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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王毅：：中方願同所有互聯互通倡議對接合作中方願同所有互聯互通倡議對接合作
回應如何看待他國提出的基礎設施倡議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本報記者張寶峰

及澎湃新聞報道）10月17日至18日，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在北京舉行。1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外交部長王毅在國家會議中心新聞中心舉行發布會，

總結本屆高峰論壇的成果。王毅指出，目前各項議程已經結束，論壇取得了圓

滿成功，各方一致認為本次高峰論壇是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又一個重要里

程碑。「確實這幾年一些國家借鑒、甚至是模仿中國，也相繼出台了互聯互通

的國際倡議。」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王毅表示，我要說的是，中方的「一帶一

路」是一個開放的平台，我們歡迎各方隨時加入，同時我們希望其他國家的互

聯互通的倡議也都能持開放的態度，不要搞封閉的小圈子，中方願意同所有互

聯互通的倡議進行對接，共同探討，開展對發展中國家有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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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者提問，在「一帶一路」倡議
的帶動下，國際社會對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的關注度有了顯著上
升。近年來，其他各國在相關領域也
提了不少的倡議以及合作機制，想請
問中方如何看待「一帶一路」倡議同
這些倡議機制的關係？

歡迎各方隨時加入「一帶一路」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願
意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們的一些看法
和建議。」王毅表示，基礎設施對於
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是不可或缺
的，「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老百姓

的話十分樸素，但是充滿道理。
共建「一帶一路」的主線就是互聯
互通，要從「硬聯通」拓展到「軟聯
通」，進而實現「心聯通」，加快建
設基礎設施，這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
迫切要求，也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普遍
願望，這也使「一帶一路」受到了越
來越多國家的歡迎和讚賞，是「一帶
一路」的重要的生命力所在。
「確實這幾年一些國家借鑒、甚至
是模仿中國，也相繼出台了互聯互通
的國際倡議。」王毅表示，我要說的
是，中方的「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
的平台，我們歡迎各方隨時加入，同

時我們希望其他國家的互聯互通的倡
議也都能持開放的態度，不要搞封閉
的小圈子，中方願意同所有互聯互通
的倡議進行對接，共同探討，開展對
發展中國家有益的合作。

「我們有自信也有底氣」
王毅舉例稱，比如，我們可以同歐

盟提出的「全球門戶」計劃對接，發
揮各自優勢，形成合力，我們共同來
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建設基礎設施。
有人聲稱，美國出台的「全球基礎設
施夥伴關係倡議」，說這是針對中國
的「一帶一路」的，我認為這種說法

是把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又一個例證，
既是短視、負面的，也不會得到國際
認同，不能把什麼問題都政治化，不
能患上「政治化的狂想症」。
王毅表示，「有人說彼此可以競
爭，我們願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這個
說法。當然競爭不應該是相互抵消，
而應該是相互促進。我們不妨在國際
上比一下，誰能為發展中國家建設更
多的公路、鐵路、橋樑？誰能為低收
入國家老百姓建設更多的學校、醫
院、體育館？」
「我們有自信，我們也有底氣。」
王毅強調。

中國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
外交部：為相關討論和規則制定提供藍本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外交部發言人
18日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答記者問。
有記者問：10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
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能否介紹具
體內容？中方提出這一倡議有何特殊意義？
發言人說，人工智能是人類發展的新領域，帶
來重大機遇，也伴隨着難以預知的風險挑戰，需
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今天上午，習近平主席
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
式，並在主旨演講中宣布中方將提出《全球人工
智能治理倡議》。這是中方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
同體理念，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
全球文明倡議的具體行動。

發展安全治理三方面闡述中國方案
發言人表示，倡議圍繞人工智能發展、安全、

治理三方面系統闡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國方案，
核心內容包括：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引導
人工智能朝着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
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
或構建排他性集團，惡意阻撓他國人工智能發
展；主張建立人工智能風險等級測試評估體系，
不斷提升人工智能技術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
性、公平性；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國政策和實踐基
礎上，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
架和標準規範，支持在聯合國框架下討論成立國
際人工智能治理機構；加強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國
際合作與援助，彌合智能鴻溝和治理差距等。
發言人說，倡議就各方普遍關切的人工智能

發展與治理問題提出了建設性解決思路，為相關
國際討論和規則制定提供了藍本。中方願同各方
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開展溝通交流、務實合
作，推動人工智能技術造福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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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一帶一路』倡

議的理念是很正確的，不僅是雙

贏，而是贏贏贏贏贏……」 匈

牙利央行行長馬托爾奇·久爾吉

18日在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智庫交流專題論壇時的發

言引起現場陣陣掌聲。他在主題演講中指

出，「一帶一路」倡議首先是公平公正的。

對於全球 150 多個國家來說，都能夠從中獲

益，對於企業來說，也可以從中獲益，是多

贏的合作局面。

「一帶一路」可幫助建立新國際秩序
「匈牙利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提出了博

弈論，根據這個理論，所有的參與方都可以

贏，而不是說一方的贏必須以對方的輸作為

代價，可以說『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具有

科學論證基礎的理念。」久爾吉說。

他提到，「一帶一路」倡議對國際社會來

說，是可以幫助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的一個倡

議。「過去和現在的世界秩序是基於一種過

時的理念，即贏者通吃……但我們需要一個

『共贏』的理念，這也是我對習近平主席提

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這個想法是非

常正確的。」

泰國前副總理、泰中友好協會會長功·塔帕

朗西在地方合作專題論壇上到為，「一帶」

意味着和平之帶，「一路」意味着全世界共

同前行，走上繁榮之路。「在我看來，『一

帶一路』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習近平主席的思

想。首先，他希望全球能夠實現和平，擁有

和平之後，才能夠攜手走上繁榮之路，惠及

全球人民。」功·塔帕朗西表示，過去十多年

來，在習近平主席的推動下，包括東南亞、

東盟、中東、非洲，以及習近平主席所訪問

過的其他國家，都得到了和平以及繁榮。

「我清晰地記得我第一次訪華是1975年，

當時中國的面貌與現在大不一樣。中國向全

世界展示了如何改變14億人口的生活，讓他

們都能夠生活在貧困線以上，這種絕無僅有

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和讚譽。」功·塔

帕朗西稱，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上提出的

「一帶一路」未來的藍圖，將會被成功執

行，將會造福全人類。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趙一存
北京報道

特稿特稿

◆第一，這次論壇發出的最清晰信號
是團結合作、開放共贏。

◆第二，這次論壇形成的最重要共識
是開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新
階段。

◆第三，這次論壇提出的最宏偉願景
是攜手實現世界現代化。

◆第四，這次論壇堅持的最鮮明特色
是行動導向，高效務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王毅指出此次高峰論壇有「四個最」：

◆ 10 月 18
日，第三屆
「 一 帶 一
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
開幕式在北
京舉行。圖
為媒體記者
在新聞中心
關 注 開 幕
式。

中新社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昨

日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主

旨演講，全面回顧共建「一帶一路」10年來

取得的豐碩成果，系統總結了聚焦發展、合

作共贏的重要成功經驗，鄭重宣布中方支持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八項重大舉措，擘

畫了合作共贏的宏偉藍圖，以中國智慧、中

國力量和中國方案引領、推動改善全球治理

體系、促進共同發展繁榮，充分彰顯中國以

實際行動推動全球共同實現現代化的大國擔

當。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者、

促成者和受益者，只要積極發揮「一國兩

制」的獨特優勢，助力共建「一帶一路」高

質量發展，必定前景無限、大有可為。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也是人類

社會的永恒主題。習近平主席強調：「我提

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實現共贏共享

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的重大意義，就

在於推動更多國家和人民獲得發展機遇和實

惠，讓「一帶一路」成為共同的機遇之路、

繁榮之路。

「一帶一路」倡議 10 年實踐取得的成績

彌足珍貴，經驗值得總結。習近平主席總結

出三條寶貴經驗：「我們深刻認識到，人類

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我們深刻認

識到，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成事、辦好事、

辦大事。」「我們深刻認識到，和平合作、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

神，是共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

泉。」這三條寶貴經驗開闢了國際合作的新

範式，各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分享發

展資源，共享發展成果，在互利共贏中實現

共同發展。

共建「一帶一路」，為全球發展繁榮注入

新動力，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作出新貢獻。

10 年來，一大批標誌性項目和惠澤民生的

「小而美」項目持續推進，中國向多個國家

推廣示範菌草、雜交水稻等 1500 多項農業

技術，幫助亞洲、非洲、南太平洋、拉美和

加勒比等地區推進鄉村減貧；中老鐵路、雅

萬高鐵、匈塞鐵路等一批標誌性項目陸續建

成並投運，為相關國家提高產能、改善人民

生活帶來顯著成效；通達歐洲25個國家217

個城市的中歐班列，更成為貫穿歐亞大陸的

國際貿易「大動脈」。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

區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分享中國發展的

紅利、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

實踐充分證明：「一帶一路」倡議順應時

代潮流，適應發展規律，符合共建國家人民

渴望共享發展機遇、創造美好生活的強烈願

望和熱切期待，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實踐平台。共建「一帶一路」站在了歷史

正確一邊，走的是人間正道。當前，中國正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實現

民族復興偉業。現代化也是世界各國特別是

發展中國家孜孜以求的願望。習近平主席對

此深刻指出，世界好，中國才會好；中國

好，世界會更好。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但機會

和成果屬於世界。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到

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將使相關國

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

度貧困，將使參與國貿易增長2.8%至9.7%、

全球貿易增長 1.7%至 6.2%、全球收入增加

0.7%至2.9%。以中國發展為契機，讓更多國

家搭上我國發展快車，釋放各國發展潛力，

更好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

共享，進一步顯示「一帶一路」是合作之

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發展之路、繁榮

之路、廉潔之路，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

能，搭建更公平合理的國際合作新框架，助

力各國實現現代化。

在奔向下一個黃金10年之際，習近平主席

宣布中國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

項行動：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

絡；支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開展務實合

作；促進綠色發展；推動科技創新；支持民

間交往；建設廉潔之路；完善「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機制。這八項行動為推動共建「一

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明確努力方向，推進各

國發展戰略和互聯互通規劃對接，不斷深化

全方位務實合作，為破解全球現代化發展的

難題提供中國方案，引領共建「一帶一路」

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國際都會，也

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中央支持

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

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

便捷的國際聯繫；香港是世界公認的法治之

都、廉潔之都，香港專業服務業實力雄厚；

進入新階段，中央支持香港建設「八大中

心」，高度重視香港在共建「一帶一路」中

發揮更為重要的獨特角色和功能。

「一帶一路」是香港必須把握住、能夠把

握住的重大機遇，香港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

勢，努力推動「一帶一路」互聯互通，鞏固

香港作為亞太區域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角色，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舉辦更多大型

國際會議和論壇，促進民心相通，為推動共

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繼續貢獻香港力

量，締造香港和國家共同繁榮發展的新輝

煌。

中國力量推動世界合作共贏發展 香港發揮優勢助力共建「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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