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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内涵与范围 

“一带一路”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是“五通三
同”。“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是统一
体、缺一不可。“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者也是一个整体，不可
分割，就是共赢。 

 
1，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证。“一带一路”

沿线每个国家在相关问题上都可能有不同的政策，甚至技
术标准质量标准等各异，这就首先要通过沟通，达成相关
项目的政策共识。在沟通中，既要利用好积极因素，又要
设法化解消极因素，以便形成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求同存
异，为项目建设开启政策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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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优先领域。设施
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指交通设施，还包括
油气管道、输电网、跨境光缆建设等。但重点是
交通设施建设。“要致富，先修路”或者“先修
路、后致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
通设施普遍欠发达，且高山、沙漠、河流不时阻
隔交通，给货物和人员交流带来不便。 

 



         3，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
内容。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了长
足发展，但各种贸易壁垒仍不便于扩大交往，因此，
需要使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便利化，加强信息交
换、海关、认证等方面的合作来拓宽贸易和投资。 
         4，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美
元的资金，任何一国都无力承担这样的巨额费用，
只能通过市场运作来筹集资金。一方面，要充分发
挥设立的丝路基金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
各国融资的作用。 



 5，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跨越各国

的“一带一路”战略若能获得沿线国家民众的支持，将会
顺利得多，反之，则寸步难行。所以，必须通过传承和弘
扬古“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开展广泛人文交流，加
强媒体合作、旅游合作等多种方式，来增进彼此合作和理
解，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涵盖66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的GDP和国际
贸易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涵盖45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
分之二。涵盖了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到人文
合作、金融合作、政府的发展战略对接与政策沟通等，是
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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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优势与面临的
主要挑战 

 主要优势：海岸线；经济实力；沿海产业群与临
港经济带；海上、陆地基础设施建设；充足的外
汇储备；制造业。 

 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阻扰与
牵制；俄罗斯； 

 南海争端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客观存在，中国东
盟双方政治互信不足；  

 技术实力不够强大； 

 沿线国家许多国家政局不稳；且大多为经济落后
国家。 

 



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 

1，日本的有力竞争。目前中日关系恶化，日
本更加积极地拉拢东盟等国家，东南亚是
它的老市场，在印度甚至在非洲，日本都
在有针对性地跟中国竞争，日本的资金、
技术实力、企业经营管理都具有优势。 

2，东盟、南亚等沿线国家内部对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仍存在疑虑； 



3，东盟和南亚等沿线国家隐性的贸易保护壁垒仍

然较多，加上近年来东盟国家对中国贸易的开始
出现逆差，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摩擦与矛盾。 

4，一些东盟国家对中资企业较多的资源开发、较

少产业投资和合作表示不满，认为中方掠夺资源，
不关注其民众利益。 

5，东盟和南亚等沿线国家国内的劳资关系问题、
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较为复杂，对企业投资不利。  



三、海丝战略为沿线国家带来的商机 

1，高铁【雅加达-万隆，150公里；万隆-泗水678公里】普
通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 



2，核电-华龙1号； 

3，电力：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电力设备； 

4，基础设施建设； 

5，旅游业； 

6，纺织、服装；钢铁；汽车； 

7，农业与粮食安全； 

8，海洋渔业； 

9，电信。 

 



四、对策思考 

1，政府部门应重新定位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高度重视东盟市场； 

2，在突出与东盟国家合作基础上，积极拓
展与南亚、非洲交流合作； 

3，充分利用华商网络，重视华侨华人的牵
线搭桥作用； 

4，利用优势互补，加大福建与东盟及非洲
的渔业资源合作力度； 



5 ，加快与海丝沿线国家构建友好城市和人文交流
圈； 

6，建立福建—海丝沿线国家产业人才培养基地； 

7，注重产业合作，尤其是制造业的合作； 

8，农业与粮食安全合作； 

9，积极参与东南亚、南亚经济特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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