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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文

　　不久前落幕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便包括了《“一带一

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

原则》的对外发布。

　　廉洁是“一带一路”的亮色。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

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在联合国、亚

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平台与各方共

商反腐败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主

渠道作用，助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共同推动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反腐败治理秩序，为“一带一路”

营造良好的廉洁营商环境。

廉洁建设取得成效惠及各国人民

　　10年来，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中国与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以《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为引领，勠力同

心、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廉洁建设取得重

大成效，让“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老挝万象市中心向东约15公里，坐落着中老铁路

磨万段最大的货运站——— 万象南站。这里距离老挝和

泰国边境仅约7公里，是重要的货物中转“旱码头”，很

多东盟国家的货物都是从这里搭上中老铁路货运列

车运往中国。

　　2021年12月，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今年1至6

月，这条“钢铁新丝路”全线发送货物962万吨，同比增

长94.7%；跨境货物运量完成230万吨，同比增长210.8%。

　　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共商合作、共建项目、共

享红利的生动案例，也是“廉洁之路”建设的标志性示

范工程。

　　为了确保廉洁，中国和老挝两国政府对中老铁路

建设项目开展联合监督检查。在此次论坛上，老挝国

家监察总署副署长恒布希说：“通过廉洁建设，中老铁

路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构建起一条便捷的陆路发展新

通道。老挝将一如既往重视并配合中方对中老铁路项

目运营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永远廉洁。”

　　白俄罗斯是最早一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之一。两国元首共同倡导并亲自推动建立了中国－

白俄罗斯工业园。在廉洁建设的保障下，工业园实现

高质量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入园企业总数109家，协

议投资总额13．3亿美元。白俄罗斯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席格拉西莫夫表示：“白俄罗斯希望能够不断深化合

作，推动高质量共建廉洁丝绸之路。”

　　廉洁丝绸之路专题论坛上发布的《“一带一路”廉

洁建设成效与展望》，系统总结了“一带一路”廉洁建

设十年来取得的成效，并进一步阐述了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理念与共识。

　　文件指出，中国愿与广大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

道，通过不断加强反腐败与廉洁合规工作，将每一项

经济政策落实到位，使每一个建设项目廉洁竣工，让

每一笔公共资金物尽其用，把每一名腐败分子绳之以

法，确保共建“一带一路”成果落地生效。

形成共识达成廉洁建设高级原则

　　“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多、项目多、资金多，廉洁是

“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惠及各国人民的重要保障。

　　2017年5月，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中国向世界发出要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的倡议。这一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了共建国家的

积极响应。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如期举行。在论坛首次召开的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

上，来自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50余名代表，围绕“共

商共建共享廉洁丝绸之路”主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中国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工商学术界代表

共同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呼吁各方一体推

进在规则、法治、反腐败等领域的对话协商，增强政府

信息公开透明，积极预防和妥善解决贸易、投资争端，

确保“一带一路”规则和治理框架稳定、公平、透明。

　　《北京倡议》的发起，为共建廉洁丝绸之路搭建了

合作平台、提出了合作框架，成为引领廉洁丝绸之路

建设的一面旗帜。

　　而在此次论坛的廉洁丝绸之路专题论坛上，依据

各国国内法律和国际义务达成的《“一带一路”廉洁建

设高级原则》，让不同国别背景下的各方，在“一带一

路”廉洁建设上进一步达成了共识。

　　“要保持‘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发挥积极影响，就

必须保证其廉洁，反腐败必须参与到每个阶段的工作

中。”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加达·瓦利表示，过去两年，联

合国毒罪办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反腐败项目，促进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非常高兴中国对该项目作

出贡献。这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从业者提

供反腐败领域的有益指导。

　　南非公职和行政事务部司长维尔马表示，推动

“一带一路”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推动反腐

败合作。“建设廉洁丝绸之路能够把反腐败合作提升

到国际层面，进一步推动政策互联互通，推动人文经

贸等各个领域的联通。”维尔马说。

　　埃及行政监察署副署长阿舒尔认为，《“一带一

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是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

达成共识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打造更加紧密廉洁共建伙伴关系

　　1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以法治方式建设廉洁丝绸

之路。持续推动对外缔结司法合作类双边条约，截至

2023年9月底，中国已与83个国家缔结司法合作类条约

共171项，初步构建起覆盖五大洲的条约网络，为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法律保障。

　　“展望未来，中方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加紧密的廉洁共建伙伴

关系。”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在廉洁丝绸之路专

题论坛发言中说。

　　在发言中，马新民就打造更加紧密的廉洁共建伙

伴关系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增进政治互信，夯实法

治基础。落实各国领导人反腐败合作共识，增信释疑，

共同密织“一带一路”执法司法合作条约网络，切实履

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义务；二

是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合作升级。针对腐败资产追回

等广受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

题，不断加强沟通，协同发力。进一步健全合作机制，

拓展追逃追赃平台，深化引渡、司法协助等国际合作，

以实际行动让跨国腐败犯罪无处遁形；三是强化交流

互鉴，提升合作质效。通过信息交流、经验分享、人员

培训、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加强廉洁法治经验交流，

提高惩治腐败的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反腐败国际合

作提质增效。

　　正如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瓦利所说，共同建

设廉洁丝绸之路是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务实

推进国际反腐合作，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好

落地见效，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努力的完整性。

共同织密“一带一路”执法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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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阳

　　10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谈到两名中国学者

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时表示，中方支持

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人工智能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

架和标准规范。

　　这番表态再次表明了中国在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

方面践行多边主义的鲜明态度。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新领域。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

术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

响，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带来

难以预知的各种风险和复杂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

类命运，其不确定性可能带来诸多全球性挑战是世界各国

面临的共同课题。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国际

社会迫切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

短，推动人工智能朝着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正如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指出的，要带着“一种紧迫感、一种全球

视野和一种学习者的心态”来应对这项技术，各国应展开

协调并设定红线，争分夺秒推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

一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致力于提升人工

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早在2021年

12月，中国就向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六次审议大

会提交《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

2022年11月，中国又向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

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

件》。这些主张坚持维护人类福祉，坚守公平正义，体现了

大国责任担当，为解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方案。

　　近日，中方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就各方普遍关切的人工

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给出建设性解决思路，更为人工智能

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

　　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

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呼吁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确保各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权利平等、机

会平等、规则平等，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

助，主张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差异性基础上，形成

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倡议就各方普遍关切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提

出了建设性解决思路，比如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

践基础上，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

标准规范；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

理机构；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

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这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的制定提

供了蓝本，展现出中国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是

中方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行动。

　　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十字路口，中国提出

的倡议将有力推动各方增进对话合作、凝聚共识，共同构建

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国在行动

□ 本报记者 王卫

　　全球在人工智能风险监管方面的步伐在加快。近日，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园召开。美

国、英国、欧盟、中国、印度等多方代表就人工智能技术快

速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展开讨论。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率团参会并在峰会开幕式

上发表讲话。

　　中方指出，此次峰会为各国提供了人工智能安全与国

际治理议题的重要对话平台与交流合作机会。人工智能治

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发展人

工智能，应当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加强技术风险

管控，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鼓励各方协

同共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不断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能力差距。

　　中方认为，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多元挑战的背景下，各

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发展和安全

并重的原则，通过对话与合作凝聚共识，构建开放、公正、有效

的治理机制，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中方表示，愿与各方一道就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加强沟

通交流，为推动形成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和具有广泛共识

的治理框架积极贡献智慧，切实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更好造福人

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期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上，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

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国

方案。与会期间，代表团参与人工智能安全等问题讨论，积

极宣介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并与相关国

家开展双边会谈。

环球时评

中国代表团出席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 王一同

　　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

涉枪暴力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常态”。据美国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消息，10月29日，美国多地发生

多起枪击事件，共造成至少5人死亡、40多人受伤。统

计显示，自2015年以来，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

一直在增加，2021年达到了686起的峰值。今年截至10

月底，美国已经发生了56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专家

预测，按照这个速度，2021年的纪录将被打破。

缅因州的枪声

　　当地时间10月25日，美国缅因州刘易斯顿市发

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成为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又

一悲剧性里程碑。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数

据显示，这一事件中有三个地点发生枪击，造成20

余人死亡，多达60人受伤，是迄今为止2023年最为

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The Trace网站文章写道：“像尤瓦尔迪

校园枪击和刘易斯顿枪击这样的事件在美国真的

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吗？答案：是的。”大规模枪击事

件在美国变得如此频繁，以至于美国人时常觉得，

那些任意的、无差别的枪击事件随时随地可能发

生，毫无预兆。

　　美国VOX新闻网10月26日刊文称，导致刘易

斯顿枪击事件这样的悲剧发生的因素在美国的政

治、文化、法律中根深蒂固。枪支暴力是美国独有

的，但不应变得正常化。

　　美国媒体“田纳西瞭望”网站10月30日刊发急

诊医生卡特里娜·格林的评论文章写道：“周四早

上醒来时，我又看到了过分熟悉的新闻标题：美国

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这次是在缅因州

的刘易斯顿市……它变得如此普遍，我们每个人

都对此厌倦、脱敏或者麻木了。”

　　文章批评称，在没有任何许可程序、背景调

查、安全培训或者冷静期的情况下就能购买枪支

武器，这样的事情不该是正常的；孩子在校园里遭

遇枪击，父母不得不埋葬自己的孩子，这不该是正

常的；人们在餐厅、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

为自己的安全忧心不已，这也不应该是正常的。

　　“每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都会导致更多

的生命受到枪支暴力的影响，也会出现更多的枪支

安全倡导者。在纳什维尔校园枪击事件之后，成千上

万心碎的家长、学生、教师到田纳西州国会大厦抗

议，要求立法者采取措施防止更多悲剧发生。但不幸

的是，我们的诉求被置若罔闻。”文章这样写道。

越来越频繁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10月27日报道称，自

2023年1月1日以来，美国已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

件，是自2014年“枪支暴力档案”组织开始追踪此类

事件伤亡人数以来最多的。

　　西班牙《马卡报》网站报道称，这是美国大规

模枪击事件连续第三年在11月之前超过500起。有

研究显示，五年前，美国一年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

件的数量还没超过500起。

　　报道中提到，自10月23日起的一周所发生的两

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使今年美国这一类枪击造成的

死亡人数达到了602人。这一数字超过了过去十年

的同周期死亡人数。例如，数据显示，去年1月1日

到10月27日期间大规模枪击死亡人数为545人，2021

年同周期为564人。

　　枪支暴力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增加，全美范围

内有越来越多的无辜生命被夺去，这样的趋势令

人惶惶不安。“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还显示，今年

美国包括大规模枪击在内的各类枪击事件共造成

35383人遇难，其中超过15500人死于他杀和非故意

枪击，19800人死于涉枪自杀。

　　研究枪支暴力的无党派组织“暴力项目”所收

集的1966年至2023年的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

移，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不仅越来越频繁，

而且越来越致命。

拥枪太容易

　　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

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但各州关于枪支管控的规

定宽严不一，枪支管控和跨州执法困难。

　　VOX新闻网指出，尽管美国国会去年就有限

的枪支改革达成了协议，但“狭隘的改革”并未阻

止美国枪支暴力的泛滥。自美国建国以来，社会对

支持公民拥枪的看法便已深深扎根于政治、文化

和法律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支持共和党的

红色州在过去几年放松了枪支法律，而不是让公

众获得枪支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研究美国枪支文化的教授

戴维·亚曼表示：“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枪支始终

存在，普通人广泛地拥有枪支，而政府也并未声称

对枪支拥有更大的垄断。”

　　大量的枪、更多的枪，就意味着更多的涉枪死

亡。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拥有枪支与枪支暴力之

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一些人更认为二者是因果关系。

　　有声音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使得解决枪

支暴力泛滥问题成为不可能。2008年，最高法院将

全美步枪协会（NRA）首席执行官韦恩·拉皮埃尔

的“好人持枪”理论写入美国宪法。

　　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枪支管控俨然成为

美国两党争斗的代表性政治议题之一。民主与共

和两党选民对枪支的态度日益对立，民主党认为

应该采取严格的购枪持枪措施来确保公共安全，

避免发生枪击案事件，党内81%选民支持控枪，共

和党认为应该坚决维护公民的第二修正案权利，

即保障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自由，党内76%选民

坚决捍卫持枪权。由于两党严重对立，导致美国近

二十多年来没有任何重大控枪立法获得通过。

　　此外，美国国会早在二十年前便对枪支暴力

研究施加了限制，相关研究的缺失影响了公众对

枪支暴力的理解，同样也限制了美国立法者们对

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政策理解，且一直影响至今。

　　图为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控枪游行，呼吁禁止销售攻击性武器，应对美国枪支暴力问题。

新华社发 亚伦 摄  

　　中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马东铁）建设如火如荼。图为2023年4月26

日，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马东铁项目一分部制梁场，技术主管邓友志（右）和马来西亚本地青年员工邓德纬讨

论生产情况。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