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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构想及相关对策 

        黄  端 

一、福建在国家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特殊地

位和独特作用 

1、历史上福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我省的泉州、福州和漳州，都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起点。其中，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即宋元时

期的主港之一，被誉为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曾与近百

个国家和地区有密切往来，海外贸易的繁盛给泉州带来丰富

的多元宗教、民族、文化，并与当地宗教、民族、文化相融

合共发展。福州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通商口岸，唐、五代

时达到全盛，与广州、扬州、明州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口，

明代随着郑和船队在此驻泊与扬航，福州港的商贸地位不断

提升。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是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中国东

南沿海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是这一时期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港口城市。 

2、福建是延续至今“活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

域和重要节点 

历史上“一带一路”曾经辉煌过，但又因各种原因发生

中断或消失。而福建是少数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形式延续至今

“活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和重要节点。在福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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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过去时，而且是现在时，更是将来时。

以东南沿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古至今在福建一直没

有中断过，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福建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的规模不断

扩大、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活着的海上丝

绸之路”。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和重要节

点，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历史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来到福建，其中东南亚和阿拉伯一些后

裔在闽繁衍生息、枝繁叶茂，成为今天泉州人的一分子。泉

州作为古代东方曾经的第一大港，也成为一个多个宗教、多

种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并存的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把

湄洲的妈祖信仰，随着华人的迁徙遍布全球，据统计，目前

有 2000 多座妈祖宫庙分布在世界各地，东南亚每年有数以

万计的妈祖信徒来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当资本主义自由

贸易在世界的兴起时，漳州月港应运而生。清中后期以十三

行总商福建泉州人伍秉鉴为代表的闽籍商人，延续着海上丝

绸之路的薪火。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福建人通过各

种方式走出国门，遍布世界各地，成为新一代华侨、海外华

人，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福建成为新华侨华人最多的省份

之一。经贸发展方面，仅就福建与东盟经贸方面发展而言，

2013年，福建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 242.9 亿美元，实际利用

东盟外资 3.47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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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四大资金来源地；截至 2013 年底，福建在东盟设立的

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共 156家，对外投资额 4.5亿美元，东

盟已成为闽企“走出去”的重要地区。 

3、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作用独特。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全面融合，

离不开官方合作推动和民间交流扩大。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发祥地，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交往历

史悠久，人文认同基础好，福建的海外华侨华人众多，闽商

实力雄厚，民营经济发达，对外经贸关系紧密，妈祖文化影

响广泛，这些是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特色

和优势，福建可以在民间结合方面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发挥独特的作用，继续书写新的辉煌。 

一是发挥海西的先行先试作用。福建一直是全国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可以用好用足用活中央赋予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优惠政策，发挥平潭综合实验区、厦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和

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先行先试优势，积极作为，成为国家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先行区。 

二是发挥闽籍华侨华人深厚的人脉作用。“一带一路”

建设，核心要靠人。综观历史上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靠

人走出来的、靠人干出来的，其中华侨华人是当之无愧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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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见证者和实践者。目前华侨华人已经融入到“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挥好

他们的人脉作用，既是我国实现与周边地区全面融合的关

键，也是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区别于其他地

区的最重要特色。据统计，东南亚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有

1000 多万祖籍福建，2012 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中，东南亚

华商有 30 位，24 位是闽籍。加上与东盟关系紧密的两岸三

地闽籍人脉资源，据统计，台湾居民中超过 80%是闽籍，香

港居民中 1/6 是闽籍，澳门居民也有 1/5 是闽籍。“海外福

建”人的总数不比现有福建人口少，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

和最大的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一带一路”社会、文化和人

文的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 

三是发挥海西港口群的枢纽作用。整合后的厦门、福州、

湄洲湾三大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均已超过亿吨，其中厦门港的

目标是建设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平潭的目标是建设国际

自由港。通过进一步加大对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

持，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港口、码头建设

管理、航线拓展等方面的合作，福建可以建设成为境外连接

内陆的综合物流平台，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

通枢纽。 

四是发挥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作用。企业是经贸交流最

重要载体，福建拥有众多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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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已成为“走出去”的生力军。以泉州运动鞋和石材

加工企业、莆田木材加工企业、龙岩紫金矿业等为代表的闽

籍企业，越来越多在境外投资设厂、建立营销网络，或收购

国外资产，开拓海外市场空间。通过发挥产业互补优势，坚

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重点扩大与东南亚、中东、

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劳务、技术等领域合作，积极开

拓国际市场，福建可以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的

试验区。 

二、新形势下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 

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从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出发取得了

成功，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要从现在的情况和条件

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必须与时俱进。目前对新形势如何建

设“一带一路”理解不一，个人认为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1.要对任务的艰巨性和困难有充分的认识。有的地方把

“一带一路”建设当成“政策洼地”来争夺，存在认识高度

不够的问题。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而不是地方或区域角度看

“一带一路”建设，不局限于一地一行一业，要考虑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感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

性要给予充分的估计。要有作贡献的思想准备，有钱出钱，

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有人出人，配合国家战略实施推动与

东盟乃至中亚、西亚的全面合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6 
 

的理论和实践做贡献。 

2.要突破传统地域和空间限制。比如从区位看，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和福建没什么关系，但从经贸关系看，福建的

紫金矿业在吉尔吉斯坦的投资额很大，他们的总统访问中国

还专门到福建上杭去考察紫金矿业；比如海上丝绸之路与东

盟的合作，福建的区位优势也远远不如与东盟相连的广西、

云南，但在东南亚的闽籍华侨华人达 1000 多万，而且经济

实力雄厚，这是其他省份不能比拟的。 

3.要更加注重人文交流。经济是基础，是重要的抓手，

但不是唯一的目的。不能把“一带一路”建设看成单纯的经

济发展问题。中央提出这一战略构想，是基于当前我国周边

外交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发展睦邻友好的需要，目的是

以经贸合作为基础经略周边环境、打造互惠格局，推动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和人文全面融合，厚植

沿线人民情感根基。 

4.要坚持官方与民间相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和人文全

面融合，需要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两条路同时走，中央以官

方为主，地方以民间为主。日本战后也因为经济不对等和领

土问题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之后能够大幅改善与东南亚

关系，就是因为 70 年代后实施“福田主义”，在官方层面与

东盟建立对等信赖关系，在民间层面引导日企与当地经济、

社会环境融合，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友好民间往来，改变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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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各界对日本的观感。 

三、福建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构想 

从面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角度看，福建与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合作有三个层面：一是 12.4 万平方公

里的“陆上福建”。从深化自身改革和开放出发，敞开大门

与全球的投资者互利共赢，为我国开展新一轮改革开放和融

入世界经济积累新经验。二是 13.6 万平方公里的“海上福

建”。扩大合作区域和范围，加强与“海丝”沿线地区的海

上合作，为我国与东盟等地区建立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新

途径。三是人数与现有福建人口相当的“海外福建”。延伸

合作内容与方式，发挥台港澳和闽籍华侨华人的纽带作用，

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和人文全面

融合作出新贡献。 

“三个福建”中，“陆上福建”是主体，“海上福建”是

拓展，“海外福建”是延伸，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构成新

时期福建对外开放的路线图。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任务是：根据国家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从实际出发，围绕“五通”，发挥

台港澳侨优势，找准定位，扬长避短，主动融入，不遗余力，

尽力而为，以“三个福建”为载体，统筹经贸与人文、官方

与民间、走出去与引进来，实施项目带动，推动与沿线国家

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劳务技术合作、海上合作、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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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取得新突破，经过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道路联通的重要节点、贸易畅通的前沿地区、货

币流通的对接平台、政策沟通的重要窗口和民心相通的重要

纽带，成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和重要的桥头堡。 

四、我省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要加快“陆上福建”建设速度，把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和实现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从

目前看，相关省市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性高、主动

性强、力度大，主要意图是在呼应国家战略的同时，为地方

赢得发展机遇。同时，中央部委对各地也持开放态度，“一

带一路”建设有很大的作为空间。我省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重要省份，当前任务是要把“一带一路”建设和

实现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有机结合起来。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历史影响大、亲和力强，可以作为对外宣传和开展

跨区域合作的主线，成为福建对外开放的新亮点，成为吸引

台湾同胞共同参与的新焦点。通过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为福建加快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创造更加开放的营商环

境。因此，我们要提高认识，乘势而为，主动作为，集思广

益，争取更多构想、更多项目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二）要加大“海上福建”建设力度，扩大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海合作。争取与东盟联合开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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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矿产、海洋能源与油气等资源调查和勘探开发，进一步探

明主要海洋矿产资源储量，建立一批海洋矿产开发和深加工

基地。建设国家南方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成为国内一流、国

际有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水平。完善东盟水产品交易市场和东盟水产品期货市

场，加强与东盟渔业合作，组建现代化远洋捕捞船队，建成

一批境外远洋渔业生产基地、冷藏加工基地和服务保障平台

等。争取建设海洋资源市场化配置平台，加快设立和完善东

盟水产品交易市场和东盟水产品期货市场。加大对福建涉海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扶持力度，重点支持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

交通主通道、主枢纽、口岸、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及国家

级中心渔港、一级渔港、二级渔港和避风锚地。 

（三）要加强“海外福建”建设，围绕“五通”先行告试。

首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活”的，不仅是过去时，还

是现在时，更是将来时。在历史上福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发祥地，在近 30 多年来福建的改革开放也是走在全国

前列，福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人员交流持续不断，

是“活的海丝”的担当者，这是我们的重要优势之一。第二，

习主席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

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除了道路联通与地理区位密切相关

外，其他“四通”关键是靠人。过去的丝绸之路是靠人特别

是华侨华人走出来、干出来的。福建华侨华人人数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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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影响大，是福建的重要特色，有条有能力为国家战略多

做贡献。为此，我们应发挥福建的“活海丝”和人脉、区位

优势，找准定位，重点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道路联通

的重要节点、贸易畅通的前沿地区、货币流通的对接平台、

政策沟通的重要窗口和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特别是与东盟

合作的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可以在福建先行先试。比如将平

潭等特定区域作为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率先开放的区域，降

低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股比、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创

新对赴东盟投资的管理方式和服务促进机制，深化试点外汇

管理开放政策；探索推动通关模式便利化改革，探索与东盟

开展关检合作，争取率先互认关检信息，建立海上丝绸之路

的大通关合作；借鉴日本研修生制度在特定区域特殊领域试

点引入东南亚劳工等等。 

（四）要推进福建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打造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载体和抓手。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时期扩大

开放的新高地，可以作为福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新载体新抓手。推进福建自由贸易园区建设可以借鉴台湾自

由经济示范区的模式，整合福建沿海的平潭、厦门、福州、

泉州等区域，赋予新的改革开放内涵。一方面可以推动与台

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全面对接和区域一体化，为闽台融合提供

突破口；另一方面以此促进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

区经济一体化和人文交流自由化，成为福建 21 世纪海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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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 

（五）要扩大妈祖文化在凝聚人心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影响力。湄洲妈祖信仰随着华侨华人传播到世界各地，有海

的地方就有妈祖信仰。目前全球妈祖宫庙也超过 1 万座，其

中海外就有 2000 多座，东南亚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妈祖信徒

来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妈祖可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民心相通的情感纽带。我们应整合湄洲岛两岸资源，努

力建设全球妈祖信众的朝圣岛，同时探索借鉴台湾民间宗教

团体对宗教信仰的现代化管理理念，探索妈祖信仰与慈善的

结合，让慈善跟着妈祖宫庙走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和世界各地，进一步扩大妈祖文化的影响力。 

（六）要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推进与境内外智库合作。

智库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扩大跨境跨区沟通中担当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国研中心也提出要打造全球智

库网络，智库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为此，要按照国家的工作部署，结合福建发展需要，大

力开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智库的合作。 

（作者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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