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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畅通贸易和投资合作渠道，为促进互联互通做增

量。[11]中尼双方要持续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

和维护好公路、铁路、航空、口岸、电网等基础设施项

目，持续打造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12]协商解

决影响互联互通的制度、政策、标准问题，降低人员、

商品、资金跨境流动的成本和时间。[13]支持边民互市贸易

发展，允许非口岸区域临时性开放开展人员、运输工具、

货物、物品出入境监管。通过发展跨境旅游、智库高校交

流等持续巩固人文交流“心联通”。

（二）持续推动共同发展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第 二 届 “ 一 带 一 路 ” 国 际 合 作 高

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 想 ， 推 动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成 果 更 好 地 惠 及 当 地 人

民。中尼共建“一带一路”中，应以高标准、可持续、

惠民生为目标，重点加强贸易投资、旅游、能源等领域

合作，稳步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合作，

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

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聚焦减贫、农业、教育、卫

生、健康等领域“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形成更多接地

气、聚人心的合作成果，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惠及

两国人民。

深化贸易领域政策协调沟通，帮助尼泊尔提高优势

产品生产能力，缩小其对我贸易逆差。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提质增效，加强部际合作、部省合作、政企

协同，创新发展民间援助和“软援助”，不断提升尼方

的技术能力和经验分享，持续加大对其发展合作的资源

投入，支持其早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解

决“五通”建设中的发展问题、发挥各种援助方式的集成

效应、打造援助旗舰方案，[14]积极构建援尼工作新格局。

（三）持续推动文明互鉴

深 化 引 导 媒 体 、 智 库 、 高 校 交 流 ， 深 入 阐 释 共 建

“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讲好共建“一带

一路”故事。具体而言，两国政府要促进教育、青年、

旅 游 等 领 域 交 流 合 作 ， 支 持 两 国 航 空 企 业 开 通 更 多 直

航，增加人员往来规模。在文明互鉴交流与对话中促进

民心相通，全方位开展文化旅游交流，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在跨境文化旅游线路打造和宣传推广上深化

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四）持续推动全球治理

在 充 满 变 化 和 挑 战 的 时 代 ，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成

为各国团结合作、共克时艰的平台，展现了中国方案共

赢共享的时代价值。[15]中尼共建“一带一路”中，双方

要本着开放包容精神，探索创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合作方式，中国要为尼泊尔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空

间，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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