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一带一路” 舆情分析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 “一带一路”) 的重大倡议以来ꎬ 丝路沿线国家及国

际社会反响强烈ꎮ 从国际舆论情况的来源看ꎬ 既有来自政界、 学界、 商界、
媒体的声音ꎬ 也有来自民间公众的评价ꎮ 从其性质看ꎬ 既有积极和充满期

待的一面ꎬ 也有谨慎和疑虑的一面ꎬ 还有反对、 诋毁的杂音ꎮ 从其认知内

容看ꎬ 既存在合作互信现象ꎬ 又存在知之甚少现象ꎬ 甚至不乏错误解读现

象ꎮ 准确把握相关国家的丝路观、 了解它们的利益与诉求ꎬ 有助于我们科

学研判与决策ꎬ 讲好丝路故事ꎬ 克服认知风险ꎬ 营造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ꎬ
顺利推进与丝路经济带国家的务实合作ꎬ 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合作

共赢之目标ꎮ
“一带一路” 官方文件指出ꎬ “一带一路” 应该坚持开放合作ꎬ 相关的国

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ꎬ 各国和国际、 地区组织均可参与ꎬ 让

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ꎮ “一带一路” 并非是封闭的环ꎬ 而是开放带ꎮ 因

此ꎬ 本期的丝路舆情分析不仅聚焦于从地中海东部到海湾的中东国家ꎬ 而且

关注受到 “一带一路” 倡议重大影响的非洲地区ꎮ 中东和非洲地区由于域内

民族众多ꎬ 教派林立ꎬ 历史遗留问题众多ꎬ 尤其是中东地区近年发生的持续

动荡使得 “一带一路” 在此区域的建设留有变数ꎮ 本期刊发的 ４ 篇专题论文

分别从阿拉伯世界、 波斯人的伊朗、 突厥人的土耳其和充满发展潜力的非洲

为分析切入点ꎬ 解读了相关地区和国家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公共话语与基

本认知ꎬ 折射出中东非洲国家观察与思考 “一带一路” 的视角———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意图、 政策手段、 前景及影响ꎬ 反映出当地公众的丝路

观———总体上对 “一带一路” 带来的发展潜力和机遇充满期待ꎮ 但专题论文

中提出的政治风险、 外交政策风险、 安全风险、 经济风险、 法律风险和道德

风险及其对策建议ꎬ 值得我们关注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亦需有针对性地摸索在

中东和非洲地区对外传播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ꎬ 逐步降低和打消相关国

家的疑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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