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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总

体战略，现已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推动该倡议不断发展，

需从现实问题入手，以具体问题、具体措施落地来实现战略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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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大经济走廊概况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各方热烈响应，六大经济

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

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规划与推进将是未来

工作重点。六大走廊作为“一带一路”骨架，需明确各自优

先推进的方向和发展重点，实现协调并进的目的。 

    （一）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定位为“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目的是加强中巴在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合

作，打造一条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公

路、铁路、油气管道及光缆“四位一体通道”为支撑的经济

大动脉。  

战略意图：（1）帮助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通过经

济发展逐步实现国内稳定，确保其能长期作为中国推进南亚、

中亚战略的前沿阵地；（2）依托巴方配合，打击新疆“三

股势力”，维护新疆稳定；（3）借助巴方合作，逐步实现

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在阿拉伯海及海湾地区的常态存在，提高

中国在这一地区保障能源通道、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目前挑战：巴内部对经济走廊路线选择还存在争议。 

当前工作重点是要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与巴方

充分沟通，明确中方的关切：首先，中方希望该走廊能够在

短期内发挥旗舰项目的示范作用，以增强“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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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其次，中方希望该走廊能够很快实现自我维持功能，

为此，建设路线要选择经过巴人口密集、产业较发达的区域，

以确保基本运输量；其三，中方希望巴方以中国经济发展经

验为借鉴，减少内政消耗，促进走廊整体发展。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该走廊处于陆上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连接部分，是“一带一路”重要构件，也是中国实现

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战略的重要部署。目前，该走廊联合工

作组已召开两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将于 2015 年底在印度召

开，届时将就建立四国政府间合作机制进行磋商并发布四国

联合研究报告。 

战略意义：该走廊与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有重合，可

帮助中国将影响力逐步从缅甸辐射到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

推动中国大西南开放。 

目前挑战，一是印度东北部复杂的民族分裂问题。印度

采取的政策是将日资企业拉入其东北部经济发展项目中。而

日本的“回报”是在中印领土之争中表示出明确立场，日本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 2015 年 1月参加第 8 届印日外长战略

对话时，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印两国有主权争议的“阿鲁纳恰

尔邦”地区
1
是“印度领土”。二是缅甸大选后的复杂形势。

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执政将给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带来

很大不确定性。 

                                                             
1
 编者注：该‘邦’辖区面积的 90%以上为我国领土藏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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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作重点是，中方可利用孟加拉对其被边缘化的担

忧，发挥孟加拉积极性来推动印度。一方面，因孟加拉在地

理上被印度完全包围，迫切希望能打开对外通道，因此其对

该走廊积极性最高。另一方面，由于印东北七邦对孟加拉有

过境需求，因此孟加拉对印东北部地区有较大影响力。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该走廊连接中国东北三省和俄

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能将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与欧洲

经济圈链接起来，是一条潜力巨大的经济走廊。当前，蒙、

俄领导人对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态度积极，在中方经济走廊

建设同俄“欧亚联盟”、蒙“草原之路”战略对接上也有明

确共识，这为推进该走廊建设奠定坚实政治基础。 

目前挑战是，该走廊建设会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限制：

（1）俄罗斯不会让中国主导该走廊发展，也不会在关键项

目中让中蒙单独进行双边合作，一定会寻求关键项目的知情

权和决策权；（2）蒙古坚持“多头下注”外交策略，不愿

与中俄完全捆绑，会适当控制走廊发展节奏。近期，蒙提出

“永久中立国”政策，就是避免其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 

该走廊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伙伴互信。利

用蒙对中国港口的依赖，吸引蒙加入上合组织，引导蒙“向

西”发展。 

（四）新亚欧大陆桥。这一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西

至荷兰鹿特丹港，全长 10900公里，辐射 30 多个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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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该线比北线大陆桥少 3000公里运距，比绕道印度洋和

苏伊士运河的水运少 1万公里运距，运费节约 20%，时间节

约一半。 

目前主要担忧，一是该线运量不足影响可持续发展。二

是沿线途径哈、俄、波等多国，通关成本高。因此，如何依

托便捷的铁路运输系统，推动沿线国家通关便利化、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等，是该线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中国与俄罗

斯、白俄罗斯等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规

划对接已达成协议，这将极大推动该走廊建设。 

（五）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该走廊与新亚欧大陆

桥有重叠
2
，是中国-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3
的必经之地。 

目前，中国同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已先后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双边合作协议，与哈“光明

之路”、塔“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土“强盛幸福

时代”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一批物流合作基地、农产品快

速通关通道、边境口岸相继启动或开通。该走廊未来将不断

延伸至伊朗、伊拉克、沙特、土耳其等西亚北非地区众多国

家，成为另一条打通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走廊。 

该走廊当前发展总体形势不错，但仍有地缘政治风险：

（1）俄罗斯对中国—中亚石油管道绕开俄不满，担心此举

                                                             
2
 编者注：路线均为从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出国境后，经由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 

3 编者注：该管道西起阿姆河右岸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

克斯坦南部，从霍尔果斯进入中国，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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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强中亚国家对俄经济独立性，也会间接削弱俄在本地区

的传统影响力；（2）该走廊深入伊斯兰世界腹地，面临伊

斯兰极端主义加剧、阿富汗未来形势不明朗、中亚国家政治

形势不稳定等复杂局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原教旨

思潮借助该走廊可能更易进入新疆等地。（3）中国对中亚

国家的重视，使得美、日、印等大国加大对中亚投入。近期，

安倍晋三和克里相继访问中亚，“一唱一和”地启动了“5+1”

合作模式，意在对冲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 

（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该走廊依托中国-东盟

自贸区，连接中国珠三角经济圈与中南半岛各国。在通关便

利化、合作机制化、政策沟通多层化等方面的发展，必将对

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带动效应。目前，两广地区已在积

极推进沿线大城市间合作，并通过产业园区开发和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推进该经济走廊建设。目前发展困局是，南海问

题影响中国与该地区合作的整体氛围。 

 

二、 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是陆路与海路的关系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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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明确界定了“一带”与“一路”的

不同特点。实现陆海统筹联动，应明确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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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重点不同。“一带”与“一路”面对不同区

域，发展经营重点不同。陆路突出经济走廊，而海路突出港

口建设、海洋经济、海洋环保等特点。 

（2）需要对接配合。“一带”六大经济走廊发展布局

需要“一路”提供相应配合，如中巴经济走廊需与瓜达尔港

发展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需与缅、孟港口发展对接，中

俄蒙经济走廊要与秦皇岛、天津、大连等港口发展对接，新

亚欧大陆桥要与连云港发展对接。 

（3）重心协调一致。“一带”整体向西，“一路”重

点也应向西。这样才能保证两者共同发展，共同推进。 

二是维护海洋权益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 

南海争议对“一带一路”发展构成挑战，维权与发展周

边经济合作存在冲突。维护海洋权益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

是： 

（1）维权是首要，不应以牺牲权益换取经济发展。中

国崛起不仅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地区公共产品， 

“以德服人”、“以利诱人”，也要展示维权的决心和能力，

绝不给周边某些势力“趁火打劫”的机会。同时，维权要有

明确底线，不能严重伤害中美关系。 

（2）维权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维权要有理、有利、

有节，以“反制”为主，不宜主动出击。周边小国与中国存

在实力差距，或因中国的“主动出击”而采取“置之死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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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的政策，彻底倒向美国。 

（3）以经济发展推动维权是基本思路。岛屿主权争议

是零和博弈，只有通过经济合作将双方经济利益蛋糕做大，

才能为维权提供基础。因此，管控分歧、注重大局、加深经

济全面合作是解决维权与发展这一问题的现实选择。 

 

三、协调好“三个关系”的对接 

 

一是国内与国外关系的对接，即“一带一路”与 31 省

市发展的对接。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内外一体化

系统，它强调发挥国内各地区积极性和比较优势。“一带一

路”与国内区域开发开放有机结合，就是以沿边地区为前沿，

以内陆重点经济区为腹地，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引领，实

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

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考虑各地地理区位。经济走廊要实现地理上的互

联互通，要求毗邻地区的交通对接，因此不同省市应对接不

同走廊项目。如东北地区对接中俄蒙经济走廊，新疆、西藏

对接中巴经济走廊，云南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广西对接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二）考虑各地产业优势。“一带一路”不仅是地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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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对接，还是产业、产能的对接，因此要根据国内不同

地区的产业优势，分别与不同的经济走廊对接。 

    （三）考虑各地传统联系。如东南亚各国中有大量粤、

闽等地华侨，要利用传统文化、经济渊源上的联系发挥他们

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二是 60多个国别政策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九

十多个港口和城市、三百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几千个重点项

目。因此要： 

（1）三个层面的对接设计。根据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的

对接方案，一是选择已与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国家，建

立国家层面双边联合委员会，以充分发掘经济合作潜力；二

是根据项目和合作领域，选择部分国家组成某项目的联合委

员会，例如可探索在中亚国家间建立联合跨境道路联合委员

会。三是选择建立整个地区的联合委员会。 

（2）各区域不同重点领域的对接。选准每个对接国家

和区域的优势，鼓励优势互补。如中亚，重在石油管道经营；

印度洋沿岸国家，重在海洋基础设施和海上经济合作；新欧

亚大陆桥，重在道路便利化等。 

（3）与区域内大国的对接。地区大国都有自己的区域

利益和对外战略，在某些方面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一带一路”

的拓展，如南亚印度、东盟印尼。因此应采取措施化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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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担忧，注重增信释疑，赋予它们一定程度的知情权、发

言权和共同决策权，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加深合作。 

三是线内与线外（拉美、非洲国家）国家的对接。 

    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宏大倡议。

那些不属于“一带一路”范围涵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拉

美国家，担忧中国的经济外交重心有所调整。为此，我们需

向国际社会明确传达以下信息： 

   （1）中国“一带一路”是发展倡议，是鼓励中国企业走

出去。它是具有包容性和共享性的经济合作形式，不是搞封

闭贸易集团。中国根据彼此切实可行的需要进行合作，不限

定特定区域。中国欢迎线外国家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一带一

路”建设中来。 

   （2）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形式重塑整合。中国与非洲、拉美国家都已存在这样的双边

或多边合作框架，“一带一路”与这些合作框架是相互补充

的。线外国家更可发挥自身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3）中国没有排斥拉美、非洲国家。中国与欧亚大陆

国家通过陆路相连，与拉美、非洲国家通过海路相连。因此，

欢迎它们以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加入“一带一路”建设。 

 

（责任编辑：刘琨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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