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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业引进，进一步吸引光学仪器、药品、航空等高科

技产品入川投资。四川目前结合区块链技术打造的中欧e

单通和跨境人民币绿色通道政策等，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以提升四川投资吸引力，打造

西部金融中心。推动四川银行、成都银行等地方银行对

外商业对接，积极建立多边金融合作；发挥中小地方银

行如成都天府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等对当地地方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持作用，开设“一带一路”相关项目金融

服务，提升四川重要城市在“一带一路”沿线和重要口

岸中的互联互通。

（五）文化相通：巴蜀特色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

“ 一 带 一 路 ” 沿 线 国 家 国 情 众 多 ， 民 心 相 通 随 着

软硬联通的进一步开展也顺势展开。民心相通能促进国

家间地区间文化、教育、旅游、智库、医疗卫生多个领

域深度合作，[21]增进地区间的沟通和共识，促进文明交

流与互鉴。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四川自

然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禀赋高，四川应积极挖掘

资源优势，促进巴蜀文化传播。在文化交流上，四川可

与沿线各国互相举办艺术节、音乐节和文物展览等文艺

活动，[22]促进三星堆、大熊猫等四川名片对外传播，并

建立巴蜀文化中心，进一步扩大巴蜀文化影响力。四川

还应积极推进中医药及其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健康丝

绸之路”为载体扩大四川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同时，

四川要加强川内高校的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以四川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为载体推进科研成果交流和国

际培训班，以国际留学生为载体，向沿线国家展现四川

智慧，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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