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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培育新增长点
本报记者 孙亚军 刘 莉

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日渐壮大，合作

质量也越来越高，“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如

何发展？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一带

一路’倡议的未来”分论坛上，互利共赢、绿

色低碳、创新发展、数字赋能等成为与会嘉

宾热议的高频词。嘉宾们表示，在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技术创

新等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世界共同发

展繁荣注入更多动力。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根植于历史厚土、顺应时代趋势，未来将

不断走深走实，行稳致远。“一带一路”倡议

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综合性支持，真正实

现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其沿线的发展

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不仅能够成为全球共

同发展的受益者，也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贡献者。

中巴经济走廊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23.6

万个，中老铁路呈现客货两旺态势，中欧班

列开行数量持续迈上新台阶⋯⋯从当初的

蓝图变成今天的实景，“一带一路”倡议成就

了各国发展的实效、服务民生的实惠。目

前，中国已经同 151 个国家和地区、32 个国

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涵盖各领域的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全球拥有 27 个自贸伙

伴，吸引了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参与，

为共建国家创造了 42 万个工作岗位，帮助越

来越多的国家加快经济发展。

“津巴布韦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津巴布韦工商

部部长塞凯·恩泽扎（Sekai Nzenza）表示，津

巴布韦作为内陆国家，物流不畅、能源不足，

主要出口煤炭、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而“一带

一路”建设改善了津巴布韦发展的短板，帮

助加强投资和贸易，为津巴布韦带来了巨大

的收益。“未来，我们希望在增加产业附加

值、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等

方面加强合作，共享‘一带一路’的发展机

遇。”塞凯·恩泽扎说。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成为联通中国与

世界实现共同发展的平台，也成为践行多边

主义的标志性项目。针对近来有人提出的

“脱钩断链”论调，奥地利前总理塞巴斯蒂

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表示，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一路成长起来，并没有人想要生活

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一带一路’倡议是当

今世界最重要的倡议之一，不仅为中欧之间

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机遇，也把世

界联系得更加紧密，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发动机。”库尔茨说，未来对中欧之间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满期待，双方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转型、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监管等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开放

司副司长梁林冲表示，高质量发展是指引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理念。共建“一带一

路”在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健

康、绿色、数字、创新丝绸之路建设，为全球

发展培育了新增长点。下一步，愿同各方携

手同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

生为目标，共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

绿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理念，绿色发展也成为企业努力践行的责

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辛保安表示，

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能提

供更多新能源开发利用的解决方案，通过技

术创新合作和数字赋能，不断加深绿色发展

的底色，助力“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能源产业

链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是惠及

各国的发展之路、幸福之路，也是推动全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了

经济增长，项目合作创造了更多就业，农业

技 术 合 作 筑 牢 了 粮 食 安 全 的 基 础 ⋯⋯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 10 年的实践中

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未来将在推动

全球经济复苏、引领绿色低碳发

展、技术创新合作、提供综合性

解决方案、推动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万喆说。

中国仍是世界最好的市场之一
——访威达信集团中国区总裁李兆琦

本报记者 朱 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

的比重超过 18%，财富 500 强公司中有近三成设立了

中国总部。从长远来看，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好的市场

之一。”威达信集团中国区总裁李兆琦在世界经济论

坛第十四届新领军者年会期间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李兆琦表示：“中国市场不仅拥有巨大的体量，在

全球供应链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还在中

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努力中看到了广阔市场机遇。”

作为一家拥有 150 余年历史的风险、战略及人

力资源管理咨询企业，威达信旗下拥有 4 家专业服

务公司，分别为达信、佳达、美世和奥纬，业务涵

盖风险保险服务以及管理咨询两大模块。同时，作

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威达信参与发

布了世界经济论坛 2022 年 《全球风险报告》。

李兆琦表示，全球企业中期和中长期面临的

最主要风险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对企业而言，

如果气候转型失序，劳动力和产品短缺导致的供

应链中断问题将会更频繁、更严重，那么将给所

有行业打造有韧性的商业模式带来巨大挑战。

“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必然伴随阵痛，但这是暂

时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必定会为企业赢得更长远的未

来。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中国企业会获得更高质

量、更有韧性的发展。”

李兆琦介绍，1981 年，威达信旗下的达信进入

中国市场，是中国首家全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威达

信全资子公司之一的美世，1995 年在北京设立办公

室，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运营，先后服务于 4500 余

家中国客户⋯⋯李兆琦表示：“威达信见证了中国的

快速发展，在中国的业务也不断壮大。”

在李兆琦看来，威达信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得

益于环境和人才。“过去几十年以来，不断开放的中国

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人才资源。中国政府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经济韧性强劲，同样也是源于国内市

场潜力巨大、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中国坚持并支持促

进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国际人才、项目和资金引

进，促进投资、贸易和产业合作。这些都为威达信进

一步拓展在中国的业务提供了动力和信心。”

“未来，威达信中国将继续集聚在风险、战略和人

力资源方面的专家力量，帮助中国企业识别和理解当

今的关键风险，并提高对未来风险的抵御能力。我们

也会不断在中国投资和培养优秀人才，与客户们共同

前行。”李兆琦说。

新业态拓展就业新前景

周明阳

在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

坛上，关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

等新产业的讨论不绝于耳，相

关产业人才培养问题也引起关

注。面对快速变化的就业前

景，开展技能再培训的迫切性

显著增强，政府与企业应共同

承担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支持

人才向未来就业转型。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

《2023 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

推动技术应用和发展数字化将

引发劳动力市场剧烈波动，未

来 5 年内预计有近四分之一的

工作（23%）将发生变化，每 10

个劳动者中就有 6 个在 2027 年

之前需要重新培训。劳动力技

能的缺乏成为企业未来转型面

临的重大挑战。

数字化转型、应对气候危

机的脱碳进程，以及其他地缘

政治和社会变革正不断重塑劳

动力市场。在“培育新技能，适

应快速发展产业的需求”分论

坛上，空客中国首席执行官徐

岗表示，公司现在紧缺的人才

主要有三类，一是在脱碳领域

有专长，二是熟悉数字业务，三

是了解出口管制相关规则。斯

洛文尼亚数字化转型部长埃米

利娅·斯托伊梅诺娃·杜赫也坦

言，该国对于网络工程师的需

求缺口非常大，而且国内大部分岗位的从业者，如医生、

记者、教师等，都需要进行数字化技能方面的培训，人才

培养是斯洛文尼亚数字化转型举措的重中之重。

除了“硬技能”，提升人才的“软技能”同样重要。分

析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跨学科技能依然重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

代，人在推理、沟通和协调等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而从

个人成长角度看，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情绪

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和韧性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素质。

总体来看，培养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合作。大学等教育机构应建立和完善相关课程，为

学生面对未来的竞争打下基础；企业需要加强对员工的

技能培训；政府需要设计框架和路线图，为人才明确成长

路径；每个劳动者自身也应保持终身学习能力，与时俱进

更新知识体系，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

快速变化的社会。

亚洲区域制造体系潜力显现
本报记者 孙亚军 刘 莉

亚洲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亚洲

制造业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在 6 月 28 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

坛“亚洲制造业的复苏”分论坛上，与会嘉宾

围绕亚洲制造业如何在迎来复苏的基础上

通过全球合作确保持续增长展开交流。

在亚洲经济复苏过程中，制造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指

出，亚洲制造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产业

齐全，制造质量和效率高，而且拥有充分的

劳动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富 士 康 科 技 集 团 董 事 长 刘 扬 伟 也 认

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取代

的 重 要 角 色 。 制 造 业 提 升 了 资 源 利 用 效

率，能够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是稳定、繁

荣社会的重要力量。区域制造是疫情后经

济复苏的重要机会，中国目前已经是全世

界最大的制造基地，亚洲具备建构区域制造

体系的潜力。

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已成为重

要发展趋势。欧莱雅北亚及中国首席可持

续发展官梁禗殷（Janet Sarah NEO）表示，

中国是目前最先进的数字化经济体之一。

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特点，欧莱雅中国接近

70%的业务模式都采用了数字化方式，同时

不断加强同中国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促进

物流体系创新。未来，在推进业务转型的过

程中，欧莱雅将不断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采用绿色环保材料，提高产品回收利用

率，减少碳排放。

“数字化本质上也是一种效率工具，能

够提升制造的效率和供应链运营效能，节约

用能，减少碳排放。”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坤宇认为，随着数字化技

术的发展，未来制造业的产业形态可能会

发生变化，即从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产品

为中心，围绕产品将行业组织起来。亚洲

地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并

在制造领域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在转型过

程中大有优势。

就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引发劳动力市场

波动的问题，李东生表示，AI 技术应用可能

会带来工作岗位减少问题。过去几年间，

TCL 营收快速增长，人员数量也在增长，但

增长速度没有营收快。可以考虑把一部分

因 AI 技术减员的人力资源引导到新产品开

发领域，然后用新产品、新技术开拓新市场，

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新平衡。长远

来看，就业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用

发展的方式来解决。

图图①① 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

论坛论坛““新领军者村新领军者村””现场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朱 琳琳摄摄

图图②② 66 月月 2828 日日，，在第十四在第十四

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二楼天津艺术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二楼天津艺术

与科技展示区与科技展示区，，来自美国的米歇来自美国的米歇

尔尔··梅达拉梅达拉··福里曼正在体验天津福里曼正在体验天津

港智慧码头装卸系统港智慧码头装卸系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商商 瑞瑞摄摄

图图③③ 66 月月 2828 日日，，在天津梅在天津梅

江会展中心江会展中心，，身着粉色服装的志身着粉色服装的志

愿者正在为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愿者正在为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

论坛提供服务论坛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琳琳摄摄

6 月 28 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亚洲制造业的复苏”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刘 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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