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密集首

发 ——11 月 16 日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中

老铁路（达州—万象）国际货运列车首

发；11 月 17 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酒泉

—钦州港—鹿特丹）铁海国际联运班列

首发……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

线路已达 78 条，是去年全年的 5 倍多，创

造了通道运营 5 年来的新高。”西部陆海

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

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复杂形势下，

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逆势“飘红”。

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

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

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

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比

经东部地区出海所需时间大幅缩短。

“今年以来，通道已拓展出重庆、贵

州、宁夏、甘肃等地与老挝、越南、缅甸等

国家间的多条物流新线路。”刘玮说，通

道物流网络已覆盖 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8 个港口。

通道线路的加速拓展，带动货运量

和货值大幅增长。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

和运营组织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 10.5 万

标箱、同比增长 29%，货值 191 亿元、同

比增长 46%。

合作“朋友圈”也不断扩大。今年 7

月，湖南省怀化市对接融入省际协商合作

机制，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从西部 12省

区市与海南省以及广东湛江市的“13+1”

合作机制，升级为“13+2”共建新格局。

西部陆海新通道对破解我国西部地

区物流难题、激发西部开放潜能具有重

要意义。以前，重庆某公司产品出口东

盟国家，长期受到海运周期过长困扰，今

年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持下，难题迎

刃而解。

公司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西部

陆海新通道为我们提供了高效的供应链

保障，运输时间由过去的 32 天缩短到 18

天，物流成本下降 50%，今年前三季度公

司出口货值同比增长 45 倍。”

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新疆哈密瓜、

贵州红茶、西藏牛肉干、重庆麻花等越来

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

场，成为当地外贸新增长点。

“近几年，我真切地感受到，共商共

建共享的理念在通道沿线得到了越来越

生动和丰富的体现，更多的省区市希望

加入合作共建机制，共享通道创造的发

展机遇。”刘玮说。

沿线国家和地区也借西部陆海新通

道更好地共享我国市场机遇。记者了解

到，越来越多的泰国榴莲搭乘西部陆海

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10 天内就能摆上

重庆等西部城市的商超柜台，最大程度

保证了果品的新鲜度。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开通前，按照传

统物流线路，泰国榴莲要先转运到当地

港口，经海运抵达中国东部城市，再经国

内干线物流运至重庆，转运费用高且耗

时过长。”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

在货物贸易的基础上，我国正依托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与 柬 埔 寨 探 索 建 设

“中柬香蕉产业园”项目，打造“运贸产”

一体化香蕉供应链；针对马来西亚棕榈

油、橡胶、石油等资源，推动形成陆海新

通道马来西亚供应链资源中心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我们将从深度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探索体制规则创新、优化物

流运营组织模式、持续拓展国际合作空

间等方面入手，大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走深走实。”重庆市政府口岸和物

流办公室主任巴川江说。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赵宇飞）

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年新开通线路 78 条

搭建开放合作“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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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与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

珍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已经写入我国宪法、我党党章，我国是唯一把和平

发展写进宪法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都需

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和平发展不只是主观愿望，还是客

观选择，也是世界利好。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通过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为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独立自主的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新选择。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一线见闻

中国新发展为世
界提供新机遇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

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我国为何选

择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王义桅：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和平与发展比任何时候都

更为珍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已经写

入我国宪法、我党党章，我国是唯一把

和平发展写进宪法的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走和平发展道路？

首 先 ，这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和 平 文 化

基 因 决 定 的 。 中 国 人 常 说“ 靠 山 吃

山 、靠 水 吃 水 ”，推 崇 就 地 取 材 ，而 非

掠 夺 他 人 。 农 耕 文 明 的 生 产 方 式 决

定 了 其 和 平 秉 性 ，并 始 终 将 中 国 与 世

界 的 互 动 关 系 作 为 思 维 出 发 点 。 比

如 强 调 把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 ，不

只 是 出 于 粮 食 安 全 考 虑 ，也 是 考 虑 到

如 果 完 全 从 国 际 市 场 进 口 粮 食 ，世 界

粮 价 就 会 升 高 ，更 多 国 家 贫 困 人 口 就

会挨饿。

其次，中国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

路是其生产方式决定的。新中国成立

之初，我们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积累工

业化的基础资金，改革开放后通过土地

出租、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等，逐步积累

工业化、城市建设的资金，并通过引进

外资、参与全球化实现合作共赢，短短

几十年实现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

成就。这有别于西方国家通过发动侵

略战争和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原始资

本积累、市场掠夺和财富攫取。

记者：如何理解实现中国自身发展

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系？

王义桅：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决不会强加

于他人，转嫁危机，拱火冲突，而是反求

诸己，走“双循环”“双碳”之路。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既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

际环境，又进一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贡献。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都需要一

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既是世

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只有国际社会共

同发展、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才

有保障，才能实现真正可持续。因此，

中国和平发展不只是主观愿望，还是客

观选择，也是世界利好。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通过走出

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为那

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独立自主的

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新选择。

以和平方式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
统一进程

记者：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思

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对此

应如何理解？

王义桅：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主

观认知和客观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从现代化起点看，新中国的成立推

翻了“三座大山”，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

思想、制度和组织基础，避免了西式现

代化的思维依赖、路径依赖、体系依赖。

西方人说自己“入乡随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但

对他人或他国，行的却是“照我说的做，

不 要 学 我 做 ”（Do as I say, not as I

do）。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前殖民地

国家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照搬西方模

式，失去发展自主性，陷入发展陷阱或

中等收入陷阱，鲜有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的。

中国没有迷信西方，走西方历史上

的侵略扩张的战争道路。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可 谓“ 一 穷 二

白”、百废待兴，通过“一五”计划 156 项

重点工程拉动，实现了快速工业化。随

后开始不依附于他国，走真正独立自主

的现代化道路。以“三线”建设、“两弹

一星”为标志，中国初步建起了独立的

国防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让中国补上轻工业短板，

实现快速发展。通过“市场换技术”，中

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名

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我们

通过外交谈判和践行“一国两制”，妥善

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以和平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统一进程。

习主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

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

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

要后来居上 ，把‘失去的二百年 ’找回

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

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立足自身国

情，超越了西方固有的单一线性、渐次

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既实现“时空压缩”

条件下的“弯道超车”，又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

记者：自 2013 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以来，近年来我国做出哪些

努力？

王义桅：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

大 变 革 的 关 口 ，习 主 席 提 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彰 显 人 类 社 会 共 同 理 想

和美好追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社会永恒的

命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

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深

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应怎么办

的重大命题，在历史转折关头彰显出真

理的光芒，指引着中国和世界前进的正

确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写

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反映了中国

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凝聚着国

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其深远影响随着中

国和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彰显。

中国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

者，更是积极践行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一蹴

而就，而应循序渐进。在国家层面，中

国 与 越 来 越 多 的 友 好 伙 伴 如 老 挝 、柬

埔寨、缅甸、巴基斯坦等构建起双边命

运共同体；在地区范围，各方已就打造

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

中 拉 命 运 共 同 体 达 成 共 识 ；在 全 球 领

域 ，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

海洋、卫生健康“安全共同体”“发展共

同体”“人文共同体”等命运共同体，得

到积极响应。

记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共 同 应 对 挑

战、共创美好未来？

王义桅：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了“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的逻辑。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开启

文明“各美其美”的前景。西方现代化

的全球扩张，并没有带来人类共同现代

化，而是塑造了文明等级秩序。中国式

现代化通过内敛、并联、和平方式实现，

推 动 文 明 的 共 同 复 兴 ，开 创 文 明 新 秩

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进步超越文

明优越。

从 现 实 维 度 看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倡

导“ 美 人 之 美 ”，打 造 均 衡 全 球 化 版

图 。 长 期 以 来 ，很 多 人 把 现 代 化 误 解

为西方化，认为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

须全盘“照搬 ”西方发展模式。然而 ，

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扩

张 性 和 残 酷 性 ，其 成 功 的 背 后 实 质 是

侵略扩张、殖民掠夺，是以牺牲别国利

益 为 代 价 的 。 事 实 上 ，学 术 界 也 掀 起

过 对 于 西 方 现 代 化 批 判 的 思 潮 ，很 多

西 方 学 者 都 对 西 方 现 代 化 进 行 反 思 ，

认 为 其 具 有 破 坏 性 和 不 人 道 的 一 面 ，

并导致了很多传统文化的消失。哲学

家 马 尔 库 塞 批 评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造 成

“单向度的人 ”。可以说 ，西方现代化

经 验 都 是 基 于 发 达 国 家 的 高 标 准 ，而

发展中国家直接复制这样的“模板”宛

如把婴儿扔到大海里游泳。中国式现

代 化 则 是 结 合 自 己 的 国 情 ，有 序 地 建

立经济特区、开发区、经济园区等 ，自

信自觉地探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化道路。

从 自 身 维 度 看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立

己达人 ，通过“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打

造命运与共伙伴网络。现代化最初是

欧洲中心论的话语 ，以“现代—落后、

文明—野蛮”的二元叙事，形成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的线性进化说辞。二

战 结 束 后 ，欧 洲 中 心 论 被 美 国 中 心 论

取代 ，“发达—发展中—欠发达国家 ”

叙事取代欧洲的现代化叙事。五千年

连 续 不 断 的 中 华 文 明 实 现 伟 大 复 兴 ，

是 人 类 现 代 化 更 具 包 容 性 的 叙 事 ，开

创了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中国式

路径。

总之，我们应通过走符合自身国情

现代化道路实现命运自主，通过“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推进人类共同现代化，

构建命运与共、互联互通的全球伙伴网

络，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书写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答卷”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8.6%。其中，

出口增长 11.9%；进口增长 4.6%。图

为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装卸作

业区。

新华社发

 2022 年前三季度，安徽合肥

中 欧 班 列 共 计 开 行 613 列 标 准 列 ，

省内城际定向班列服务范围覆盖全

省 16 个 市 。 图 为 合 肥 至 匈 牙 利 布

达佩斯的中欧班列从合肥北站物流

基地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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