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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北京倡议 

 

为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建设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经济，在自愿和无约束的

基础上，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提出如下倡议。 

一、推动交通设施便捷畅通。共同推动公路、铁路、海运和航空

运输网络建设，推进线路、场站、港口等设施现代化改造和维护。提

升铁路联运班列、道路运输、海运、民航、跨境寄递等国际运输服务

水平。深化国际运输便利化和大通关协作，加强国际物流供应链保通

保畅合作，提升国际运输大通道韧性。共同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

设高质量发展。 

二、促进能源稳定可持续发展。携手推进能源资源开发和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能源可及性。促进能源资源贸易合作，提高能源供应稳

定性，增强运输通道保障能力，巩固拓展跨境油气管道合作。加强清

洁能源开发利用和智能电网、储能设施建设，推广绿色低碳的能源生

产消费模式。 

三、提高水利民生保障能力。共同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城镇供水

与污水处理、水土流失治理、农业节水灌溉、河湖生态保护治理等领

域项目合作，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水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提

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和水平。推动共建水利技术研发平台，共

享治水管水技术与理念，实施水利联合科研计划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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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信息设施有效联通。共同推进国际陆缆、海缆等通信网

络建设，持续优化网络架构，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推进

4G、5G 网络普及和应用，提升移动通信网络可及性。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赋能增效。推动建设绿色数据中心。 

五、提升规则标准等“软联通”水平。开展基础设施规则、规

制、标准等方面国际合作，建立健全双多边互联互通政策协商和对话

机制，推动形成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加强重点

共识领域政府间合作，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六、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透明、非歧

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

经贸投资规则体系，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创新投融资

机制，运用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新型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反腐败合作，提升公共和私营部门廉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