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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 连接亚太、欧洲两大经济圈 

• 贯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和
非洲等区域 

 



中亚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 
 
•从纵向看，“9·11”事件、新兴大国崛起、世
界金融危机和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等，是新世纪
之初国际关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从横向看，国际关系四方面特点：（一）国际
政治关系合作与矛盾并存；（二）国际经济关
系“相互依存”与竞争同在；（三）“非传统
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安全问题依存；（四）
“软国力”竞争上升，社会信息化影响增大。 

 



 
（一）多极化加速, 国际格局深入调整 
 

•两极体系解体，世界进入多极化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催化新一轮国际格局调整 

•美国加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木秀于林”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绕开或取代WTO相关规则，加快全球经贸
规则的重构。 
 



 
（二）全球化面临转型的压力 
 

 

•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 

•“海强陆弱”，贫富差距 

•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弱 

•对失衡的“全球化”进行再平衡 
 



 
（三）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双刃剑”
效应 

•全球治理需求增加，国际社会应对乏力 

•发达国家控制和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全球治理体系供给却愈发不足 

•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的趋势 

•促进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天时、地利、人和，“一带一路”构
想应运而生。 

 

（一）共建“一带一路”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
潮流 

•“三低”和“三高”风险交织显现 

•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若干瓶颈问题：基础设施
、资金 

•应对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
放的需要 
 
•中国经济“新常态”：高速增长转向为
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
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历史性发展新阶段：中国由净
资本引入国向净资本输出国转变；中国
的产业由国内向国外转移。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中国对外开放
区域结构转型的趋势； 

•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改革开放转型
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 

•“一带一路”还可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国
内改革 
 



 
（三）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各参与
方的根本利益 
 
•“一带一路”可使亚欧非大陆及海洋连成一体
，极大促进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 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抢存
量，而做增量。也要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中一些
不尽合理的成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
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增
量改革”，对国际秩序有针对性补充。  

•“一带一路”计划顺应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
家结构转变的需要。 

 



 
（四）“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与机制 
 
•（1）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命运共同体 

•（2）共商，共建，共享，提供公共产品 

•（3）开放包容，求同存异。“以点带线”、
“以线带面” 

•（4）兼容并蓄、战略对接。不“另起炉灶” 

•（5）天人合一、人海合一。经济合作为主轴
，人文交流为支撑，共促和平、友好、开放、
包容、互利。 

 



 
三、“一带一路”倡议之内涵与外延 
 
•（一）“一带一路”的建设五大方向 

•（1）波罗的海方向。“一带”重点方向
之一就是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
； 

•（2）波斯湾、地中海方向：从中国经中
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3）印度洋方向：从中国至东南亚、南
亚、印度洋。 
 



 
二、“一带一路”倡议之重要意义 
 
•（一）共建“一带一路”是时代发展的
产物 

•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
息化潮流 

•“三低”和“三高”风险交织 

•制约经济发展的若干瓶颈 

•应对全球经济 “新常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3/29/c_127633416.htm


•（4） “一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
口经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5）南太方向：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
海到南太平洋。 
   

 



 
 

6个经济走廊和若干海上支点 
 
 1. 新亚欧大陆桥 

2. 中俄蒙经济走廊 

3.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4.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5. 中巴经济走廊 

6. 中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以经济增长辐射周边，是对传统发展经济学
理论的超越。 

 



海上以重点港口为支点，共同建设通
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例如：在南亚和东南亚，港口群建设可
包括： 

•孟加拉国的吉大港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缅甸的皎漂港 

•印尼的比通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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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 
 
  全方位合作，涵盖“五通” ： 

（1）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 

（2）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 

（3）投资贸易合作重点内容 

（4）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 

（5）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 
 





“五通”可拓展为八个具体合作领域 

 

•（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资源开发、
金融、人文、生态环保、海上合作）。 

 

•重点合作领域：（1）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2）国际产能合作。 
 





 
（三）主要合作协议和先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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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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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个国家签署产能合作协议，覆盖亚、
非、拉、欧四大洲 

  包括：同哈萨克斯坦首创一揽子产能合作
新模式，总金额200多亿美元。 
 中国政府设立首批100亿美元中非产能合
作基金，同非盟签署“三网一化”合作谅解备
忘录并开展对接。 
 产能合作聚焦周边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
作园区、临港工业园建设等。 

  中法、中韩决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
创南北和南南合作新模式。 
 





诸多重大项目开工实施 

  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方向，海上丝绸
之路两个大方向，各有一重大项目。 

  中国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已经确定，中
老、中泰铁路开工在即，泛亚铁路网，
已在中线迈开步伐。这些重大项目起到
重要示范作用。 
 



 
 融资方面，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
对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形成有益的补充。 

•中国还将向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
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
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 

•此外，还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在多层次的金融
支撑体系下，融资有望得到有效保障。 
 



民心相通与合作便利化方面 

•中国与沿线国家交流密切，教育、文化
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
互免签证协定 

•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
签便利。 
 



  
四、推进“一带一路” 风险和挑战 
 
（1）国际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三大地缘
政治板块新旧矛盾交织；全球增长结构
、产业结构和资本流动结构性变化。 

（2）地缘政治风险。中东、中亚、以及
南亚在国际关系学界被称为“战略不稳
定弧”，此地域项目之政治风险和经济
风险值得高度重视。 
 



（3）国际金融风险。经济全球化“双刃
剑”效用时而凸显，“一体化”与“碎
片化”交织共生。须谨慎而为，规避汇
率波动和防范债务风险。 

（4）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经
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达程度、法律法规
体系极为不同。必须将沿线国家的政治
、法律环境等研究透彻。 
 



（5）非传统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
”区域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沿
线国家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等存在
巨大的差异。 

（6）大国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一些
人对中国的意图抱有不信任与猜忌。参
与的广度和深度也因不同判定而各有不
同；一些不稳定因素难以消除。 
 



美日 

顾虑 

欧洲 

困难挑战 

欧洲、亚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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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拉 

顺带肯定中国外交 

亚非 

盛赞丝路精神 

亚非传统丝路沿途国家 

高度评价 



 

（7）“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
细化。近期、中期、远期等规划还有待
进一步完善。政府在设计决策和推行国
际公共产品方面需要积累经验；企业自
主需积累跨国大规模市场经营管理经验
；一带一路还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国际化
专业人才；另外国民的文明素养、法律
意识和市场诚信意识等均有待提高。 

 



踏青归来马蹄香 



 
五、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 
 
 香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和
特殊作用，内地无法取代。  

 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和作用
，体现在《愿景与行动》对香港的定
位。 

•一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二是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
，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特首梁振英有精辟论述。他认为，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有中国优势，同时
有“两制”的优势。 

•此外，香港还有诸多有利条件。通过参
与和服务“一带一路”，实现自身经济
的转型提升： 一是为“一带一路”提供
国际人才； 二是为“一带一路”提供融
资平台； 三是发展海洋经济等等。 
 



结语 

   

  多极化、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区域
局部动荡不断，但世界总体和平、发展
、进步为大势所趋。大国博弈加剧，合
作与竞争并存，格局转换、秩序变革和
经济调整三重叠加。中国变量之影响显
著扩大，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不断增强。  
 



 
 
 

  



 
 
 

  



  展望“一带一路”雄关漫道、千
里足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栉风
沐雨、砥砺前行。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