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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简报 
（总第 41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7 年 3 月 25日 

 

 

分论坛 26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 

 

时  间：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 2 时 15 分至 4时 15 分 

地  点：东屿岛大酒店和声厅 

主持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嘉  宾： 

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 Jose CH Alvarez 

斐济渔业部长 Semi KOROILAVESAU 

海南省省长 刘赐贵 

外交部副部长 刘振民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 Wade MACLAUCHLAN 

联合国教科文岛屿研究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委员会联合执行主席、加

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教授 James Edward RANDALL 

新西兰前总理 Jenny SHIPLEY 

国家海洋局局长 王宏 

太平洋岛国论坛副秘书长 Andie Fong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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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总统 Peter M. Christian  

（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夫人 Maurina W. Christian） 

中国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荫刚 

海南省外办主任 王胜 

 

主要观点： 

➢ 太平洋地区看到“一带一路”机遇。 

➢ “一带一路”将是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 太平洋岛屿国家，不是小的脆弱经济体，而是大的海洋国家。 

➢ 不能让任何一个社区被排除在 21 世纪丝绸之路之外。 

➢ 岛屿经济体应抓住并把握好两大发展机遇：全球经济再平衡的

机遇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 

➢ 希望各方能够履行以往达成的倡议，履行作为岛国保护海洋和

相应渔业资源的责任。 

➢ 中国有能力与岛屿经济体在三方面开展重点合作：维护海上和

平与安全；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加强海洋产业合作。 

➢ 岛屿研究有潜力的五个方面：建设更多的智力资本、知识资

本；思考如何衡量岛屿经济的成功；加强岛民自身特性、文化

的研究，并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促进企业的成功；研究小岛如何

适应气侯变化，为大陆提供借鉴；研究岛屿上中小企业成功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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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发展不能停留在观光旅游的层次，必须走上金融、证券、

海空运转运中心的道路，并采取大的配套政策促成实现，20 年

赶超新加坡。 

 

概  要： 

岛屿经济体因其体量小，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忽视。全

球范围内研究岛屿问题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岛屿生态环境、文化领域

等，对岛屿经济发展关注较少。 

岛屿经济体的发展离不开海洋的经济纽带作用。岛屿经济分论

坛以“海洋经济的新未来：开放与合作”为主题，共商海洋经济发展

大计，直面经济全球化挑战、促进合作发展，着眼未来、进一步提

升海洋综合竞争力。交流岛屿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经验，促进岛屿经

济体在海洋领域的互联互通、共同繁荣，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岛屿经济命运共同体。 

在讨论环节，嘉宾分别从政、商、学界不同视角，对如何务实

地合作和发展进行发言讨论。最后，论坛发布《海洋经济发展与合

作倡议》，并举行《创建岛屿经济研究智库网络合作备忘录》签约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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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有合作论坛与平台 

Jenny SHIPLEY 希望各方能够履行以往磋商达成的倡议，履行

作为岛国保护海洋和相应渔业资源的责任，分享知识，而不要各自

为战。她表示，应该反思现有的思路是否够广。要加强互联互通，

并有责任强调文化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不能只是一味强调旅游。旅

游业也要提供那种安静、丰富、文化多样、价格公道的生活方式，

要争取双赢，而不是急于求成。 

Andie Fong Toy 表示，太平洋已有很好的平台进行海洋管理，

今后更需要促进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同时，努力从中国提供的支

持当中获得更大收益。毕竟很多岛屿经济体都特别小，希望通过论

坛等平台组织形式找到合理方式，沿着价值链进一步发展。海洋方

面带来的不仅是渔业收益本身，还包括制药、能源、矿产资源。太

平洋地区看到“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接下来需要专注于扩大规

模，变成现实。 

Andie Fong Toy 表示，太平洋岛屿国家，不是小的脆弱经济

体，而是大的海洋国家。必须确保发展是具有弹性的，融入气侯变

化和减灾整体当中，保证从依赖性转向独立经济体，把控自己的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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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e Fong Toy 表示，为促进可持续渔业的发展和资源的利

用，我们有各种特殊经济区、专属经济区，要加强对其管理。区域

性组织可以努力协调成员国，国际社会亦应跟进协调。渔业、旅游

业和地区性大学各有优势。 

关于“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Peter M. Christian 表示，随着各方更深融入世界经济和地区经

济，“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巨大机遇。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经济高速

发展公路”，增强竞争力，扩大规模，弥补发展的不平衡，拿出更

加开放、包容的方案。 

Peter M. Christian 祝福中国在习主席倡议之下的“一带一路”战

略并表示，“一带一路”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利益分享和责

任分担。在加强本地区和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要进

一步保存本地区各自文化。希望各方紧密合作，不让任何一个社区

在此过程中被排除在外，而是帮助它们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 

Semi KOROILAVESAU 表示，斐济希望充分利用小国岛屿经

济的特点，加强与海南省合作，利用“一带一路”所带来的重要机

遇，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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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e MACLAUCHLAN 表示，中国是爱德华王子岛重要贸易

伙伴，主要体现在生蚝贸易和冰激凌贸易，也涉及到中国货运公司

的技术和后勤，包括海南航空。在设计和工程等领域，爱德华王子

岛在钻井平台、零排放系统、电厂等方面有优势，都可用于保护海

洋环境。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合作，同样受益于同海南省建立

的密切关系。海南省、海南企业、“一带一路”是爱德华王子岛省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Jose CH Alvarez 表示，巴拉望省重视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足

够的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现在已经禁止使用炸药和氰化钾等破坏性

捕鱼活动。巴拉望省保护和推广生态旅游，鼓励本地人从事旅游借

贷行业。期待与海南省结成友好省份后所带来的机遇，也希望从海

南省作为中国经济特区和世界级旅游岛的经验中获益。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 

刘振民指出，海洋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也是各国经济资源和财

富流动的重要通道。建设海洋通道，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资

源，是岛屿经济体的共同诉求。当前形势下岛屿经济体应抓住并把

握好两大发展机遇。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

蓄势待发，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加速分化组合，人民生活观念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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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变化正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二是“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从

太平洋到印度洋，从南海到地中海，“一带一路”创建起海上一个又

一个的“朋友圈”。 

刘振民表示，合作共赢是岛屿经济体增强经济实力，提高国际

竞争力的关键。中国有能力与岛屿经济体在以下三方面开展重点合

作。一是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通过完善双多边机制，共同维护海

上航行自由与通道安全，应对海洋灾害，共建和平安全的海洋秩序

与环境。二是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加强航空、航运合作，支持海上

重点港口建设，构筑通畅、高效、安全的港口互联互通网络，降低

物流成本，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优势。三是加

强海洋产业合作。中方将积极支持岛屿经济体的经济多元化和产业

化过程，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与服务业，加快探索离岸金融自贸

区建设，共同打造体系完整，种类丰富的海洋产业链价值链，提供

更多海洋公共产品。 

王宏表示，2013 年习近平主席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鼓励相关国家打造互利共赢的利

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王宏就推动中国与岛屿国家和

地区海洋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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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聚焦海洋合作机制建设，共创互利共赢美好未来。围绕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经济发展、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源勘探开

发、海洋科学研究、海洋人才培养等系列主题互通信息，共享资

源，共商发展。推动建立政府间、企业间、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机

制。使中国与有关岛屿国家和地区真正成为海洋国际治理的互信共

同体、海洋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海洋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的责

任共同体。 

二是聚焦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在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生物

多样性养护和海岛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愿与有

关岛屿国家和地区，在海洋能、潮汐潮流能等清洁能源利用以及海

水淡化和海岛供水安全等方面开展合作，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三是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共建守望相助的美好未来。中国愿与

各方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洋酸化、海啸等方面开展合

作，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灾后评估、基础

能力建设方面与岛屿国家和地区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抵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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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聚焦海洋文化教育交流。推动各方开展基于航海文化、海

洋民俗文化的交流，鼓励更多的中国游客赴岛屿国家和地区观光旅

游，建立海洋管理人才联合培养机制等。 

刘赐贵就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深化海洋经济、

海洋事业方面的务实合作提出了四点倡议：一是共同推进海洋产业

发展。呼吁各岛屿地区加强政策沟通、经验交流，取长补短，促进

双向投资与贸易合作。二是深化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经验交流，合

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保护海洋健康。三是共同建设“智慧海洋”，

促进科研机构和人才交往，加强技术研发，推动海洋科技成果的孵

化、转化和共享运用，为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提供科技支撑。四

是共同深化防灾减灾合作，拓展航行安全、海上搜救、应急处置、

海洋公益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以确保海上航道的畅通与安全。 

关于岛屿研究的建议 

James Edward RANDALL 表示，作为研究岛屿的学者和其他对

岛屿感兴趣的人，他认为有五个方面可以深入研究。首先，要建设

更多的智力资本、知识资本。第二，要思考如何衡量我们的成功。

贸易是不是会增加他们的脆弱性，如果孤立起来自给自足，倒可能

会被认为反而不那么脆弱。第三要强调的特性、岛民自身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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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文化的密切感、发展社会关系，同时研究这些特征如何促进企

业的成功。除了岛国，还有很多岛屿并非一个国家，有些岛屿类似

于半自治关系，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也很成功。研究它们如何取得成

功，以及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岛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实验室，要研究这些小岛如何适应气侯变化，如何实现碳中和，使

用可再生能源，为自身提供电力。第五，研究岛屿上中小企业的成

功有哪些特征，与大陆企业的成功有何不同。 

关于海南发展的建议 

彭荫刚表示，海南不能停留在观光旅游的层次，必须走上金

融、证券、海空运转运中心的道路。海南为此提出若干建议。 

彭荫刚表示，在人才方面，必须有安全舒适而又无空气污染的

生活。其次，发展金融中心和国际性海空运集散中心。引进国际级

的国内大学在海南设立分校。为外资人员子女提供双语学校。成立

国际金融中心，中英文并重。 

彭荫刚表示，在企业引进方面，建议引进无污染的金融行业，

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的投资成为整体。同时，银行业必须要配

套国际级会计、律师专业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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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荫刚表示，在产业方面，电脑软件设计、医疗、生物科技公

司、研发中心等，没有污染，建议引进。参考新加坡和香港经验，

给国际级外资优惠政策，以及提供低租金办公室，同时解决居家，

外国人签证、居留证等问题，建立相当水准的国际医院和老年人照

顾中心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体海洋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倡议》呼吁，岛屿经济体加强海洋经济战略对接、海洋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开展海洋新兴产业、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培训

等方面的合作，提升岛屿经济体海洋经济的总体竞争力，共同实现

蓝色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