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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建设 5年成果斐然

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目前，中国已与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

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

果文件。

高效畅通的国际大通道加快建设。中老铁路、

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雅万高铁全面

开工建设。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竣工，科伦坡港口

城项目施工进度过半，比雷埃夫斯港建成重要中转

枢纽。中缅原油管道投用，实现了原油通过管道从

印度洋进入中国。中俄原油管道复线正式投入使

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按计划推进。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 9000列，到达欧洲 14个国

家、42个城市。

在经贸投资合作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

和投资合作不断扩大，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

面。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

额达 6050.2 亿美元，增长 18.8%；对沿线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74亿美元，增长 12%。目

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已建设 80 多个境外经贸合作

区，为当地创造了 24.4 万个就业岗位。

在民心相通方面。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

奖学金。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倡议。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已实现联

合国 6 种官方语言版本同步运行。多层次、多领

域的人文交流合作为民众友好交往和商贸、文化、

教育、旅游等活动带来了便利和机遇，不断推动文

明互学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

通过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货币流通和资金融

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积

极引导各类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发展和价值链创造，

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截至 2018 年 6 月，中

国在 7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已有

11 家中资银行在 27 个沿线国家设立了 71 家一

级机构。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启 4

项行动

2016年 9月，为全面发挥科技创新对“一带

一路”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国科技部、发展改

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编制了《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2017 年 5

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

区合作、技术转移 4项行动。过去一年里，科技

部会同各方力量，通过政府间科技创新委员会机

制、科技伙伴计划等平台，务实推动“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我们将在 5年内安排 2500 人次

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 5000

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 50家联合实

验室。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为中南科

技创新合作树立典范

2018 年 7 月 24 日，正在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的习近平主席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中国科学技

术部部长王志刚、南非科技部部长马莫罗科·库巴

伊·恩古巴内的陪同下，在比勒陀利亚出席了中南

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开幕式并共同参观了中南科

技创新合作成果图片展。参观图片展期间，中南双

方科技部长重点汇报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项目有关情况。SKA建成后将成为世界

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之一，作为未来几十年间天文

学领域最前沿的国际重大科学工程，将为人类探索

宇宙、解决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做出贡献。SKA

拟由包括中国和南非在内的12个成员国成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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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国际组织共同建设，目前正处于筹建阶段。习近

平主席在中南科学家高级别对话会开幕式上指出，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是包括中国在内多国科

学家参与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南重点科技合作项

目。两国元首勉励双方科学家继续努力，把项目建

设好。

访南期间，王志刚部长一行专程抵达位于南非

卡鲁沙漠深部的 SKA 南非站址核心区，参观了

SKA“探路者”计划—MeerKAT射电望远镜站

址、天线和数据中心，并现场调研了正在由中方团

队承担建设的SKA中频天线样机。

中国成功发射第三十五、三十六颗北斗

导航卫星

2018 年 8月 25 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五、三十六颗北

斗导航卫星，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也

是中国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第十一、十二颗组网卫

星。

继 2015年成功发射北斗三号试验卫星以来，

全面验证了全球组网的关键技术之后，初战告捷的

北斗系统加速了进军全球系统建设的步伐。2017

年 11月，北斗三号首发双星成功发射，此后便以

接连四次一箭双星，加速奔跑在璀璨星途上。如今，

北斗系统朝着 2018 年底服务“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2020年服务全球的目标又迈进了扎实的一

步。

从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到老挝的精细农业、港

口管理，从缅甸的土地规划到文莱的城市建设，北

斗系统已大显身手，惠及当地百姓。目前，北斗系

统和美国GPS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以及欧

盟伽利略系统一起，共同被联合国确认为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四大核心供应商。随着北斗系统发展与应

用推广的深入，北斗系统将为东盟与阿盟国家提供

更多基础和应用服务。

中国科学家在有机太阳能电池领域取得

重要突破

有机太阳能电池是解决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的

有效途径之一，被认为是具有重大产业前景的新一

代绿色能源技术。但是，有机材料较低的载流子迁

移率限制了活性层厚度，导致光吸收效率不足。尽

管目前有机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已经提高到

14%左右，如何进一步提高其效率是始终困扰科

学家的关键难题。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南开大学陈永

胜、万相见团队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丁黎明团队利

用半经验模型，从理论上预测了有机太阳能电池实

际可以达到的最高效率和理想活性层材料的参数

要求。通过采用适合的活性层材料，用成本低廉与

工业化生产兼容的溶液加工方法制备得到了两端

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实现了 17.3%的光电转化

效率，刷新了目前文献报道的有机/高分子太阳能

电池光电转化效率的世界最高纪录，且稳定性优

异，在经过166天连续测试后，性能损失仅为4%。

该研究工作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基础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路，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产业化提供有

力技术支撑。研究成果 8月 10日在《科学》杂志

上在线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