有中国和马来西亚

两国军队参演。泰国在 2018年加入，今

年的演习又增加了柬埔寨、老挝、越南

3国，参演兵力超过 3000人。“和平友谊-

2023”多国联合演习无论是参与国家数

量，还是参演兵力规模，都创下新高。“和

平友谊”系列演习成员扩容，既折射出中

国军队的周边“朋友圈”不断扩大，也表

明演习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课目拓展彰显互信深化。2014年，

“和平友谊”系列演习首次举行，当时只

是进行了联合桌面推演。今年的演习，

区分陆上方向、海上方向，融合海陆空任

务部队力量，力量编成更加齐全，且投入

了无人机等多种新型装备，演练了隐蔽

侦察、精准打击、机降突击等课目。参演

国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围绕联合力量运

用、联合保障支撑等课题进行了全面深

入交流。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同相关

国家的军事互信不断深化。

交流互鉴增进各方友谊。联合演习

是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相互学习、提升战

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彼此友谊的

重要平台。今年的演习中，各参演国军

队围绕“联合反恐与维护海上安全军事

行动”课题，研讨了未来城市反恐作战的

难点问题，演练了海上反恐反海盗、联合

防空等课目，各方主动对接训练计划、互

相切磋技能、复盘总结经验，参演官兵在

交流中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

深化互信合作 维护和平稳定
■刘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