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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系统转变的

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

动能尚在孕育。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

发展面临瓶颈。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政治安全冲突和动荡、难民

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对世界经济的

影响不容忽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

路，是全球各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为此，需

要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需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拓展发展空间；需要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需要建设

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为了促进全球治理结构改善和经济

迅速增长，必须加强以下方面的努力：一是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二是加强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

导原则，巩固多边贸易体制；三是倡导交流互鉴，解决制度、政策、

标准不对称问题，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

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四是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

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一带一路”是

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旨在

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2014 年，中国制定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



中国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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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为全球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建设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治理与经济合作的重大倡议，是

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

其中，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

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也进入全面启动、深入推进

的关键时期。蓝迪国际智库构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国际平

台的实践基础，进行一系列成功的实践。蓝迪国际智库成立以来，坚

持需求导向、项目导向、结果导向、国内外资源联动、开放合作共赢

的工作原则；形成了统筹国内外政党、政府、议会、智库、企业、行

业协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媒体和国际多双边机构等各方面资源

的国际网络；建立了法律服务、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信息服务、金

融支持、文化与品牌、能力建设七大专业服务机制；整合了包括能源、

制造、农林牧渔及食品、信息、文化、贸易、基础设施、医药、房地

产、金融、纺织家居和矿业等众多行业骨干企业或机构。截至 2016 年

12 月，蓝迪国际智库平台已凝聚 282 家企业和机构。蓝迪国际智库

报告（2016）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蓝迪国际智库专家论‘一

带一路’”和“蓝迪平台成员‘一带一路’发展经验”两个部分。在

第一部分中，收录了蓝迪国际智库的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及

重大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专题论述。在第二部分中，刊载了蓝迪平

台成员中行业商协会以及蓝迪平台优秀企业包括能源和新能源，新技

术、新材料，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中医药，金融，园区等在“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案例研究和经验总结。蓝迪国际智库报告

（2016）的下册包括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名单及简历和蓝迪国际

智库关注企业名录。我们相信，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来自“一带一

路”建设实践的真实、鲜活的经验能带给读者新的启发，为广大企业

提供参考和指南，为有关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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