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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前景及政策建议1
 

摘要：“丝绸之路”曾是古代欧亚大陆商贸往来的动脉、文化交流的纽带、文明互动的长

廊；然而，近代海上运输兴起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本文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起中国，通过

北、中、南三线穿过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后，途经里海、黑海、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

半岛，西至欧洲和北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端是东亚东南亚产业链，另一端连接发达的

欧洲经济体和发展中的非洲，将成为亚、欧、非三大洲广大地区经贸人文交流的大动脉。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覆盖的人口近 30 亿，涉及经济规模约 23 万亿美元，无论从经济

总量、人口总量还是资源储量等角度都在世界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市场潜力巨大。

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一广大区域有很好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等领域的合作基础与

前景；但同时也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宗教和民族问题关系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和

国家体制差异较大等挑战。要实现合作前景和发展愿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亟需推

动经济、金融、教育、旅游、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提出及概况 

“丝绸之路经济带”最早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习近平主席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

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通过五方面的措施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建议：

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加强民心相通。从而以点

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欧亚大陆是人类重要的聚居区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2100 多年前，中国西汉

时期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在其后的千百年时间里，在一代代人的探索下，一条连接欧亚

大陆的贸易走廊不断延长和壮大。通过这条走廊，商人们将欧亚大陆东端生产的丝绸、瓷

器、茶叶等产品运往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同时将西方的香料等产品运往东部。人们

形象地将这条贸易走廊称为“丝绸之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域、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丝绸之路探索交流，互通有无，互学互鉴，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

融合与共同繁荣。丝绸之路成为古代欧亚大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代表。 

可以说，在海上贸易兴起之前，丝绸之路一度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是国际贸

易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然而，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尽管世界作为一个

整体，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人员往来日趋频繁；但受限于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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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欧亚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却屡屡陷于停滞。今天，丝绸

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对于再次疏通欧亚陆上贸易、加强欧亚各国的经贸关联、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地理经济学意义上看，本文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起中国，通过北、中、南

三线穿过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后，途经里海、黑海、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岛，西至

欧洲和北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端链接东亚东南亚产业链，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体

和发展中的非洲，将成为亚、欧、非三大洲广大地区经贸人文交流的大动脉。具体而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条线路分别为： 

 北线：从中国出发，经哈萨克斯坦，穿过俄罗斯南部，再经过乌克兰、白俄罗斯一

带，最后经波兰等东欧国家，到达德国，与西欧相连。 

 中线：从中国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到

土库曼斯坦后，沿着里海南岸，经土耳其，抵达欧洲。 

 南线：从中国出发，穿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经伊朗进入阿拉伯半岛，然后经埃及

进入北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三条线只是通过列出主要国家以便勾勒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

致轮廓；作为一个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上述

国家，而是包括了中亚、西亚、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不仅如此，丝绸

之路经济带对于推动区域融合和经济发展的意义还会辐射到更广的地区，如广大北非和欧

洲地区，以及欧亚大陆东端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产业链都将受益。即

便按照狭义口径估算，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人口 21.75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30.87%；覆盖

的经济总规模约为 16 万亿美元2，占世界总经济规模的 22.1%。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

济规模更大，占到世界总量的 26.9%。如果从广义的覆盖范围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

的人口约为 30 亿，涉及经济规模约 23 万亿美元，市场潜力巨大。  

                                                           
2
 按照 2012 年现价美元 GDP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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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概况 

 

GDP(10 亿

美元) 

GDP(按购买力

平价，10 亿美

元) 

人均 GDP(美

元) 

人均

GDP(按购买

力平价，美

元) 

人口(百万) 

阿富汗 20.50 46.55 687.25 1560.67 29.82 

白俄罗斯 63.27 145.05 6685.02 15326.50 9.46 

中国 8227.10 12268.60 6091.01 9083.20 1350.70 

埃及 262.83 533.91 3256.02 6614.23 80.72 

德国 3428.13 3377.53 41862.71 41244.75 81.89 

伊朗 - - - - 76.42 

哈萨克斯坦 203.52 229.57 12116.15 13666.84 16.80 

吉尔吉斯斯坦 6.47 13.23 1159.93 2370.33 5.58 

巴基斯坦 225.14 491.14 1256.66 2741.37 179.16 

波兰 489.80 854.19 12707.85 22162.19 38.54 

俄罗斯 2014.77 3373.16 14037.02 23500.96 143.53 

塔吉克斯坦 6.97 17.55 870.54 2191.86 8.01 

土耳其 789.26 1357.73 10666.06 18348.47 74.00 

土库曼斯坦 35.16 53.86 6797.73 10411.45 5.17 

乌克兰 176.31 332.74 3866.99 7298.10 45.59 

乌兹别克斯坦 51.11 105.20 1716.53 3532.83 29.78 

注：数据来源为 WDI，CCWE。 

二、合作基础 

2.1 经济概况及联系 

即便按照狭义口径3计算，丝绸之路经济带直接涉及的经济体的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

资量都在世界上占据较大比重：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到全世界总出口额的 23.9%，进口占到

22.1%，吸收的 FDI流入占到全世界总额的 25.7%。 

  

                                                           
3
 狭义口径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直接经过的经济体。南亚、阿拉伯半岛、里海、黑海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未包括

在计算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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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及 FDI概况 

 

产品和服务

出口(10 亿

美元) 

产品和服

务出口占

GDP 比重
(%) 

产品和服务

进口 (10 亿

美元) 

产品和服

务进口占

GDP 比重
(%) 

FDI 净流入

(10 亿美元) 

FDI 净流

入占 GDP

比重(%) 

阿富汗 1.13 5.52 8.03 39.16 0.09 0.46 

白俄罗斯 51.65 81.64 48.78 77.11 1.46 2.31 

中国 2248.38 27.33 2016.53 24.51 253.48 3.08 

埃及 45.81 17.43 67.93 25.85 2.80 1.06 

德国 1775.56 51.79 1572.54 45.87 27.22 0.79 

伊朗 - - - - 4.87 - 

哈萨克斯坦 96.88 47.60 61.73 30.33 15.12 7.43 

吉尔吉斯斯坦 3.20 49.46 6.46 99.70 0.37 5.75 

巴基斯坦 27.76 12.33 45.62 20.26 0.85 0.38 

波兰 226.07 46.16 224.54 45.84 6.70 1.37 

俄罗斯 593.11 29.44 446.09 22.14 50.66 2.51 

塔吉克斯坦 1.27 18.23 4.49 64.46 0.20 2.84 

土耳其 208.69 26.44 249.05 31.55 12.52 1.59 

土库曼斯坦 25.76 73.26 15.61 44.39 3.16 8.98 

乌克兰 89.77 50.92 104.54 59.29 7.83 4.44 

乌兹别克斯坦 14.25 27.88 15.23 29.80 1.09 2.14 

注：数据来源为 WDI，CCWE。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涵盖经济体在经济结构上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从产业结构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既有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

汗等农业占比超过 20%的工业化早期的经济体，也有以德国、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经济体。

从资源禀赋来看，既有人多地少、资源较为稀缺的经济体，也有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

等自然资源禀赋充裕的经济体。 

表 3：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三大产业占 GDP 比重概况 

 工业比重(%) 服务业比重(%) 农业比重(%) 

阿富汗 21.84 53.55 24.61 

白俄罗斯 44.36 45.90 9.74 

中国 45.31 44.60 10.09 

埃及 39.22 46.31 14.47 

哈萨克斯坦 39.50 55.84 4.67 

吉尔吉斯斯坦 25.96 53.85 20.19 

巴基斯坦 22.02 53.56 24.43 

俄罗斯 36.00 60.13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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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三大产业占 GDP 比重概况（续） 

 工业比重(%) 服务业比重(%) 农业比重(%) 

塔吉克斯坦 25.91 47.61 26.48 

土耳其 27.04 63.88 9.08 

土库曼斯坦 48.44 37.01 14.55 

乌克兰 29.82 60.93 9.25 

乌兹别克斯坦 32.39 48.69 18.92 

2.2 交通联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等，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现已形成全方位、立体的交通网络。 

2.2.1 铁路 

在丝绸之路的北线，经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的铁路

可以相互连通，构成连接欧亚的铁路干线，这条路线即“第二欧亚大陆桥”。 

在丝绸之路的中线，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

的铁路可以连通，并通过土耳其对接欧洲的铁路系统，也可以形成沟通欧亚大陆的铁路网。 

南线由于中东与北非的铁路基础设施薄弱，现在还不能形成铁路网。 

 

图 1  欧亚铁路网示意图 

注：资料来源为 www.mapsofworld.com。 

2.2.2 公路 

欧亚大陆之间的公路交通便利，由各国国家高速公路组成的泛亚公路网和欧洲高速公

路可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各个国家的快速公路运输。 

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是北线和中线上的两个重要连接点，在哈萨克斯坦，可以连接欧

洲 E40 公路；在土耳其，可以与欧洲 E80、E90 等公路进行对接。 

在南线，可由埃及连接中东与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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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泛亚公路示意图 

 

 

图 3  欧洲高速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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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航空与管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航空业较为发达，各国主要城市之间均有航班。区域性的航空中心

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哈斯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阿联酋的迪拜，俄罗斯的莫斯科以及德

国的法兰克福。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管道运输发达。

俄罗斯、中东地区以及欧洲都建成了分布密集的石油天然气管网。除此之外，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也建成了多条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如下图所示。 

表 4  重要跨国石油天然气管道 

名称 长度 类型 

里海沿岸石油管道（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1580 公里 石油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

耳其） 
1768 公里 石油 

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管道 3088 公里 石油 

俄罗斯-土耳其天然气管道 1213 公里 天然气 

阿拉伯天然气管道 1200 公里 天然气 

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1833 公里 天然气 

资料来源：CCWE。 

交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概括为三点：缩短运输时间、提高贸易额、增进交流。丝

绸之路经济带铁路网比较完善。相较于海运，铁路运输可以缩短运输时间；相较于空运，

铁路运输则成本低得多。以中国至德国的“渝新欧”铁路线为例，“渝新欧”东起中国重

庆，西至德国杜伊斯堡，全程 11000多公里，主要是经过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网的北线，

“渝新欧”平均运行时间 16 天左右，比海运欧洲节约 20 天时间4，随着“渝新欧”物流

成本的不断下降，其竞争优势将会全面提升。 

三、面临的挑战 

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前景值得期待，但是仍旧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涉及政

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只有积极、合理、正确地应对这些挑战，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具体而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4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1-07/02/content_128231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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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描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中线、南线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

北线所经地区除哈萨克斯坦以外，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东欧和西欧，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如目前已经开通从中国直达西欧的货运铁路。中线和南线所经

过的地区涉及中亚、西亚、北非等地，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地形地势复杂、发展水平

较低，要建设贯通这些国家的铁路、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难度很大。这些客观条件都会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进程并减少惠及到整个经济带的经济福利。 

第二，宗教和民族问题关系复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比较活跃。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覆盖的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诞

生过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这些地区民族、种族关系复杂，不同宗教之间、同一

宗教不同派别之间，不同种族和国家之间，常常为争夺土地、资源而爆发局部冲突，使得

这些地区社会环境较为动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合作和共赢。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环境，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社

会毒瘤的大本营，严重威胁着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和平发展的环境。 

第三，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国家体制相去甚远。 

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所经过的的地区历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时至今日经济发展依

旧乏力，俄乌之间甚至爆发冲突。中线和南线所覆盖的地区，巴以冲突、海湾战争、伊拉

克战争等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甚至伴随严重的后遗症。同时，丝绸之路

经济带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经济体制、宗教文化习俗相去甚远，

这些差异的存在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正视、尊重并寻求适当的合作方式，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前景将会大打折扣。 

第四，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战略格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的广大地区地处三大洲结合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油气资源储

量巨大。长期以来，这一地区都是大国争夺的焦点，该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近年来虽有一

些变化但基本稳定。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可能会冲击到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所以明

确讲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目的是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互利共赢，增进各

国的互信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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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建议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大胆创新、务实合作、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总体而言，

应遵循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先经济后文化的建设思路。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

之间应当开展经济、金融、教育、旅游、反恐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 

第一，充分发挥产业互补的优势，扩大经济带内部的贸易总量。 

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产业互补性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可提升的合作空

间。如北线的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有比较优势；而中线和南线的中亚、

西亚国家则具有丰富的油气等资源。通过加强各领域的产业合作，进一步扩大经济带各国

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提升贸易总量。此外，经济带各国地质地貌、自然风光、古址遗

迹等资源十分丰富，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中、南三线可加快旅游产业的开发，吸引

经济带各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观光游览，进而增加各国收入，提升国际形象。 

第二，增加对经济带发展滞后国家的贷款，帮助其基础设施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大部分国家发展较为落后，产业结构单一，抵抗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

较弱。尤其在当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国际背景下，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而拥有

较多外汇储备、资金较为宽裕的国家则可以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帮助较为落后国家获得经

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并提高其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可引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分担

部分风险。要提升这些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重要。有条件的国

家可以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帮助这些较为落后国家建设公路、铁路、网络、管道等

基础设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陆上相连的广大区域，可以用高铁将经济带各国迅

速串联起来。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这些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建设。 

第三，设置区域性政策性银行，加强金融领域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可以协商建立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承担区域内部担保融资、货

币合作、金融监管等职能，共同应对经济波动。当区域内成员发生金融危机时，提供资金

和政策援助，避免其经济衰退的风险。区域内成员国也可以开展货币合作比如货币互换，

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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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促进经济带国家人员之间相互学习与交流。 

人员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交流可以增进了解和互信，尤其是青年学生之间和领导干部之

间的互相交流更是如此。一方面，经济带上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拿出更多的名额

与奖学金吸引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青年学生去学习，有条件的高校尽量实行英文教学甚

至开办国际部，使这些留学生能更加适应当地的学习环境，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就是

一个较好的案例。另一方面，经济带各国一流高校的政府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可以以更加优

惠的政策吸引更多来自经济带其他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培训与学习，

鼓励他们与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多学习与交流，更多了解当地经济和文化。 

第五，加强反恐合作，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敌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覆盖的中亚、西亚等

地区长期以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盛行，严重威胁到该区域和平发展的环境和人民的生命

安全，经济带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加强反恐合作、加强信息共享，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暴

力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带各国的和平与合作的发展环境。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个概念高瞻远瞩，不同于

以往任何的区域合作概念，这个经济带跨域亚洲、非洲、欧洲，涉及经济、金融、教育、

反恐等诸多领域，只要经济带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挑战，大胆创新、务实合作，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合作前景和发展愿景将会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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