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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世界的背景下，如何继
往开来，促进各国携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分论坛设置的议题紧
扣时代热点，无论是“打造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新格
局”，还是“逆势上扬的‘一带一路’合作”等，都着力为
世界开出一份新的“博鳌方案”。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将继续共商疫后亚洲与全球
发展大计，聚焦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包容发展、合作
发展，致力于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

在21年的发展历程中，博鳌亚洲论坛从小到大，
博鳌声音由弱到强，目光投向全世界，为全人类的共
同议题发声，为全球发展贡献良策。

——当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冲击时，如何找寻恢复
的动力？

“‘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各国加强合作的重点，在
对冲疫情影响、促进经济恢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关注不断出现的新经济业态、新
技术、新趋势，为破解发展难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涌动时，如何推进全

球治理？
国际合作、全球化、WTO改革、RCEP……在论

坛发言和嘉宾探讨中，这些词被反复提及，凸显完善
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从经济议题到政治议题，从应对危机到寻求合
作，从亚洲一体化到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博鳌亚洲论坛内涵不断深化。

也正是因为如此，论坛作为面向世界的“全球思
想库”的角色不断强化，亚洲从一个被边缘化，声音不
是很响亮、很清晰的地区逐渐成为一个能够在全世界
发出比较响亮的声音、对全球有影响力的地区。

四海宾朋再相聚，又到一年博鳌时。让我们借助
论坛，在新时代继续并肩同行、携手共进，共同推动经
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程，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开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王胜：

海南与博鳌亚洲论坛
将迈入深度互动新时期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全球最大的自
由贸易港，海南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推动
国际合作，在推动博鳌亚洲论坛健康发展的基础
上，借助论坛平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
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南海研究院
院长王胜表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1年来，作为
论坛东道地，海南与论坛已成为利益高度融合、彼
此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下一阶段，海南与论
坛将迈入一个深度互动的新时期，海南将借助博
鳌亚洲论坛成为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果的
重要窗口。

自上世纪90年代，王胜就参与了博鳌亚洲论
坛创建及之后服务保障和利用论坛资源等各阶段
的工作。他表示，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目标高度契合。海南除了
举全省之力做好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之外，还为
论坛贡献诸多海南智慧和海南方案，在丰富论坛内
容的同时，形成了借助论坛平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系列成果。

“例如创办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趋势分论坛。
分论坛由海南发起，邀请新加坡、迪拜等国家和地
区的相关负责人以及中国有关部委负责人、国际组
织负责人就全球自贸港发展趋势展开研讨，交流互
鉴自贸港发展经验。”王胜认为，海南建设自贸港，
要借鉴全球各地自贸港建设的成功经验。而博鳌
亚洲论坛恰恰是借鉴全球经验的最佳场合之一。
这一分论坛的创建不仅是交流高水平开放、支持经
济全球化的根本要求和迫切需要，也是海南省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的一项具体行动。

王胜说，近二十年来，海南依托博鳌亚洲论
坛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体系，不仅丰富了论坛务实
交流与合作的内涵和外延，也为推动论坛由经及
政向综合性论坛转型探索了有效路径。

进入新时期，海南如何与论坛进一步加强合
作，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王胜表示，海
南要依托论坛年会，以服务“一带一路”共建为目
标，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主要抓手，建设好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

具体而言，王胜认为，海南要办好现有品牌项
目，打造地方层面多边合作新平台，持续为论坛发
展贡献海南智慧和海南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要找准海南与论坛融
合式发展的目标、路径、重点和突破口，加快建立海
南与博鳌亚洲论坛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深入研究
推动论坛年会运作体制机制的持续创新。要继续
办好海南创办的系列品牌项目，在议题设计上多发
挥海南策划运作能力和资源优势，为论坛更好地发
出亚洲声音，为推进亚洲合作贡献更多海南方案和
海南智慧，充分利用论坛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发出
海南声音。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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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博鳌，扑面
而来的是来自浩瀚
大海的风。

4月20日，博鳌
亚洲论坛2022年年
会如期而至。自
2001 年，博鳌亚洲
论坛正式宣告成立，
21年来，论坛茁壮发
展，成为立足亚洲、
面向世界的具有影
响力的全球性交流
平台。

从提出牢固树
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到系统阐述命运共
同体理念，再到强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2013 年 以
来，国家主席习近平
多次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向世界发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倡议。

博鳌亚洲论坛，
也从发出亚洲声音，
转向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凝聚共识
的重要平台，为世界
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博鳌方案”。

“经历了这场世纪疫情，亚洲跟世界的发展面临着
很多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人们有很多话要说，
有很多的问题要寻找答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
年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
表示，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论坛会议之一，2021
年的年会在疫情之下仍然盛况空前。

回溯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
论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对亚洲和世界各国共同
命运的关切。

危机呼唤合作，开放亟待交流。博鳌亚洲论坛诞
生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国家痛感需要一个
平台来凝聚亚洲的共识，发出亚洲的声音。

1998年9月，拉莫斯等前政要在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共同倡议成立“亚洲论坛”，在选址上，美丽淳朴的

“小渔村”博鳌得到了大家的青睐。这一倡议得到海南
省的积极响应，更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并通过《博
鳌亚洲论坛宣言》。

《博鳌亚洲论坛宣言》明确，坚信亚洲各国之间的
对话、协调和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亚洲内部、亚
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亚洲各国政府、
商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高层对话平台，在应对
不断出现的全球性经济挑战方面，阐明亚洲的观点。

正如曾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
斯所言，论坛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建立在了正确的地方。

从2002年首届年会聚焦“新世纪、新挑战、新亚
洲——亚洲的经济与合作”，到随后几届年会在“亚洲
寻求共赢”的共题下探讨“合作促进发展”“一个向世
界开放的亚洲”等，政界领袖、商界翘楚、学界精英汇
聚博鳌，探讨“亚洲方案”。

从成立之初的“亚洲寻求共赢”，到2008年金融
危机后的“绿色复苏”“包容性发展”，再到后来的“亚
洲新未来”……这些年会主题紧扣推动区域经济交流
和发展的热点问题，为亚洲经济发展探索有效途径，
也为亚洲经济适时转型提供前瞻性的思路和引导，受
到了亚洲各经济体的广泛关注。

与世界同行，汇聚共识与力量。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上，国家主席习
近平又发表了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
未来》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这一理
念，并用四个“必须坚持”深入阐述了如何迈向命运
共同体。

在2017年，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
要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为推动全球化的
重要战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博鳌激荡开来，迅速
传遍全球，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与追求。与此同
时，作为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
台，博鳌亚洲论坛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发出“共识”的“宣言”——
2017年，逆全球化声音在一些地区此起彼伏。

当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布促进经济全球化宣言，呼
吁世界各国政府和全球企业界，坚持推进市场开放、
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合作，确保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可持
续增长。

探寻合作的机制——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搭建起参与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平台；“中国-东盟省市长对
话会”填补了中国-东盟地方政府交流机制的空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为世界岛屿经济
体搭建起交流合作的桥梁。

当今世界发展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
身，只有彼此互联相融才有未来。2013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合作共
赢的生动范例。

随之，“一带一路”也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热词，
无论是经济报告，还是论坛研讨，都为走共同发展道
路指明方向。今年，“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新实践”
等一系列活动将在论坛年会举行。

回应时代关切 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

汇聚全球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出博鳌声音 为全球发展贡献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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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一景。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