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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叠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

举办,全球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关注前所未有。本文着重梳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逻辑、十

年中所获得的发展,以及这一倡议对中国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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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23 mark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thir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giving unprecedented global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decade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what impact it has had on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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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日,一部纪录片《通向繁荣之路》的播出翔实展示了过去

十年中“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向世界清楚地传递着一个消息,

全球运转的格局,已经改变。自2013年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发表重要演讲,正式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时至今日,“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概念已经拓展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含义更丰富,覆盖更广

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经济带中来,越来越多

的中国创造走出国门。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中亚峰会上将“一带一路”称为惠及世界

的“幸福路”。一直以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和研究更

多停在贸易、民生上,“一带一路”的目标定位也是谋求共建国

家的利益交集或最大公约数,因此围绕“一带一路”的研究多从

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二是

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但“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中国和世

界的远不止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逻辑、建设过程,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研究。 

1 世界是通的 

“世界是平的”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扁平分工时代的描述。

而“世界是通的”,则是“一带一路”所倡议的互联互通新世界

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可谓中国开放发展的神来之笔,它将两

千多年前的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交流路激活,发展鼓励共同现

代化与文明复兴,将现代技术与古代丝路完美融合,唤醒了尘封

的交流路、友谊路。“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今结合中外交融,站

在历史、文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个角度都展示着中国智

慧和世界智慧。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一带一路”倡议唤醒古丝路沿线文

明的历史记忆和各民族共同复兴的梦想。曾几何时,亚欧大陆是

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孕育了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三大文明

古国,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在地理大发

现后,海洋取代陆地成为决定全球化的力量,丝绸之路也渐渐被

边缘化。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着眼陆地和海洋,通过由铁路、

公路、航空、航海、通信等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之路,

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帮助新兴国家成功崛起。 

从文明的互鉴交往中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丝路文明的

继承与创新,引领人类时代的新文明。西方在近代建立的现代化

是竞争的现代化,实现了一部分人快速的财富积累,也给地球和

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西方依靠暴力掠夺的现代化成

果掩盖了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平发展与文明复兴。这一体系

下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发展也非共同的发展。而自张骞出使

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开始,丝路就作为西域和内陆友好往来的象

征,无数文明的种子在这条路上撒下。“一带一路”倡议将人类

四大文明古国串在一起,再次建立起文明的交流之路,以文明复

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助推快被遗忘的内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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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文明的复兴,推动人类文明的复兴、转型、创新[1]。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景中看,“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中国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低端迈向高端的同时,实现了对沿线国家

软基硬件的帮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重启古丝绸之路,打破

了近代海洋贸易的传统。这一举措超越了自然经济地理的限制,

帮助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成功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的国内国外双循环结构,实现时间空间并进,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共济的大发展格局[2]。 

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共同复兴的机会。“一带一路”

格局的形成,中国“五通”政策的推进,让欧亚非的互联互通更

进一步,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亚非国家的比较竞争力,让亚

非国家的弯道超车成为可能。“一带一路”格局的形成,提供了

中国发展的方案,让发展中国家的体系、发展模式除依附发达国

家之外有了新的选择。 

从美美与共的外交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用好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蓬勃发

展。面对历史发展中的变革性趋势与不确定的未来,中国始终强

调全球化不是单向度的开放,国际社会应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同时亟需进一步发挥各国政党的外交功能。“一带一路”

倡议希望沿线的国家秉持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的共识,在充分尊重沿线各国对参与的合作事项的发言权的

基础上,共同治理、共担风险、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倡议正表明中国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和

可持续的国际新安全观、外交观,构建国际秩序新的理念。 

2 新理念如何“通”世界 

中国从清末的“睁眼看世界”到60年代改革开放,一直希望

融进所谓的世界主流。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

中国正从加工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为全球提供先进中间品的生产

基地过渡。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之一,世界主流却不

愿再让中国接轨。而“一带一路”倡议堪称是二十一世纪的地

理大发现,但此发现不是重复后来者居上的路径,而是着眼于世

界共同发展之道,不是被迫融入而是各美其美。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国内,破解中国缺乏结构性权力的难

题。为什么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却仍在很多领域受制于人？归根结底是中国在失去

了近几百年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失去了世界的话语权。作为全球

最大对外贸易国的中国没有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没有大宗

商品的定价权、没有决定产品质量标准的定质权。只有占领更

大的市场,创造更新的科技,中国的标准才会成为世界的标准。

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名片的好时机。戴翔

等学者[3]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也获得了显著正向的提

升。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沿线国

家发展建设,充分发挥我国技术市场化能力,把数量的优势变成

质量的优势,变成结构性的权利。由此,“一带一路”着眼于产

品、产业标准、大宗商品定价权、贸易规则制定权,以期提升中

国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的结构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国内,对我国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开放

和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2018》

的数据显示,从国内地区看,截至2017年,东部地区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11494.1亿美元,占到中国与沿线国家

进出口总额的79.8%。从整体区域看,东北地区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其次就是西部地区。以我国“一带一路”

沿线重点省份东北3省和西北6省为例,这9个省市因为历史、地

理位置等因素,生产要素不能完全流动,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不均

衡。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将大量投资和资源集聚在沿海地区,

产生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使区域差距存在并

越发严重。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西域的古道又重现了千

百年前的辉煌,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

逐渐形成内外联动、区域协同的开放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地促进了国内大循环通道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大通道的畅通,在国内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开放格局。在“一带一路”的共建过程中,中亚、西亚、

中东、中东欧、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被确定为重点合作区

域。我国西部地区因此成为了我国开放的前沿阵地。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建设,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长江经济带

相连接,进一步畅通了国内大循环的物流通道,并提升了我国与

亚、欧等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这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更

为有力的通道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着眼国内,更布局于时代。从人类文

明史和全球进化史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秩序新理念的

实验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是世界经济

多极化与全球经济治理西方主导的冲突；二是全球经济治理与

国家经济社会治理的矛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正

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现出应有的大国担当[4]。随着中

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不断鼓吹“脱钩断

链”,国际政治深刻变化。国际组织外交日益成为公共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表明我国始终坚决捍卫多边贸

易体制的决心[5]。 

从当前技术变革进程来看,未来是物联互联的时代。“一带

一路”布局互联物联,强调互联互通。“互”表示与国际接轨,

全方位开放；“联”表示万物互联,人机交互；“通”代表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随着我国“五

通”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

更加密切,货物贸易多样化且发展动力强劲,服务贸易创新多维

发展[6]。中国充分利用自己工业门类独立而完整,资金充足以及

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等优势,帮助沿线国家修路架网,实现无

数人期望的欧亚非互联互通,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建“一带一路”

为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区域的产业合作特别是制造

业领域分工合作创造了新机遇[7][8]。 



经济学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5 

Economics 

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两

百余份文件,合作领域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社会、

海洋、电子商务、科技、民生、人文等。2013年至2022年,中间

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比重由49.8%升至56.3%。中国

的纺织品、电子元件、基本有机化学品和汽车零配件等商品在

沿线国家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增长迅速。“一带一路”经

济带建设以来,我国依托陆上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

撑,打造出多个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有效拉动沿线国家经济增

长。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方贸易增加4.1%,

吸引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GDP增加3.4%。受益于“一带一

路”建设,2012年至202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份额

提高3.6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测算,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

每年将为全球产生一点六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

2015年至2030年,七百六十万人将因此摆脱绝对贫困,三千二百

万人将摆脱中度贫困。“一带一路”真正成为了融通历史,造福

人类,着眼未来的“幸福路”。 

3 结语 

“一带一路”提出十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全

球贸易和经济外交贡献了中国智慧,惠及沿线大量国家和人民。

当前,“一带一路”的大写意已经基本完成,进入“工笔画”时

期。但我们仍应看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与挑战,主要包括如何打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孤立和技术封锁；如

何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地表达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如何进一步扩

大和巩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要求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全球经济治

理能力；突出责任和担当,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新议

题为重点,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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