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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和音）
——解码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生命力①

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各方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通过持续不断的集思广益、沟通协调，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识逐步

扩大，合作规划更加贴近各方需求，合作成效有了更切实保障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业务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考验，2021 年全年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蒙内铁路通车运营 5年，对肯尼亚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超

过 2%；中老铁路开通运营 9个月，国际货运总值突破 100 亿元人民币……

在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之际，共建“一带一路”点亮沿线国家的发展梦

想，为全球发展注入宝贵动力。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

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同年 10 月 3

日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9 年来，

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展现出强大生命

力。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所

指出的：“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

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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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

成渊。”回望共建“一带一路”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

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的“共商”，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强调平等参与、充分协商，以平等自愿为基础，通过充分对话沟通找到认

识的相通点、参与合作的交汇点、共同发展的着力点。不同于一些国家提

出的所谓经济合作倡议参与主体不平等，且往往附带政治条件，共建“一

带一路”始终坚持各方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为将“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落到实处，中国主动作为，积极打造

共商国际化平台与载体，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通

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各类

大型展会，持续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对接。中国不断强化多边机制在共

商中的作用，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

—东盟（10+1）、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现有多边合

作机制，同各国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实质性对接与合作。中国同沿线各

国建立各类二轨对话机制，通过政党、议会、智库、地方、民间、工商界、

媒体、高校等各类交往渠道，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形式多样的沟通、

对话、交流、合作。通过持续不断的集思广益、沟通协调，共建“一带一

路”的合作共识逐步扩大，合作规划更加贴近各方需求，合作成效有了更

切实保障。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充分彰显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理念和原则。

与个别国家总是将所谓“领导世界”挂在嘴边，动辄要“从实力地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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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国打交道不同，中国充分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重要性，始终坚

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始终主张国际关

系应当实现民主化，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中国携手各方

共建“一带一路”，目的是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推动各国共同实现繁荣发展。正是因为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平等

协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主动将其发展规划与共建“一带一路”对

接，寻找联动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共建“一带一路”凝聚的广泛合作共识、取得的丰硕合作成果充分表

明，只有坚持“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才能有效因应时代挑战、共同

开创美好未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当下，中国将持续加强

与沿线各国的对话协商、规划对接，进一步扩大利益汇合点，不断推动把

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让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为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09 月 07 日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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