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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本土主义和逆全

球化声音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整个

世界都把目光转向高擎全球化旗帜

的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

2017 年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主角，人

们都在期待中国能够为2017年的世

界经济带来福音。

瑞士当地时间 2017 年 1 月 18

日，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联合国家发

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在达沃斯举办了

“一带一路”政策与行动圆桌会议，

邀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位

部长、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会，对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深入解读，并

提出未来的行动方案。

“中国经验”
适用于沿线各国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指出，“一带

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国家和相

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

同富裕。回顾过去，“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

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

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

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

了大量就业机会。面向未来，2017

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推进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

作。

邱勇校长特别介绍了清华大学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努力和成

绩。邱勇指出，清华大学稳步推进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

的教育和文化交流。2012 年，清华

大学启动“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

迄今已经招收了40多名从事发展中

国家研究的博士生。2016 年，清华

大学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份全球战

略。清华大学还发出了成立“亚洲

大学联盟”的倡议，得到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大学的积极回应，目前

联盟会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度

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印度尼西亚大

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马来西亚马

来亚大学等 15 所高校。联盟将于

2017年4月起正式成立。清华将发

挥大学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

优势，深入研究，快速推进，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

支撑。

邱勇校长的发言引发了与会中

方嘉宾的强烈共鸣，很多代表认为

中国经验不仅适用于中国，对其他

国家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比如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

先生指出，中投在阿塞拜疆的案例

表明，“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发展

中国家，而且对于发达国家也可以

提供支持和帮助。因此，中投将从

跨境投资和跨境并购的角度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发

展，在重点领域进行支持和投资。

祁斌先生指出，中国13亿消费者是

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可持续的力量，

中投将致力于成为连接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桥梁。

相比祁斌先生的投资经验，中

国工程院王浩院士则从技术的视角

介绍了水资源管理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与地区中的重要性，并分享

了中国水管理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目前，清华大学与世纪星源集

团合作在水研究领域有了颠覆性的

技术突破，大幅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降低污水处理成本。未来将进一步

结合新一代生化技术和膜技术，将

先进技术推广到“一带一路”的国家

与地区，为沿线居民创造福祉。在

王浩院士看来，中国经验可能是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药方”。

提出具体行动方案

中方学者提出的“中国经验”

也引起了与会外国嘉宾的积极回

应，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在保护主

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全球发

展与合作共赢的大旗，对世界经济

的未来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比如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Enggar-

tiasto Lukita 就认为“一带一路”与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全 球 海 洋 支 点 ”

（Global Maritime Fulcrum）战 略 高

度契合，认为推动“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对

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两国应该

加强相关研究，提出更加具体的合

作策略，推进中国与印尼的合作共

赢。

英国剑桥大学国际管理教授

彼得·威廉姆森（Peter Williamson）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保护主义

抬头的环境下十分重要。“一带一

路”倡议涵盖了很多国家和地区，

并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

绸 之 路 基 金 等 金 融 组 织 提 供 助

力。因此，威廉姆森教授从如何建

设“一带一路”生态系统的角度建

议关注核心问题，即如何提高沿线

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建议关注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和软

实力的提升，通过法律的完善降低

交易成本。再则，提高领导力建设

也对“一带一路”生态系统的完善

至关重要。

世界能源理事会共同主席、韩

国大成集团会长金英熏（Young-

hoon Kim）重点介绍了在能源领域

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契机，认为

“一带一路”为国际能源合作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应该加强能源合作，将“一带一

路”的能源潜力激发出来，为沿线

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服务。

新加坡佳通集团副董事长林

美 金（Cherie Nursalim）发 言 时 表

示，人们已经看到中国作为有责任

的领导者站在世界舞台。她以佳

通集团和清华大学的合作为例，分

析了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双方合

作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具体的行

动方案。

印尼贸易部前部长、旅游经济

部部长冯慧兰（Mari Elka Pangestu）

介绍印度尼西亚本土的连接十分重

要，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平台，能

源、食品和旅游是重点领域。印尼

将重点管理海洋资源，并与中国一

道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建

设。同时，Mari Elka Pangestu建议中

国可以帮助印尼建立铁路，建设培

训学校，为本土学生提供机会学习

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

培养未来铁路建设、运营、维修和管

理的人才，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正式发言之后，与会专家还

进行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与会嘉宾

纷纷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在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

表现出了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气

派，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应该团结起

来，为谋求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出

力献策。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由清华

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发

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共同于2016年9

月组建，由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

任曹文炼为中心主任，深圳世纪星

源等公司出资赞助。与其它智库不

同，该中心强调行动库，中心秉持高

层次、开放式、战略性、前瞻性的学

术导向，围绕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

国共同发展与建设中涉及的政策、

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系列重大

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解析与总结海

上丝绸之路沿岸港口城市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

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

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的实践案

例，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地区

在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与交流，逐

步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

发展研究的一流专业智库和国际交

流中心。 （王雅静）

2017 年 1 月 1 日，首期面向“一

带一路”的阿拉伯国家科技创新创业

培训班在北京正式开班。培训班由

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宁

夏科技厅和中国—阿拉伯科技与海

运学院技术转移中心联合主办，中

国—阿拉伯国家青年创业园管委会

承办。

在为期 15 天的时间里,来自埃

及、摩洛哥、苏丹、伊拉克、卡塔尔、也

门、约旦等多个国家科技管理部门、

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机构的 25

名学员分别在宁夏和北京,通过专题

讲座、研讨交流、考察参观等多种形

式，详细了解我国在科技创新创业、

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动

态和成功经验。

在京期间，中阿学员代表们考察

了大唐电信网络公司、中国国际科技

促进会，拜访了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

员会并与致公党员进行了交流座

谈。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阿盟驻华

代表处的领导见证下，中阿青年创业

园管委会主任邢纪国与埃及苏伊士

运河大学就中阿青年大学生创业大

赛、建立中阿青年创业园埃及分园、

建设众创空间、人才交流、远程医疗

会诊等达成合作协议；还与约旦、苏

丹财政部官员就建设海外和平玫瑰

特色小镇、发起中阿产业基金，与摩

洛哥高校建立农业、荒漠化治理联合

实验室，埃及三家公司在中阿青年创

业园设立分公司等共计达成十一项

合作协议。

中阿青年创业园管委会主任邢

纪国在开班致辞中表示，在“一带一

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引下，

我们致力于推动中阿科技创新、经济

合作，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

在合作中成长。致力于推动中阿各

领域、各阶层人群交流、互动，双方

“看一看、转一转、碰一碰”，以学习培

训、考察访问、论坛沙龙、会展活动等

方式，帮助大家认识更多的朋友，了

解更多的资讯，开展更多的合作，对

接更多的项目，获得更多的利润；致

力于搭建中阿经济交往桥梁、寻找合

作契机，树立安全保障，提供专业服

务。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3月，中

阿青年创业园招商引进了精准扶贫

项目——宁夏阿里修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已在银川、青铜峡市、同心

县共建设服务站12个，开发服务网

点28个，先后培训各类维修工400余

人。与此同时，精准扶贫项目将阿里

修县域服务站作为宁夏南部山区 9

县“双创双扶”项目推广下行，建设一

县两站（水电+家电）一镇一网点，一

年内在全区创造近1万个就业岗位。

据悉，2015 年 9 月,中国—阿拉

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正式成立一年

多来,中心已与阿拉伯科技与海运学

院、沙特阿拉伯等合作共建了5家双

边技术转移分中心,积极促成国内多

家单位与阿方开展合作,并将中国具

有优势的椰枣病虫害防控、农业物联

网、节水灌溉、马铃薯种植、生态景观

与园林绿化等领域的技术在阿联酋、

约旦等国家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期面向“一带一路”阿拉伯国

家科技创新创业培训班第一阶段在

宁夏进行，第二阶段在北京进行，此

次活动旨在为中阿企业家搭建平台，

在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方面进行探

讨、交流。邢纪国强调道，衷心希望

大家充分利用本次活动搭建的交流

平台，敞开心扉，热烈讨论，共同分享

各国风土人情、商业机遇、需求空间、

互补资源。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次

活动，建立中阿友谊“朋友圈”，持续

发展，共建共赢。大家共同探讨深入

合作、互通有无，促进中阿经济交流。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学习到中国

在科技创新创业方面的成功做法和

先进经验,回国后推动本国科技创新

创业的发展。”中国—阿拉伯科技与

海运学院技术转移中心主任纳什瓦·

班得瑞博士充满期待地说。

中国企业园区国际合作联盟执

行主席、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国际产

业园区委员会副主席王静表示，“共

商、共建、共享、共筑‘一带一路’包括

共建中阿特色产业园区、共建中阿和

平特色小镇，我需要强调的是，共商、

共建、共享、共筑‘一带一路’，中阿互

信是基础，国家间、企业间需建立互

信体系。其次中阿需要建立良好稳

定的政策法规体系，并以科技合作为

引领，占据科技制高点；以文明互鉴，

人文交流为先导，共享人类文明成

果；以共建中阿科技产业发展基金为

抓手，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此

外，以共建中阿企业园区合作联盟为

平台，实现资源互联互通共享，真正

做到以助发展，惠民生，促和平为目

标。”

达沃斯圆桌会议上的“中国经验”：
全球战略下“一带一路”生态系统建设

中阿科技创新交流再上新台阶 达成11项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李霂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