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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

9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东盟

博览会时强调， 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

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

10月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提

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构

想。

10月 2日

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倡议。

6月 22日

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

大会宣布， 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

8月

习近平出访蒙古国时， 表示欢迎周边国

家“搭便车”。

10月 24日

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 21 个首

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

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11月 4日

国家主席、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

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规划、 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设立丝路基金。

11月 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出资

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12月 29日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金琦出任公司董事长。

2月 1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主持会议并讲话。

3月 12日

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成为首个申

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4月

博鳌亚洲论坛， 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5月

习近平访哈俄白三国 ,“一带一路” 再发

力。

6月 6日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外

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签署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签署

的第一个此类合作文件。

6月 29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

在北京举行，亚投行 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

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 其中已通过

国内审批程序的 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

一带一路大事记

“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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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一

个最重要的动力， 同时也是解决当前全

球经济疲软的一个根本途径， 因为世界

各国由于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各自

的需求也不一样， 或者是根本核心利益

不一样，因此他们可能对“一带一路”并

不完全和中国所理解的是一致的。

但是基于现实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必

须要走这条路，比如欧洲，如果能够使其

从经济疲软当中走出去， 就需要中国的

资金与合作，因此也可以说“一带一路”

的现实意义已经很明确。

第一个层次，促进产能合作。 国家要

实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需

要空间，“一带一路”就可以把空间放大，

并且放大到世界，但不是乱放大，而是按

照地缘规律走下去。

第二个层次， 对于构造我们未来的

整个经济发展方式有深刻的影响。 外向

经济跟我们内需经济是一致的， 任何一

个国家，不立足于内需那是不可能的，但

是完全说中国就是个内需性的国家也是

不可能的，因此“一带一路”也是中国的

一个具体发展形式。

第三个层次，人民币国际化，通过“一

带一路”，人民币应用的比例自然会大幅

度提高。

中国企联原执行副会长冯并：

“一带一路”是解决全球经济疲软的重要途径

��虽然世界各国由于

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各自的需求也不一样，或

者根本核心利益不一样，

但是想要从疲软的经济中

走出去， 必须走“一带一

路”这条路。

“

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中

国的国际化战略进展迅速。“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

金的设立等更是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 , 同时使得中国对

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

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但是人才资

源只占人力资源的 5%， 其中人才资源

中的高层次人才， 只占人才资源的

5.5%。这 5.5%当中，国际化人才就更少。

国际化人才不仅要有很好的外语能力，

更要有很好的专业知识， 比如说金融、

经济、法律、投资等，还需要敬业精神、

管理能力和团队精神。

从现有的国际机构情况来看，中国

在国际组织的股东地位，与我们在其中

的人才比率还是很不相称的。 中国虽然

是世界银行和 IMF 的第三大股东，但是

粗略估算，中国职员在这两个机构当中

的比例只有 2%到 3%左右，委以高管的

更是凤毛麟角。 许多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市场也同样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要更

好的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必

须大力培养专业化的国际性人才。

中国近年来大力引进高端人才，比

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都取得了显

著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这些计划相对

偏重于技术性和学术性人才，而不是管

理性人才和国际性人才。 要想解决国际

性人才不足的局面，就必须采取科技性

人才和管理性人才并重的战略。 要想成

为人才强国， 中国需要多类型的转型，

比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硬件建

设到软件建设，从资源资本密集型到知

识密集型经济增长，从国内市场到国际

市场，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

及管理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从主要向

国内人才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

才的资源，从硬实力大国到软实力大国

等等，这些新的人才战略可以帮助中国

更快地完成转型。

针对目前中国的国际化战略以及

急需增强国际软实力的需要，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来增加中国的软性人才的储

备。

第一，海外突击，提升培养，重点培

养一些海外的国际机构及大型企业的高

端人才。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从 1978 年

到去年年底，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

经达到 3518000 人，截止到去年年底，以

留学身份出国的， 在外面的留学人员大

约有 1709000 人，其中 1089000 人正在国

外进行相关阶段的研究， 但在国际机构

任职或在大企业担任管理职能的只是小

部分。为了充分利用这部分稀缺资源，中

国可以选择一些有意回国的职员到国内

任职锻炼， 给予他们创造较好的发展环

境及升迁的机会， 再择机把他们推到国

际机构，尤其是推到高层位置。

第二， 送出海外， 鼓励国际人才走

出去。在充分利用海外人才的同时，也要

加强培养在国内的有潜力的管理性人

才，尤其是具有语言优势的。在条件具备

的情况下， 可以让他们到国际机构任职

或者挂职锻炼，做到来去自由，最关键的

是要承认他们在国外的工作经历、经验，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以免造成出去的

回不来，回来的出不去的局面。

第三， 海外实习预培。 鼓励国内高

校和教育机构设立有关国内发展和管

理的课程，并有意识地加强与国际机构

和海外大企业间的联系，设立实习和合

作的机会。 比如国际机构的暑期实习项

目，这样中国学生就可以比较早地了解

国际机构和海外大企业的文化汲取方

式，在国际多元环境文化当中提高实际

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

第四， 国际合作培训。 中阿博览会

执委会和《中国企业报》集团正在推动

建立的中国企业培训国际合作联盟，可

谓是中国企业园区走出去的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成员马文普：

“一带一路”战略需培养专业化国际人才

�“一带一路”战略

的提出， 使得中国对

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

益增强。 中阿博览会

执委会和《中国企业

报》集团正在推动建

立的中国企业培训

国际合作联盟，可谓

是中国企业园区走

出去的重中之重。

“

“一带一路”的构想对当今有重要意

义。

首先， 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三次改革

开放。 邓小平在沿海建立 14个特区是第

一次改革开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

了解世界。 第二次改革开放是中国加入

WTO，中国彻底地打开了大门，成为了

世界工厂。“一带一路”是第三次改革开

放，它是前两次基础上的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更广领域的一次开放。

它和前两次开放的根本不同点在

于，第一，前两次是引进来，资本进来，设

备进来。 这一次是走出去，不仅是资本走

出去，公司走出去，技术、文化、传统都走

出去。第二，以往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会产

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污染企业，高耗能企

业，这次我们走出去的是优质产能、先进

技术，我们走出去的是国家电网，是国家

高铁、造纸、钢铁、玻璃。第三，这次开放要

通过“一带一路”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到

命运共同体再到责任共同体。

其次，“一带一路”是一个从来未有过

的跟中国的大国政策接轨的一个倒逼机

制。

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广东自贸区

和福建自贸区的扩员， 一些地区和企业加

入到经济带和京津冀，这些跟“一带一路”

是相连的，用“一带一路”跟我们国内的大

战略接入，这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的。

再次，“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

享。

“一带一路”用一条线把东盟 29 个国

家、阿盟 32 个国家、非盟 54 个国家和地

区与欧盟 27 个国家串在一块， 用丝绸之

路经济带将 65 个国家和 93 个沿海城市

和港口连在一起。我们要在这 65个国家、

93 个城市，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打造基

础设施。

“一带一路”，要修驿站，就是要搞产

业园，在“一带一路”沿线所有需要休息的

地方打造驿站作为补给港，所以我们始终

强调“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

国家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

“一带一路”需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的构

想对当今有重要意

义， 是我们国家的第

三次改革开放， 是前

两次基础上的更高层

次、更高水平、更广领

域的一次开放。

“

魏建国、马文普、冯并纵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与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