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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一带一路”
倡议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实践，
这是人类历史上国际多边合作最伟大的工程。自
2013 年 9 月首次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已经完
成了具有“四梁八柱”意义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互联互通架构的基本建设，成绩斐然。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
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
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构建
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新体系既
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保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更
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制度安排。

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国际合作先行
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支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
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
现象。从新中国 70 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要发展
经济，金融必须先行。1978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
革开放与金融体系改革开放始终紧密相伴、互为
支撑，从金融机构体系再造到资本市场改革、从
利率市场化改革到汇率管理体制变革，中国金融
业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开放化、国际化。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滋养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中
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也为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注
入了动力，提供了保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
不断前进，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
目标。实现高标准目标重在提升“五通”建设水平，
即加强金融政策沟通以提升政策沟通水平；加大
基础设施投入以提高设施联通水平；着力改善金
融便利化服务以提升贸易畅通水平；不断优化金
融结构和金融服务以提升资金融通水平；大力发
展普惠金融以提升民心相通水平。实现惠民生目
标重在提升沿线人民分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
重要载体。因此，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不仅
要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
题，也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加就业以解决基本
民生问题。同时达成这两大目标，离不开金融在
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离不开金融国际合
作机制的不断创新。实现可持续目标重在解决投
资的可持续性、投资的安全性和绿色发展问题。“一
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
主义，双边、三边和多边的金融国际合作既是解
决巨大建设资金缺口的唯一选择，也是分担投资
风险、共享建设成果的唯一选择。国际经验和教
训一再说明，发展绿色金融是引导经济绿色发展
的有效路径。

构建国际合作体系要有新的定位

金融霸权和掠夺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
特征之一。而“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体系应
有新的明确定位。

首先，合作共赢是其建设宗旨定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
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
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
谐共存的大家庭。”“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首要关键词，同样也是“一带一路”金融
国际合作的宗旨。

其次，融通全球是其功能定位。金融的本质
是服务实体经济，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就
是服务“五通”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

再次，中国主导是建设主体定位。“一带一路”
倡议由中国提出，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
要参与者，主导“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也是
中国的必然担当。我们不追求像现行国际金融组
织那样的一票否决权，我们要主导建成像亚投行
那样的被国际公认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

最后，多边机制是建设方案定位。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多样、制度各异、
诉求不同，在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
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的
过程中，渴望建立多边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在这样的框架内，只有体现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各国才能携手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向前进。

创新合作机制建设理念
“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理论，唯
有理念创新、务实包容、久久为功，方能支撑“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是牢固树立金融经济命运共同体理念。习
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
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
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最
重要的理念创新就是“金融经济命运共同体”。
从建立“金融经济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通过
金融国际合作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命运共同体”自觉，为
解决全球与地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是创新运用差序包容理念。费孝通先生提
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及

相互关系存在差异，也形成了明显的国际间的“差
序格局”。国际间“差序格局”的存在意味着金
融国际合作不可能完全均等化，正视差异存在并
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促进合作从零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双边到多边持
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三是努力实现1+1+X>（2+X）合作建设理念。
只有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双边合作实现 1+1>2、
多边合作实现 1+1+X>（2+X），才能最终实现多
边合作共赢和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目标。“一
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不仅欢迎第三方参与（即
1+1+1），更欢迎第三方联盟参与（即 1+1+X），
这既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客观需要，也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原则。

四是促进多边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唯有开放
方能建设“一带一路”，唯有大开放方能建设“一
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机制。由于金融系统的风
险性，一国的金融开放往往迟于其经济贸易开放，
但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要求金融开放必须先行。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要加大金融开
放力度，为资金互联互通创造良好的环境。

循序并差序推进国际合作
金融合作与具体经济合作大有不同，前者直

接指向核心利益乃至主权。“一带一路”金融国
际合作应该循序并差序推进，先建立金融合作的
基础，再逐步提高金融合作的层次，这是推进“一
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的基本路径。

首先，“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要与建设
阶段相一致，从初级到高级，循序并差序推进。
从共建基础设施到共建经济走廊、从铁路港口硬
联通到政策规则软联通、从双边直接合作到多边
和第三方市场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阶段性特
征明显。金融国际合作也要服务于这一阶段性发
展需要，实现几个方面的跨越。一是要实现从政
府主导合作模式到市场化合作模式的跨越；二是
要实现从中国为主到域内外国家广泛主动参与的
跨越；三是要实现从投融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
美元独大到人民币等多种货币平衡发展的跨越。

其次，“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要基础性
合作和具体合作并重。一是政治、军事互信要先行。
只有不断提升政治、军事互信，才能为金融国际
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二是从建设救济制度和提供
金融经济安全公共品着手。建设有效的危机救济
制度，为各国主权债务可持续性提供金融合作解
决方案，进一步加强互信、促进合作。三是以建
设跨国信用和支付环境为基础。加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信用环境建设，发展区域支
付环境，改变美国主导国际支付系统的局面。四
是相机开展各类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
构和市场合作。根据差序包容原理，从不同国家
实际情况出发，优势互补，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边
和多边具体金融合作。

今年我国新冠疫苗产量预计超过 30亿剂

【新华网】20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
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举办的“新冠疫苗
的供应与可及性”分论坛上表示，得益于较早
的战略决策、制度优势以及创新组织管理，目
前中国新冠疫苗全年产能接近 50 亿剂，预计今
年产量超过 30 亿剂，在下半年将逐步实现。

郑忠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
在第一时间决定要加快科研攻关，开展疫苗研
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
专班成立后，在全国优选了 10 家科研单位的 12
种疫苗，全面推进科研攻关以确保成功率，这
些疫苗涵盖了全球主要技术路线。

此外，中国在疫苗研发、审评等机制上实
现了从“串联”到“并联”的创新，研发、实
验动物、审评审批等机构合力推进疫苗面世。
他表示：“虽然快，但没有省略任何一个环节，
包括后期在境外开展的三期临床试验。中国疫
苗审评审批标准绝不比美国和欧盟标准低。”

“中国在布局疫苗生产的过程中，还考虑
了全球的抗疫需要。”郑忠伟说，中国已经提
出要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让各国人
民真正用得上、用得起。预计今年下半年，中
国将通过多边、双边机制向全球供应更多疫苗。

加快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新体系

4 月 20 日，郑忠伟在博鳌亚洲论坛“新冠疫苗
的供应与可及性”分论坛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