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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新加坡 “一带一路” 现状与成效
齐嘉欣

（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2013 年,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上习总书记强调要发展 “一带一路” 建设的基本道路, 并在

之后的五年时间内得到了全世界 71 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作为东南亚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新加坡一直是我国国际贸易

合作交流的重要国家。 同时,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受到马六甲海峡的影响, 我国每年在进行国际海外贸易时就要通过马六

甲海峡达到最短航线。 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时, 需要我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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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是 “一带一路” 主要贸易国家的重要进

出口市场

  从总体看,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进出口实现较
快增长, 进口增速反超出口, 创五年新高。 通过分析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发现, 中国对沿线国家
贸易顺差连续三年收窄, 降幅明显。
2017 年,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扭转

连续 2 年负增长局面, 达到 14403． 2 亿美元, 较 2016 年增
长 13． 4% , 高于我国整体增速 5． 9 个百分点, 占中国进出
口贸易总额的 36． 2% 。 其中近五年来进口额增速首超出
口, 高出 11． 3 个百分点。 未来 5 年, 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口 2 万亿美元的商品, 鉴于 8 万亿美元的进口总量,
在以后的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 海上丝绸之路能够在国家
经济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 保障了海外贸易商品的不断
交换。

2 新加坡大力支持 “一带一路”

在对外贸易额排名前十位的 “一带一路” 国家中,
2017 年, 新加坡的对外贸易额为 6972． 1 亿美元, 高居第
二, 仅次于韩国。 从出口看, 新加坡的对外贸易额名列第
二, 为 3695． 5 亿美元。 从进口看, 新加坡的进口额为
3276． 7 亿美元, 在这些国家中仅次于韩国和印度。

中国与新加坡之前的合作贸易关系呈线性链接, 在给新
加坡输出物资的同时也通过国际贸易促进新加坡的经济资源

发展。 如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一带一路” 大数据中心 2018
年报告所述, 从贸易额比重同比变化看, 与 2016 年相比,
新加坡在 2017 年对中国的出口额比重有所上升, 从 13． 0%
上升至 14． 5% , 新加坡对中国的进口额比重略有下降, 从
14． 3%降至 13． 8% 。 而对中国来说, 新加坡也是重要的贸
易伙伴, 稳居于 2017 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额及
进口额前十位国家中。

我国 “一带一路” 建设的总负责人张高丽就在 “一带
一路” 的贸易发展建设中明确提出: “未来五年, 中国将进
口 8 万亿美元商品, 吸收 6000 亿美元外国投资, 对外投资
7500亿美元, 出境旅游 7 亿人次。 我们欢迎世界各国分享
中国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 这就是 “一带一路” 对于新加
坡的重要意义。

3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新合作

2019 年 2 月, 李显龙总理赴华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行前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指出, 新中关
系有巨大潜能, 新中两国在双边关系与区域都有互联共通的
发展前景, 通过新加坡与中国的密切贸易合作, 带动两个国
家的金融经济快速发展, 在 “一带一路” 建设的影响下多
领域沟通, 创新贸易交流, 为两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
机会。
3.1 互联互通

在互联互通方面中新合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金融合作

联系, 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新合作下的金融产物, 带动了
江苏沿岸的经济贸易发展, 保证在建设 “一带一路” 的过
程中能够从以往的合作关系着手。 苏州工业园是一个比较
成熟的项目, 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 对于它今后的发展,
新中两国正在探讨是否能够结合 “一带一路” 倡议。 同
时, 天津生态城作为中新合作的又一个生态经济合作项
目, 在推动两国友好发展的目标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天
津生态城今年庆祝成立十周年, 它的总体规划最近也有所
更新, 今后会按照新的规划来发展。 在 “一带一路” 的发
展前提下, 中新突破传统合作模式, 建立重庆战略合作区
域, 推动国内经济发展, 保证资源的流动和往来。 在与新
加坡签署的重庆开发战略中所推行的建设项目多达 137 个,
进一步促进了中新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融合, 保证区域经
济的互联互通。
3.2 金融合作

新加坡作为 “亚洲四小龙” 之一, 在金融方面有着超
前的经济实力。 同时, 由于新加坡处于重要航线交会处, 各
个国家与亚太经济合作中的相关国家机构都是通过马六甲海

峡进行国际金融商务贸易交流, 促进新加坡本地的经济资源
发展, 为中新合作打好了经济基础。
2014 年中新之间完善了主要货币的直接交流兑换措施,

加速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金融发展。 在新加坡当地我国建设
了中国金融贸易交易所, 使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更加便捷、
更加高效。 而在我国的发展中也推出了新加坡物流资源贸易
的相关交易种类, 加快了中新政府和社会经济的相互交流以
及一体化发展。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在 2018 年 3 月接受
专访时表示, 新加坡会继续发展这方面, 更好地利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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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行 “一带一路”。
3.3 第三方市场合作

在中新合作中多元化经济贸易发展, 推动第三方经济市
场合作, 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依据。 中方企业在
新加坡的金融政治体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进一步方
便我国向新家坡的资源输送。 同时, 第三方的经济市场合作
还表现在各个行业中, 不仅是海上物资的贸易交流, 在中新
（重庆） 战略中, 中新机场的不断建设为第三方经济市场合
作提供了交通基础。 新加坡方面也在积极参与配合我国所建
设的 “一带一路” 倡议, 这是两个国家之间贸易交流总量
提升的根本途径。

在 “一带一路” 建设的影响下, 亚洲各国之间的社会
经济环境产业优势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就如大华银行集团外
国直接投资咨询部主管张志坚所说, “新加坡, 是一个国际
金融中心, 更具金融、 法律、 税收优势; 泰国, 产业优势是
汽车业, 印度尼西亚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越南正在积极
发展科技制造业。” 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各自产业优
势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意味着庞大的
商机。 举例来说, 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基础金融市
场的构建中 “仅是东盟单方面, 每年估计就有约 2000 亿美
元的基础设施支出需要。” 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部主
管陈文发称。

在保证扩建亚太地区合作国家中的经济贸易交流, 新
加坡当地也在政府的坚持和推动下建立了有效的国际资源

咨询服务部门,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跨境投资和银行咨询
服务。 大华银行咨询部与区域政府机构、 当地商会和专业
的服务机构一起, 通过构建密切合作体制, 有效解决了地
区之间的贸易问题。 当前, 新加坡的大华银行是唯一一家
同时与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国际商会签署合作协议

的东南亚银行, “2017 年, 大华银行促成了从中国到东盟
近 200 亿新元 （约合 1000 亿元人民币） 投资, 大部分都
是通过新加坡完成的。” 在大华银行的不断支持下, 我国
大量的经济企业已经逐渐分布到东盟各个国家中, 实现了
经济的连通。
3.4 创新领域合作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在 2018 年 3 月接受新华网专访
时指出, “一带一路” 是两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焦点。 中国有
才华的人很多, 创新能力也很强。 新加坡希望能够引入中国
的科技, 因为新加坡也在打造一个 “智慧国”。

同时, 新加坡可以作为一个平台, 与这些创新企业合
作, 把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推广到整个东盟地区。 2018 年新
加坡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 这届的主题是 “坚韧与创新”。
东盟各个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问题。 新加坡可以
在其他东盟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伴中找到解决方

案, 把面对挑战的一方和能提供解决方案的一方连接起
来, 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利益。

3.5 专业服务领域合作

为了加强中新之间的专业服务领域合作, 中方对该项目
的发展和建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推动服务领域合作。 我
国每年都有赴新发展的相关服务性人才, 同时新方也设立了
相关服务培训专业技术,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官员
进行培训。

随着投资项目和资金的增加, 可能出现的商业纠纷也会
增多。 新加坡已有完善的平台给企业提供法务方面的服务,
利用现有的市场和社会机制来解决争端, 避免把这些问题政
治化。
3.6 “一带一路” 专网

新加坡是中国周边的重要邻国。 当前, 在建设 “一带
一路” 经济带中, 中新两国之间通过密切合作、 共同提升,
创造了良好的合作发展前景。 为更好地宣传 “一带一路”,
2016 年 3 月 8 日, 新加坡报业控股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携手打造了 “一带一路” 专网, 如今已迈入第四个年头。
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华文读者介绍 “一带一路” 的最新发展,
让更多不同领域的受众了解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尤其
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动态。

“一带一路” 专网获得企业界积极响应。 专网内容包括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宏微观介绍、 最新进展、 相关商机、
分析评论、 沿线区域信息、 人文旅游资讯等。 网站也请到对
“一带一路” 有深入了解的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 分享如何
利用这个区域互联互通网络拓展商机。

4 结论

“一带一路” 是我国对外开放总的战略思想, 是在新阶
段下中国走出去的一个全新的战略部署。 自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我国政府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 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联合新加坡政府共同努
力, 结合中方的大量贸易资源与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的入海
口, 连接着东西方的海上咽喉要道的地理位置, 扩大亚太地
区的经济贸易影响, 推动着双方经济的发展和不断进步。
“一带一路” 倡议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 是新
中两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 中国和新加坡
两国取得了积极成果, 未来将为两国和相邻国家带来更多福
祉, “一带一路” 必将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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