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

1.0 阶段袁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则是推动中国全

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 2.0 阶段袁是中国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新起点袁 更是中国与世界命运相通的新机

遇遥 1978 年袁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袁可
以说袁改革开放是扭转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袁是中

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 1.0 时代遥 接着袁2013 年袁中
国提出了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对内肩负起中国经济

全面开放的使命袁以应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野高原效

应冶和促使西部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区曰对外承担完

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国际责任袁以驱散野逆全球化冶
思潮的阴霾尧构建以野合作共赢冶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概言之袁野一带一

路冶 建设与合作为推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

成创造了新机遇袁 中国已迈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

2.0 时代遥 2.0 时代相较于 1.0 时代袁侧重于将野中国

的转变为世界的冶袁 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

与现代技术传播到国外[1]渊P6冤袁而 1.0 时代侧重于将

野世界的转变为中国的冶袁 即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

验与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袁 其中唯一不变的是中

国全面开放的坚定决心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的强大信念袁变的是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促

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遥 中国与世界的良

性互动袁 得益于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与世界发展

基础上选择的中国道路尧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遥
中国道路决定中国命运遥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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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

阶段遥 第一袁中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革

命史中展开遥 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探索中国道路拉开大幕 [2]曰第二袁中国道路在思

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与开拓创新中生成遥 回顾中国

道路艰难开创的探索历程袁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全国讨论尧一篇叶解放思想袁实事求是袁团结一

致向前看曳的重要讲话尧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四次

代表大会不仅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袁 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袁 基本完成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

划曰第三袁中国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正确抉择与现代

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发展遥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改革开放成为党的十六大

至十八大代表大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与基本要求袁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不变的法宝曰
第四袁中国道路在对外开放与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

合作的同频共振中走向世界遥 在世界多极化不可

逆转尧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尧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

世界大势之下[3]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伴随着党的十

九大的召开走进新时代袁 这要求以全球视野思考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应运而

生袁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遥
中国模式推动中国崛起遥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的国外探讨源自于美国学者乔舒亚窑库伯窑雷默提

出的野北京共识冶[4]渊P4冤袁野北京共识冶提出后袁中国模

式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遥 一般而言袁国内

外对中国模式的解读聚焦于 野是否存在中国模

式冶袁除此之外袁与国内部分学者持野中国模式未定

论冶[4]渊P5冤相比袁国外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官员与学

者袁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尧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等十分关注中国模式对世界

的影响[4]渊P7冤遥 毋庸置疑袁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袁
因为它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逻辑的提炼总结袁 是立

足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凝结[5]袁是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6]遥 从中国模式的内涵来

看袁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袁即混合经

济模式与行政过程开放化的政策模式[7]遥笔者认为袁
我们应基于历史看待中国模式袁 并跳出历史创新

中国模式袁具体体现在院第一袁中国模式不是取代

任何模式袁而是立足国情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袁即
它是复杂客观的国内外环境与决策者主观意愿互

动的结果[8]曰第二袁中国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袁而是

与时俱进的袁即不断改进中国模式袁以深化国际社

会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曰第三袁中国模式不是封

闭的袁而是开放的袁即新时代应以开放的心态向世

界传播中国发展经验袁与世界开展可持续的良性互

动袁如野南南合作冶尧野金砖合作冶尧野16+1 合作冶尧野中
国-东盟合作冶尧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与合作等机制化

联系便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产物遥
中国方案影响世界命运遥 所谓野中国方案冶是

指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

和方法袁 是中国 野对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新态

度冶[9]遥 面对世界多极化尧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

时代大势袁蕴含中国智慧的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

作正当其时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这一中国方案在国

际社会正式提出并广受世界认同袁 这与践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全面开放政策不无关系袁更
与中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理想紧密相关遥 中国

素有野天下情怀冶袁从野天下大同冶到野和谐世界冶再
到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袁均是中国适时提出的对野天
下情怀冶的精准表达袁当前的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

作便是实现中国野天下情怀冶的跨国工程遥 概言之袁
中国方案以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为重要抓手袁
以东亚和中国周边地区为合作重点区域袁 着眼于

全球看待中国发展袁 旨在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0]遥 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以来袁改革开放与野一带一

路冶建设同频共振袁中国方案深刻影响着世界袁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遥

可以看出袁野一带一路冶一端连着两千多年的丝

绸之路历史袁 另一端连着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未

来袁换言之袁野一带一路冶一端连着中国袁另一端连

着世界遥 以此为逻辑袁野一带一路冶遵循的是再造中

国和再造世界的双重逻辑[11]遥 鉴于此袁本文旨在理

清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内在逻辑袁明晰野一带

一路冶的全球定位袁探求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

理论依据袁在此基础上袁从野一带一路冶国家的硬件

要素与软件支撑两方面梳理在全球经济开放格局

中中国与世界的连通性袁 并以新时代思维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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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世界发展的命运遥

二尧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
内在逻辑

渊一冤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符合历史选择

野一带一路冶生成发展于丝绸之路的历史选择袁
野丝绸之路冶一词首次出现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

芬所著的叶中国曳袁经由瑞典探险家斯文窑赫定尧匈
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尧 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等人对

丝绸之路沿线大规模的考古探险考察得以丰富[12]遥
总体来看袁野一带一路冶 是丝绸之路时空演替的产

物遥 第一袁丝绸之路始于贸易袁大约在公元前 5 世

纪成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遥 这可从周穆王以丝绢尧
黄金尧白银等换来沿途各游牧部落的骆驼尧良马尧
玉器等西巡经历中得以体现遥 先秦与春秋战国时

期袁 中西方的纺织品贸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曰第
二袁 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与当时统治者的政治主

张不无关系遥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先后是为实现汉

武帝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和联系西域

各国通商的计划袁 班超再通西域是为打通中原与

西域的联系袁由此袁丝绸之路东段尧中段尧西段正式

形成遥 进入隋唐时期袁隋炀帝派遣裴矩负责中原与

西域的贸易与交流等事宜袁加上隋炀帝多次西巡袁
丝路贸易变得畅通无阻遥 特别地袁海上丝绸之路的

繁荣发展得益于唐朝极具包容性的文化袁 河西走

廊在中西方贸易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曰第三袁丝
绸之路的衰落源自于当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与

海上丝路贸易对陆上丝路贸易的取代 [13]曰第四袁进
入 21 世纪以后袁面对中国全面开放经济新格局的

不断推进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袁共建野一带一

路冶符合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愿望遥

渊二冤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符合现实需要

从国内来看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是适应中国经

济发展需求尧 平衡国内区域发展与勇担全球治理

责任的关键举措遥 具体表现在院第一袁改革开放以

来袁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巨大袁与高收入国家的差

距呈缩小趋势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渊如图 1冤袁中国

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由 1978 年的 200 美元提高

至 2016 年的 8 250 美元袁国民面临跨越野中等收入

陷阱冶的挑战袁必须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遥第二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渊如图 2冤袁
1978 年以来中国农村与城镇人口呈野X冶变化态势袁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有利于提升劳动力质量与

拉动经济增长袁 但是面对近年来劳动力人口数量

增长平缓甚至呈下降趋势的局面袁野刘易斯拐点冶
对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影响不容忽视袁 因为人口

红利是一个中高收入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

素[14]遥第三袁面对野东高西低冶的国内产业布局袁共建

野一带一路冶强调提高面向西北的中亚尧西亚乃至

欧洲的对外开放水平袁带动产业尧资金等资源流向

中西部地区袁由此开拓中西部地区新的市场空间袁
破解野黑河-腾冲线冶难题遥 第四袁中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发展中国家袁有能力尧有信心尧有义务为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遥

图 1 1978~2016 年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渊现价美元冤
数据来源院作者依据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尧EPS 全球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整理而来遥

图 2 1978~2016 年中国农村尧城镇与劳动力人口的变化

数据来源院作者依据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尧EPS 全球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整理而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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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来看袁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是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代下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创新举措遥 第

一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袁文
化多样化加速推进袁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袁
各国人民都拥有一个世界持久和平尧共同发展的繁

荣梦遥 第二袁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是中国主动成

为跨越野修昔底德陷阱冶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袁与
以往合作平台不同的是袁 这一平台基于中国经济

性质和发展阶段以及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提出袁
具有历史必然性遥 第三袁国际社会用野新平庸冶一词

来描述全球经济的发展现况和未来数年的增长前

景[15]渊P35冤遥 当前袁经济全球化与野逆全球化冶并行袁
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袁国际经济复苏乏力袁全球

治理体系失衡袁和平赤字尧发展赤字尧治理赤字严

峻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把准世界经济发展命脉袁正视

严峻的现实挑战袁聚焦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袁推动

经济全球化进程袁促成新的全球经济开放格局遥 据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渊如图 3冤袁40 年来袁全球经济增

长起伏较大袁2012~2016 年的 GDP 增长率分别达

到 2.4461%尧2.6326%尧2.8639%尧2.8309%尧2.4871%袁
这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导致诸多国家出现国际收

支恶化尧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等现象[16]遥 对此袁以
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将现实挑战归咎于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遥 TTP尧TIPP 等排他组织出现与英国

脱欧等事实便很好地说明了全球范围内 野逆全球

化冶浪潮抬头遥 中国以前瞻性和开放性的思维主动

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袁指出野互联互通冶才是提高

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袁 并提议对国际规则和标准

进行有益补充与完善袁孕育更加公平的国际规则袁
助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遥

图 3 1978~2016 年世界 GDP 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院作者依据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尧EPS 全球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整理而来遥

三尧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
全球定位

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

时代背景下袁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恰逢其时遥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也随之迈入新时代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野中国

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冶遥 伴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世

界经济体并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袁 中国实际上已成

为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创新的重要引擎遥 特别地袁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

中国与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袁 中国的前途命运与

世界的前途命运共为一体袁 引领经济全球化进入

新时代遥 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尧影响力最大尧最
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袁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抓

住野中国梦冶与野世界梦冶息息相通的本质[17]渊P21冤袁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念指引袁 推动建立一个

和平尧安全尧开放尧繁荣尧美丽的世界遥
野共同体冶一词虽非中国首创袁但人类命运共

同体核心内涵的系统阐述与时代价值的全面升华

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吸收中华优

秀传统野和冶文化精髓尧保持马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
思想本色尧继承新中国外交思想精华与遵循当代全

球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的理论成果遥 第一袁
回溯历史袁关于野共同体冶理念的探讨和实践早在古

希腊便已开展袁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尧基督教的神

的共同体尧世俗国家的王的共同体尧文艺复兴时期

的市民共同体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便

是西方社会在共同体实践上最好的历史证明 [17]

渊P19冤遥 关于野共同体冶思想的探讨也随共同体实践

的绵延不断而向前推进袁 霍布斯从社会契约的角

度提出有绝对权力的野人造共同体冶袁为避免无限

权力的滥用袁洛克提出野安全和秩序共同体冶袁孟德

斯鸠和卢梭则进一步从法和人民公意的角度探究

最好的共同体遥 鉴于自由和平等是共同体实践的

重要内容袁 托克维尔指出强大的政治机构是实现

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条件袁康德则进一步丰富野共同

体冶理念袁对野知识共同体冶尧野科学共同体冶尧野伦理

共同体冶等概念进行探讨曰黑格尔倡导构建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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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市民社会冶曰野逻辑下的共同体很快被马克思

颠覆冶[18]袁 马克思在 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尧
叶1857要1858 年经济学手稿曳尧叶政治经济学批判曳
中对理想的野共同体冶形式与演进进行探索袁并设想

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的野共同体冶形式[17]渊P15冤遥
第二袁立足现在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性发展袁毛泽东尧周
恩来尧 邓小平主张的和平共处原则与和平发展道

路尧江泽民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尧胡锦涛倡

导的野和谐世界冶理念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思想基础 [17]渊P16冤遥 第三袁展望未来袁共建野一带一

路冶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袁这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完美契合遥
以此为逻辑袁世界本是通的[1]渊P9冤袁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与合作则是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中国

方案袁是野中国梦冶与野世界梦冶连通的国际合作平

台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袁这便是共

建野一带一路冶的全球定位遥 换言之袁共建野一带一

路冶 一方面能够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

变迁袁野把中国的变成世界的冶 便是对中国与世界

关系的简练表达[1]渊P6冤袁借由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

作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将中国的脱贫致富经验传播

到沿线发展中国家袁 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

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曰另一方面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
能够彰显中国全面开放的世界意义袁野穷则变袁变
则通袁通则久冶便是最恰当的表述[1]渊P11冤袁即以改革

开放之野变冶尧野一带一路冶之野五通冶尧野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之理念引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遥

四尧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
合作的学理支撑

当前袁要推动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实现高质量发

展袁必须利用跨学科思维袁为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

作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袁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方向迈进遥 笔者认为袁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并以此角度切入袁对共建野一带一路冶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义重大曰同时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是经济合作倡议袁主要聚焦于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国际产能合作 [15]渊P36冤袁因此袁从

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两个视角切入研究极为必要遥

渊一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1.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众所周知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源自于古丝绸之

路袁但是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

源却鲜为人知遥 事实上袁马克思尧恩格斯不仅多次

从中国的历史问题尧未来走向等角度论述过中国袁
而且前瞻性地预言 野假设中国能够通过革命实现

复兴袁那么可以预见袁中国将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

展中重新恢复其大陆贸易袁 并且还会将大陆贸易

与海洋贸易相结合冶袁这可以视作中国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对中

国未来走向的深刻预见与其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科

学分析不无关系袁野从 17 世纪初袁亚洲袁特别是中

国和印度袁 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严

重的影响冶[19]遥 进入 19 世纪后袁以英国为代表的西

方国家的相继入侵瓦解了中国社会原先的闭关锁

国状态以及 野那个依靠小农作业与家庭作业相结

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冶[20]袁 西方新思想的

影响迫使中国命运与世界命运开始连接起来袁正
如马克思利用黑格尔的 野两极相连冶 规律所阐明

的袁如果世界历史的一端是西方袁那么另一端便是

中国袁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世界和人类

世界未来的命运遥 由此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与马克思

主义紧密联系起来遥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历史理论的新

发展

当前袁世界多极化尧经济全球化尧文化多样化

的深入发展以及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推

进促使人类社会走进世界历史时代袁 而这一时代

主题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渊P39冤遥 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

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遥 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袁
马克思从叶克罗茨纳赫笔记曳尧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尧
叶共产党宣言曳尧叶人类学笔记曳尧叶历史学笔记曳等一

系列代表性成果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袁即野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冶遥 与黑格尔野理性统治世界袁世界

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冶的思想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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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1]渊P40冤遥 与唯心主义思想不同的是袁马克思强调

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袁不是耶自我意识爷尧世界精

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

为袁而是完全物质的尧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袁
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尧需要吃尧喝尧穿的个人都

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遥 冶[22]即人类社会走进世界历史

时代与其具体生产实践活动息息相关遥 地理大发

现引起国际贸易[23]袁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相继

开展袁中国改革开放与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深入推进袁
这些重大实践便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好

印证遥 上述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冶这一核心论断

表明生产力尧 分工和交往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世界

历史袁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地方性尧区域性向世界性尧
开放性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袁 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渊二冤地缘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袁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袁
野逆全球化冶浪潮兴起袁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经

历深刻的调整遥 众所周知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

经济发达程度尧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与中

心国家联系的紧密程度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

野中心-外围冶结构 [24]渊P24冤袁不可否认的是袁这种全

球经济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维持世界经济

稳定尧释放全球化红利的作用袁但是袁此结构本身

固有的矛盾导致很多发达国家面临产业空心化的

困境遥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有责任对此提

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袁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就野世
界经济双循环结构冶达成共识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则
是野世界经济双循环思想冶的重要实践遥 一方面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中形成国际

直接投资尧产业间贸易尧产业内贸易的经济循环圈曰
另一方面袁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袁地理距离与经济

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易形成贸易区域化袁因此

中国及其周边发展中国家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可

形成经济循环圈[24]渊P27冤遥 总之袁全球价值链的空间

开放性尧 空间依赖性与空间非均衡性不仅揭示出

全球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失衡的利益格局袁 也表

明了世界各国依赖性日益增强袁 越来越多的发展

中国家有机会利用自身优势实现经济崛起袁野一带

一路冶建设与合作能为构建利益共享尧公平开放的

全球价值链创造新的发展机遇遥

渊三冤地缘政治理论的新方案

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袁在 1648 年叶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曳签署后袁建构主义尧理性主义尧现实主

义尧自由制度主义尧新现实主义尧两支世界政治论

与地缘经济学等理论相继出现遥 袁伟华通过对国

际关系理论的梳理发现袁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多将时

间和空间维度隐含在理论内袁其中秦亚青提出的地

缘要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建立在时空维度上的[25]遥 当

今袁国际关系风云变幻袁地缘政治利益是全球关注

的焦点袁乌克兰危机尧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国际

政治争端不断袁 这就要求与时俱进地去创新国际

关系理论遥 郑必坚提出的野利益共同体冶尧野利益交

汇点冶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紧跟时代潮流的研究成

果袁也是中国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理念的主动对接遥
考虑到共商尧共建尧共享为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的核心

原则袁因此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下袁中
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袁
主要通过和平崛起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全球伙伴关

系网络袁以互联互通跨越西方霸权体系下的野等级

性秩序冶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无论是欧洲的一体化理

论还是美国的霸权稳定论袁 最突出的特征都在于

以大国主宰或霸权争夺的方式实现全球政治治理

秩序的稳定袁而共建野一带一路冶超越地缘政治袁强
调不同地缘文化的国家只要存在 野利益交汇点冶袁
便可以形成野利益共同体冶袁以此为逻辑袁逐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五尧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
与世界的连通性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价值观在于互联互

通袁即打破野中心-边缘冶秩序袁以互联互通将边缘地

带打通成节点袁 节点之间形成平等互惠的网络[26]遥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国际产能合作便是共建

野一带一路冶的两大重点遥 基于此袁本文将从硬件与

软件两方面梳理当前全球经济开放格局中 野一带

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与世界的连通性袁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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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相关政策的保障体系遥

渊一冤硬件方面院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需求

鉴于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冶是实现野一带一路冶
互联互通的载体袁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 野一带一

路冶 建设与合作的先行者袁 本文以通常所说的 65
个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野六路冶建设为研究对

象袁按中蒙俄 3 国尧中亚 5 国尧西亚北非 19 国尧中
东欧 19 国尧 东南亚 11 国尧 南亚 8 国进行区域划

分袁 并基于从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与美国

有关权威机构收集的关于铁路尧公路尧水路尧空路尧
管路尧信息高速路等六方面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遥

第一袁在铁路尧公路尧空路三方面袁本文主要以

密度衡量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现状遥 空路方面袁 绝大部分沿线国家的机场密度

渊个/1000km2冤大致居于 0 至 0.7 之间袁立陶宛尧菲
律宾尧捷克尧斯洛伐克尧斯洛文尼亚尧克罗地亚尧以
色列尧黎巴嫩等国家的机场密度位于第二梯队袁阿
曼尧巴林的机场密度则位于第三梯队袁马尔代夫的

机场密度最高袁 接近于印度的 259 倍袁 新加坡次

之曰公路方面袁巴林的公路密度最高袁为每平方公

里约有 5.4 公里的公路袁约有 30%沿线国家的公路

密度较低袁此外袁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公路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袁例如袁中东欧地

区匈牙利的公路密度最高袁 斯洛文尼亚尧 爱沙尼

亚尧捷克尧斯洛伐克尧立陶宛尧拉脱维亚尧波兰等次

之袁其他国家的公路密度较低曰铁路方面袁南亚尧东
南亚尧中亚尧西亚北非地区沿线国家的铁路密度较

低袁约 23%沿线国家的铁路基础设施密度居中袁约
18%沿线国家的铁路基础设施密度较高袁其中捷克

与匈牙利的铁路密度最高遥
第二袁通过世界银行 2017 年野一带一路冶沿线

国家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发达度渊1=十分欠发达袁7=
十分发达高效冤的数据进行 GIS 制图袁结果发现院
野一带一路冶覆盖的各地区在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上

差异明显袁蒙俄尧中亚尧西亚北非尧中东欧尧东南亚尧
南亚等地区均存在 1~2 个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欠发

达的国家曰俄罗斯尧保加利亚尧印度尼西亚尧伊朗尧
巴基斯坦尧波兰尧泰国尧越南尧阿尔巴尼亚 9 个国家

的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处于中等水平曰 中东欧尧南

亚尧西亚北非地区的港口基础设施质量的发达程度

较高袁爱沙尼亚尧阿联酋尧马来西亚三个国家的港口

基础设施质量十分发达高效遥
第三袁在信息高速路方面袁本文选取通电率与

互联网普及率两个指标对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互

联网建设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遥 在通电率方面袁约
有 72%的 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通电率已达到

100%袁仅柬埔寨尧缅甸尧东帝汶尧孟加拉尧也门五个

国家的通电率处于 80%以下袁 良好的通电基础设

施建设为推进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与合作夯实了基

础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

的互联网普及率程度差异很大,约有 37%的沿线国

家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0%以上袁其中巴林尧卡塔尔

与阿联酋的互联网普及程度排在前三袁 分别达到

98%尧94.3%与 90.6%袁除新加坡尧马来西亚尧菲律宾

之外的其它东南亚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普遍较

低袁这对野互联网+冶时代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的

深耕推进提出了很大的现实需求遥
第四袁管路方面袁部分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

油气管道建设水平较低袁而俄罗斯尧中国尧哈萨克

斯坦尧印度尼西亚尧乌兹别克斯坦尧波兰尧乌克兰尧
巴基斯坦尧印度尧土耳其尧伊朗等沿线国家不仅管

道建设长度位居前列袁而且管道输送种类多样袁一
般包括原油尧天然气尧液化石油气尧精炼石油产品

等遥 其中袁 原油管道按总长度排序前 5 名为俄罗

斯尧中国尧印度尧伊朗尧哈萨克斯坦曰天然气管道按

总长度排序前 5 名为俄罗斯尧中国尧乌克兰尧伊朗尧
哈萨克斯坦曰 精炼石油产品按总长度排序前 5 名

为中国尧俄罗斯尧斯里兰卡尧伊朗尧乌克兰遥 就野一带

一路冶油气管道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来看袁截至目

前袁中国已经建成了西北尧东北尧西南和东部海上

的四大油气合作通道袁见表 1遥

渊二冤软件方面院相关政策体系和平台的保障

总体来看袁第一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继建立

诸多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袁已成为双边增进政治互

信尧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渠道袁如中国要东盟野10+
1冶尧亚太经合组织渊APEC冤尧亚欧会议渊ASEM冤尧亚洲

合作对话渊ACD冤尧亚信会议渊CICA冤尧大湄公河次区

域渊GMS冤经济合作尧澜沧江要湄公河合作渊LMC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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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油气管道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博鳌亚洲论坛尧中国要东盟博览会等遥 第二袁中国

以寻求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点为立足点袁
不断开展政策沟通袁 例如哈萨克斯坦 2050 战略尧
乌兹别克斯坦野福利与繁荣年冶规划尧吉尔吉斯斯

坦野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冶尧塔吉克斯坦野能源交通粮

食冶三大战略及土库曼斯坦建设野强盛幸福时代冶
发展战略与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有机对接袁有效保障

野一带一路冶基础设施项目在中亚国家的深入推进遥
第三袁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的合作覆盖园区尧公共

建筑尧国际援助尧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袁其中不乏

有民间合作与企业间合作袁 如阿联酋投资建设中

阿渊富吉拉冤商贸物流园区项目尧科威特医保医院

项目尧科威特萨巴赫萨利姆大学城管理设施项目尧
达雅窑阿斯法拉新城项目尧赞詹燃机联合循环电厂

项目等遥 第四袁中国在南亚地区开展的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与合作主要是基于中巴经济走廊遥双方在中巴

经济走廊能源尧公路尧对外援助等领域深入合作袁如
中国野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冶的圆满完成累计帮

助巴联邦部落地区约 8 100 个家庭完成重返家园

后的生活安置遥 第五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形成机

制化合作模式遥 叶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

合作的十二项举措曳尧叶中国要中东欧国家合作布

加勒斯特纲要曳尧叶中国要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

莱德纲要曳尧叶中国要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曳尧
叶中国要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曳尧叶中国要中东

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曳尧叶中国要中东欧国家

合作索菲亚纲要曳等便是野一带一路冶互联互通规

划务实推进的重要保障袁如中欧陆海快线尧跨欧洲

交通运输尧西巴尔干六国的互联互通遥

六尧中国与世界命运的新时代思维

当前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袁共建野一
带一路冶持续推进袁中国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连袁中国

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袁 以新时代思维看待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极为必要遥 我们认为袁
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在于中国

与世界发展机遇的相互转化和吸收利用袁 并在互

动过程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而共建野一带

一路冶便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方案遥 从全

球视野来看袁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发生变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27]袁
中国被新型全球化的潮流推向世界舞台中央袁由
被动接受和适应世界的变化转变为主动作为并影

响世界的命运袁中国道路尧中国模式尧中国方案不

断吸引全球目光袁特别是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点燃了

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

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袁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

个全新而有吸引力的发展选择遥
要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袁离不开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的有效推进袁离不开中

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袁 更离不开中国对

全球治理变局的深刻洞悉遥 正是以野一带一路冶引
领中国包容性崛起尧 以新发展理念解决人类发展

问题尧以全面开放连通中国与世界命运袁我们才能

越来越接近实现野中国梦冶与野世界梦冶遥
野一带一路冶推动新型全球化袁引领中国包容

性崛起遥 从当前全球治理的国际环境来看袁全球增

长动能不足尧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尧全球发展失衡是

经济领域的三大突出矛盾[28]袁传统的美国霸权秩序

区位
重要的油气基础

设施项目
项目的战略

意义
建设进度

中国西
北方向

中亚要中国天然
气管道 A/B/C 线

世界上最长的
天然气管道

自 2009 年 12 月投产以来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袁该管道累计进口天然气
2476.25 亿标方遥 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
塔吉克斯坦段于 2017 年 9 月开工袁预
计 2022 年年底建成袁 将新增输气能力
300 亿立方米/年遥

中哈原油管道
中国的第一条
战略级跨国原
油进口管道

管道前期工程阿特劳-肯基亚克输油
管线已于 2003 年底建成投产袁 年输油
能力为 600 万吨遥中哈原油管道一期工
程阿塔苏-阿拉山口段于 2006 年 5 月
实现全线通油袁 二期一阶段工程肯基
亚克-库姆克尔段于 2009 年 7 月建成
投产袁 实现由哈萨克斯坦西部到中国
新疆全线贯通遥

中国东
北方向

中俄原油管道
中国与世界第
一原油出口大
国俄罗斯最大
的双边合作专

案

目前向我国累计供油突破 1 亿吨袁中俄
原油管道二线工程 2017 年 11 月全线
贯通袁2018 年 1 月 1 日投入商业运营袁
新增输油能力 1500 万吨/年遥

中俄天然气管道
预计 2019 年年底建成通气袁 新增输气
能力 380 亿立方米/年遥

中国西
南方向

中缅油气管道
渊中缅原油管道
与中缅天然气管

道冤

中国油气进口
在西南方向上
的一条重要的

陆上通道

目前天然气具备 120 亿方输出能力袁未
来进行增输以后会达到 170 亿方曰原油
管道目前输送能力是 2200 万吨袁 再进
行增输可以达到 3000 万吨遥

中国东
部海上

亚马尔 LNG 项目

中国石油参与
的规模最大的
海外油气合作

项目

2017 年 11 月袁 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
产曰 目前 LNG 接收能力已达 1300 万
吨/年袁 全年通过海上通道进口原油超
过 5000 万吨遥

第 4 期 梁昊光院野一带一路冶院内在逻辑尧全球定位和学理支撑 窑87窑



的弊端不断出现袁 亟需新的推动力量来重塑世界

经济格局尧推动新型全球化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便是

响应世界多极化尧发展机制包容性尧全球治理机制

有效性诉求的新的推动力量[29]遥 但是袁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也被国际社会误解为中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

的野马歇尔计划冶袁这与中国的野和平崛起冶不无关

系遥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选择野和平崛起冶的实

践路径袁那么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则是以包容性的世

界观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尧选择野包容性崛起冶的
落实方案[30]遥

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袁 解决人类发

展问题遥 新发展理念并非凭空造出或一味照搬袁而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积极探索出的 野中
国模式冶袁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执

政经验的精炼表达袁是对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与合作

理念的丰富袁 更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推动

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引遥 从新发展理念

的内涵来看袁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分别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竭动力尧基本要求尧共同

梦想尧必然趋势和共同期盼遥 可以说袁新发展理念

的世界意义就在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全面开放连通中国与世界命运袁 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遥 当前袁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袁已
然不再像过去被动接受和适应世界变化袁 而是主

动参与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袁共建野一带一

路冶 便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赢的国际公共

产品遥 总体而言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契合中国新时代

的发展方位袁 坚持以全面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战略走向袁 是以全面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的中国方案袁同时袁野一带一路冶的国际社会关注

度持续提高袁海外媒体和网民对野一带一路冶的积

极情绪由 2013 年的 16.5%提 升至 2017 年 的

23.67%袁 十九大以来更是快速攀升至 32.5%[31]袁世
界也同样持开放心态袁 欢迎中国成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引领者遥
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家野一带一路冶数据分

析与决策支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李晴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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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Logic, Global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 Basi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ANG Hao-gua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野Belt and Road冶 i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t is also a new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line
with the inherent log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alistic needs. It is a global -oriented Chinese program that
embraces the world in an open manner, and is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connecting the 野Chinese Dream冶 and
the 野World Dream冶. It is an important endeavor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ooking back on
history, we can see the concep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line with the origin of Marxism. It is born out of the
Marxist world history theory, contain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and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eopolitical theory and geo-economic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野Belt and Road冶 is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both in hardware (such 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oftware (such as relevant policy support systems). The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野Belt and Road冶 is a great
project to build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helps promote
world peac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herent logic; global orientation; theoretic basis;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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