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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民心相通助力“一带一路” 
 

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王灵桂 
 

 

    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共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

鉴、合作共赢之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顺应全球合作潮流、适应沿线国家发展需

要而提出的宏伟发展模式和合作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实现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

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落地的基础性、关键性

工作，是其他“四通”能够顺利深入持久发展的根本保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就是要让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

的合作理念、发展目标和共享前景，并积极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地域广、国家多、人口众。实现民心相通，让沿线国民众更好地理

解“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诚意，关键要让三个理念深入人心。 

    ——互利共赢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任何附加条款，其主旨在于共商共建共享，追求

的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成果惠及民众。“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共商、共推合作内容，

注重提升合作方的科技水平、生产能力、经济增长质量和人员素质等，尤其是通过推动参与方的

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让其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尊重文化多样性。中国有着“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有着“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任何有参与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倡导文明包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尊重

不同国家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不搞文明冲突，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民相亲”过程中尊重文

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民心相通是一项润物无声的长期工作。“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得到各方的普遍响应与支持，

关键在于抓住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抓住了当今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下一步，要进

一步加强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智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易于理解和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

使各国民众都能了解、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旨，让“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民众心中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