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建民，1939年3月出生，現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
會常務副會長，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曾任第十

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外交學院院長、國際展覽局主席。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
國語學院法語系並進入外交界。他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他躋身常駐聯合國的第一批工作人員之
列。以後擔任過外交部發言人，及駐荷蘭、日內瓦、法國大使。2003年12月，他當選為
國際展覽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國人、第一位亞洲人、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士擔任
這一重要職務。2005年至2008年，他還曾擔任第十屆全國政協第三、第四、第五次和第
十一屆政協第一次會議大會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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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本國際化 民營經濟成主體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給中國企業走

出去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吳建民指
出，中國已經進入資本輸出的轉折點，
中國資本國際化的大潮將延續至少幾十
年。中國企業盡量利用外交資源協助自
己融入當地，最終成為全球性公司。在
該構想發展過程中，他十分看好民營經
濟的前景，認為其將來會成為市場主導
模式下、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主力軍。

境外投資潮將延數十年
吳建民指出，中國資本國際化的大潮

正在興起，「2014年中國在境外投資
高達1,400萬億美元，國外資本來中國
投資不足1,200萬億美元，以此為轉折
點，中國資本國際化的大潮如能得到
中國政府的支持，料將會改變中國、
改變世界。」他認為，中國的資本投
入將拓展至多個領域，提升合作到較
高層次。他預計，這股大潮將至少延
續幾十年。

對於「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將實現
中國過剩產能轉移的說法，吳建民表
示認同。他認為這也是中國企業海外
投資的機會，「將自身過剩的產能，
比如鋼鐵、水泥等轉移到稀缺的國
家，既可以創造接收國本土就業、促
進其地區繁榮，又能使得中國在合作
中獲益。」

長期生存變全球性公司
他提醒道，中國企業走出去，首先要

做的即是深刻領會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合
作共贏思想，但也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層
面，必須使該思想見諸於行動。他指
出，「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一錘子買
賣』，而是要長期生存的。建立牢固的
基礎才能夠長期生存，而只有共同的利
益不斷發展才能夠打牢基礎。」而中國
企業走出去的最高目標應該是，由跨國
公司變身全球性公司，在全世界範圍內
配置最優化的資源、開拓更優質的銷售

渠道、吸納最優秀的人才，而這些將為
中國創造更大的發展潛力和動力。

外交資源介入必不可少
此外，外交資源的介入也必不可少。

他提到，「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只要
有外交資源，就應好好利用」。走出去
的企業必須了解當地的法律、歷史、風
俗習慣、辦事之道等，「一定要經過培
訓，不要閉着眼睛走出去，一定要有目
的地走出去」。他續指，恰到好處地利
用外交資源，就能快速地見到「對的
人」，也更容易讓對方產生信任，「而
不是見面之後先互相摸底，那將會浪費
很多時間、精力。」
他強調，在中國企業通過「一帶一

路」構想走出去的過程中，文明對話至
關重要，「基礎設施的改善，交通便利
化，帶來的結果就是文明對話的渠道更
加暢通，而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在此過
程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吳建民表示，「一帶一路」的構想是從世
界、地區以及中國三方的現實需要出發

提出的，「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構想，覆蓋了
40多億人口，現今並沒有哪一項倡議能涉及如
此廣闊的盈利面。」

聯動中東歐洲亞洲發展
據他分析，此構想涉及世界三大中心：局部
戰爭看不到盡頭的動盪中心——中東，金融危
機的中心——歐洲，及全球經濟增長力中
心——亞洲。這三個中心都具重要的不可替代
性，亞洲面臨幾百年來最好的發展機遇和外交
環境，「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想要破壞亞洲作
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因為從全球角度
看，需要亞洲的快速增長來擺脫自身經濟發展
的困難，而『一帶一路』構想就能將東亞、中
亞、南亞聯繫起來，繼而聯通到中東、歐
洲」。吳建民指出，若這三個中心得以通過
「一帶一路」聯通在一起，亞洲作為全球經濟
增長中心的動力就會源源不絕。此構想的實現
將會改變中國、改變亞洲、改變世界。

習任期內將落實大項目
吳建民指出，儘管實現「一帶一路」這一重
大戰略構想需要很長的時間，習近平主席任期
內將會落實幾個大的項目，令世界人民看到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確是着眼於亞洲的共
同利益、人類的共同利益，能造福亞洲乃至世
界，實現互利共贏。

挑選突破口樹成功樣板
他強調，一定要在沿線國家中挑選幾個突破
口，「做幾個成功的大項目，讓其他觀望國家
看到『一帶一路』的實際利益，這樣就能產生
滾雪球的效應。」他提到，挑選沿線國家進行
合作必須把握兩點原則：一是認同「一帶一

路」構想，對此思路疑慮較少的；二是本身還
要具備相當的經濟實力，「比如中亞的哈薩克
斯坦，南亞的緬甸、老撾、柬埔寨等都是不錯
的選擇，『一帶一路』是嶄新的構想，別人會
懷疑、悲觀，不要緊，有幾個樣板放在那裡，
情況就會發生變化。」

打破利益格局須防風險
這位資深的外交官提醒道，「一帶一路」戰

略在實施過程將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帶來不
可預知的國際政治風險。他指出，只要投資就
有風險，想要完全規避風險是不可能的，但對
風險要有充分的估量，事先必須想到應對之
策，不能「一拍腦袋」就投資。最安全的方式
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引用當年中國在
利比亞投資大額損失的案例說明，若當時除中
國外，還有美國、法國、英國等第三方國家參
與投資，則會更加安全，因此保持「開放新思
維」非常重要，「就算有風險，也能及時化
解。」

望港發揮金融中心優勢
吳建民指出，香港憑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及長

期以來的優勢，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無疑可
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望香港同胞抓住機會，
借此東風，實現更好的發展。」
他認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對外的窗

口，與外部世界接觸較多，也更加了解別國風
俗，因此完全可擔起推介「一帶一路」構想的
重大責任，讓外界了解此構想將如何惠及亞洲
及世界。他續指，在這個構想實現的過程中，
香港的優勢可以得到進一步發揮，尤其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有望獲得更全面的展現。
同時，他盼望香港有為青年人，能夠積極地加
入到實現「一帶一路」構想的大潮中來，施展
自己的才華。

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以來，美國便從未中止過對該構想的
猜忌及質疑。對於 「一帶一路」是
為抵禦美國 「亞太再平衡」戰略、
與美國瓜分太平洋水域等無端猜測，
吳建民回應稱，中國並不需要掌握所
謂的「主導權」，瓜分太平洋更是
「無稽之談」。他指出，美國仍舊停
留在過時的思維模式裡，保持着「對
抗」的固有思路，而中國提出「一帶
一路」則是站在世界、地區及中國的
共贏層面上，「大國瓜分世界的時代
過去了，現在迎來的是合作的新時
代」。

冤家宜解不宜結
吳建民認為，美國的「亞太再平
衡」戰略無疑有對付中國的考慮，但
中國自身並不具備「對抗」的本性。
他提到一位哈佛大學教授告誡美國的
話，「不要把中國當成敵人，你如果

把中國當成敵人，它就會變成敵
人。」同樣，他也提醒中國人，千萬
莫要落入「對抗」思維，不要去強調
「對抗美國、對抗 『亞太再平
衡』」，因為如果不斷強調，雙方必
定會走向對抗的道路，最後的結果只
能是兩敗俱傷，沒有好處，「冤家宜
解不宜結」。他認為，真正的本事在
於「化解」，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
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的新型大國關係，正是此道。
他認為，中國與美國都是太平洋地

區乃至世界格局中非常重要的兩個國
家，但「瓜分太平洋」的說法太過可
笑，「合作之後實現共同繁榮，才是
行得通的王道。」

歡迎美國共發展
他指出，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

構想中對美國持開放、包容、歡迎、
共同發展的態度，「『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也不希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
出選擇，我們還是應該從世界、地
區、中國的角度通盤考慮，找到一個
平衡點或利益點。」他續指，中國人
不要圖「虛名」，要做「實事」，只
有讓雙方都感到共贏的合作才能保有
持久性和鮮活度，而秉持着開放共贏
態度的中國，才能夠更容易爭取沿線
國家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夠克服「一
帶一路」發展道路上的阻力。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自2013

年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以來，一直備受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大部分沿線國家表態支持並願意

參與，但也有少數國家持觀望甚至懷疑態度。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意義何在？前景如何？怎

樣化解疑慮、抵禦風險、實現共贏？中國資深外交官、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

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多次擔任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人的吳建民在兩會前夕接

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聯動世界三大中心，可能帶來的廣闊盈

利面可謂現今罕有。他相信在習近平主席任期內將會落實幾大項目，建議在沿線國家中挑

選幾個突破口，令世人看到「一帶一路」給世界帶來的實際利益。同時，吳建民樂見香

港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憑借自身優勢，把握

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民
盼港把握機遇

美「瓜分太平洋說」無稽
中國主張合作共贏

融通絲路各國 實現合作共贏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旨在借用古代

「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融通沿線國家，實現合作共贏。它是開放包容的經濟合作倡
議，不限國別範圍，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
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打造共創共享的新時代。「一帶一路」的建
設不僅不會與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10+
1）等既有合作機制產生重疊或競爭，還會為這些機制注入新的內
涵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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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
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多次擔任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人的吳
建民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記者朱燁 攝

■■江蘇連雲港港區內的新亞歐大陸橋鐵江蘇連雲港港區內的新亞歐大陸橋鐵
路運輸專線站場路運輸專線站場，，準備運往哈薩克斯坦準備運往哈薩克斯坦
的過境集裝箱在裝車的過境集裝箱在裝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列蘭新高鐵動車從甘肅古烽燧邊駛
過，該鐵路對新絲路建設具有重要意
義。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