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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78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6 年 3月 25 日 

 

分论坛 42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 

 

时间：2016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 

地点：东屿岛大酒店依永厅 

主持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致辞讨论嘉宾： 

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刘赐贵 

马耳他司法、文化和地方政府部长  欧文·鲍尼奇 

新西兰前总理  詹妮·希普利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刘振民 

斯里兰卡工商部常务秘书  默罕默德·阿伯贝克·沙于廷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道知事  元喜龙 

泰国普吉府副府尹  乔克第·阿莫瓦特 

马来西亚滨州城行政议员  罗兴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总经理万  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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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岛屿经济体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全球市场

和国际分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国深化合作搭建有效平台。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经济体加强联系的大动脉，也是民间

沟通、文化融通、和平联通的大通道。 

 开放与联通，是岛屿地区接入全球市场的前提和纽带。 

 海南坚决不上影响生态环境的项目。 

 

概要: 

 

在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周年之际，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举办专题分论坛，来自中国、新西兰、泰国、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等国的嘉宾，围绕如何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岛屿经济发展的新机遇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并发表《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论坛宣言》。 

无论是嘉宾的发言，还是论坛最终通过的《宣言》，开放、

合作、发展，成为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嘉宾一致认为，要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平台，扩大岛屿合作，共建岛屿

发展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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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合作，岛屿经济的现实需要 

岛屿经济体先天脆弱，普遍存在资源禀赋单一、内部市场

狭小、物流成本高、远离核心经济圈、抗风险能力弱的发展障

碍。 

与会嘉宾认为，克服不足，岛屿经济体的根本出路在于发

展外向型经济，融入全球市场和国际分工。 

元喜龙表示，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既是

经济体加强联系的大动脉，也是民间沟通、文化融通、和平联

通的大通道。 

欧文·鲍尼奇表示，区域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交流合作是共

生共存的必由之路。 

刘振民认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国深化合作搭

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将在对接发展战略、联通基础设施、便

利贸易投资、拓展投融资渠道、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发

挥巨大作用。 

构建发展共同体，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生态 

与会嘉宾普遍表达合作愿望，并结合各地实际提出具体建

议。 

刘赐贵表示，岛屿地区能在推进互联互通、加强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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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海洋合作、打造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促进人文交流、构

建地区交流合作平台等 6 方面加强合作，共建岛屿发展命运共

同体。 

珍妮·希普利提出 5 条合作建议，搭建高水平电子商务平

台、构建物流通道、建立更广阔的海洋政策、产业培育以及海

洋资源开发。 

元喜龙表示，济州道愿作为一个跳板，在政策沟通、基础

设施、国家贸易、资金融通等方面，加强与海上丝路沿线地区

的合作，为岛屿经济体的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开放与联通是岛屿地区接入全球市场的前提和纽带。 

乔克第·阿莫瓦特建议，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应实施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共同推动国际交通干线建设，形成一

个可以连接亚洲其他子区域的基础设施网络。 

万敏表示，现代化的航运物流产业是岛屿经济发展的基础，

岛屿经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离不开航运物流企业全面参与和

融入。要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岛屿经济需要加强与周边地

区的关系。 

旅游是岛屿地区的优势产业。欧文·鲍尼奇、乔克第·阿

莫瓦特、罗兴强、默罕默德·阿伯贝克·沙于廷重点介绍本地

区的旅游资源特点，并就岛屿经济体之间加强旅游产业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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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体建议，希望通过合作，将散落在海洋上的珍珠，串成精

美的项链。 

针对旅游发展，张蕴岭建议，尽早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岛屿

旅游卡试点，推动岛屿成员的旅游互通，令游客可自由出入不

同岛屿。 

刘赐贵表示，岛屿在谋求加快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保护生

态。岛屿是整个世界生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需共同维护岛

屿的生态环境，坚决不要破坏生态的 GDP。在海南，凡是影响

生态环境的项目，坚决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