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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当好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排头兵，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在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中的引领作用，以创新、数字、绿色、健康丝

绸之路建设为重点，以国际交往、科技合作、经贸投资、人

文交流、综合服务五个功能平台为载体，加强与“五子”建

设协同联动和统筹推进，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打造特色品牌、聚焦项目落地、强化风险防控，形成一

批标志性成果，成为国家“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的试验示

范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力支撑，为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北京新贡献。 

二、主要原则 

开放引领，服务大局。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立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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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内发展大局，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重大战略相衔接，主动承担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点任务，

对接国际规则，强化制度创新，畅通要素流动，提升开放能

级，率先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前瞻性研

究、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

水平“走出去”。将“走出去”风险防范作为重中之重，完

善风险防控体系，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保障企业海

外利益和资产安全。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

体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统筹协调、机制对接、政策服务、

平台搭建、宣传推介等方面作用，提升社会机构专业服务水

平，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民间促进的多元共建格局。 

突出重点，协同联动。围绕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

项目，分类施策、精耕细作。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市区联动，

推进央地企业对接，整合资源、叠加优势、形成合力，着力

打造“一带一路”亮点。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北京共建“一带一路”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创新驱动、开放引领、集聚辐射的平台功能进一步强化，成

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窗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

新动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国际交往呈现新亮点。“一带一路”重大国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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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高端要素的承载和吸引能力显著增强，与共建国

家重点城市交往更加紧密，民间交往更加活跃，成为国际交

往中心功能建设的重要载体。 

——创新合作取得新进展。“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

不断深化，创新合作平台功能不断提升，多层次创新合作体

系更加完善，全面助力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经贸投资实现新突破。“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投资

合作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与“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占

比达到 45%，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贸易投资环境更加优

化，成为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民心相通取得新成效。“一带一路”多领域人文交

流合作蓬勃开展，文化交流平台影响力不断提升，与共建国

家重点城市合作互信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成为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服务效能实现新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综合服务

体系基本建成，海外风险防控机制更加完善，市场化、专业

化、国际化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成为企业“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重要保障。   

四、重点任务 

（一）强化“一带一路”国际交往功能 

1.打造“丝路会客厅”。 

高质量完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

活动的服务保障任务，主动承接峰会重大成果在京落地，积

极展示北京“一带一路”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成效。扎



4 

实推进雁栖湖国际会都扩容提升，建成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强化“一带一路”重大国际活动核心承载地功能。主动做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的对接

服务和运行保障，积极争取政策资金、人才智力支持北京经

济社会发展。积极争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组织、合

作机制、平台项目落户北京，推动形成更多“北京宣言”“北

京倡议”“北京行动”，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全球治理参与度。 

2.织密“一带一路”朋友圈。 

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友好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

加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务实合作，打造

1-2 个“一带一路”友城合作示范。更好发挥国家共建“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重要平台的作用，全力办好中国-中东欧国

家首都市长论坛，同步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商会会长

圆桌会议，开展面向欧洲的常态化招商引资和市场拓展。深

化京港两地在科技创新、投资贸易、专业服务等领域务实合

作，办好京港洽谈会两地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活动，

积极参加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活动，共同开拓第三

方市场。深入推动“京澳合作伙伴行动”升级，携手开拓葡

语国家市场。积极参与国家“丝绸之路共建民间组织合作网

络”和“丝路一家亲”行动，在人文交流、民生合作等领域

开展一批有影响力的交流项目。鼓励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办好侨梦苑北京论坛，建设“海外院士专家工作

站”等引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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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京津冀协同开放。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衔接，建立

三地共建“一带一路”协同工作机制，推动规划对接、政策

沟通、信息共享。加强三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发展，聚焦

重点领域推进产业链协同开放，吸引一批重大外资项目落

地，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推动京津冀国际运输通道建设，

共享三地中欧班列资源，开展本市开行中欧班列可行性研

究，推动开行服务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快速铁路跨境电商运输

贸易线。稳妥有序推进三地企业抱团出海，共建共享境外经

贸合作区，形成技术、装备、标准“走出去”新优势，向价

值链高端延伸。提升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水平，拓展单一窗口

功能，加强口岸互联互通合作，探索京津陆海“一港通”试

点，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 

4.构建“空中丝绸之路”核心枢纽。  

发挥京津冀机场群优势，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航空枢

纽，拓展北京航空双枢纽国际航线网络，与更多共建国家首

都及重点城市实现空中直航、加密航线航班。联合民航局、

中国航协等机构，共同筹办“‘一带一路’航线发展论坛”

等活动，创立国际航空会展品牌。发挥双枢纽航空货运比较

优势，鼓励航空公司加大对共建国家投放运力，推动多式联

运、智慧口岸等平台建设，扩大与共建国家贸易往来。发挥

航空口岸“一带一路”通道作用，提高“一带一路”重大活

动、重点合作、重大项目的人员出入境便利度。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