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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不断变化的世界和一带一路的展

望”为主题的第一届一带一路东京论坛，宣布了东京宣言。论坛深入讨论了改善全球治理和促进第三国市

场合作的问题。 

   「一带一路」作为拥有开放性、包容性、透明性的国际合作平台、俱备或应该俱备「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性格 

① 全球范围： 覆盖６５个国家（地区）、４４亿人口（世界的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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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非排除性：没有东西冷战背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开放、包容，透明的国际倡议，世界上谁都

可以参加、不排除任何谁。（至今为止没有排除过任何谁） 

③ 非竞争性：不仅沿线国家，世界其他国家（消费者）都可以同时参与，同时利用（消费）。 

④ 非独占性：是中国倡议的、但其机会与成果由参加国共有。（非一国单边繁荣主义） 

⑤ 非暴力性：不炫耀武力、不图谋军事同盟、非殖民政策，和平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⑥ 可持续性：为全面解決贫困、公害和地球环境问题作贡献，属于互惠互补多赢型合作方式，有助于联

合国 SDGs的实现。 

而一带一路的主要课题，是沿线各国同时面临着消除贫困，解决公害和保护全球环境的挑战。我的研究

室分析了一带一路地区各国节能和环境改善的潜力。 

    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地区除中欧和东欧以外的前苏联各国、如果单位 GDP的能源消耗和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达到日本水平的话，每年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约 60％至 70％左右。

特别是，印度和俄罗斯的能源效率很低，减排潜力最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和中国充分利用彼此之间

的优势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话，那么它不仅有利于本国，也有利于第三国。因此，它可以有助于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我们提出“市场原则+经济和环境效益共享”方法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式。该方

式的特点也符合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共同体精神。 

为了增强东北亚团结与合作，建设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借此机会我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中日一带一路联合研究基金”，推动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日中合作。建议日本和中国分别

提供 10 亿日元基金，公开招标研究课题，以推进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 

2。呼吁推进东亚低碳共同体及一带一路低碳共同体建设。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以下特征： 

（1）问题的紧迫性   “巴黎协定”目标:  1）努力使地球温度升高控制在工业革命前 2°C以下，或到

1.5°C更低范围。 2）为此目的，目标是在 21世纪下半叶使世界温室气体排放近乎为零。 

（2）目标的共同性和必要性  实现低碳社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 

（3）对策的特殊性   节能，燃料转换，新能源引进，植树造林等不仅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而且是

改善经济，稳定能源供应和克服污染的措施。 

（4）削减成本的不同   谁来削减，用何方法削减，何时削减等，由此削减成本大不相同。 

（5）二氧化碳本身的独特性   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无论它在何处排放，或在哪里削减，

其对全球变暖的结果几乎相同，等等。 

  因此，选择效果大，成本低，风险小的减排对策和路线是必须的。现在有很多共同体理念被提出。其中，

低碳共同体是最紧迫，最可行和最有共同利益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做，必须实现的目

标。 

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低收入国家约占 30％或以上（人均年收入低于 4000美元）。如果这些国家加

强伙伴关系，发展经济并将其语言和文化的国际传播纳入其国家发展战略，它们可以在整个地区提供更好

的文化环境，从而避免文明冲突。除了促进交流和融合，它还可以促进自己国家的发展。我担任过立命馆孔

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孔子学院是中国和海外共同建立的合作项目，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非暴力和非

零和的特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实践者，是发展中国家利用有限的资金在国际上传播

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一个示范项目。因此，根据孔子学院的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1）根据孔子学院“政府援助民间管理”，校园亚洲项目，樱花科学计划等经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

创建各国的文化语言传播促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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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或丝绸之路基金为中心的全区域文化基金，为各国的国际文化语

言机构的建立和运营提供资金。 

4。建构东北亚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东北亚区域有效地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建立中日韩三国核电站安全保障系统。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核电站密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将来是核电站

数量最多的国家。 

6. 创建联合国南北大学 

 从亚洲到非洲的一带一路上，超过 30％的国家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地区。

因此，“南北大学”是一所研究生大学，培养人力资源和行业领导者，他们是区域和国际领导者，可以为实

现“发展与环境的共存，文明的多元共存，可持续性”做出贡献。南指发展中国家，北指发达国家，旨在分

别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不仅面临民族和人民的愿景，而且面向人类跨文化合作和领导，

如语言，沟通，谈判，领导能力，融入多元文化主义的能力，以及全球治理能力，以挑战共同问题，了解世

界历史以及国际社会的内外。开发可以大大改善并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国际人力资

源。 

  目前有联合国大学（东京，成立于 1975年）和联合国和平大学（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成立于 1980

年）已经存在。前者的任务是通过联合研究，教育，信息传播和政策宣传作出贡献，以解决联合国及其成员

国所关注的紧迫的全球问题，以及联合国系统和联合国会员国一个具有国家智库功能的组织，后者是建立

一个和平高等教育国际组织，旨在传播全人类的“理解，容忍和和平共处”精神，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倡

议成立的“联合国南北大学”是一个联合国组织，旨在培养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它与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和平大学有机地合作和补充，作为一个有助于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

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同时借此推进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