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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際社會給予了高度關注，評價
大都理性正面，但美西方對它的一些片面性、主觀性、負

面性質疑從來沒有停止過。」鄭永年表示，特別是這五年來，伴隨着
中美競爭的升級，美國一直在帶頭西方國家污名化和阻礙中國的「一
帶一路」倡議，體現在各種所謂的「地緣政治陣營」、「新殖民地主
義」、「債務帝國主義」等理論上。

為參與國擺脫貧困提供機會
他指出，「一帶一路」倡議邊設計邊施工，不可否認在實施過程中
有一些不足，還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甚至一些大的建設項目
遇到一些反覆，但這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哪個國家那麼大的項
目沒有一點問題？」美西方抄起顯微鏡檢視如此宏大的世紀工程，把
小問題擴大化、簡單問題複雜化、微觀問題戰略化，都是基於意識形
態偏見和自身利益考量。
鄭永年認為，輿論是多元複雜的，而實際成果是對雜音和質疑的最
好反擊。他以剛剛開通運行的雅萬高鐵為例指出，雅萬高鐵八年建設
歷經坎坷，中間還遭遇了新冠疫情，但兩國克服萬難最終把它建成
了。這是中印尼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旗艦項目，也是東南亞第一
條高速鐵路，能把雅加達和萬隆之間的車程從三個多小時縮短為
40分鐘，除了改善當地交通條件，便利沿線民眾出行，還帶
動商業開發和旅遊產業發展，「從印尼老百姓的熱情可以看
到，這並不是一條戰略高鐵，而是實實在在的民生高
鐵」。在東南亞的另一個重要工程即從中國昆明到老撾
首都萬象的中老鐵路儘管沒有像雅萬高鐵那樣高調，但
對當地的經濟也起着同樣的作用。
他表示，發展中國家更多關心的是能給他們帶來什
麼好處。十年來，「一帶一路」項目範圍不僅有電
站、路橋、港口等基建，也有學校、醫院等服務設
施，為參與國提供了擺脫貧困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機
會，並在推動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發揮關
鍵作用。實踐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推進
世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也是2008年國際金
融危機後最成功的國際公共品和國際合作平台。

有關國家推方案旨在與華抗衡
鄭永年說，近代以來，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

那樣在沒有掠奪資源的前提下，在國外推進大規模
的基礎設施建設，而當今世界，也只有中國有意願、
有能力這麼做，這得益於中國與日俱增的國力、矢志
與沿線國共同發展的初心，以及強有力的執行。
在「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的同時，美歐在近幾年

也相繼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3W）和「全球門戶」
（GG）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
廊」等。對此，鄭永年認為，這些替代方案迄今沒一個成功，
未來是否會成功也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首先，有關國家的心態

沒擺正，其動機只是為了與中國競爭、抗衡，而不是真心實意幫助
參與國發展；其次，能力跟不上，缺乏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不具備
在海外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條件，「歐洲很多國家財政捉襟見
肘，如何找到『重建美好』的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呢；美國自己的基建都
搞成這樣，又怎麼指望它能資助其他國家發展？」
他說，中國歡迎任何一個有助於世界經濟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的計劃，這也是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但廣大發展
中國家需要的是切實的幫助，而不是無力實現的「空頭支票」。

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從目前的成果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項目的落實
仍以國有企業為主，未來須加大對民營企業參與項目運作的支持和鼓勵，他們的政府背景
弱，積極參與能讓「一帶一路」更加透明，有助於減少外界對「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戰
略的猜疑，這不僅能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在當地甚至國際社會的受認可度，民企
自身也可在這輪宏大的境外投資熱潮中得到鍛煉、成長。
鄭永年分析稱，國企資本雄厚，執行力很強，在過去十年裏為「一帶一路」倡
議的實施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領域等資金量巨大的
項目執行上有自身優勢。但由於國企的商業運行一貫對政府的依賴很深，如果
繼續讓其主導投資的話，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外界對「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戰
略的猜疑。而民營企業政府背景更弱，它們的參與有利於讓「一帶一路」
更加社會化，更加透明。與此同時，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不僅更有創造
力和活力，在商業運作上也更加謹慎，對當地法律法規的理解與應用
更加深入。此外，民營企業更青睞成本回收周期較短的項目，在資
本運作、人員招聘、供應鏈管理和產品營銷更容易在國外本土
化，加上民營企業的業務主要集中在消費領域，其品牌在當地容
易有更高的社會認知度。

國企民企「混合梯隊」惠及當地民眾
鄭永年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提到，「一帶一路」要惠及當

地民眾。國企和民企「混合梯隊」「走出去」便是這樣一個有效方
法。近年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發展很好，
在「走出去」過程中可以與東道國開展合作，拓展健康、綠色、數字、
創新等新領域項目，為發展中國家注入發展新動能。與此同時，民營企業
也將有機會在宏大的境外投資熱潮中發掘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提升產品和服
務的品質和水平，促進自身發展壯大。

加 大 民 企 參 與「一帶一路」倡導開放包容

成員去留自由

十年成果反擊偏見雜音
西方方案純屬空頭支票

矢志與沿線國共同發展初心

近一段時間，外界頻傳G7成員國意大利考慮退出共建「一
帶一路」倡議，對此，鄭永年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開放是
「一帶一路」倡議最大的特點之一，它歡迎所有國家加入，
有的參與國基於各種考慮想退出也正常，「應該淡定一點看
這個問題，有的國家是去是留，都不會影響中方推進該倡議
的決心和步伐。」

退出也可再加入
鄭永年說，中國政府把「一帶一路」界定為「倡議」，而非
「戰略」，是具有其本身的考慮的。它並不像國際組織或者聯
盟那樣，具有成員國和憲章，它只是中國根據新的全球經濟現
實而倡導的一個開放、包容、平等的合作平台，旨在促進沿線
國家間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以及社會進步。中國的作用是
「倡議」，各國都可以參與到其中來。不過，在實施方面，中
國作為「倡議國」必須做更多的事情，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不
是一個主導角色，還是雙方、多方共建，向第三方開放。
「『一帶一路』是 inclusive（包容的），而不是exclusive

（排他的），更不是fixed（固定的）。」他指出，開放是「一
帶一路」倡議最大的特點之一，它歡迎所有國家加入，各國都
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實
施過程中各國也在積極計算和評估「一帶一路」能夠為自己帶
來的利益和風險，在此期間有的參與國基於各種考量想退出也
正常，「『一帶一路』現在依然向美國、日本等國家開放，意
大利就算真的退出，以後也可以再加入進來。」
鄭永年認為，應該用淡定、從容的心態看待「一帶一路」

倡議推進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波折和反覆，
這並不會影響中方推進該倡議的決心和步
伐，同時也有更多國家看到了中國「一帶一
路」倡議的巨大潛力和紅利。
據外交部最近數據顯示，10年來，中國已同150

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
文件，已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拉動近萬億美元投
資規模，打造了一個個「國家地標」、「民生工程」、
「合作豐碑」。世界銀行測算，「一帶一路」框架下有關
交通項目的全部實施，到2030年有望使全球收入增加0.7%至
2.9%，使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有助減少地緣政治戰略猜疑

◆在坦桑尼亞的一處雞舍，來自中國的技術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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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鄭永永年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召開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

究院院長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暢談過去十年共建「一帶一

路」倡議的發展成就及未來路向。他指出，伴隨着質疑走來，「一帶一路」倡議用實實在在地造福沿線國家的成果反

擊各種偏見和雜音，事實證明，它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成功的國際公共品，而當今世界，也只有中國有意

願、有能力辦到。反觀美歐在近幾年相繼提出一些替代方案，模仿甚至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圖很明顯，但

並無堅實的政治經濟支撐，更沒有矢志幫助參與國共同發展的正確初心，因此純屬無力實現的「空頭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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