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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是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推

进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新思路ꎬ这种模式和思路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息

息相关ꎬ也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承续ꎮ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ꎬ人文交

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ꎬ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

道构成三大推动力ꎮ 与后两者相比ꎬ人文合作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

的桥梁ꎬ是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ꎬ更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

性和持久性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区域甚至全球合作实践ꎬ有一个

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ꎬ对各国来说需要一个从认识到参与的阶段性跨越ꎬ不
可能一蹴而就ꎬ要稳步推进ꎮ “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与主张已被正式写入联合

国及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的成果文件中ꎬ影响力和吸引力逐渐扩大ꎬ得到越

来越多国家的响应ꎬ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ꎬ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更多共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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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ＺＤＡ１３０)ꎮ
【作者简介】 　 孙壮志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正式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ꎻ１０ 月ꎬ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设“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倡议ꎬ两者并称为“一带一路”ꎬ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重要的外交公

共产品ꎬ也是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探索区域融合的新路径ꎮ 在“一带一路”建
设过程中ꎬ既要重视构建开放的经济合作平台ꎬ也要积极搭建开放的文化合

作平台ꎮ 在“五通”当中ꎬ民心相通具有非常独特的基础作用ꎬ属于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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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建设ꎮ 因为经济合作、贸易往来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ꎬ同时也

为各国民众的福祉服务ꎬ解决改善民生的相关问题①ꎮ

一　 充分尊重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空间的拓展ꎬ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这样一个史无前例

的合作愿景所吸引ꎬ签署并落实相关合作文件ꎬ沟通和交流越来越频繁ꎬ遇到

的问题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复杂ꎮ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ꎬ历
史文化传统各异ꎬ国情差别巨大ꎮ 有的地区存在民族和宗教矛盾ꎬ甚至发生

过国家之间的流血冲突ꎬ给“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带来了现实的风险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需要在人文领域增强合作的意愿ꎬ弥合彼此的分歧和矛盾ꎬ增进相

互了解和友谊ꎮ
(一)“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原则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ꎬ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秉持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ꎬ愿同各国携起手来ꎬ坚持和而不同ꎬ倡导美美与共ꎬ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②ꎮ 只有尊重各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权利ꎬ促进

各民族文化并存互鉴ꎬ世界才能走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ꎮ 要深刻

认识到ꎬ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③ꎮ
要真正建成“一带一路”ꎬ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

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ꎮ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人文合作的过程中需要

明确以下重要原则④ꎮ
第一ꎬ在国际合作中既要展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ꎬ也要认同尊重其他国

家、其他民族的文化ꎬ相互借鉴ꎬ求同存异ꎻ第二ꎬ在文化交流中要遵循不同文

化一律平等的原则ꎬ不同的文明多姿多彩ꎬ存在差异ꎬ但没有高低之别和优劣

之分ꎬ各种文明都包含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ꎻ第三ꎬ要
积极促进文化上的共同繁荣ꎬ吸纳先进的文明成果ꎬ促进文化产业的振兴ꎬ这
一点与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同等重要ꎻ第四ꎬ要重视维护文化安全ꎬ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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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范畴①ꎬ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

到ꎬ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的独立和主权与维护政治独立和主权同样

重要ꎮ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是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推进国际合作的

新模式、新思路ꎬ这种模式和思路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ꎬ也是中

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承续ꎮ 中国一向尊重文明多样化发展ꎬ积极促进不

同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ꎬ努力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多样化发展ꎮ 古

代“丝绸之路”不仅仅在贸易上互通有无ꎬ而且在文化上也进行了交流与传

播ꎬ是中国文化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历史见证ꎮ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过程中ꎬ中国领导人还总结提出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

成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ꎬ这
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成功经验的客观总结ꎬ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

理念引领和合作原则ꎮ 弘扬“丝绸之路精神”ꎬ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②ꎮ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ꎬ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

路精神”ꎬ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ꎬ把中国梦同各国人

民的梦想结合起来ꎬ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③ꎮ
(二)尊重各国的文化多样性是人文合作的前提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ꎬ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源

泉ꎮ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具有多样性ꎬ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ꎬ
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ꎮ”④世界因七彩斑斓而绽放美丽ꎬ文明因

交流互鉴而得到发展ꎮ 现在全球有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２ ５００ 多个民族ꎬ
６ ０００多种语言ꎮ 正是这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共同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ꎮ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不断深化交流

互鉴ꎬ在推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ꎮ
“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尊重各国的文化多样性ꎬ这是开展人文合作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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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第三十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
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ꎬ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

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ꎮ 这些表现形式在群体或社会内部及相互之

间传承ꎮ 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

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ꎬ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

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①ꎮ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

本特征ꎬ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ꎬ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文明的体现ꎬ也是

世界向前发展的一种标志ꎮ
如何才能做到尊重各国的文化多样性?
首先体现在对本国文化的珍视和传承上ꎬ这实际上针对的是“西方化”的

冲击和渗透ꎮ 西方借助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强大ꎬ既极力维持政治和安全上的

霸权ꎬ也追求一种文化上的垄断ꎮ 少数西方国家宣传所谓“文明冲突”的论

调ꎬ实际上把文化传播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工具ꎮ
要摒弃西方传统的所谓“文化优越”思维ꎬ积极争取自身文化发展、竞争的平

等权利ꎮ
其次体现在重视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ꎬ体现开放包容的原则ꎮ 文化的

交流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ꎬ要借助各种工具来实现ꎬ包括政府、媒体、青年、
智库、文化机构间的密切互动ꎬ需要为此创造各种条件ꎬ搭建必要的平台和

桥梁ꎮ
再次体现在交往过程中理解、照顾对方国家的文化和习俗ꎬ这对“走出

去”战略的实施尤其重要ꎮ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贸易、服务等经济活动的增

多ꎬ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境外注册ꎬ越来越多的经商务工人员在境外长期生活ꎬ
既要遵守当地的法律ꎬ也要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ꎮ

最后体现在文化成果的共享上ꎬ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和平友谊的纽带

和共同繁荣之路ꎮ 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ꎬ不仅是物质生产方面的合

作与交流ꎬ也包括精神生产方面的合作与交流ꎬ后者的成果同样需要共同

珍惜ꎮ
(三)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ꎬ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ꎬ与国家之间的

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道构成三大推动力ꎮ 与后两者相比ꎬ人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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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梁ꎬ是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和信

任的纽带ꎬ更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ꎮ 人文交流的基本内涵就

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推动各国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繁荣ꎬ为深

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ꎮ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ꎬ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

基础ꎮ 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ꎬ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ꎬ尊
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ꎬ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ꎬ为“一带

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的社会基础①ꎮ 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绝ꎬ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重大贡献ꎬ同注重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密切相关ꎮ 在中国与

伙伴国家的合作过程中ꎬ既重视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的作用ꎬ也重视人文合

作的支撑作用ꎬ建立高层次的人文交流机制ꎬ定期举行政府间会晤ꎬ通过开展

“国家年”活动密切民间的交往ꎮ
当前ꎬ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文明对话的独特作用ꎬ如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 ７ 日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喀山跨文化对话论坛”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导人大会”、在印度哈里亚纳邦举行

的“国际工艺品博览年会”ꎬ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 ３ 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
五届世界跨文化对话论坛”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 ２２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ꎬ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ꎬ习近平主席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ꎬ“一带一路”、“两廊一圈”和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

明交流互鉴的途径ꎬ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

开展ꎬ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②ꎮ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文化间的交流互鉴ꎬ以平等对话促进国家间的和平

共处ꎬ这不仅可以增强政治和安全互信ꎬ而且可以为经济上的互利合作ꎬ为贸

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创造条件ꎮ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应该推动不同

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ꎬ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ꎮ 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ꎬ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ꎬ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

各种挑战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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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现民心相通离不开文化载体

面对百年变局和地区冲突给全球发展带来的新挑战ꎬ中国领导人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ꎬ就是要为国际社会搭建合作共赢新平台ꎮ 这个倡议源自中

国ꎬ属于世界ꎬ致力走出一条和平、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之路ꎬ为各参

与国带来新的合作机遇①ꎮ 由于该理念突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ꎬ世界各

国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ꎬ有不同的评价和声音ꎬ这是正常现象ꎮ 中方作

为这一重大倡议的提出者ꎬ要重视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ꎬ通过各种方式讲好

“一带一路”故事ꎬ传播“一带一路”声音ꎬ与各国的媒体、智库、社会组织加强

沟通ꎬ把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各国的普通民众ꎮ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ꎬ信
息的传播更为迅速、便捷ꎬ文化交流的呈现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ꎬ要广泛借助

各种各样的载体ꎬ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最佳的沟通平台ꎮ
(一)借助文化手段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

要方向ꎬ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ꎬ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
为重要基础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ꎮ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ꎬ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ꎬ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ꎬ
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利共赢ꎮ 要深化政治互信ꎬ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

作用ꎬ探索建立更多合作对接机制ꎬ推动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理念

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ꎮ 要深化人文交流ꎬ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

局②ꎮ 系统阐释了人文交流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ꎬ也要充分利用

灵活多样的文化手段为推进“一带一路”创造良好条件ꎮ
自古以来ꎬ文化交往扮演着密切国家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使者”

角色ꎮ “丝绸之路”始于通过贸易在东西方互通有无ꎬ但同样带来文化传播的

繁盛景象ꎬ吸引了更多商旅的加入ꎬ又带动了远离海洋的亚欧大陆内陆地区

经济发展ꎬ一批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因此兴起ꎬ并进一步为文化繁

荣奠定了基础ꎮ “一带一路”框架内各国在多双边层面不断深化教育、科技、

—６—

①
②

«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ꎬ«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ꎮ
«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５２０６７ ｈｔｍ



“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人文合作:成就与前景

文化、旅游、卫生、减灾等各领域合作ꎬ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ꎬ教育合作可以

培养更多的经贸领域人才ꎬ科技合作有助于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ꎬ旅游、环
保、卫生健康合作都离不开企业的参与ꎮ

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国致力于疫苗和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ꎬ中国体现了大

国的责任担当ꎬ向 １２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２２ 亿剂新冠疫苗ꎬ相
继向 ２０ 多个国家转让技术ꎬ合作生产疫苗ꎬ在海外形成了 １０ 亿剂的新冠疫

苗年产能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ꎬ中国将在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传统

医药等领域同各方拓展合作ꎬ共同护佑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①ꎮ 通

过这样的方式促进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ꎬ有助于实现民心相通ꎮ
国际关系的实践有力证明ꎬ文化上的互联互通同样重要ꎬ“一带一路”和

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ꎮ 中国领导人曾经说过ꎬ如果将“一带一路”比
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ꎬ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ꎮ “一带

一路”建设领域的文化合作是让这样的翅膀更加健康、有力ꎬ通过巩固和发展

传统友谊ꎬ巩固中国与伙伴国家世代友好的文化基础ꎬ使“一带一路”的事业

能够成为行动自觉ꎬ能够不间断地传承下去ꎮ
(二)“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主要载体

所谓载体ꎬ首先要具有承载和传递的功能ꎮ 人文合作形式多样ꎬ层次丰

富ꎬ参与的主体众多ꎬ文化本身又涵盖非常广泛的领域ꎬ与经济和政治活动相

比ꎬ对载体有更高的要求ꎮ 传统的文化载体比较单一ꎬ主要靠宗教、艺术、科
技等手段ꎬ传播起来时间跨度比较长ꎬ地理上受到很大限制ꎮ 随着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ꎬ越来越多的文化载体开始出现ꎬ不仅传播更为快捷、广泛ꎬ而且能

够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生活ꎮ 概括来说ꎬ人文合作借助的载体包括四个方

面ꎬ即价值理念、法律制度(行动规则)、文化产品、交流平台“四位一体”ꎮ
价值理念是最高的文化层次ꎬ属于思想层面的认同ꎬ能够左右人的基本

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ꎬ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ꎬ从
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ꎬ文化交流要先取得价值取向的相互尊

重和相互认同ꎻ法律制度(行动规则)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ꎬ规范人们的社

会行为或文化行为ꎬ形成一种正常的秩序与约束ꎬ其中包括具体的文化领域

的法律和规则ꎬ人文合作也需要确立双方或多方认同的制度规范ꎻ文化产品

—７—

① «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论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

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ꎬ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０４２２ / ｃ１００３ － ３２０８４２
７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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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经过劳动创造得到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ꎬ从狭义上讲特指

精神文化领域的语言、文学、艺术等作品ꎬ这是文化交流中最看重的一种方式

和内容ꎻ交流平台在人文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ꎬ是因为平台越来越多样ꎬ
可以是正式的政府间交流机制、论坛、会议ꎬ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民间对话或文

化展示活动ꎬ越来越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ꎮ
过去ꎬ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存在一些误区ꎬ重形式ꎬ轻内

容ꎻ重文件签署ꎬ轻机制建设ꎻ重双边交流ꎬ轻多边合作ꎻ重政府主导ꎬ轻企业

和民间组织参与ꎮ 随着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ꎬ人文合作也由“配角”和“点
缀”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ꎬ成为践行重大外交倡议不可或缺的支柱ꎮ
以中国和俄罗斯的人文交流机制为例ꎬ其前身是两国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在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ꎬ随着合作的深化和作用

的提升ꎬ２００６ 年该委员会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ꎬ从最初的四个领域扩

展到包括教育、卫生、旅游、媒体、体育等九大领域ꎬ同时推出了一系列从高校

到中小学校的机制化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在该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又纳

入传统医学、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富有前景的合作项目①ꎬ对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ꎮ
(三)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柱

建设“一带一路”是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

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ꎬ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ꎬ统筹国内区域开发开放与

国际经济合作ꎬ共同打造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ꎬ推动互联互通、经贸

合作、人文交流②ꎮ 人文交流因此被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ꎮ
“一带一路”的文化合作极大拓展了合作的思路与层次ꎬ是在一种全新的框架

内展开ꎬ会带来一系列积极的变化ꎬ能够克服原有文化外交的一些不足和缺

陷ꎮ 通过加强与各国多轨道、多渠道的平等交流ꎬ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世

界文明对话与交流创新的平台ꎬ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ꎬ为沿线国家优势互

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ꎮ 现阶段建设的重点领域包括:交通、基础

—８—

①

②

«刘延东与戈洛杰茨主持召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４４４１７ ｈｔｍ

«政府工作报告» (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０５４９０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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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能源、文化、信息产业、自贸区建设ꎮ ２ ０００ 多年的“丝绸之路”既是贸易

之路ꎬ也是文化之路ꎬ其交流的内容已经涵盖文化、旅游、教育等人文活动ꎮ
当前ꎬ“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人文合作领域也最为广泛:既包括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环保、考古等ꎬ也包括智库、媒体、青年交流ꎮ 中国与很多

参与国家都签署了双边甚至多边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及落实计划ꎬ互办

过“国家年”、文化周、艺术节等活动ꎬ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ꎬ
举办青年创意论坛ꎬ开展联合申遗ꎬ不断拉近各国民众之间ꎬ特别是青年之

间的距离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ꎬ深入开展教

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ꎬ加强议会、政党、民
间组织往来ꎬ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ꎬ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

格局①ꎮ “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ꎬ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ꎬ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ꎬ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ꎮ
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ꎬ搭建更多合作平台ꎬ开辟更多合作渠道ꎮ 在文

化领域也要积极创新合作模式ꎬ推动务实项目ꎬ促进经贸合作和安全互信ꎬ为
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贡献ꎮ

三　 “一带一路”人文领域合作的重点和方向

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迎来 １０ 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ꎬ在百年变局、
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累积叠加的大背景下ꎬ如何推动各领域合作向高质量发

展ꎬ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ꎬ是值得思考的紧迫问题ꎮ 人文领域

合作是基础工作ꎬ培养各国民众之间的亲近感、信任感ꎬ对经济贸易合作ꎬ包
括解决地缘政治纷争都能起到特殊的作用ꎮ 由于人文合作需要来自政府或

社会的资金支持ꎬ在全球面临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及高通货膨胀等重大挑战

的情况下ꎬ合作也会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ꎮ
(一)人文合作要与其他领域合作整体推进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ꎬ在乌议会发表重要演讲ꎬ
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成果ꎬ提出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的着力点和

—９—

①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６ / ｃ＿１２１０１１９５ ８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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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方向ꎮ 他建议:第一ꎬ构建合作网络ꎮ 在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

携手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

络ꎬ共同致力于重振全球经济①ꎮ 第二ꎬ共创新型合作模式ꎮ 中国愿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ꎬ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ꎬ积极开展双边和

区域合作ꎬ努力开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ꎮ 包括多双边、文化产业、跨境

旅游、卫生防疫、城市与边境地区间合作ꎮ 第三ꎬ打造多元合作平台ꎮ 打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ꎮ 推动各国

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ꎮ 第四ꎬ推进“一带一

路”重点领域项目ꎮ 中国愿同伙伴国家一道ꎬ抓好重点领域合作ꎮ 人文领域

主要是深入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合作ꎬ建立大

数据交流平台ꎬ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四个具体目标充分体现了人文合作

与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相互结合的必要性:第一ꎬ着力深化环保合作ꎬ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ꎬ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ꎬ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ꎻ第二ꎬ着力

深化医疗卫生合作ꎬ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救援、传统医药

领域互利合作ꎬ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ꎻ第三ꎬ着力深化人才培养合作ꎬ
中方倡议成立“一带一路”职业技术合作联盟ꎬ培养培训各类专业人才ꎬ携
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ꎻ第四ꎬ着力深化安保合作ꎬ践行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ꎬ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ꎬ携手打造

“和平丝绸之路”②ꎮ
因此ꎬ人文合作要避免单向传播的思维定式ꎬ要克服互动性不足的缺陷ꎬ

更要避免成为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附属品ꎮ 人文交流实际上

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文化界限ꎬ拓展到环保、减贫、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ꎮ 一是

人文合作要与其他领域的合作同步进行ꎬ不是可有可无ꎬ而是重要支撑ꎻ二是

人文合作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合作融合发展ꎬ相互促进ꎬ形成优势互补ꎻ三是人

文合作要主动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支持和先导ꎬ为其他领域合作形成良好

的舆论氛围和民意基础ꎬ为观念、制度、平台的建构扫除政治障碍ꎮ
(二)利用现有多边机制推动人文交流

在“一带一路”建设向前推进的过程中ꎬ参与其中的行为体既有单一的

—０１—

①
②

«习近平论“一带一路”»ꎬ«人民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 (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３ / ｃ＿１１１９０９４９０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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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ꎬ也有不同的国际组织ꎬ他们都希望借助这个难得的机遇发挥自己的

优势ꎬ积极探索更为多样、更为务实的合作路径ꎮ 随着中国多边外交的展

开ꎬ参与和打造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也越来越多ꎬ合作的层次和方式越来越

丰富ꎬ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 ＋ 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

样一些中国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多边机制ꎬ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成员国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ꎬ人文合作也依托这些平台有声有色

地开展起来ꎮ
不少区域组织对“一带一路”建设都表现出很强的参与热情ꎬ努力拓展人

文方面的交流ꎮ 相对来讲ꎬ在综合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ꎬ教育、文化、科
技交流起步较晚ꎬ但越来越受到重视ꎮ 例如ꎬ上海合作组织在人文领域已经

启动文化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旅游部门领导人等会晤机制ꎬ
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ꎬ落实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人文合作项目ꎮ 但总体

来说ꎬ多边层面的人文合作尚缺少推进措施或者具体内容ꎬ往往虚多实少ꎮ
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不是实体而是合作网络ꎬ联合申遗也只是中国和中亚国家

的合作ꎮ 同时ꎬ在“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中国 ＋ 中亚五国”合作机制、
“中国—阿拉伯国家论坛”、中国与东盟“１０ ＋ １”机制等框架内还没有建立机

制化的人文领域相关部门合作平台ꎮ 对这些机制和框架来说ꎬ人文合作也被

视为多边合作的基础ꎬ经常性开展青年、媒体、智库间的交流ꎬ“金砖国家”还
每年举办运动会ꎬ即便在 ２０２２ 年新冠疫情背景下也举办了线上运动会ꎬ有武

术、国际象棋和霹雳舞三个大项ꎮ
随着合作的深化ꎬ各多边机制也越来越重视推动人文交流ꎬ以此扩展并

加强成员国、参与国的民间往来ꎬ吸引媒体的关注ꎬ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和号召力ꎮ 例如ꎬ上海合作组织召开民间友好论坛ꎬ举行马拉松等体育交

流活动ꎬ推动地方合作ꎬ不仅可以密切成员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情谊ꎬ而且广泛

邀请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参与ꎬ扩大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ꎬ也为其他领

域的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三)扩展“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路径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ꎬ“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
而通”ꎬ而不是“交而恶”ꎬ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ꎬ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
起来ꎬ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ꎮ 在近 １０ 年的合作实践中ꎬ“一带一路”取
得了很多具体成果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年初ꎬ中国已与 １５１ 个国家、３２ 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 ２００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ꎮ 最新的一份文件是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两国领导人签署的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与土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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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的谅解备忘录ꎮ 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启动了 ５０
多个合作机制ꎬ丝路基金等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持的资金平台超过 ２０ 个ꎮ
这些合作尽管是以经贸合作为主ꎬ但人文交流也会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ꎬ“智
力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都与人才培训和教育、科技创新合作密

切相关ꎮ 在逐步进入后疫情时代的今天ꎬ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ꎬ共建“健
康丝绸之路”依然具有优先的意义ꎮ

“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公平公正、以人为本、造福于民ꎬ在做大发展蛋糕的

同时分好蛋糕ꎬ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ꎬ让人民有更多成就

感和获得感ꎮ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认为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

全球 ７６０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３ 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ꎮ 我们将本着开放包

容精神ꎬ同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ꎬ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
“增长之路”ꎬ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ꎮ 中国精准扶贫的经验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誉ꎬ也可以通过人文合作助力各国的减贫努力ꎮ 习近平

主席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视频演讲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ꎬ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ꎬ特别强调要坚持行动导向ꎬ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

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

通等领域合作ꎬ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①ꎬ既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设计ꎬ又拓展了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空间布局ꎬ真正把人文合作与

经济发展融为一体ꎮ
把“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共同体放在一起ꎬ可以看出很多优先方向都

是一致的ꎬ经济与人文并重ꎬ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ꎬ共同为人类文明发

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ꎮ 同时也明确了“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

实现路径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ꎬ“‘一带一路’延伸之处ꎬ是人文交流聚集

活跃之地ꎮ 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ꎬ久久为功”②ꎮ “一带一路”倡导推动不

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ꎬ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

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ꎻ倡导从不同文明中寻

求智慧、汲取营养ꎬ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ꎬ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

临的各种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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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人文合作:成就与前景

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１０ 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ꎬ在新冠疫情全球蔓

延、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背景下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要使“一带一路”实现高质

量发展ꎬ需要奠定更为坚实的人文和社会基础ꎻ从理念创新到规则(制度)创
新ꎬ培育具有引导意义的共性文化ꎬ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ꎬ为全球合作指明了方向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核心

是“融”和“容”ꎬ人文的力量不可低估ꎻ人文合作要与经济、安全、政治合作齐

头并进ꎮ
当前ꎬ世界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ꎬ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ꎮ 各国命

运紧密相连ꎬ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ꎬ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

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ꎬ“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国际合作

无疑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一带一路”为中国与参与国家创造了

更多合作对接的机遇ꎬ在经济合作与人文交往过程中ꎬ各国切实体会到中国

与伙伴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的诚意ꎬ将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转

化为共同行动ꎬ政治互信更加牢固ꎬ经济利益更加融合ꎬ民众相互认知和理解

也更加深入ꎮ 共建“一带一路”１０ 年来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就也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成果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区域甚至全球合作实践ꎬ有一个长期、

曲折的发展过程ꎬ对各国来说有一个从认识到参与的阶段性跨越ꎬ不可能

一蹴而就ꎬ要稳步推进ꎮ 在建设推进过程中还应本着务实的态度对目标和

方式进行及时调整ꎮ “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与主张已被正式写入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机制的成果文件中ꎬ其
影响力和吸引力逐渐扩大ꎬ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ꎬ睦邻友好、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ꎬ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更

多共识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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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ННОТАЦИЯ / 摘要

АННОТАЦИЯ

Сунь Чжуанчжи　 В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ꎬ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культурно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участвующих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ꎬутверждаетсяꎬчто связь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тделена
от носителя культурыꎬ также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приоритеты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путь"ꎬ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ꎬ
связь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ꎬСообщество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уян Сяньин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тражают нов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и меры Китая по
борьбе с четырьмя дефицитами в мире В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фон для
выдвижения двух инициативꎬобсуждаются факторы для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миру
и развитию во всем миреꎬоценивается влияние смены эпох на Кита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ꎬ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ꎬ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ан Сяоцюань　 В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отрелены концеп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и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ꎬ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Автор считаетꎬ
что две концепции имеют внутреннее единство и благородный циклꎬ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друг другу импульс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ꎬ"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путь"ꎬ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ꎬ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ꎬ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Лю Лэ 　 В статье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влияние пандемии ＣＯＶＩＤ －１９ н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огресса
проектаꎬдолговых проблем и обмена персоналомꎬ а также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путь содействия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и одного
пути" в постэпидем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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