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

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

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

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

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

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

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

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

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

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一东盟(10+1)等既有合

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

的内涵和活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

质产能，它是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

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

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比马歇尔计划

内涵丰富得多．肩负着三大使命：

(1)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

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

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

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

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

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

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

础。

(2)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

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

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

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

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

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

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

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

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

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

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

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

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

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

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

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3)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

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

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

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

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

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l

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比如，“经济带”概念就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

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一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

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不同于历史上所出

现的各类“经济区”与“经济联盟”，同以上两者相

比，经济带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以及可操作

性强的特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本着自愿

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发扬古丝绸之路兼容并

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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