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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简报 
（总第 8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9 日 

 

分论坛 4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 

 

时  间：2018 年 4 月 9 日上午 9 时至 10 时 15 分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D 

主持人： 

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岛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詹姆斯 

对话嘉宾： 

海南省省长 沈晓明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陈晓东 

泰国文化部部长 威拉·洛普乍纳拉 

挪威特罗姆斯郡郡长 威利·厄内巴克 

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 何塞·阿尔瓦莱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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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马耳他大学教授 戈佛里·巴尔达奇诺 

 

主要观点： 

➢ 自我封闭的经济只会被历史抛弃，倡导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利互赢的合作发展精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才是岛屿经

济共赢发展正确之路。 

➢ 中国欢迎岛屿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国把握中国开放的机遇，在

“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深化交流合作，携手开创，开放包容互

利共赢的新时代。 

➢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同北极圈的很多国家观点一致。 

➢ 海南除了南海，更要放眼世界，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找海南的位置。 

➢ 马耳他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互惠共赢是“一带一路”

的成功案例。 

➢ 海南下一步更大的期待在于开放。 

➢ 要发挥好智库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体合作中的作用。 

 

概  要： 

“一带一路”建设硕果累累，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本次分论

坛以“合作的新时代：岛屿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为主题，交流岛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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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合作发展实践，探讨岛屿经济体改革开放、陆海统筹的发展新思

路，促进岛屿经济体包容性发展。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推动更多

岛屿经济体积极参与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沈晓明在讨论中谈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海南同其他岛屿经济体一样也面临环境脆弱、内部市场狭小、人才

缺乏等问题。当今世界面临诸多问题，如世界经济不稳定，以及气侯

变化、能源和资源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所

有的岛屿都不能独善其身，所有岛屿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固步自封，坐岛观天只会在历史的潮流中淹没。 

沈晓明也对岛屿地区加强沟通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美好

未来提出了五点重要建议：第一，继续推进互联互通。岛屿作为独立

的地理单元，与外界的互联互通至关重要，目前海南正在围绕打造

泛南海国际贸易和航运枢纽，大力推进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各个地区空中和海上的互联互通。 

第二，继续推进产业合作。这几年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进入了加快发展的上升通道，海南具有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明显优势和潜力。海南将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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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国家和地区一起，整合人才、技术、产能等资源，发挥各自优

势，推进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继续推进人文交流。岛屿国家和地区要鼓励多层次、宽领

域机制化的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助的人文交流机制。 

第四，继续携手应对气侯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气侯变化是当前

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变暖、海面平上升、极端天气频发，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气侯变化带来

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岛屿经济体的影响更大。这些年来海南积极应

对气侯变化带来的挑战，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政策鼓励，

加大投入等措施，实施节能战略。海南希望同岛屿经济体国家和地

区加强合作，分享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为共同保护地球做

出努力和贡献。 

第五，继续为岛屿经济包容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海南将发挥

智库联盟的作用，探索设立岛屿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创建全球岛屿

经济研究基础数据库。海南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共同拓

展岛屿经济网络，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这一平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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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岛屿经济体互利共赢提供支持 

陈晓东对岛屿经济体的包容性发展提出了四点看法。首先，互

联互通是前提，中国参加了印尼高铁、马来西亚铁路、菲律宾跨越大

桥等项目，中国欢迎更多岛屿经济体加入进来，共同建设海上大通

道。 

第二，流通是动力。中国已经和新加坡，马尔代夫，新西兰等多

个岛屿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协定。中国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努力在岛

屿经济中与相关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拓展投融资渠道，

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三，产业培训是基础。实践证明，岛屿经济体只有建设符合自

身特色和优势的产品，才能在国际分工中赢得一席之地。支持岛屿

经济旅游、工商等产业的发展，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合作的重

要的内容。中国游客将巴厘岛、斐济、马尔代夫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旅游收入。 

第四，民生福祉是目的。只有给当地民众带来福祉，才有持续的

生命力。改善民生、造福百姓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不忘的初心。

中国和岛屿经济体合作了大批的承建项目，使当地民众享受更加便

捷舒适的公共服务。中国在和岛屿经济体合作中，将实施更多当地

民众看得见、用得上的民生项目，让更多人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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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威利·厄内巴克表示，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也就是今年一月

份发表的白皮书当中的许多观点和北极圈的很多国家的观点是一致

的。北极地区的和平繁荣发展必须要基于国际化和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的发展，应当在经济发展和保护北极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约翰·阿奎利纳谈到，中国上海电力在马耳他投资，把一个老旧

的能源公用事业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公用企业，改变了能源来源，

改善了环境，并且解决了马耳他的电力问题，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之下互利共赢的一个典型案例。 

海南的开放不会停止 

迟福林在讨论中表示，大家对海南“三十而立“后下一步的期待

在于开放，对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等也都有很大的期待。 

迟福林建议，要发挥好智库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体

合作中的作用。岛屿经济体和其他内地经济体有很大不同，不开放

就没有活力和动力，就没有市场。 

陈晓东谈到，海南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岛屿省份。今年是海南建

省 30 年，过去 30 年的发展，海南靠的是改革和开放，今后 30 年的

发展，海南还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是海南包容性发展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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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也是未来海南包容性发展的一个主要抓手。 

陈晓东表示，海南省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也是

中国面向广大岛屿经济体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沿。中国外交部将一如

既往支持海南与岛屿经济体开展合作，为开创互利共赢的岛屿经济

做出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