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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内部成因 
 

鞠瀛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博士研究生 

世界经济专业 
 

 

一带一路（英语：The Belt and Road；简称 B&R），全称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2013 年开始倡议
于主导的跨国经济带。该经济带范围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行经的中国、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并连接
至欧洲地区。 

在国际贸易框架下，一带一路是一项合作理念。他主要是通过加强沿
线国家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领域合作及贸易过
程简化方面的合作，以促进贸易连通性为基础，为国家间的合作发展创造
机会及条件。因此这一举措绝非是单项对外贸易保护政策，它更强调所谓
的“双向”性，即促进中国对外的贸易、投资及技术输出的同时，也创造条
件吸引外来投资、商品及服务。习近平则提出的双赢方式是发展一带一路
的唯一途径，因为它需要增加连通性和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协同作用。[1] 

如今国际经济形式错综复杂，同时也存在着新的机遇。中国在近几年
提出这一战略世界上具有其合理性以及迫切性。中国从 2012 年以来经济
增速逐渐放缓，由 2012 年的 7.9%逐年降至 2016 年的 6.7%。此外，结
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式不难发现，本国对于该战略实际上存在着以下几点诉
求： 

1．为中国西部及东北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渠道：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国各区域经济的增长程度的不同一般是受制于

第二产业产值的影响。而到了 90 年代后期，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主要是
由于第二产业产值额度与非农业产业经济空间分布情况向东南沿海地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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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所产生的。现代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开始逐渐向沿海聚集地靠拢，
加之近年来第二产业占比额度逐渐被第三产业所取代，使得西部地区逐渐
沦为了初级产品加工及农产品的生产地。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
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这将导致各省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加剧。 

 
图 1 中国产业比重 2012-2016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而东北部地区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是重工业国企的主要聚集地，

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后，国企竞争力低下、资源错配等问题日益突出，尽
管东北老工业区域是近年来中国国企改革重点关注对象，但是其经济状况
却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我们以最能代表中国区域产业时代变迁的的省份
——东北地区辽宁省为例：辽宁省作为曾经的中国重工业产业集群，在上
世纪 80 年代为国家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78 年其 GDP 总产值
229.2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到第三位，1995 年下落至第八位
（2793.37 亿元），到 2016 年已下落至第 14 位（22246.9 亿元）。而与
广东省的差距从 2010 年的 27555.79 亿元逐渐增加值 2016 年的
45777.59 亿元，涨幅近一倍，而新疆、内蒙古等地与沿海地区的 GDP 差
距更是成倍的增长。（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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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各省 GDP 动态 2007-2016（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毫无疑问，国际贸易活动对于口岸城市甚至是整个省份的影响是巨大

且深远的。Wolfgang, Javier 和 Carol 的文章“Foreigners knocking on the 
door: Trade in china during the treaty port era”中研究了通商口岸对于自
身及周边省份的经济影响。研究者利用 15 个主要通商口岸的贸易资料，
从新技术和降低交易成本等角度，通过量化分析，考察了影响通商口岸竞
争力的主要因素，以及口岸城市对于近代中国国际贸易和福利的作用
（GDP 实际增长）。文章指出，口岸城市的商品平均价格、工资、科技
水平以及出口距离，是衡量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贸易，通商口
岸会将其经济影响波浪式地辐射到腹地，乃至更远的地区。[2] 

因此，一带一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中国必然期望通过改善交通
运输现状、提高贸易额度等方式为其境内紧邻俄罗斯及外蒙古的东北部省
份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缩小东北部地区与沿海省份的经济差距。而
西部地区则借助中国与各国合作开发的交通运输平台“中欧班列”，为其区
域下的产业找到对外输出的机会。 

2.深化对外贸易合作，创造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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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丝路路线图我们可以发现，它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亚和中东
欧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多为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相比这些国家，中国
在交通业、基础设施、制造业、冶炼等行业的技术更为先进，经验也更丰
富。“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帮助沿线国家加快自身经济发展，也将深化各
国间的贸易往来。总体上，各个国家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因此获得显
著提升； 

 3. 促进对外投资 
从客观角度来说，中国逐渐从世界轻工业产品代工厂，向对外投资国

转变，其每年投资额度逐年上涨（图三）。因此，在与沿线国家深化贸易
往来的同时，其海外投资规模、进出口规模等必然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海外潜在市场机会。 

 
图 3.中国对外投资额 2012-2016（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4．资源进口战略。2014 年，中国主要进口能源分别为原油、成品油

和天然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也会不断上
升。外加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根据美国能源信息
署，2015 年中国原油储量为 18bbl/人[3]。据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公开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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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亚洲进口产品最主要的为燃料 (fuels)，占总进口比约 6.31%,其中中
国是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未来，随着不断的发展，中国能源供需缺口将
继续加大。此外，依据 U.S.EIA 公布的 2016 年世界石油储量占比，保守
地将“一带一路”按 65 个国家计算，我们发现“一带一路”国家石油储量占世
界石油总储量比约 57.11% [4]。因此，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合作，可以
降低中国在境外利用能源的难度。不仅是能源，其他经济发展所需资源也
有类似情形。“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理念可多元化和稳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
范围内各类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还可消除中国与全球资源类国家的贸易壁
垒，降低贸易与投资的成本。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及商务部于 2015 年 3 月联合发布了《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
简称《愿景与行动》），该文结合当今时代背景提出了战略总体框架思
路，秉承政治互信、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依托国际物流通
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作为支撑，与各国共同打造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
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上述文献实际上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笔者对这一
文章的解读是，一带一路战略是基于合作建立起国际物流通道，根据经济
生长轴原理，以国际物流节点城市作为经济生长轴中两点，带动沿线地区
的经济发展。所以说合作建立国际物流通道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建立
跨国运输物流一体化机制，从而加快贸易货物的高速流动则是促进该框架
下国际贸易增长的催化剂。 

交通与经济理论中，交通经济增长轴理论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就已被提
及，20 世纪初期，以 Alfred Weber 为代表的古典工业区位论论述了企
业、区位和城市规模经济与运输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运输在关于工业
活动的定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F.Peroux 提出了经济发
展的意向重要理论—“增长极理论”，他认为经济的增长首先会源于一个产
业点，而产业的聚集导致经济产值增长，而后通过交通路线向周边扩散，
从而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这个展业增长点就是增长极。以德国学者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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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松巴特( Werner Sombart) 为代表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经济生长
轴”理论，该理论以“增长极”为基础，认为以交通线为“主轴”将逐渐形成一
条产业带， 交通干线就是产业带形成的发展轴。并直接把交通运输与区域
经济的发展结合，强调交通干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对于经
济增长轴的建立，一般是将点系统的交通基础设施加以连接，这一过程中
往往需要政府或进行交通产业引导、或直接对交通加以投资，而对于建立
跨国性的交通经济增长轴来说，国与国政府间的合作则是建立这一增长轴
的重点。因此，《愿景与行动》共规划了五项合作重点—— 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合作方式归结为(表 1)。 

 

 诠释 作用 

政
策
沟
通 

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
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
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
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
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
持。 

实现一
带一路
项目的
保障及
合作基
础 

设
施
连
通 

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
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
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
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一带一
路的优
先建设
领域 

贸
易
畅
通 

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
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
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
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
发展。 

项目的
主要目
的 

资 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 实现项

Po
lo

ts
kS

U



441 

金
融
通 

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
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
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
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
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
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
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
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
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目的支
撑 

民
心
相
同 

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
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
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促进项
目的顺
利进行 

表 1  一带一路项目提出的五项的合作重点 
 

在设施连通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投入，往往能够带来超过其投资
总额的收入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交通基础设施则从来都是连接国际
经济体系的重中之重，同时其质量的提高能够直接影响到国家间的贸易水
平。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水平具有比较优势（如高速铁路），能够发
挥其技术领域的长处，在投资与金融领域方面同时又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
与较高的货币信誉。因此，结合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不带有强制
政治条件的原则下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家进行深度合作，能够为合作国
家提供包括资金，施工，技术，运营等一揽子计划，具有较高的竞争优
势。 

同时，一个国家在提出国际倡议时，其影响力及其他国家对这一倡议
的响应程度，往往与对这一国家的价值观认同及文化理解相关。中西方文
化存在着普遍的差异性，因此广泛的交流与文化理念的推广对于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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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来说是极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是将“民意相通”作为合作重点的主要
原因。 

此外，在合作机制上，中国政府强调同各国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包括
上合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
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
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加强沟通与相互理解，为一带一路的理念
传播与实际运行建立良好的客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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