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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
主讲嘉宾

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兼任#当代亚太$主编"#南

亚研究$主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

长"中华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亚

太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副

会长!

'())*!""(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

室主任" 副所长&

!""(*!"''

年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工作%任所长%兼党

委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曾获国

务院特贴'

'(((

年(&入选中宣部)四个

一批 *项目 '

!""(

年 ("中组部 )万人计

划*项目'

!"'%

年(&

!"")

年曾为第十七

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讲课!

历史学博士"法学硕士! 现任同济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兼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共中央台办海峡两岸

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海洋发展

研究会理事" 中国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 上海市台湾工作办公室咨询专家

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环太国际

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复旦大学美国研

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上海市美国学会常务

理事等!

研究专长为亚太安全"全球治理"中国

对外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际核军备

控制等! 多次主持和完成国家和上海市重

大课题的研究工作!

夏立平
对话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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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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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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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G

月
:

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时首

先提出! 习近平指出&$为了

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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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创新

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 以点带面
H

从

线到片
H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

作! %

3544

多年前张骞开辟的

$古丝绸之路 %东起长安 '今

西安 (#西达罗马 "曾是横贯

东西# 连接中国与亚欧各国

重要的贸易通道!五彩丝绸#

瓷器和香料络绎于途" 为古

代东西方之间经济# 文化交

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经

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 这条

贸易通道被誉为全球最重要

的商贸大动脉!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

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

发展区域! 东边牵手新兴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

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大#最长和最

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带! 涉及总人口近
!"

亿"

领土总面积超过
F:5I

万平方公里"占欧亚大陆

的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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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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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
345F

年
54

月
F

日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

时首先提出的! 习近平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

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

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使用好中国政府设

立的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出

现! 唐朝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

之中国经济重心转向南方" 海上丝绸之路取代

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 南宋和元

朝时期航海技术的突破和经济贸易的空前需求

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

分为东线和西线两条线! 东线是向东直抵朝鲜

半岛和日本! 西线是向西通达东南亚#南亚#西

亚#北非#欧洲等! 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由
$&"

多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访问了
!"

多个南亚和非

洲的国家和地区! 但由于明朝后期实行海禁"以

及清朝继续海禁政策" 直接导致中国退出海洋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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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主要有西线# 东线

和南线三条线! 西线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

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

中东#北非"通达欧洲! 东线将不仅直抵朝鲜半

岛#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且可以到达北美

大陆和拉丁美洲+ 随着北极环境变化和北极航

道的开通"甚至可以通过北极航道"抵达欧洲和

北美大陆东海岸! 南线将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

海"经东南亚抵达南太平洋国家"这是
35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李念摘自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

的)一带一路*建设$(

建设$一带一路%意义重大"它既是通过新一轮

对外开放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和再平衡的新举措"又

是通过发展沿路国家拓展中国发展空间#促进地区

繁荣稳定的新战略"因此"提出后当即受各界赞誉!

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解读

正在召开的
345;

年两会上" 外交部长王毅将

$一带一路%定为
345;

年外交重点!

然而"对$一带一路%的界定#涵盖的领域#经济

效益#地理情况#国际环境#优先次序等问题亟待细

化!

不少人将 $一带一路 %解释为是向西 #向南开

放"也有人强调$一带一路%是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还有人提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新的机制"而是

新时期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 ,人民日报-权威

评论对此的理解也很宽泛&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

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一带一

路%的交会之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从长

远看也可融入合作!

在地理位置上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内涵上不少

人理解主要是发展经济"亦有一些人认为"不仅在

于拓展对外经贸关系"也在于推动与相关国家的人

文交流! 还有观点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纯粹的

经济项目%"它$也涉及政治%"$这一倡议必须兼顾

政治与经济利益"这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

中国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已经拥有扎实

的合作基础"同时"丝绸之路意识已在各国落地生

根"许多国家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战

略有效对接!

3456

年
;

月"哈萨克斯坦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分别表示"愿意$积极

参与%! 同月"巴基斯坦总统也表示&$巴中经济走廊

建设进展顺利"巴方愿为加快实施有关项目提供便

利"希望双方加强电力合作! %

I

月"孟加拉国总理

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也具

有重要意义"孟方愿积极参与! %

3456

年
F

月",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欧加强交通运

输关系潜力巨大"双方决定共同挖掘中国丝绸之路

经济带倡议与欧盟政策的契合点! %

I

月"意大利总

理访华期间认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

议富有创意! 再度唤醒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

该月的,中阿论坛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指出&

$双方愿进一步推进中阿产业合作发展" 特别是深

化能源#金融#人力资源领域合作! %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挑战

近年来"美日俄纷纷实施了力图主导该地区事

务的战略举措"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美国新丝绸之路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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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国会通过

$丝绸之路战略法案%!

3455

年
:

月"时任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在印度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

54

月"国

务院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

之路战略%"并向国际伙伴通报! 其主要目的是谋求

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控制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

产资源"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南亚新秩序"削弱

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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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美国主导#共有
53

个国家参与谈判的

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意设置高门槛限制中国加入! 将

使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趋向复杂"增加中国地缘政

治与安全压力!

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

3455

年
54

月"普京在

,欧亚地区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

中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在欧洲和亚太地区

间起桥梁作用"跟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

平坐!

3453

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称之为欧亚

经济联盟"

345;

年
5

月
5

日正式启动! 吉#塔#亚已

表示要加入! 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许多

重叠之处"寻找两者之间可行的契合点"这是摆在

中俄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日本"丝绸之路外交#!

5GG:

年"日本前首相桥

本龙太郎提出$丝绸之路外交%战略"该战略把中亚

及高加索八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并把这一地区

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

3446

年"日本推动设立了$中亚
'

日本%对话机

制"其主要意图在于&在毗邻中国的地区培养$亲日

国家%"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在石油和天然气资

源的开发和进口方面牵制中国"牵制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

一些亟需要论证的问题

首先"向西#向南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效

益的论证有待深入! 第一"向西开放"无论是经由前

苏联加盟共和国走向欧洲还是经由巴基斯坦走向

中东"都路途遥远"沿途地理条件恶劣"人口稀少!

不少文章提到向西开放沿线人口多达
66

个亿"经

济总量约
35

万亿美元 " 分别约占全球的
IFR

和

3GR

! 这显然是简单地把欧亚大陆人口加在一起的

结果"不提具体路线! 丝绸之路经济带到底有几条

线路/ 到底有多长/ 途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如何/ 建

铁路成本几何/ 沿线两边一天行程范围内究竟有多

少人口/ 这些需要确切答案! 第二"无论走哪条线"

沿途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不少国家行政效

率低下"会直接影响通关效率与营运成本!

其次"对向西开放涉及的地缘政治问题缺乏论

证! 向西开放的一条主线是经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通向欧洲! 俄罗斯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一直是现实

主义的"非常看重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再次"向东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面临

不少问题和挑战! 在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凸显

的背景下"不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上升"特别

是越南#菲律宾和日本对中国敌对情绪增强! 这些

都对我们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极为不利!

!李念整合贾庆国"张蕴岭"袁新涛等观点(

一带一路!地区合作的"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