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上海与

特
别
报
道 102019年4月24日 星期三

视觉设计：竹建英本版编辑：丁珏华

全球见证了“一带一路”的生命力
从一个倡议到一个国际合作平台

! ! ! !“从一个倡议到一个国际合作平台，‘一
带一路’的建设获得了实质性的重大突破。”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日起
召开，赴京与会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

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在接受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表示。他指出，过去
这几年全球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命力
和可持续性，它对合作项目所在地经济的带
动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潜力正在显现出来。

格局更为开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年来，中国重

点围绕“五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根据最新消息，截至今年
"月底，中国已与 #$%个国家和 $&个国际组
织签署 #'"份合作文件，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 !万亿美元，中老铁
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扎
实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
港、哈利法港等建设进展顺利，中欧班列通达
境外 #%个国家 %(个城市。

回顾已经取得的进展，在上面这些沉甸
甸的数据之外，黄仁伟感到一种更为开阔的
格局和气象。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一带一路”的“朋友圈”在空间和区域上有了
新的延伸，已经涵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
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从欧盟“容克计划”、
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到哈萨克斯坦“光明
之路”、波兰“琥珀之路”，多国政府根据本国
国情积极与“一带一路”进行相关战略对接。
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发达国家开始比较积极
地转向“一带一路”合作，比如刚与中国签署
谅解备忘录的首个七国集团国家意大利。黄
仁伟认为，这一示范效应将是深远的。

领域扩大加深
“‘一带一路’建设的领域也不断扩大和

加深。”黄仁伟指出，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已经从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制造业投资等
“硬件”领域，转向社会文化、旅游、环保等“软
件”领域。“硬件投下去以后，没有软件的配
合，硬件的效益不会充分发掘出来。”越来越

多的软项目开始落地，当地人更有获得感。
他记得一家中国民营服务公司进入巴基

斯坦卡拉奇后所发生的“焕然一新”的故事：
他们承包的是当地的城市垃圾处理工程，给
城市面貌带来巨大改善，既提升了卡拉奇的
城市管理水平，又帮助当地人就业。

带动全面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一带一路”的认

同在深化。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诸多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共
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也有风险和挑战，个别
国家在个别方面仍有质疑。比如有西方媒体
抹黑称，“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存在债务风险。
“真实的情况，要听东道国的舆论，要根

据当地老百姓的接受度来判断。”黄仁伟曾走
访作为中巴经济走廊龙头项目的瓜达尔港，
看到那里正按照经济特区模式引进国际资金
进行产业开发，这是巴基斯坦过去没有的一
套崭新发展模式。目前瓜达尔港特区一期的
基础设施“五通一平”已基本完成，达到企业
入驻标准。但园区面积有限，只能容纳申请企
业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可谓一席难求。当
地人士期待瓜达尔港成为巴基斯坦的深圳，
成为一个新型的国际化城市。“西方媒体妄称
瓜达尔港是‘空港’，完全不符合事实。相反，
它会带动当地经济、就业、税收等全面发展。”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黄仁伟认为“一
带一路”的成果最终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但“一带一路”的生命力已经在可持续发展中
呈现，这正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点”连成“线”，
从局部到板块再到全局的生动过程。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
础上，如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凝聚共识。在这
个意义上，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召开可谓恰逢其时。

首席记者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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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年前中国与多米尼加
建交当天，多米尼加首都圣多
明各近百名当地员工加入了
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民
企———上海微创医疗大家庭，
一年来，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见
证了中多友谊。
在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

落后、依赖农业和传统工业发
展的多米尼加，像微创这样拥
有全球首个靶向药物洗脱支
架系统、全球首款进入临床应
用的分支型主动脉支架等众
多“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
企业太少太少。能到这样一家
企业工作，对当地人来说是一
份荣耀。微创生产与工程高级
副总裁阙亦云告诉记者，当地
雇员是子公司最主要的人员
构成。他们期待加入“一带一
路”朋友圈的多米尼加能够搭
上发展的快车，自己的日子也
能越过越好。

沿着“一带一路”，微创做的不只是投资
设厂。从 $()*年起，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一直承担对口支援非洲加纳的医疗工作，但
医疗队希望摆脱对进口医疗器械的依赖，将
中国制造的高科技医疗器械带到非洲。$+#,

年 '月，加纳一名患者急需接受心脏介入手
术。面对在卫生合作领域参与“一带一路”共
建的邀约，微创派出 %人工作小组，带着“火
鹰”支架等产品与医疗队赶赴加纳。
“不到加纳，你永远不会知道当地多么需

要来自中国的援助。”微创国际业务高级副总
裁林映卿告诉记者，加纳全国只有 $个导管
室正常运转，每年心脏介入手术不足 %(例，
仅有的 "个能够独立开展心脏介入治疗的医
生也是在中国医疗队帮助下培养成才的。
这次援非任务的手术十分顺利，也是“中

国智造”和“上海品牌”医疗器械首次在非洲
展示实力。“我们愿意为实现‘健康丝路’尽绵
薄之力。”林映卿说。 本报记者 齐旭

两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硕果累累
!!!专访瑞士联邦主席兼财政部长于利"毛雷尔

! ! ! !“这一次，我来见老朋友，希望加深合
作。”昨天刚抵达上海便拿到几份协议的瑞士
联邦主席兼财政部长于利·毛雷尔还记得他
两年前来华寻求金融合作的经历，那次也是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前。

如果说两年前来华寻求合作机会是播
种，那么这次访问便是收获。而作为瑞士国家
元首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
录，则是他此行最大成果。“与中国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是瑞士两年前就开始
考虑的事。”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毛雷
尔表示，他坚信“一带一路”对中瑞、对沿线国
家，乃至对全世界都有益。

带高层次代表团来见老朋友
毛雷尔与上海颇有缘分，两年前那次访

问上海也是在春意盎然的 -月，当时他是瑞
士联邦委员。而这次作为瑞士国家元首，毛雷
尔将访华第一站定在上海，并带来了闻名世
界的瑞士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金融保险公
司、金融监管业代表。$"日早晨 ,时刚飞抵上
海，他就带着代表团成员马不停蹄地参观上
海证券交易所、太平洋保险集团、浦东发展银
行，签下一系列合作协议……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领

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毛雷尔说，同为金
融中心的瑞士和瑞士银行非常愿意和上海在
资金融资、金融支持方面展开更广更深的合
作，“上海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这一次，我带来了一个高层次的金融和

经济代表团。”一整天的忙碌根本没有留给毛
雷尔倒时差的时间，但谈起这趟会见老朋友
的收获之旅，他精神奕奕地表示，明年是中瑞
两国建交 '(周年，瑞士是第一批承认新中国
的西方国家，“两个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是经济
交往最重要的基础”。
“瑞士非常欢迎中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进

一步开放举措。”毛雷尔畅想道，“我们相信中
瑞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两国携手为丝路项目!护航"

今天毛雷尔飞赴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见证中瑞“一带
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一带一路”成

了采访中怎么都绕不开的话题，甚至毛雷尔
在上海收获的第一枚“果实”，也将在未来助
力“一带一路”相关项目。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显示，昨天中瑞签
署更新版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所交
流，共同探讨通过存托凭证（./0）等方式推
进两地市场上市合作可行性。按照瑞士证券
交易所主席罗密欧·拉谢尔的说法，或许不久
后中国投资者就可以在上交所买到瑞士雀巢
公司的股票，瑞交所也将协助中国企业在瑞
士发行 ./0。“并且不只是股票，还有债券、基
金等产品。中国企业也可以在瑞士发售或购
买基金，来支持‘一带一路’相关项目。”

即将签署的中瑞“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

忘录，是毛雷尔此行最大的收获。“两年前，我
们就开始考虑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相关
合作协议。”他表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将主要涉及中瑞在第三方市场，尤其是在中
亚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项目融资合作。合作不
会局限于金融领域，而将从资源、环境等方面
为项目可持续性“护航”。他将这样的合作比
作在山坡上修路：“为了防止滑坡，就需要更
好更大的排水效果，而排水需要坚固的道路
支撑系统，这样才能保证道路用上 *++年。在
这方面，多山的瑞士有丰富的经验。”

中瑞!一带一路"合作没障碍
意大利“单飞”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

解备忘录引发一些不同声音，但毛雷尔表示，
“瑞士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进入全球市场
最好的试验田和先锋站”，一直在国际上保持
中立的瑞士和中国在“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
展开合作毫无障碍，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后，
中瑞企业之间相关项目会尽快开展起来。

这样的合作不仅对中瑞，而且对第三方
国家都有利。未来中瑞企业将基于共同的标
准展开合作，第三方利益也会得到保障。“在
项目开始前，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国家在同
样的技术问题上协调一
致，这样第三方就能获
得更好的产品、更优的
价格。”毛雷尔坚信，“一
带一路”将为世界经济
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本报记者 齐旭 扫码看专访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