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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记者赵超、安蓓)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
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
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
作共赢、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
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
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
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
峰，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上海市市长应勇，浙江省委
书记车俊，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四川省省长尹力，招商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书福，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史育龙先后发言。他们结合
实际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介绍了情况，谈了意见和建
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
2013 年秋天，我们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引起越
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
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
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5 年来，共建“一
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
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60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20 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
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
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
向。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
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
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共建“一带一路”不
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
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
现经济独立和民族振兴正方兴未艾。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

得到广泛支持，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
平、谋发展的愿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
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
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
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习近平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5 年，共建“一带
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要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
发展理念，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
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
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积土成
山、积水成渊，推动这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下转 4 版）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韩正主持

新华社记者王攀

今年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市场环境风
云变化，但在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看来，这既是“中国制
造”必须跨过的转型升级之“坎”，也是中国企业嬗变化蝶的
机遇之“门”。

“企业要静下心来，正视现实，针对薄弱环节强化自身的
竞争力，瞄准技术门槛高的领域寻找细分领域，让自己成长为
真正的高技术平台。”瑞声科技高级副总裁江南说。

走进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总部大厦
展厅里，“下一代”三个字，最抓“眼球”。

下一代的晶圆级玻璃镜头，可以显著提升智能手机拍照效

果；下一代超线性扬声器，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加震撼的高音
质回放效果；下一代射频结构件，已经为更高速和更低延迟
率的 5G 时代做好了准备……

“这些技术不是停留在实验室和图纸上，而是已经或者
即将投入市场，全球主要手机品牌都在和我们联合进行产品
开发。”瑞声科技研发高级总监徐斌说，“下一代”为我们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基础，是我们最大
的“功臣”。“要讲经验，就是必须专注深耕细分领域，提
前 5 到 8 年进行技术布局。”

成立于 1993 年的瑞声科技现有员工超过 3 . 5 万人，
如今在全球拥有 5 个生产基地和 15 个研发中心。 2003 年
以来，企业营收从 7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211 亿元人民币，
15 年内增长了 30 多倍。 2017 年，企业实现净利润 53 亿
元。

拥有磁电、精密加工等自主核心技术，能够给全球智能
手机配上能说话的“金嗓子”和能看得更清楚的“透视

眼”——— 这是瑞声科技毛利率常年保持在 40% 以上的奥秘
所在。江南介绍说，全球每 3 只品牌手机中，就有 1 只手机
的受话器、扬声器、马达等微型器件来自瑞声科技，瑞声科
技同时也是苹果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声学元器件供应商，目前
正在向成为全球主要视频元器件供应商的发展目标冲刺。

“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
靠自己研发、自己积累。”江南说，正是因为对自主研发和
科技创新的坚持，瑞声科技才得以走出一条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的先进制造发展之路。

其实，成立之初的瑞声科技只是一家乡镇小厂，和摩托
罗拉 1996 年的合作让这家企业抓住了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
会。当时，摩托罗拉的采购前提是：必须在半年内打破日本
企业对受话器线圈缠绕技术的垄断，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性价比微型电声器件。

依靠国内专家，瑞声科技如期攻克难题，迅速替代了进口
产品，成为该领域的龙头企业。 （下转 5 版）

新华社记者李勇、
石志勇、张骏贺

以人为本让百姓共
享发展红利，以绿色生
态为基底破解“大城市
病”，以现代产业体系为
内核驱动城市发展……
作为我国首个以创新城
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
家级新区，陕西西咸新
区不断开拓创新，在以
人为本、绿色发展、产城
一体等先进理念的指引
下，实现了惠民、生态、
产业等领域的“多赢”局
面，在关中平原上筑起
一座宜居宜业的现代化
绿色生态城市。

以人为本彰

显城市“温度”

由于西咸新区空港
新城的发展需要，咸阳
市底张街道瓦刘村村民
的房子几年前被征迁，
心存顾虑的陈书明当时
差点当了“钉子户”。如
今陈书明已回迁至“空
港幸福里小镇”的高层
住宅内，同时还享受着
空港新城对回迁村民实
行的“五金”保障体系：
征迁补偿有现金、闲置
房屋有租金、商业面积
分股金、区内就业挣薪金、老年生活有保障金。

作为地处西安与咸阳两大城市之间的城市新区，西咸
新区的规划区域与原有行政区域大量重叠，辖区内有大量
村庄和农业人口，如何稳妥推进城镇化引人关注。

“城镇化进程不是简单的征地造城，而是要使群众真正
得到实惠，共享发展红利。西咸新区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
理念，让‘村民’变‘市民’后不仅住有所居，还能劳有所得，保
障他们的长远生计。”西咸新区管委会主任康军说。

在西咸新区的空港、沣西、秦汉等五个新城里，得益于
特色小镇和都市农业等业态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开
始成为“上班族”。今年 58 岁的李芳茹是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坡刘村村民，以前一家人种地每年收入不到两万元。把家里
部分土地流转出去后，现在的李芳茹和丈夫都成了附近一
个酒庄的工人，两人加起来每个月能收入 3500 多元。

“绿色基底”涵养城市“气质”

如今，走在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渭河景观带，映
入眼帘的是堤上绿树成荫，滩内水草丰美，时见鱼鸭飞
鸟，引来不少市民在此嬉戏游玩。

建设大小水系 45 条，打造湖泊、湿地 23 处，5000 亩的
大西安中央公园加速建设……西咸新区以打造现代田园都
市为目标，绿色、生态、低碳作为发展之基，通过增绿扩绿、
“柔性治水”等方式，孕育出独特的城市“气质”。

绿色发展，也成为西咸新区破解“大城市病”的妙
方。每逢暴雨全国不少城市都会陷入“看海”窘境，而西
咸新区沣西新城却能靠“海绵城市”技术安然度过雨季。
作为全国“海绵城市”试点地区，截至目前沣西新城已实
施海绵型园区 240 万平方米、海绵型道路 50 余公里、海
绵型公园绿地 140 万平方米。

西咸新区还探索利用中深层地热供热技术，缓解大城
市的冬季雾霾之困。西咸新区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杜朝辉介绍，中深层地热供热技术就是通过向地表
以下 2000 多米钻井，将地下热能通过有效介质传递到地面
上的设备房进行蓄热供暖。目前秦汉新城已在 10 万多平方
米的商业住宅和 7 万平方米的写字楼推广使用，有效减少
了煤和天然气的使用。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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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 15 年增长 30 倍

“下一代”是瑞声科技的最大“功臣”

企 业 发 展 看 信 心

▲ 8 月 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记者于佳欣)记者 27 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共建“一带一路”5 年进展情况及展望发布会上
获悉，五年来，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5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1 . 1%。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发布会上介绍说，五年来，我国
同沿线国家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 25 个沿线国家
最大贸易伙伴。

他还表示，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持续深化。五年
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7 . 2%；在沿线国家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82 个，累计投资 289 亿美元，入区企
业 3995 家，上缴东道国税费累计 20 . 1 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 24 . 4 万个就业岗位；我国还加快与沿线国家建设自贸
区，已与 13 个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 5 个自贸协定。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制成
果文件，已有 10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 118 份合
作协议。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279 项成果中，265 项已完成或转为常态工作，14 项正在督
办推进，落实率达 95%。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充满信心，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开放包容，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五年来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超 5 万亿美元

新华社记者安蓓、于佳欣、王优玲

习近平总书记 27 日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
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由理念到行动，引起越来越多
国家的热烈响应，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中国方案。此次座谈会传递出哪些重要信号？作出了哪
些重大部署？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进行了解读。

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

春华秋实， 5 年奋进，“一带一路”建设连点成线到
面，促进改革开放形成新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为全球治理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
的时代版本，丰富了开放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
论内涵。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顺应了合作共
同发展的时代潮流，得到更多国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
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史育龙说。

5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
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
局；

5 年来，我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

计超过 5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600 亿美元，为当地
创造 20 多万个就业岗位。

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赵晋平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
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有利于全球发展繁荣，推动全
球化更加普惠、更加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得到广泛
支持，反映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
的愿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乏力，共建
“一带一路”成为拉动全球对外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说，随着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相对贡献的历史性提升，“一带一路”成
为推动中国与参与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平台，并为
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下转 4 版）

走深走实 造福人民
专家解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精神

8 月 27 日，村民使用收割机收割高粱。河北省
枣强县探索扶贫新路径，实施“生态种植工程”，引
导贫困户发展小杂粮种植。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扶贫高粱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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