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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一带一路”峰会的异与同1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五年多，整体上可以用“成效显著、

问题凸显”来概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在 4月底圆满落

幕。那么，两届峰会有什么异同？本文以两届会议的主要文本为对象做简要探析。

形式上的异同点 形式上的相同点是：两届峰会上，习近平均四次致辞，其

中相同的有开幕辞、祝酒辞与主旨讲话。两届峰会均发布了联合公报。形式上的

不同点有两个：第二届峰会的记者会讲话替代了第一届峰会的闭幕辞；第一届峰

会公报侧重规划，而第二届侧重操作性，内容更详细且有附件。

开幕辞比较 第二届峰会开幕辞强调了三点：完善合作理念、着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明确合作重点、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强化合作机制、助

力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第一届峰会开幕辞强调的三点则是：推动互利共赢、

明确合作方向；密切政策协调、对接发展战略；依托项目驱动、深化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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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第一届峰会开幕辞指涉对象相对宏观，第二届峰会开幕辞是基于对前几年

建设过程的总结，意识到“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关注点有必要从“数量”转

向“质量”，为此，需要从理念、重点、机制等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祝酒辞比较 第一届峰会的关键词“文明交流”“和平安宁”“共同发展”

“美好生活”侧重前瞻性，第二届峰会的关键词“记忆”“启迪”“责任”展示

的则是过程、收获与反思，这有助于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主旨发言比较 几次发言中主旨发言无疑是重头戏。除了其他发言中提到的

内容外，第二届峰会的主旨发言最大的特点是：后半部分概述了中国自身在改革

开放上将采取的五大措施：扩大外资准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增加进口、增强

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强化国际协议执行机制。对外部分，除了其他几个发言

中所提互联互通、高质量等内容外，还强调不搞封闭小圈子、绿色发展、强化廉

洁理念与措施，除了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外，还要与联合国、东盟等国际

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

记者会讲话与闭幕致辞比较 由第一届峰会时致闭幕辞换成了第二届峰会

时针对记者的讲话。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是，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国际传

播需要进一步强化，而除了与会嘉宾外，媒体是其重要一环。因此，主办方把第

四次对嘉宾的讲话改为对记者的讲话，把记者从“旁听”变成“主宾”，媒体对

这种变化自然有感。从讲话内容看与开幕辞相差不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提到峰

会将常态化举办。

联合公报比较 作为不需要宣读、总结会议成果的文件，公报比讲话要详尽

得多。第一届峰会联合公报内容有 18 条，计 3600 多字。而第二届峰会联合公报

有 38 条，计 6000 字（其中附件 1200 字）。第一个联合公报包括时代背景、合

作目标、合作原则、合作举措、愿景展望几个方面，而第二个联合公报则在七点

概述后，列出了几大类工作：加强发展政策对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

可持续发展、加强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每一类中又列出 4〜8 条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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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与建议。有些主张与建议相当具体，如加强多式联运、发展节水技术、强化

动植物检疫合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明确提到将举办第三届高峰论坛。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附件中列出了各专业领域的三类“一带一路”合作平台：

由互联互通带动和支持的经济走廊和其他项目，35 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倡议

和平台，14 个；参与方提及的其他倡议和措施，15 个。前两者多数是中国与东

道国联合提议的，也有少数是东道国自己规划的（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与越南“两

廊一圈”发展规划）。而第三项则均是其他国家提议、中国支持或者附议，如泛

阿拉伯自由贸易协定、巴库进程框架下的世界跨文化对话论坛。这说明一点：其

他国家倡议的项目也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

小结 “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2015 年 3 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属于

“大写意”阶段，2019 年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属于“工笔画”阶段。2017

年的第一届峰会则属于过渡期。在工笔画阶段，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

即“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与“开放、绿色、廉洁”。因此需要“在自愿参

与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政策对接和项目合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对中

国来说，这意味着需要造就大量的“工笔画专才”，并贯彻“东道国为主、其他

国家为辅”的合作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