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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五周年：实践与思考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归类总结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年来，我国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包括：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推进了一系列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提供了一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所需的重要保障。基

于 5 年的实践，阐述了中国在综合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后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中国

通过增强国际贸易合作而增加进口，利用“一带一路”平台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发展，以及促进中国边境地区

的繁荣与稳定；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有

利于推进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和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好实施。“一带一

路”倡议的 5 年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世界历史潮流发展的基本方向，符合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利益诉

求，发展前景乐观可期；但是也要根据 5 年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进一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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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

“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随后迅速地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积极反响。5 年来，理念已转化为行动，愿景已变为现

实，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形成，一系列

重大建设项目已经落地，有些建设项目更是已经完成，取

得了一些早期收获。在 5 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需

要梳理一下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更需要思考我们为什么

要做这些，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等问题。

1 共建“一带一路”：做了什么？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密

切合作，共同努力，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如果把这些事

情进行归类的话，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即构建制度、

推进项目、提供保障。

1.1 构建制度

通过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签署国家间“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以及制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接详细规划等

方法，不断地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形成了关于共建

“一带一路”的一整套制度框架，即由“一体”“二

性”“三共”“四互”“五通”等具体内容构成的制度

框架；再加上其他相关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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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制度框架体系。

（1）“一体”，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共

建“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初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演讲，从 5 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的界

定，那就是要致力于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后来，在

同年 5 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到了要把“一带一路”建

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2]。这实际上与以上所提到的 5 点基本思想是

一致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共同发展。这也是解决目前世界出现的发展失衡、治

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国际共性问题的中国方

案。

（2）“二性”，即开放性、包容性，这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两个最核心特性。“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

的国际平台，有许多新的特性，其中最核心的特性有两

个——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两大特性既体现在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之中，也体现

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演讲中所特别强调的“丝路精神”之中，还体现在

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建设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及其所

倡导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之

中。所谓开放性，既包括了贸易、投资、金融、信息、

技术等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各方面的开放，也包括了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开放，最终是不同文明

和不同民族在开放中发展，在融合中共存。所谓包容

性，主要指的是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应该

为所有人群共享，包括贫困阶层的人们和贫穷的国家都

能从共建“一带一路”中获得实际利益。

（3）“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这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 6 月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到，“中

阿共建‘一带一路’，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3]。在 2017 年 5 月由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中，也明确地提到了建设“一带一

路”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4]。

这实际上也很好地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两者之间

具有很强的异曲同工之处，都体现的是中国方案的基本

原则。

（4）“四互”，即相互和平合作、相互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基本精

神，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的“以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2]。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对这 4 句话进行过十分详细的

解释，主要是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重

要意义和价值。其中包括，通过和平的方式共同建设陆

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文明、宗教、种族之间求同存

异，共同发展；来自不同文化、知识背景中的不同民族

和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的结果是

从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大家都能收获成功的果实，促

进共同的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只要坚持合作共

赢的基本思路，就能很好地处理不同国家、民族、人民

之间的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5）“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的提法是“政

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

通” [5]；后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

部委于 2015 年 3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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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一步明确

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5 个方面的“合作重点”内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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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推进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  2 个方

面：首先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一

些重点项目集中推进的领域。

1.2.1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集中体现在六大经济走廊

建设和“多国多港”建设体系中。同时，也根据现实需

要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开展了一些其他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六大经济走廊建设。①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框架下，滨洲铁路已经完成了电气化改造任务，中

蒙和中俄之间共有约 10 条输电线也已建成，莫斯科—

喀山高铁项目和中蒙“两山”铁路都已完成前期准备工

作。② 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框架下，越来越

多的国家和城市修建了越来越多的铁路线与新亚欧大陆

桥这一主干线连接。目前，中欧班列已将中国与欧洲

的 15 个国家的 43 座城市连接起来了，累计开行数量已超

过了 1 万列。③ 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框架

下，中国企业在中亚建设的第一个铁路隧道，即乌兹别

克斯坦的卡姆奇克隧道（“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

已于 2016 年 6 月通车；中国铁路施工企业在中亚建成的

第一条铁路，连接交通极其不方便的“高山国”塔吉克

斯坦中部和南部的瓦亚（瓦赫达特—亚湾）铁路也已于

2016 年 8 月顺利通车；从中亚（主要是土库曼斯坦）到

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 A、B、C 线已建设完成并已正常

通气，D 线也在顺利建设之中。④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框架下，喀喇昆仑公路二期扩建工程向南延伸到巴基斯

坦中部和南部的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巴基斯坦 1 号

铁路干线升级的建设项目也在顺利推进之中。⑤ 在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框架下，中缅气、油管道项目已分别

于 2013 年和 2017 年完成。⑥ 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建设框架下，印尼雅万高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等

铁路项目都在顺利进行中，中、老、缅、泰共同实施的

澜沧江—湄公河一期整治工程已完成，目前正在推进二

期整治工程。

（2）“多国多港”建设。从“多国多港”建设来

看，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设进展顺利，并且瓜达尔港经

济开发区第一期建设也已经基本完成。缅甸的皎漂港建设

已经开工。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和科伦坡港口新城建设

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周折后，现已回到建设正轨。目前，

中国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参与到了沿“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 20 多个国家的超过 50 个港口建设之中。

（3）其他建设。尽管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

要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和“多国多港”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在此之外，也有许多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

在“一带一路”上展开。譬如，目前我国在非洲参与建

设中的铁路总里程数就超过了 6 000 公里，在建公路总

里程数也超过了 5 000 公里，还有一批港口和机场也在

建设之中（如吉布提港）。有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

完成并开始正常营运了。例如，肯尼亚的蒙内铁路，

已于 2017 年 5 月通车；尼日利亚的阿卡铁路，也已于

2017 年 7 月通车运行；从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亚吉铁

路，也是在 2017 年建成通车的；诸如此类。

1.2.2  国际产能合作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

另一个重点就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其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建设海外产业园区。到 2018 年 8 月底，“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整  5 年时间，中国仅在沿线国家建

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就达 82 个，进入合作区的企业已

近 4 000 家，累计投资 289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以外的地

区，如非洲一些地区，也投资建设了不少产业园区。

1.3  提供保障

为了使共建“一带一路”切实落到实处，有一些基

本的保障必须跟上，否则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一句空

话。主要包括资金保障、民心保障、安全保障、法律保

障等。以下主要介绍资金保障和民心保障两个问题。

1.3.1  资金保障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或中国企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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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国家新创立了 3 个国际金融机构，即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国际

银行，并且都是在 2015—2016 两年间新创建的。前两个

银行并不完全只是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

持，但也有相当大比例的资金是用于这方面的；丝路国

际银行则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在非洲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中国还专门为“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了一系列的基

金，包括丝路基金、人民币海外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

金、中非发展基金、“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21 世纪海上

丝路”产业基金、亚联投海外基金、中俄地区合作发展

投资基金、联合融资基金等，以及许多中国地方或企业

也设立了“一带一路”产业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仅

丝路基金就已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实际出资 64 亿美

元，项目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两国以及中亚、南亚

和东南亚地区。

此外，中资银行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

布局发展。目前已有 11 家中资银行在 27 个沿线国家（主

要为东南亚、西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设立了 71 个一级

机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1 800 亿美元；中国

进出口银行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也累计贷款超过

了 1 200 亿美元。此外，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银

行和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等还专门发行了具有相当

规模的“一带一路”专项债券（包括部分熊猫债），为

“一带一路”建设融资。

1.3.2  民心保障

共建“一带一路”，如果没有相关国家人民的支持

是很难成功的，因此可以说，民心相通是一个基础性的

保障工程。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建“一带一

路”的主要内容中，专门提到了“民心相通”这一点。

民心相通涉及面很广，从其中的一些主要方面来

看，在过去 5 年间，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

旅游以及政党、民间交流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以教育

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人数大幅增

长。2013 年来自约 200 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总人数大约

为 35 万；到 2017 年底，仅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留学生人数就到达了 30 多万。旅游相关数据也很能说

明问题，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报告，2017 年海外来华的

总旅游量约为 4 300 万人次，其中约 75% 来自亚洲。而

到 2020 年，中国仅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

向旅游人数就将超过 8 500 万人次。

通过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旅游等行

业的发展，增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了解和友谊，增进

了各相关国家人民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解和支持，

为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好的效果奠定了牢固的民心基

础。

2 倡导“一带一路”：为了什么？

中国在世界上首倡共建“一带一路”，既有出于自

身发展的考虑，也有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考虑。也

就是说，这是在综合考虑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

上提出的一个宏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将直接促

进中国与世界的繁荣、发展、稳定与和平，最终直接有

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 中国视角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可以

从 3 个方面直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1.1 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进一步加强与相

关国家的贸易关系

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相

关国家的贸易关系，进口一些中国需要的产品，保障中

国基本供给得以较好满足。譬如，2017 年中国进口原

油 4.2 亿吨，同年国内的原油产量只有 1.9 亿吨，进口量

占总需求的 68.9%；2017 年中国共消费天然气 2 373 亿

立方米，其中进口了  8 3 8  亿立方米，占全年消费量

的 35.3%；2017 年中国从国际市场上净进口大豆 9 54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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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占当年国内总消费量 11 059 万吨的 86.3%；2017 年

中国还净进口铁矿石 10.7 亿吨，占当年总需求 23 亿吨

的 46.5%。还有许多其他产品，中国都需要大量从国际市

场上进口。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于是中国在中亚建设了比

较完善的能源管道网，包括天然气管道和石油管道。目

前，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有 A、B、C、D 共 4 条线，

除了 D 线仍在建设之中外，其他  3 条线都已经建成输

气。中国也根据需要，建设了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

道，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阿特劳通过管道向中国境内输

入石油。中国目前每年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大约占到中

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60% 左右，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

的原油也已累计达到了 1 亿吨左右。因此，中国目前是

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最大的能源出口市场。

2.1.2 促进中国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因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完全开放、包容的国际合

作平台，它有利于促使中国的大门开得更大，与世界各

国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共建“一带一路”的

这 5 年，中国加强了与 64个沿线国家的关系；2018 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一带一路”建设加紧与非洲

发展进行对接，中非合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未

来，中国还会依托这一平台，深入自身与拉丁美洲以及

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

2.1.3 有利于促进中国边境地区发展

由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因，中国与接壤的国家

纷纷开始共建边境经济开发区，如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中老边界的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等，这就

使得过去分别属于相关邻国的边缘地区城镇和乡村，变

成了现在双边甚至多边的中心地带，极大地促进了这些

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2.1.4 其他方面

除此之外，国际产能合作和增加对外投资，还对促

使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积极意

义，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2  全球视角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共建“一带一路”，也将至少

可以给世界带来三大好处。

2.2.1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发展受到了一些客观的制约，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制约就是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资

金不足，投资就不足，这直接导致了交通与通信基础设

施条件很差，贸易成本很高；很多国家还严重缺电，直

接影响其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也影响到人民生

活。于是，中国拿出一些资金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投资。

以中亚为例，到 2016 年底，中国对中亚的投资存量

已经达到了 91.4 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最

多，为 54.3 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总投资存量的 59.4%；

中国现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对其投

资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对该国的投资量。中国目前

还是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最大

的投资国。此外，中国还针对中亚地区产业发展比较薄

弱的问题，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建设工

业园，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中国拿出 20 亿美元成立了专

门的中哈产能合作基金，用于中国优质产能落地哈萨克

斯坦。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合资创建了鹏盛工业园，既

促进了加工制造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也为所在地

提供了 1 000 多个新的就业机会，为所在州提供了 20% 的

税收。中国民营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创办了独资的亚洲

之星农业产业园，促进现代农业在中亚的发展。

2.2.2 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能够从全球化和全球

治理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由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具有比较强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所秉承的是共

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精神，因而参与各方在“一带一

路”上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这就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国

际多边合作机制，特别是多边贸易与投资机制，遏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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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机制；有利于推进全球化，甚至推进现有全球化的转

型升级发展[7]，改善全球治理；有利于让更多的发展中国

家平等地参与到全球共治的行列、队伍和进程之中，使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能够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

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2.2.3 最终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加上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

十分契合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目标

和内容。因而，共建“一带一路”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最终有利于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3 思考“一带一路”：前景如何？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到现在整整 5 年。从本文

以上提到的实际效果来看，不论是构建制度，还是实施

项目，以及提供保障方面，都已取得了比较好的阶段性

成效。那么接下来的情况会怎样？最终前景如何？都是

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实践

层面思考，也需要我们从理论层次思考。

就目前而言，共建“一带一路”的绝大多数参与

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发

展，其中促进经济增长尤其重要。这些国家中的不少国

家是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绝大多数国家还有十分

充足的劳动力，很多国家甚至面临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这些国家在其目前发展阶段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存量严重

不足，包括缺乏必要的铁路和公路等资本品。因此，其

产品无法与市场对接，哪怕是连接区域性的市场也都比

较困难；即使勉强能够连接市场，运输费用也很高。很

多国家存在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不仅无法生产，就连

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总之，解决这些国家的基础设

施短缺问题是当务之急。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

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既包括银行储蓄，也包括外汇储

备，到了适度增加对外投资、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本和技

术等要素的发展阶段了。因此，从理论上讲，现在确实

需要有一个国际平台，将中国在资金、设备和一些适用

技术方面的供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需求进行

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好契合了这一

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包

容性、综合性等特性，决定其可从相当程度上促进中国

与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因此，共同推进“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具有客观必然性。

从现实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很快就得

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热烈支持与

积极响应。不少国家、国际组织和重要公司都已经积极

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了。这也说明了这一倡

议在这个时期提出来，比较好地满足了全球发展的共同

需要。

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完

成后，很快就给项目所在国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这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件可以促

进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

景。譬如，蒙内铁路建成后，积极效果马上就显现出来

了：货物运输成本很快就大幅度降低了接近 80%，带动

了沿铁路线两旁区域的经营活动，甚至促进了两旁小城

镇的复兴与繁荣；列车上和靠近车站的城市和农村的就

业机会得以增加，国家税收也得以增加。一条铁路的建

成，带来了一系列的巨大变化，最终直接促进了所在国

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这就是“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的缩影之一。据肯尼亚官方估算，蒙内铁路为

该国经济增长带来每年 1.5 个百分点的增量。毫无疑问，

贡献是巨大的。再如，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

于 2017 年完工后，解决了当地 1 000 万人的用电问题。

正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各国及其老百姓都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我们认为推进这样的建设事

业是有价值的。但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事业，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基于 5 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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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特别重视以下 3 个问

题。

（1）要特别注意项目所在国的债务问题，以免陷于

债务危机境况。作为重要的投资方，中国政府和企业一

方面要从宏观上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贸易

平衡状况、资本流入和流出情况、税收情况及其变化，

尤其是要特别关注该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及其变

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微观上关注与项目相关的各

项财务指标情况及其变化（包括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人

力成本、设备等方面的变化），并严格监控总成本，详

细地分析具体的投资安排（包括投资规模、分阶段的资

金安排、还款方式和分期还款安排等），严格管理好项

目财务问题。

（2）要特别注意硬件与软件的密切配合，降低成

本。要将硬件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软件方面的贸

易便利化措施密切结合起来，尽快地降低运输成本。促

进合作方货物出口，特别是促进其特色商品的出口，使

相关国家尽快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获得出口促进

带来的好处。

（3）要特别注意增强沿线国家的自身“造血功

能”。要将宝贵的资金使用与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国家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密切结合起来，增强相关国家的

“造血功能”，实现其自身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如果

共建“一带一路”不能很好地增强各参与国的“造血功

能”，实现其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合理的产业结构、经

济结构、社会结构变迁，那就应该做深入的研究，找出

问题，调整战略与思路，并尽快回到这些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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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jor work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during the 5 years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se works include that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as been built up, some ke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have 

been launched, and som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zon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supporting system has been also set 

up for guaranteeing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also explains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y China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the Initiative, such as accelerating world economic growth particularl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pporting UN Agenda 2030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5 years’ experi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mplementation, the Initiative reflects correctly the mega trend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China and other relevant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to the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re is very much likely bright future 

for the Initiativ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However, feasibl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also needed according to some 

problems occurred during these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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