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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专 论#

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
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研究

韩永文!袁惊柱

!!摘要& 区域能源安全问题是影响高质量发展框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只有解决好区域性能

源安全问题% 才能从关键环节破除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新模式下的能源体系系统转型协调风险% 为中国式现

代化语境中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自主可控的能源综合服务能力& 在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的新模式下% 面

对区域能源安全的基础性' 关键性和系统性问题% 亟需重构总体国家安全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系统思维% 重视能源战略功能在区域间的协调% 加大能源运力和调度能力在区域间的协调% 统筹

好能源转型与能源系统安全的关系% 并从政策上加强对保障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能源运力与调度能力

建设' 打通能源创新链堵点和加强能源新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持% 尽快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夯实基础&

关键词& 能源高质量发展!区域能源安全!能源转型

作者简介& 韩永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袁惊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青年学者' 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将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

要内容之一& 对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提出了新要求+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 只有解决好区域性能源安全问题& 才能从关键环节破除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新模式下的

能源体系系统转型协调风险& 加快以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高水平统筹能源安全

与能源绿色化$ 低碳化$ 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自

主可控的能源综合服务能力+

一# 能源转型新模式下的区域能源安全问题

在碳中和逐渐成为全球主要共识的背景下& 能源转型已从工业化进程推进中以技术创新主导的供

给模式& 逐渐向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能源安全为主导的系统转型新模式过渡+ 在转型过程中& 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面临的区域能源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也更加重要+

'一( 源荷分布不平衡是区域能源安全的基础性问题

能源资源禀赋与消费负荷之间的不平衡始终是区域能源安全的基础性问题& 特别对于区域数量

多$ 幅员面积广的中国& 源荷分布不平衡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大问题+ 从能源细分行业来看& 我国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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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研究

炭$ 油气$ 水电$ 可再生能源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源荷逆向分布# 问题& 且煤炭$ 可再生能源等大

基地建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衡+ 煤炭生产主要集中在山西$ 陕西和蒙西 "三西# 地区& 且产能逐

渐向 EF 个大基地集中& 而负荷主要集中在沿海华东$ 华南和中部地区, 原油生产主要集中在东北$

西北$ 华北$ 山东渤海湾地区& 而消费则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 天然气生产主要集中在

四川$ 陕西$ 新疆等西部地区& 负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 水电可开发产能主要集中在

中西部地区& 负荷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可再生能源产能主要集中在西北$ 东北和华北 "三北# 地

区& 风电$ 光伏大基地建设使得产能进一步集中& 而负荷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 从省 '直辖市$ 自

治区( 级层面来看& 大多数地区存在能源源荷逆向分布$ 自给率低的问题& 有些地区甚至在进口和省

市间调入的情况下仍存在供需缺口+ 具体表现为% 广东$ 浙江$ 上海$ 天津$ 海南$ 湖南$ 湖北$ 江

西$ 广西的煤炭自给率很低, 山东$ 辽宁的省市间原油净调入量较大& 广东$ 上海$ 浙江$ 江苏$ 辽

宁$ 黑龙江$ 福建等东部地区石油净进口量较大, 江苏$ 北京$ 河北$ 浙江$ 福建$ 湖南$ 云南$ 宁

夏等地的天然气自给率较低& 需要依靠区域调入或天然气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 广东$ 浙江$ 山东$

江苏$ 河北$ 北京$ 上海$ 河南$ 湖南$ 辽宁等地的电力缺口较大+

'二( 运力与调度能力不足是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性问题

区域间能源供需协调需要建立在区域间电网和通道等能源运输载体协调的基础上& 主要包括煤炭

运输$ 油气管道运输和电力跨区域输送+ 煤炭运输主要通过铁路$ 水路和公路进行& 油气运输主要通

过主干管网和罐体车辆进行& 电力输送主要通过区域性大电网和特高压电网进行+ 不论是哪种运输载

体的建设与运营& 都需要在区域间进行充分的协调+ 在具体的区域协调通道上& 煤炭 "西煤东运 G北

煤南运 G铁水联运# 是当前主要的运输方式& 目前已经形成了 "九纵六横# 的煤炭物流通道网络+ 其

中& 动力煤铁路运输以晋陕蒙煤炭外运为主& 已经形成了 "七纵五横# 的铁路通道网络+ 海路运输和

内河运输主要通过北方 H 个装船港发运& 成为 "三西# 地区煤炭外运的重要通道+ 油气主要通过骨干

管网实施 "西油东送$ 北油南运$ 西气东输$ 北气南下$ 缅气北上$ 海气登陆# 的协调调度& 还需要

借助液化天然气 'I7C( 接收站和储气库进行调运+ 截至 JKJE 年底& 国内共建成油气长输管道累计

EL 万公里& 其中& 原油$ 成品油管道分别为 MNE 万和 M 万公里,

! 主干天然气管道达到 EENO 万公里&

累计建成地下储气库 '群( 和 I7C接收站分别共 JK 座$ JF 个+

" 电力主要通过大电网和特高压电网

实施西电东输$ 北电南送的区域间协调调度+ 截至 JKJJ 年底& 国内共建成电网 JJK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

路回路长度 PPJMLH 公里& 特高压工程累计线路长度约为 FFOEM 公里+

# 由于能源资源源荷逆向分布&

区域间的能源供需平衡必须有足够强的运力和调度能力作为支撑+ 事实上& 我国煤炭铁水联运仍存在

最后一公里的链接断点问题, 油气管道存在主干管道多$ 支线管道少$ 储气库和 I7C接收站发展不足

等问题, 电网仍存在大电网为主$ 分布式区域性小电网发展不足$ 特高压电网少且新能源电力出力及

并网不稳定等问题+ 这些问题使得我国能源的运力和调度能力不足以支撑季节性用能高峰和应急性供

能不足时的供需缺口& 从而导致 "拉闸限电#$ 高峰限电等区域性能源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在中长期

内依然是影响我国区域性能源安全的关键因素+

'三( 转型协调风险大是区域能源安全的系统性问题

在 "双碳# 目标融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战略的背景下& 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调整

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重点方向+ 一方面& 在能源 "双控# 向碳排放 "双控# 的政策导向转变下& 化

石能源生产& 尤其是煤炭生产& 受到了一定规模的产能扩张限制+ 同时& 化石能源产业链下游的加工

!!!'!

!

"

#

高鹏% -JKJE 年中国油气管道建设新进展. & -国际石油经济. & JKJJ 年第 M 期+

国际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等% -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 JKJJ. & 石油工业出版社& JKJJ 年+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JKJM. & 北极星售电网& JKJM 年 H 月 EK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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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利用的火电$ 石化$ 冶金$ 建材等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产能发展规模的限制+ 另一方面& 新能源

加速发展& 风电$ 光伏发电$ 生物质发电$ 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加快布局+ JKJJ 年& 我国新增风电$ 光

伏发电装机 ENJ 亿千瓦&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ENLJ 亿千瓦& 累计装机已达到 EJNEM 亿千瓦& 占全国发

电总装机容量的 FHNMQ,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达到 JNH 万亿千瓦时&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

MENOQ+

! 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调整也进一步加剧了源荷逆向分布的矛盾+ 在能源大基地

建设的加持下& 新疆等一些区域的化石能源与新能源产能均大量增加& 但输出能力有限& 导致产能过

剩$ 弃风弃光率高等问题+ "两湖一江#

" 等地区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深化& 只能依赖外来煤炭输入以

填补煤炭去产能部分的消费需求& 进一步增加了运力和调度能力不足的矛盾+ 特别是在季节性用能高

峰时期& 煤炭的输入量难以满足负荷需求& 从而导致高峰时段工业限电等问题时常发生& 影响产业发

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东北地区一些地方在煤炭去产能的同时大量发展新能源项目& 在可再生能源电

力出力稳定时能够产生较明显的减污降碳效应& 但一旦可再生能源电力在阴雨$ 无风等气候条件下无

法出力时& 会发生 "拉闸限电# 等区域性能源安全问题+ 还有一些地区如上海本地能源产能极少& 主

要依靠外来能源调入满足负荷需求& 本地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调整要受调入能源结构的限制& 能源结构

与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调整的系统协调性与区域差异多样性的结合& 使得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很难在区域

内和区域间同时协调& 进而出现能源供需失衡问题+ 这些问题增加了新能源转型模式下能源安全系统

性风险因素+

二# 破解区域能源安全问题需要有新的系统思维

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和乌克兰危机激化的综合影响下&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 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纵深推进+ 我国要在这种背景下推动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 必须以新系统思维统筹好安全

与发展的关系+ 其中& 在区域能源安全问题中系统统筹好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尤为重要& 必须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维构建能源安全的新模式&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思维构建能源转型的新模

式& 以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思维构建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新框架+

'一(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维构建能源安全的新模式

进入新发展阶段& 能源安全已由传统的以油气供给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安全& 转向了包括军事安

全$ 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信息安全$ 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为新增要素的能源体系安全& 需要以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来构建能源安全系统性分析模式& 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基础夯实国家安全的根

基+ 从 ERFR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的能源安全观已经从 "自给自足# 转向 "走出去#& 到强调可持

续发展& 再到 "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 的能源安全新战略+ 这种理念变化的背后是影响能源供应的因

素多样化$ 复杂化$ 系统化的发展结果+ 传统的能源安全模式主要是以油气供应安全为核心的地缘政

治风险分析为主& 新的能源安全模式不仅要分析油气供应的地缘政治风险& 还要分析能源生产的环境

风险和技术风险$ 能源供给的经济风险$ 能源转型的系统风险$ 国防军事的供给风险等因素+ 在这种

模式下& 区域能源安全既要考虑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能源供给安全& 包括能源生产的技术和环境安全$

能源运输的通道和运力安全$ 能源进口的地缘政治安全$ 能源转型的区域协调安全$ 气候异常时的能

源应急安全等& 还要考虑能源供给保障经济安全$ 国防军事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安全+

'二(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思维构建能源转型的新模式

随着能源生产从以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为中心转向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低碳新模式转型&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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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转型分析的重点将更加聚焦于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系统替代& 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进程及环

境效应+ 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维构建能源转型分析的新模式& 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推进

各个国家进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两方面的深刻

内涵% 一是建立平等相待$ 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 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二是要构筑

尊崇自然$ 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 能源禀赋千差万别& 要处理好各国在发展与减排上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 必须系统地分析各国的发展阶段$ 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减排做法及贡献等&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内涵为原则& 协同推进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一方面& 在发展与减排的权利和义务博弈上& 应该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维分析各个国家的横向与纵向发展& 尊重发展规律& 构建共同但有区别的

减排责任机制& 协同推进全球能源转型& 保障全球能源安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 在能

源消费与排放技术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应该尊重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普遍规律& 即一国在工业化

初期到中后期& 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规模会持续增长& 直至碳达峰+ 随着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在技术进

步驱动下逐渐实现绿色化$ 低碳化转型& 污染排放$ 碳排放规模会逐渐与经济发展脱钩+ 目前& 发达

国家经济发展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进入了再工业化阶段& 产业结构已主要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

高端环节& 且在排放技术方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基本已度过了碳达峰阶段& 正在探索碳中和的发展

路径+ 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基本未完成工业化进程& 产业结构基本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

环节& 且在排放技术方面仍比较落后& 基本还没有达到碳达峰阶段& 正在迈向碳达峰的过程中同时探

索碳中和的发展路径+ 在国家碳减排义务的谈判上& 既要重视当前的碳排放能力建设& 也要正视碳排

放的历史+ 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工业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历史碳排放承担减排义务& 在商品国际贸易中审

慎使用碳边境调节税& 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分享其在碳排放技术方面的先进成果& 助力全球能

源转型的顺利推进+ 另一方面& 各个国家应该主动推动国内减排能力建设&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思

维统筹好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在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中有序推进国家的能源转型向绿色化$ 低碳化方向迈进+ 如中国积极主动承诺 "双

碳# 目标& 并将其融入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国家战略中& 作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中长期

导向+ 在充分认识了 "以煤为主# 的国情基础上& 中国逐步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力度& 实现能源消

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 政策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 政策的转变, 同时积极发展新能源电力和

新能源汽车&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三( 以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思维构建能源高质量发展新框架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是解决好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路径+ 在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 必须以系统思维加快促进新发展理念在能源领域的深化& 构建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新框架, 以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在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全面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上& 建设能源强国& 提升能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综合能力& 为中国现代化强国系列

建设夯实稳固根基+ 能源高质量发展新框架不仅吸收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 而且还系统性考虑了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新范式& 主要囊括能源安全$ 能源科技创新$ 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 能源效率和能源国际合作五个维度的内容+ 在能源安全维度方面& 不仅包括传统油气的

地缘政治安全& 还包括能源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国防和军事安全$ 转型系统安全等方面的非传统性

安全, 在能源科技创新维度方面& 不仅包括研发投入强度等投入要素& 也包括发明专利等产出要素和

数字化发展等前沿技术趋势, 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维度方面& 不仅包括 "双碳# 目标$ 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建设等战略和政策效应& 也包括电气化$ 结构调整等现实路径探索& 还包括相关排放标准体系建

设, 在能源效率维度方面& 不仅包括能源终端消费利用的能耗和能效水平& 还包括产$ 运$ 储等全产

业链的效率, 在能源国际合作维度方面& 不仅包括能源系统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情况& 还包括参与

国际能源组织以及能源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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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区域能源安全为中心的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横演进& 全球能源安全面临更多风险& 全球能源转型进入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新模式& 统筹好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需要

以保障区域能源安全为切入点& 重视能源战略功能在区域间的协调& 加大能源运力和调度能力在区域

间的协调& 安全有序推动化石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与新能源加快发展在区域间的协调& 积极探索化

石能源和新能源产运储销用全产业链改革路径& 进一步平抑源荷逆向分布的矛盾& 化解系统性风险&

促进能源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不断提升能源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能力+

'一( 强化能源产能优化的区域战略功能

根据能源资源禀赋的区域分布强化能源产能优化建设& 进一步释放先进优质产能& 形成多区域$

多元化的能源生产体系& 增强其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安全稳妥推进能源转型等方面的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功能+ 以煤炭 EF 个大基地建设为依托& 加快对山西$ 陕西$ 内蒙古$ 新疆$ 贵州等煤炭资源

丰富地区的煤炭产能增规优化提质& 强化煤炭为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兜底的区域战略功能+ 在 "十三

五# 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下& 煤炭去产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但同时也加剧了煤炭供需区域

性矛盾+ 随着晋陕蒙新贵之外煤炭资源的枯竭退出以及煤炭调入省份需求的增长& 亟需晋陕蒙新贵增

加煤炭先进产能规模& 进一步加大核准核增先进产能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为煤炭调入地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提供充足的保供支撑& 同时& 也为各地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更好的兜底保障+ 在油

气产能建设方面& 除了强化国内增储上产能力以外& 要与俄罗斯$ 中东国家$ 中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

进一步深化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油气进口多元化$ 稳定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在核电产能建设方

面& 应在技术及商业化应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有序扩大规模+ 另外& 也要结合区域特征进一步促进水

电$ 可再生能源电力及储能的发展& 形成多元化的区域能源生产格局&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生产体系&

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奠定一个良好的转型基础+ 加大对西部地区水电的开发力度& 加强在 "三北# 地

区进行风电$ 光伏发电的大基地建设& 充分利用生物质资源发展热电联产项目或煤炭掺烧项目+

'二( 加快促进能源区域间运力和调度能力建设

进一步完善煤炭 "铁水联运#$ 油气管道运输$ 电网输配的运力建设& 构建区域间灵活调运的协

调机制& 为保障区域间能源供需平衡提供充足的运力和调度能力支撑+ 一是要着力加强 EF 个煤炭大

基地的煤炭铁路专线建设& 解决矿区和港口首尾一公里的断点问题& 畅通 "铁水联运# 的大通道+ 同

时& 加强 EF 个煤炭大基地间的运输通道和协调调度机制建设& 提升煤炭产能与运力的灵活性+ 二是

加大油库$ I7C接收站$ 储气库以及油气输送管道建设力度& 特别要加强进口口岸$ 国内油气生产基

地的油气储存和对外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并在不同基地之间建立协调调度机制& 建立区域性油气运输

和调度网络+ 三是要统筹大电网和分布式智能电网的建设& 以源荷匹配为抓手& 加强区域间变电所及

输配电线路建设& 以特高压电网建设提升区域间电力输送与调配能力& 以分布式电网建设提升源随荷

动的灵活输配电能力& 加快建设满足新型电力系统要求的电力输配和调度能力+

'三( 统筹好能源转型与能源系统安全的关系

首先& 要坚守能源全产业链安全生产红线& 牢固树立能源全产业链安全生产作为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一条红线的观念& 切实推动能源开采$ 运输$ 储存$ 利用全产业链条上的安全生产风险防护& 筑牢

质量强国建设的根基+ 一是引导能源企业建立一个以安全生产投入为重要维度的产品质量价格成本体

系& 疏通企业将安全生产投入成本通过产品价格显现的定价渠道& 从而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提供支撑+ 二是要建立以安全生产监管为重要维度的政绩考核投入产出评价体系$ 基于能源产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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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征收的环境治理修复机制和能源产品及环境质量检测评估体系+

其次& 要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系统转型+ 一是要加速化石能源全产业链绿色低碳高效改造升级+ 中

长期看& 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仍是我国的主体能源& 同时也是碳排放与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 在

"双碳# 目标融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战略的背景下& 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已成为一个主要趋

势& 特别是以煤炭清洁低碳高效利用为核心的化石能源率先达峰& 将成为助力碳达峰目标实现的重要

路径+ 要加快化石能源全产业链绿色低碳高效改造& 助力碳排放 "双控# 政策实施, 加强能源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 深度促进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协调发展& 有序推进能源行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

型, 优先推动工业和交通等 "双高# 产业的电气化进程& 在化石能源下游的高端精细化工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为先进制造业发展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 二是要促进新能源多元化$ 协

调化$ 一体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作为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的重要内容& 而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阶段性目标+ 新能源的发

展& 特别是风电$ 光伏发电$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是实现 "双碳# 目标的重要路径& 但同

时也是影响能源安全的重大风险来源+ 因此& 必须根据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性水平分阶段有序推进新能

源多元化$ 协调化$ 一体化发展+ 根据新能源禀赋条件加快促进各地区多元化发展& 可以采取并入大

电网$ 特高压$ 分布式电网等多种形式发展, 根据地区能源禀赋与负荷情况& 促进新能源与化石能源

的协调化发展, 促进新能源利用采取保障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模式&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系统

集成成本+ 三是要增强能源体系源网荷储的灵活性与协调性+ 随着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进入新模式发

展阶段& 未来发展对能源体系的灵活性与协调性的要求会不断提高+ 只有增强源网荷储各环节的灵活

性与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 才能防范好区域能源安全的各种风险& 统筹好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关

系+ 在增强源网荷储各环节的灵活性方面& 坚持 "先立后破# 的原则& 促进源网荷储多样化发展+ 在

增强源网荷储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方面& 坚持能源供给安全为原则& 以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促进源网

荷储一体化发展+

四# 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考与建议

从 "十四五# 时期开始&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新阶段+ 要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系列建设& 必须首先夯实作为重要基础的能源的高质量

发展+ 围绕区域能源安全问题& 有必要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能源区域间协调能力建设和标准体系建

设方面加强政策引导+

'一( 围绕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区域产业政策

根据能源供需的区域特点制定针对性更强的产业政策& 以提升化石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核

心& 促进新旧能源融合发展& 保障各地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可考虑将新疆$ 甘肃等化石能源和

新能源资源丰裕的地区确定为国家能源绿色化$ 低碳化$ 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发展的示范区& 从产业

布局$ 国家财政税收支持$ 投资引导等多方面出台相关政策& 形成倾斜性政策支持& 探索以煤炭为兜

底$ 优先利用新能源$ 促进化石能源释放先进优质产能的转型路径, 将化石能源丰裕$ 新能源资源较

匮乏的地区确定为国家化石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示范区& 着重从污染物与碳排放减量$ 集约化发展

和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形成政策支持& 探索实行更高标准的 "超低排放#$ 前沿的碳收集储存利用以及

更系统化的数字化改造升级的发展路径& 引导化石能源产能朝着绿色化$ 低碳化$ 数字化等高质量方

向发展, 对于新能源资源丰裕且化石能源匮乏的地区& 应该确定为国家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着

重从新能源基地建设$ 新能源与产业融合方面给与政策支持& 探索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

统的构建路径, 对于化石能源和新能源资源均匮乏的地区& 应该确定一批国家电气化进程提升改造示

范区& 着重从能效提升$ 节能循环利用方面给与政策支持& 探索节能循环利用与降碳减污的融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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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对于不同类型区域间的合作& 应该确定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 着重从

高耗能产业向能源丰裕地区转移$ 发展替代接续产业方面给与政策支持& 探索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协

同路径+

'二( 围绕能源区域间协调出台促进运力和调度能力建设的政策

一是应该从国家政策层面实施区域间能源供需匹配优化战略& 以更加有效的区域间协调调度机制

建设& 形成以能源大基地为供给主体的常态化区域性能源供需关系& 明确能源供给主体与能源需求主

体的匹配配对& 并建立能源供给主体间的协调调度机制& 从而形成主体明确$ 匹配清晰$ 协调畅通的

能源供需区域间匹配格局+ 二是应该在国家政策层面支持实施区域间能源运输大通道建设& 进一步解

决煤炭大基地产区铁路运输专线到矿区的 "一公里# 和铁水联运到港口 "一公里# 的缺口$ 区域性

电网联通$ 成品油和天然气长输管道及区域官网互联互通建设等问题& 形成联通源荷$ 互联互通$ 灵

活调度的能源物流大系统+ 三是应该从国家政策层面实施区域间能源协调调度机制建设战略& 加强交

流电网与直流输电通道的支撑& 电力$ 热力$ 天然气等多种能源联合调度机制& 配电网与大电网兼容

互补& 煤电$ 气电$ 太阳能热发电与风电$ 光伏发电等电源协调运行& 能源多式联运的协调& 能源大

基地生产供应之间的协调& 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协调等机制建设& 形成在能源生产供应$ 通道建设

及运营$ 能源配送及消费上沟通畅通的协调调度网络+

'三( 围绕新型能源安全观出台促进标准体系建设和技术攻坚的政策

一方面& 在能源安全的新模式下& 应该加快从政策层面引导促进能源领域进行新的标准体系建

设& 明确能源高质量发展各维度上的具体阶段性发展目标& 形成集生产$ 运输$ 加工$ 转化$ 排放$

消费$ 贸易一体的系统化$ 动态化标准体系+ 首先& 重视政策对能源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持&

政策重点支持能源企业进行安全生产人才$ 技术$ 环境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及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并从

政策上疏通企业将安全生产投入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显化的定价渠道+ 其次& 重视政策对能源生产$ 加

工转换以及利用的效率及质量的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持& 政策重点支持全产业链能效$ 品质等方面的标

准制定+ 最后& 重视政策对能源全产业链上的绿色$ 低碳$ 智能等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持& 政策重点支

持污染减排$ 碳减排$ 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制定+ 另一方面& 应该围绕能源各细分行业存在的具体

"卡脖子# 技术& 出台促进技术攻坚的金融和人才支持政策& 打通能源创新链的堵点& 在提升能源创

新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基础上& 进一步促进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保障能源产业链供应链

的安全水平+ 应在煤炭节能节水$ 提效降本的关键技术装备& 火电灵活燃烧发电$ 整体煤气化联合发

电 'SC11($ 反应器与燃烧器的自主研发等技术& 油气精细勘探技术$ 深海工程技术$ 超高温井下工

具$ 高性能智能导钻技术$ 储层精准改造技术和地质工程一体化决策技术等& 光伏跟踪支架$ 电池低

温银浆$ 背板薄膜$ 逆变器和接线盒的芯片$ TU:胶膜等方面& 风电叶片的夹芯材料$ 电力电器件

'SCV?( 以及各类轴承部件上& 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 配备人才与资金进行集中技术攻坚& 构建助推

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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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十年的
成功实践# 经验与启示

陈文玲!谢兰兰

!!摘要&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得到了全球各国广泛响应& 共建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

秉承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理念% 以 )五通* 为主要内容和实现目标的互利合作扎

实稳妥推进% 不断拓展经贸' 科技' 人文' 健康等各领域合作空间% 探索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有效实现路

径% 构建了互联互通的全球性平台与载体% 取得了超预期的重大发展成就& )一带一路* 建设的成功% 弘扬

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世界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表明不同文明' 文化' 人文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可以跨

越% 极大拓展了中国战略腾挪空间和战略纵深& 全面总结 )一带一路* 十年的成功实践% 挖掘其中的重要

经验启示与蕴意% 是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在下一个十年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欧班列!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执行局副主任'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员(

谢兰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部副研究员&

!!JKEM 年& 中国首倡 "一带一路#+ 十年来& 共建 "一带一路# 从落地生根到一步步走深走实& 对

全球形成强大磁场&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积极支持和响应& 吸引了全球超 M"F 的国家参与& 覆盖全球

MKQ人口和 FKQ经济总量& 已经初步形成了跨国经济合作的基础框架和发展态势+ "一带一路# 倡议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为各国开创了一条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一# 共建 $一带一路% 十年的成功实践和重大成效

十年来& 共建 "一带一路# 将基础设施 "硬联通# 作为重要方向$ 规则标准 "软联通# 作为重

要支撑$ 同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 '以下称共建国家( 人民 "心联通# 作为重要基础& 不断拓展经

贸$ 人文等各领域合作空间& 探索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在持续深化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

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逐渐成为各方共建$ 世界获益的跨国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性优质公共产品+

'一( 政策沟通& 中国与共建国家及国际组织在政策沟通理解的基础上相向而行' 国际合作共识

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E;中国与共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持续深化战略规划$ 规则标准对接& 以各领域多双边合作为支

撑的国际合作架构基本形成+ 本着求同存异原则& 中国与共建国家就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进行充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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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协商制定合作规划和措施& 共建 "一带一路# 朋友圈持续扩大+ 截至 JKJM 年 E 月& 中国已与 ELE

个国家和 MJ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JKK 余份合作文件+ 共建 "一带一路# 伙伴遍及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大洋洲五大洲& 涵盖了 LJ 个非洲国家$ FK 个亚洲国家$ JH 个欧洲国家$ EE 个大洋洲国家和 JE

个美洲国家+

!

"一带一路# 倡议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战略及规划对接& 与俄罗斯的 "大欧亚伙伴

关系# 倡议$ 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 土耳其 "中间走廊# 倡议$ 蒙古 "草原之路#

倡议等地区发展计划和倡议对接& 与上海合作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组织对接+ 多方合作对接不

断深入& 国际合作架构基本形成& 显著提升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正外部性+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安理

会$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 亚太经合组织$ 亚欧会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有关决议或文件都纳入或

体现了 "一带一路# 建设内容+ 同时与东盟$ 非盟$ 中非合作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在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基础上& 充分发挥机制叠加增效作用& 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双边多边国际

合作+

J;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下&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平台与机制日臻丰富完善+ 作为 "一带

一路# 框架下最高规格$ 最大规模的国际多边合作平台和对话机制&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先后于 JKEH 年$ JKER 年成功举办两届& 与会各方达成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广泛共识+ 第一届论

坛形成的 JHR 项论坛成果全部落实& 第二届论坛形成的 JPM 项成果已完成或转为常态性工作& 并在能

源$ 税收$ 金融$ 绿色发展$ 智库$ 人文等专业领域搭建起了 JK 多个多边机制平台& 推进具体领域

的对话与合作+

" 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 JKJM 年举行& 将进一步加强共建国家的

高层交往$ 战略对接与政策沟通& 并深化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二( 设施联通& 在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建设了一大批标志性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 共建 $一带一路% 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E;以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为基础骨架& 一大批陆海空互联互通重大标志性优质项目稳步推进&

疏通了长久以来亚欧大市场的堵点+ 这为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构建高效畅通的亚欧大市场发

挥了重要作用+ 铁路方面& 拉合尔橙线轨道交通$ 匈塞铁路$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 雅万高铁和中泰铁

路建造顺利推进&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启动& 规划已久的中吉乌铁路

即将开工建设+ 公路方面& 中巴经济走廊 "两大# 公路顺利完工并移交通车& 塞尔维亚 THOM 高速公

路通车成为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首个落地项目+

# 这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开通运营& 对共建国家之

间和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巨大+ 以中老铁路为例& JKJE 年 EJ 月开通运营后& 国内 JK 余个省份

相继开行了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 已覆盖老挝$ 泰国$ 缅甸$ 马来西亚$ 柬埔寨$ 越南$ 孟加拉

国$ 新加坡等沿线国家& 使中国和东盟间跨境货物运输时间大幅压缩& 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货运时间

比海运缩短了近 JK 天+

$ 更为重要的是给参与的相关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如老挝正在从陆锁

国变为陆联国+ 目前&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跨境公路和跨境铁路三种物流组织形式已经实现常

态化运行& 至 JKJJ 年底& 目的地已覆盖全球 EER 个国家和地区的 MRM 个港口&

% 初步实现了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JE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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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一带一路网+

国新办% -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五大类 JHR 项成果全部落实. & 央广网& JKER 年 F 月 JJ 日, 国新办% -第二届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 达成 JPM 项成果. & 新华网& JKER 年 F 月 JP 日+

蒋希蘅$ 马庆斌$ 杜忠明$ 李锋% - "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持续深化. & -经济日报. & JKJM 年 F 月 MK 日+

张典标等% - "一带一路# 十周年% EK 个故事见证蓝图变实景. & -新华每日电讯. & JKJM 年 M 月 R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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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共建国家持续推进港航领域深度合作& 海上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 目前中国与全球 JKK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OKK 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 海运服务覆盖 "一带一路# 沿线所有沿海国

家+

! 截至 JKJJ 年底& 中远海运集团在全球投资码头 LO 个& 其中集装箱码头 FR 个& 集装箱码头年吞

吐能力 ENMJ 亿标准箱 '?TA(& 居世界第一& 遍布东南亚$ 中东$ 欧洲$ 南美洲及地中海+

" 招商局

集团在南亚$ 非洲$ 欧洲地中海及南美等地区共投资参资 JO 个国家地区的 LK 个港口+

# 中资企业参

与投资建设运营的海外港口效益稳步提升& 有力支撑了所在国经济发展+ 例如&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

装箱吞吐量从 JKEK 年的 PP 万 ?TA增加到 JKJJ 年 LOL 万 ?TA& 成为地中海第一和欧盟第四大港口&

年吞吐量世界排名从 JKEK 年第 RM 位提升至 JKJE 年第 JO 位,

$ 吉布提港吞吐能力显著提升& JKJJ 年

在全球 MFP 个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第 JO 位&

% 为非洲第一,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意大利瓦多集装箱

码头$ 阿联酋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码头在中资企业的参与下效益显著提升& 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 的

重要航运支点+

M;共建国家间国际航空航线网络加快拓展& 空中 "丝绸之路# 航线网络密度越来越高& 大大增

强了共建国家间航空运输通达性+ 至今& 中国已与 EKK 个共建国家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 与 OF 个

国家保持定期客货运通航+

&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国外机场为所在国搭建起空中互联互通的通道+ 巴

基斯坦新瓜达尔国际机场基本修建完工& 预计 JKJM 年正式运营& 将成为巴基斯坦境内最大的民用机

场+ 尼泊尔唯一的国际机场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改建项目竣工& 对改善尼泊尔航空基础设施条

件具有重要意义+ 多哥首都洛美纳辛贝埃亚德马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完工& 有效提升多哥航空安全水平

和民航运营能力& 助推机场成为西非地区重要航空枢纽之一+ 柬埔寨新金边国际机场项目正在有序施

工建设+

F;中欧班列初步实现欧亚大陆全覆盖& 成为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 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

新载体+ 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 昔日 "丝路驼队# 承载的古代文明& 如今已被有 "钢铁驼队#

之称的中欧班列赋予了新内涵& 成为深化亚欧大陆经贸合作的陆路运输新载体+ 目前& 中欧班列的西

线$ 中线$ 东线三条运输主通道& 基本形成了对亚欧地区全覆盖的交通物流网络& 截至 JKJM 年 F 月

底& 国内出发城市 EKR 个& 通达欧洲 JL 个国家的 JEE 个城市&

' 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洲全境& 构建了

一条贯通欧洲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脉+ 中欧班列运输能力持续增强& 从 JKEM 年开行之初的 PK 列迅速

发展到 JKJJ 年的 ENO 万列+ 截至 JKJJ 年底& 累计开行突破 ONL 万列$ 运输货物超 OKK 万标箱$ 货值

MKKK 亿美元+

( 中欧班列的快速成长还带动了亚欧海铁$ 公铁$ 空铁等多式联运大发展& 以铁路为支

撑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形成& 为国际运输体系变革注入了新活力+

'三( 贸易畅通& 共建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 在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畅通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E;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之间的经贸活跃度不断提升& 为盘活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了新动

!!"%!

!

"

#

$

%

&

'

(

郝金钰% -中国交通这十年% 向海而兴回顾海运振兴之路. & 中国交通广播& JKJJ 年 EK 月 EJ 日+

资料来源%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小鹏财经% -超级央企出海 E& 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 拿下亚洲非洲欧洲 O 大港口. & 网易& JKJJ 年 P 月 MK 日+

中远海运集团%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 中国一带一路网& JKJJ 年 M 月 JF 日+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市场财智 ' 8WXC=26/=@/&Y$3S%3$==)+$%-$( -JKJJ 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 '1XXS( 排行榜. +

吴婷婷% -航班正常率连续五年超过 PKQ& 四大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初具雏形. & -新京报. & JKJM 年 E 月 O 日+

李心萍% -E 至 F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LOEE 列!同比增长 EHQ. & 中国经济网& JKJM 年 L 月 JM 日+

裴剑飞% -十年来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 JKP 个城市& 累计开行突破 ONL 万列. & -新京报. & JKJM 年 M 月 EH 日+



'(') 年 第 * 期

能+ 这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经贸合作机制化安排持续完善健全&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不断提升& 贸易量质双升+ 商务部数据显示& 目前& 中国与共建国家签署或升级了 EL 个自由贸

易协定& 正在谈判中的有 R 个& 正在研究中的有 O 个+

! 截至 JKJE 年底& 与 EH 个国家建立贸易畅通

工作组& 与 FO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投资合作工作组& 与 JM 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与 EF 个

国家建立服务贸易合作机制+

" 截至 JKJM 年 J 月& 与 ML 个共建国家 '地区( 签署了 "经认证的经营

者# ':T<( 互认安排& 互认安排签署数量居全球首位+

# 各类高质量经贸促进平台为各国企业搭台&

溢出效应凸显+ 中国进口博览会自 JKEP 年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五届& 规模持续扩大& 参与国数量越

来越多& 成交额不断增长+ JKJJ 年疫情期间举办的第五届进博会共吸引了 EFL 个国家 '地区( 和国际

组织参展& JPF 家世界 LKK 强和行业龙头参加企业展& 回头率近 RKQ& 累计意向成交金额 HMLNJ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MNRQ+

$

JKJM 年广交会&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达 MHK 个& 占总参展

企业数量的 HMQ+

%

J;共建国家之间不断扩大贸易与投资规模& 优化了各国间的产业链分工布局& 推动上下游产业

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 "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指数报告 'JKER(. 显示& 共建国家间内部贸易占比

超过 MKQ$ 中间品贸易占比超过 OKQ& 产业链和供应链更加稳定+ 在 "一带一路# 和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1TX( 等重大经贸合作机制推动下& 中国与东盟已经成为相互贸易投资最活跃的

合作伙伴& 形成了紧密复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 东盟先后超过德国$ 日本$ 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

货物贸易伙伴+ JKJJ 年&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的前 EK 位国家中

有 O 个东盟国家+

& 中国和东盟加强合作意愿强烈& 潜力巨大& 陆续通过了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

系 JKMK 年愿景. 等战略对接文件& 致力于加强交通$ 能源$ 数字经济$ 绿色产业等方面合作+

M;经贸合作规则 "软联通# 对推动共建国家要素资源整合创新& 与各方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双向投资等领域全面协同发展作用积极+ 中国政府先后发布 -标准联通 "一带一路 # 行动计划

'JKEL)JKEH(. -标准联通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计划 'JKEP)JKJK 年(. 并取得积极成效+ 共建国

家标准信息平台不断完善& 截至 JKJJ 年底& 平台对涉及重点领域的 EMOE 项国内外标准的 FMMF 个关键

技术指标开展比对分析& 与 EM 个共建国家建立计量合作机制& 制定发布 "一带一路# 计量合作愿景

与行动+

' 截至 JKJE 年& 中国联合共建国家制定中医药$ 智能电网$ 船舶等领域国际标准 OPJ 项& 成

体系发布交通$ 航天$ 建材$ 消费品等领域国家标准及能源$ 交通$ 铁路等领域行业标准外文版 EOJM

项+

( 截至 JKJJ 年 O 月底& "一带一路# 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倡议理事会成员 MO 个& 观察员 MK 个& 税

收协定网络扩大到 EEE 个国家和地区& 构建了 "一带一路# 多边税收合作长效机制+

)

F;共建国家不断加强基础设施$ 交通能源$ 农业$ 高科技产业和金融等领域投资合作& 有力促

进了各国经济增长+ JKEM)JKJJ 年&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向投资超过 JHKK 亿美元& 在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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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 "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JKJJ. & JKJJ 年+

任涛% -海关总署与澳门海关签署 :T<互认安排.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JKJM 年 J 月 P 日+

央视新闻% -今日进博丨 JPF 家世界 LKK 强和龙头企业& HMLNJ 亿美元/ 这届数据亮点多. & 第一财经& JKJJ 年 EE 月 EK 日+

央视网% -不断拓展 "一带一路# 市场!广交会带来互利共赢和处处商机. & 新浪财经& JKJM 年 L 月 L 日+

分别是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罗文% -强化市场监管使命责任担当!进一步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 JKJM 年第 E 期+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际标准合作处% -建党百年话标准% 架设标准之桥& 联通 "一带一路# .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网&

JKJE 年 P 月 F 日+

王雨萧% -第三届 "一带一路# 税收征管合作论坛达成六方面主要成果. & 中国一带一路网 & JKJJ 年 R 月 JJ 日+



共建 +一带一路, 十年的成功实践* 经验与启示

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 ENJ 万亿美元和 PKKK 亿美元+ 中资企业在沿线

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LHENM 亿美元& 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源和就业渠道& 仅就

业岗位就创造了 FJ 万个, 沿线国家在中国设立企业约 JNH 万家& 累计实际投资 LRR 亿美元& 形成

MKKK 多个合作项目+

! 部分共建国家积极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释放新兴市场潜

力& 实现了 "E GE GE ZM# 的效果+ 目前& 中国与法国$ 韩国等 EK 多个国家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

机制& 将中国优势产能$ 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 并与多国及多个国

际组织在数字经济$ 标准化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四( 资金融通& 共建国家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与融资渠道不断拓展' 探索出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的独有投融资路径

E;中国与共建国家全球性$ 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推进了金融领域的政策对接

与合作& 金融规则和标准不断完善+ 通过合理的机制安排& 广泛开展资金融通合作& - "一带一路# 融

资指导原则. 以 "平等参与$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为原则& 推动长期$ 稳定$ 可持续$ 风险可控的

融资体系建设& 加大对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贸易投资$ 产能合作$ 能源能效$ 资源等领域的融资

支持+ -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 提出有效支持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 "一带一路#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以提高 "一带一路# 参与各方投融资决策科学性& 加强有关国家债务管理能

力+ 同时&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5( 建立联合能力建设中心& 为共建国家优化宏观经济金融

框架提供智力支持& 与世界银行 '[V($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SSV($ 亚洲开发银行 ':\V( 等

共同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及相关发展伙伴对沿线国家提供融资支持+

" 目

前& 中国央行先后与超过 FK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在 JR 个国家和地区授权 ME 家人民

币清算行&

# 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TV,\( 签署加强第三方市场投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与共建国

家间的金融合作机制不断健全+

J;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一带一路# 框架下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展& 为高效实施 "一带一路# 重

大项目提供了金融保障+ :SSV成立以来已拥有 EKL 个成员& 覆盖了全球约 PKQ的人口和 OLQ的经济

总量+ 截至 JKJM 年 L 月& :SSV共批准了 JH 个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达 FEJNJ 亿美元& 其中基础设施和

能源投资占 LKQ以上& 覆盖了印度$ 土耳其$ 印尼和孟加拉等 MO 个国家+

$ 丝路基金为 "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 基金投资额逐渐增长& 至 JKJJ 年底& 丝路基金投资项目覆盖

OK 多个国家和地区& 承诺投资金额超过 JKK 亿美元& 涉及基础设施$ 资源开发$ 金融合作$ 产能合作

等领域+

% 中国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基金$ 债券等多种投融资合作方式持续创

新+ 中国工商银行牵头设立的 "一带一路# 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 'V,V,( 成员已覆盖来自 HE 个国

家和地区的 ELP 家机构+

&

"熊猫债# 发行主体已涵盖金融机构$ 非金融企业$ 国际开发机构和政府

类机构& 截至 JKJJ 年 EJ 月 E 日& PO 家发行主体累计发行了 MPJ 只 "熊猫债#& 规模合计达 OJOKNF 亿

!!"'!

!

"

#

$

%

&

商务部% -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 PQ. & 央视新闻客户端& JKJM 年 M 月 J 日+

国家统计局% - "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丰硕!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

七. & 国家统计局官网& JKJJ 年 EK 月 R 日+

翟朝辉% -中匈金融合作日益密切. & -经济日报. & JKJM 年 L 月 P 日+

数据来源% :SSV+

数据来源% 丝路基金网站+

中国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稳步推进国际化经营!全力服务新发展格局.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JKJM 年 M 月 R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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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此外& 上合组织银联体$ 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联体$ 中非银联体$ 中

国)拉美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等多边银行间合作机制相继成立+ 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 有力推动了

"一带一路# 金融合作向绿色$ 包容$ 可持续方向发展+

M;中国与共建国家互设金融分支机构不断增加& 中资企业服务 "一带一路# 金融支持能力不断

加强+ 截至 JKJE 年 O 月& 共有 EJ 家中资银行在 FH 个沿线国家设立了 EMR 家分支机构& P 家中资保险

机构在 R 个共建国家设有 EO 家机构+

" 人民币 "走出去# 扩大了共建国家间国际货币选择范围& 为投

融资提供方便& 降低融资成本& 防范金融风险+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1SX8(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银

联支付系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可& 1SX8 服务网络覆盖面稳步扩展+ 截至 JKJM 年 M 月底& 1SX8 系统

共有 HR 家直接参与者& EMFP 家间接参与者& 已为全球 FKKK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人民币信息

交互和支付清算服务& 覆盖 EPJ 个国家和地区+

#

'五( 民心相通& 共建 $一带一路% 在全球减贫( 教育( 医疗卫生( 民间交往等方面开展广泛合

作' 民意基础不断夯实

E;共建国家共同推动全球减贫合作持续推进& 增进了沿线国家民生福祉& 弥合了发展鸿沟+ 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将减贫摆在优先合作领域+ 共建 "一带一路# 在十年实践过程

中& 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凸显了强大的减贫功能& 依托共建 "一带一路# 平台& 中国大力开展民生援助

项目& 援助相关国家治穷减贫& 提供各种专业技能培训& 涵盖产业$ 教育$ 医疗等多个领域& 在亚

洲$ 非洲$ 南太平洋$ 拉美等地区持续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 在乡村基层社区实施 "减贫示范合作

技术援助项目#& 援建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 开展中非减贫惠

民合作计划$ 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等活动& 在共建国家开展了 MKK 多个 "爱心助困# "康复助医# "幸

福家园#+ 根据受援国诉求& 实施了一批高质量的 "小而美# 项目和加强能力建设的 "软服务# 援

助+ 如& JKEH 年中国菌草技术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重点推进项目& 至 JKJJ 年已在 EKK

多个国家落地& 为发展中国家畜牧业生产等发展提供了契机& 促进青年就业和减贫+

$

JKJJ 年 O 月&

中国启动了援建伊拉克 EKKK 所学校的教育项目& 致力于帮助伊拉克战后重建+ JKER 年世界银行发布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 "一带一路# 倡议仅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就可使相关国家 HOK 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

MJKK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状态& 并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 JNPQ ]RNHQ$ 全球贸易增长 ENHQ ]ONJQ$

全球收入增加 KNHQ ]JNRQ+

%

J;深入实施共建 "一带一路# 教育合作行动& 推动共建国家教育资源和经验分享+ 教育是最积

极有效的文化交流融合途径+ 中国设立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丝绸之路# 项目& 每年为 E 万名沿线国家

优秀留学生提供来华学习奖学金+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设立共建 "一带一路# 奖学金& 各省区

也设置了面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留学生的专项奖学金+ 截至 JKJJ 年 R 月& 中国同 EPE 个

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 与 ELR 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了孔子学院 '课堂(& 与 LP 个国家

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建设了 JM 个鲁班工坊& 成立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 设立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 启动 "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 深化中国)中东欧教育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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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解金融% -熊猫债新规来了. & 新浪网& JKJJ 年 EJ 月 R 日+

颜世龙% -报告% JKJE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ENP 万亿美元!创 R 年来新高. & 中国经营网& JKJJ 年 EE

月 H 日+

南生今世说% -今年 F 月份& 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 JNJRQ& 在跨境贸易中占比 FNHJQ. & 腾讯网& JKJM 年 L 月 JE 日+

齐顾波$ 吕慧琴% -JKJJ 年 "一带一路# 农业和减贫十大盘点. & 中国南南合作网& JKJM 年 E 月 F 日+

国新办%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 共产党员网& JKJE 年 F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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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 点面结合的区域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 截至 JKJJ 年 EK 月& "一带一路# 人才发展项目共

培养了来自全球 FR 个国家和地区的 OPL 名学员& 包括政府官员$ 企业精英和专家学者等+

"

M;多元化民间外交加深共建国家人文合作& 对增进互信$ 夯实民意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国

智库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研究& 发表了大量研究共建 "一带一路# 的文章& 从不同角度立论与建

言献策+ JKEL 年 F 月& "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成立& 目前联盟已拥有国内成员单位 EFE 家$ 国外

成员单位 EJJ 家& 基本涵盖了沿线国家重要智库& 先后出版了 - "一带一路# 热点问答. - "一带一

路# 跨境通道蓝皮书 'JKEO(. - "一带一路# 国际智库合作联盟研讨会对话集 '英文版(. - "一带一

路# 民心相通蓝皮书. - "一带一路# 跨境通道蓝皮书 'JKEH(. 等& 在国内外引起良好反响+

# 截至

JKJK 年底& HJ 个国家的 MLJ 家民间组织加入了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参

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 深入开展 "丝路一家亲# 行动& 共开展 MKK 多个民生合作项目&

共建国家社会组织建立了近 OKK 对合作伙伴关系& 涉及 PK 多个国家& 涵盖扶贫救灾$ 人道救援$ 气候

变化$ 环境保护$ 妇女青年$ 农业经济等 JK 多个领域+

%

"一带一路# 新闻合作联盟进入机制化运行

阶段+ 截至 JKJJ 年 EJ 月& 已有来自亚洲$ 非洲$ 欧洲$ 南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共 EKE 个国家的

JEP 家媒体加入联盟&

& 正在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F;共建国家公益$ 普惠的医疗卫生交流合作扎实推进& 架起各国间健康桥梁& 为增进各国人民

健康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建国家医疗卫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中国与世卫组织签署 -关于 "一带

一路# 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共同落实 JKMK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前& 中国已与 EOK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卫生合作协议& 并制定了 -推进 "一带一路# 卫生交流合作实施方案 'JKEL)

JKEH(. -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卫生健康交流合作的指导意见 'JKEP)JKJJ(.+

' 共同发起和参与

中国)阿拉伯国家卫生合作$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 新疆与中亚诸国卫生合作$ 上合组织成员国卫生

领域合作等 EK 余个国际 '区域( 卫生合作机制+ 中国积极推动建设 "健康丝绸之路#& 打造援外医疗

新亮点+ 在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控$ 应对卫生领域突发事件$ 远程医疗$ 促进医疗人员和机构交

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如& 实施了中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人才培养计划 'JKJK)JKJJ(& 开展澜湄千

人公共卫生人才培训& 赴南太岛国 "送医上岛#& 依托 "一带一路# 医学人才培养联盟和医院合作联

盟等机制为共建国家培养卫生管理$ 公共卫生$ 医学科研等专业人才+ 在医疗援助方面& 中国援外医

疗队在全球 LO 个国家设有 EEL 个医疗点工作& 累计向全球 HO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M 万人次&

诊治患者 JNR 亿人次+

(

'六( 绿色丝绸之路& 共建国家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成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鲜

明底色

E;共建国家加强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共筑绿色丝绸之路& 绿色发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 "一带

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JKJE(. 显示& JKJK 年以来& 以碳中和为核心的绿色发展目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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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关情况介绍. & 中国教育新闻网& JKJJ 年 R 月 JK 日+

许维娜% - "一带一路# 人才发展项目探索服务贸易新模式. & 人民网& JKJJ 年 EK 月 JP 日+

资料来源% "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网站+

资料来源%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召开抓住 ,1TX新机遇& 推动中国)东盟务实合作.& 人民网& JKJK 年 EE 月 JR 日+

龚鸣$ 霍文$ 赵益普$ 闫韫明% -过上好日子& 丝路一家亲 '命运与共( . & -人民日报. & JKJE 年 L 月 MK 日+

资料来源% "一带一路# 新闻合作联盟网站+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 "一带一路# 未来十年思路研究. & JKJM 年 O 月+

白波%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OK 周年& 全球累计诊治患者 JNR 亿人次. & -北京日报. & JKJM 年 F 月 R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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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得到积极响应& J"M 共建国家均提出碳中和目标+ 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并不断完善绿色发展合作机制+ 十年来& 共建国家通过领导人互访$ 高峰论坛$ 国际研讨促进交流与

合作& 搭建了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 平台+ JKER 年 F 月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 来自

FM 个国家的 ELK 余家合作伙伴加入联盟& 启动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 绿色能源与效率$ 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等 EK 个专项合作内容+

! 相继发布 -绿色 "一

带一路# 与 JKMK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JKER(. -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 'JKER(. 等 O 个

政策研究专题报告+ 成立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 打造绿色发展的国际高端智库, 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 -关于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 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

了 LK 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 与 JP 个共建国家发起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 通

过实施 "绿色丝路使者计划#& 为 EJK 多个共建国家培训了 MKKK 人次绿色人才+

#

J;共建国家间气候环境生态合作日益深化& 把推动绿色转型作为重要优先事项+ 生态环境和气

候变化国际合作是共建 "一带一路#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一

直坚持与共建国家气候治理目标相互衔接& 在 -巴黎协定. 框架下推动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 按

照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和要求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积极推动把 "一带一路# 打造为落实全球气候

治理目标的重要平台+ JKJE 年中国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 JKMK 年实现碳达峰& JKOK 年实现碳中和&

同时宣布将不在共建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新增煤电项目+ 中国与共建国家将全球气候治理作为 "一

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投资$ 绿色金融发展$ 环保技术和绿色产业合

作中共同推动低碳发展+ JKEO 年起& 中国先后在发展中国家启动了 EK 个低碳示范区$ EKK 个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和 EKKK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 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 共

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M;推动共建国家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合作& 携手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JKJE 年 EK 月& 中国发布

-JKMK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提出加强与共建国家在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 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

提高境外项目环境可持续性& 打造绿色$ 包容的 "一带一路# 绿色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JKJJ 年 M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见.& 作为绿色丝绸之

路建设的顶层设计& 明确提出深化同共建国家生态环保与气候变化国际交流合作& 重申推进共建国家

间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 绿色交通$ 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 绿色能源合作是绿色产业合作的重点

领域+ 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 中国充分发挥新能源汽

车$ 光伏组件等产业优势& 帮助共建国家建设清洁能源项目& 匈牙利考波什堡光伏电站$ 黑山莫茹拉

风电$ 阿联酋迪拜光热光伏混合发电$ 真纳光伏园一期光伏项目等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已经启动或建

成+ 十年来& 中国与 EKK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 在共建国家的绿色低碳能源投资已

经超过传统能源+

% 十年来& 中国先后与 RK 多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政府间能源合作机制, 倡

导建立了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成员国已达 MM 个, 搭建了中国)阿盟$ 中国)非盟$ 中

国)东盟$ 中国)中东欧$ 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等 L 个区域能源合作平台, 加快绿色低碳转

型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促进新能源产品$ 技术和服务的国际合作& 建设形成 "油气 G光伏# "油气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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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在 JKJM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上的致辞. & 中国国际法前沿& JKJM 年 L 月 JM 日+

葛晨$ 张忠霞$ 罗国芳% -给地球系上 "绿# 丝带)))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绿色 "一带一路# . & 新华网& JKJE 年 EE 月 ER 日+

邢罛$ 张素% -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EK 周年!中方% 愿继续为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提供强大动能. & 中新网& JKJM 年 J 月 JF 日+

拉希德!阿利莫夫%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LK 周年% 共同维护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 & 人民网& JKJE 年 R 月 JP 日+

资料来源% -EK 年来成绩亮眼!看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成果. & 央视新闻客户端& JKJM 年 L 月 J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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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 "油气 G地热# 项目集群& 孵化一批经济社会效益好的 "小而美# 清洁能源项目& 打造互利共

赢标志性工程+

'七( 创新丝绸之路& 围绕科技创新( 数字驱动集聚创新资源' 为共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更

加强劲的发展动能

E;积极发展科技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科技合作水平不断提升+ 截至 JKJJ 年 J 月& 中国政府

已与 PF 个共建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为 "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 支持联

合研究项目 EEEP 项& 累计投入中央财政经费 JRNR 亿元& 在农业$ 新能源$ 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

LM 家联合实验室,

! 与共建国家联合建立了 ME 个双边或者多边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与 P 个国家建立

了官方科技园区合作关系& 建设了 L 个国家级技术转移平台+ 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框架下& 建立了技术

转移南南合作中心& 初步形成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J;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加速推进& "数字丝绸之路# 多边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截至 JKJJ 年 EK 月& 中国与 EH 个国家签署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 与 JM 个国家签署

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覆盖五大洲+

"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 JKEH 年& 中国$ 泰国$ 埃及$ 沙

特$ 阿联酋等 H 国共同发起 -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与国际电信联盟 'S?A( 签署

-关于加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合作的意向书.& 与东盟签署 -中国)东盟关于

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 -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 推进 "一带一路#

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JKJL. 对接+ 中非数字经济合作也快速推进+ JKEH 年$ JKEP 年中国与埃

及$ 卢旺达分别签署关于促进电子商务$ "互联网 G# 领域的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中非共同努力

下& 签署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JKER)JKJE 年(.& 双方明确将通过多双边渠道推动各类

数字合作平台和新业态加快发展& 助力 "智慧非洲# 建设+

M;共建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创新型产业合作蓬勃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东南亚$ 非

洲等地区一些国家积极参与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 相继建成区块链$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园区& 为地区经济多样化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如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中马共建马来西亚首个人工

智能产业园& 中缅合作推进缅甸首个国际化大型绿色智慧产业新城 '曼德勒( 建设& 中日泰在泰国东

部经济走廊 'TT1( 展开三方合作推动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等领域产业融合发展& 以信息网络为基

础$ 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型基础设施加速融合& 促进 "一带一路# 数字联通水平空前提升+ 目前& 中

国与共建国家建成了 MF 条跨境陆缆$ EK 余条国际海缆+ 跨境陆缆系统覆盖 "一带一路# 多个国家和

区域+ 中国)东盟跨境国际陆缆扩容工程& 亚非欧 E 号 '::T^E ( 国际海底光缆$ 亚欧 L 号

'8[@L( 国际海底光缆$ 亚太直达海缆 ':XC( 以及南大西洋国际海底光缆 ' 8:SI( 不断推进+ 截

至 JKJM 年 E 月& 北斗系统已经覆盖 JMK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应用产品为 EJK 多个国家使用& 已与 EMH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合作文本&

$ 服务范围覆盖 J"M 以上共建国家& 创造了与新一代通信$ 区块链$ 人

工智能等技术融合的基础条件& 开始服务交通运输$ 公共安全$ 救灾减灾$ 农林牧渔$ 城市治理等领

域& 提供先进$ 精准和全方位的时空信息服务+

!!#!!

!

"

#

$

沈小晓$ 毕梦瀛$ 姜波$ 俞懿春% -中国已与 PF 个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开展科技合作. & -人民日报. & JKJJ 年 J 月 EP 日+

姜宣$ 黄培昭$ 潘晓彤$ 刘依琳% -消除数字鸿沟& 拉动双边贸易& 中非共同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 -环球时报. & JKJJ 年 EK 月

JR 日+

张晓鸣% -打通时空智能基础能力全链路& 北斗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 & 文汇网& JKJM 年 L 月 JF 日+

央视财经% -北斗核心部件 EKKQ国产化!已服务全球 EMH 个国家. & 新浪财经& JKJK 年 H 月 JP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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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共建国家持续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助力创新发展+ 中国积极推进与共建国家知识产权保

护合作& 激发创新动力& 知识产权合作机制持续深化+ 目前& 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了 -关于

加强 "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合作政府间协议. 指导性文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近 MK 个国家提供 "云

专利审查# 系统账号& 推进国家间知识产权信息交换与业务共享+ 与 LO 个共建国家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签署合作协议+

! 与东盟$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专利局$ 欧亚专利局$ 维谢格拉德集团等地

区和组织开展了深入合作& 有力地促进了共建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十年来& 共有 EEL 个共建国家来华

申请专利& 合计申请专利 JLNM 万件& 年均增长 LNOQ+

" 中国在共建国家的专利申请也同步增长&

JKJJ 年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达到 ENJ 万件& 同比增长 EONFQ& 其中电机$ 电气装置$

电能& 药品& 材料$ 冶金三个技术领域的申请公开量同比增长最快& 增幅均超过 HKQ+

#

二# 共建 $一带一路% 十年取得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千百年来& 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之光始终在人们的脑海里熠熠生辉& 当今世界共建 "一带一路# 则

是丝路精神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认识跃升+ 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思想& 越来越欢迎互联互通带来的发展机遇& 越来越期待创造出更高视野$ 更高层次$ 更

高水平的跨国经济合作的有效实现路径+

'一( $一带一路% 倡议横空出世' 表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伟大战略家( 世界级领袖的宏大胸怀和

气魄' 为当今世界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以洞悉世界的敏锐眼光与大国胸襟气魄& 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影响历史进

程的主要矛盾& 十年前提出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这一解决全球性主要矛盾的思想品和长周期的公共

品& 体现出宏阔的国际视野与世界级领袖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

动& 使共建 "一带一路# 不断走深走实走远+ JE 世纪以来& 全球先后有 LK 多个类似 "一带一路# 的

相关倡议$ 方案$ 计划或者机制展现& 但唯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形成了燎原

之势& 得到了全球 M"F 国家和 MK 多个国际组织的响应$ 支持并携手同行+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乱交织& 矛盾丛生& 危机叠加&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人

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 能否探索一条超越西方狭隘的全球化之路& 成为世界性难题+ 人类

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 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0 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0 是和平发

展还是冷战热战0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究竟应该向何处去0 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

来0 共建 "一带一路# 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立

场$ 中国思想与中国方案& 正在并将继续回答这些世纪之问$ 时代之问$ 世界之问和历史之问+ 共建

"一带一路# 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渴望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 创造出具

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和实现路径& 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经济发展规律&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

方向+ 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

'福利国家( 体制以外& 开创第三条道路+ 这充分说明& 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现代化& 可以实现赶超战

略或比较优势战略+ 中国等人口众多$ 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既需依靠比

!!#"!

!

"

#

张帅% - "一带一路# 国家来华申请专利年均增长 LNOQ. & 大公网& JKJM 年 F 月 JF 日+

诸未静$ 蒋泓怡% -国知局% 发挥知产转化运用效能& 推进国际化合作进程. & JE 经济网& JKJM 年 F 月 JF 日+

张帅% - "一带一路# 国家来华申请专利年均增长 LNOQ. & 大公网& JKJM 年 F 月 JF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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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战略将经济做大& 又需依靠赶超战略将经济做强+ 每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 也都有综合运用比

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权利& 但首先要立足国情& 而不是机械复制西方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和 "一

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将激励更多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并从这些国家的发展中获取前进的力

量+ 十年来& 共建 "一带一路# 这颗梦想的种子正在成长为参天大树& 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 为各国开创出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二( 共建 $一带一路% 经过十年努力' 形成了跨国经济合作的基础框架与发展态势' 构建了形

成互联互通的全球性平台与载体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探索联通和交融的发展进程& 是世界从低水平$ 片段式或局部性经济联系

到高水平$ 广覆盖$ 高效链接的全球性互联互通的演进进程+ 在共建国家共同推动下& 十年来正在逐

渐形成陆$ 海$ 空$ 网$ 冰 "五位一体# 的空间构架& 在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的基础框架上& 拓

展为创新$ 健康$ 数字$ 能源$ 绿色等领域的丝绸之路& 架起了通向人类共同发展的立体化$ 多维

度$ 基础性的彩色桥梁+ ERHJ 年联合国环境会议发表的非正式报告指出% "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进化

的全球性阶段& 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自己的祖国& 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

! 经过十年努

力& "一带一路# 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展的跨国经济合作平台& 成为让发展中国家少走弯路$ 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驱动力&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V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如果 "一带一路# 倡

议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实施& 到 JKMK 年& 每年有望为全球带来 ENO 万亿美元的收益& 占世

界经济总量的 ENMQ+

"

十年来& 统筹谋划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把基础

设施 "硬联通# 作为重要方向& 把规则标准 "软联通# 作为重要支撑&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心联通#

作为重要基础&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取得了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 一批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项目拔地而起& 与共建国携手建设的 MKKK 多个项目& 让全世界看到了一派前所

未有的发展场景与景象+ 目前& 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已占中国建交国的 PMQ$ 占联合国成员

国的 HPQ& 中国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和对外援助的项目已覆盖所有共建国+ JKEM)JKJJ 年& 中

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从 ENKF 万亿美元增加至 JNKH 万亿美元& 翻了一番& 年均增长

PQ+

#

JKJJ 年& 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MJNRQ+

$ 中国始终积极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 同各方一道完善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合作机制& 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LK 多份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 与 JP 个共建国家发起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一大批绿色务

实合作项目在 "一带一路# 国家落地生根+ 绿色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 能源丝绸

之路$ 创新丝绸之路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效+ 例如& 在国际油气市场剧烈震荡$ 全球能

源格局深度调整$ 能源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的形势下& 共建 "一带一路# 油气合作为稳定全球能源供应

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年间&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新项目 HK 余个& 开发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I7C($ 圭亚那 I)B/油田$ 巴西里贝拉深水油田等, 建成伊拉克米桑油田$ 沙特延布炼厂等标志性项

目& 打造新一批 "中国名片#+ 截至目前& 中国企业在全球 OK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运营和管理 JOK 多

!!##!

!

"

#

$

陈文玲% - "一带一路# 建设开启新全球化伟大进程.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JKEH 年 F 月 '下( +

白波$ 吴娜% - "一带一路# 迎来十周年% 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 -北京日报. & JKJM 年 J 月 R 日+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作者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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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油气投资项目& JKJJ 年油气作业产量 MNP 亿吨& 较 JKEJ 年翻了近一倍+

! 中国企业不仅为产油国提

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 而且创造可持续增加的财富与就业+

'三( 共建 $一带一路% 正在跨越不同文明( 文化( 人文和发展阶段的差异' 开掘出追求发展的

最大 $公约数% 和越来越深厚的社会根基

与参与国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 是中国外交新境界的重要体现& 中国成为第一个不依靠战争&

不依靠殖民& 不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而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 中国主

动提出并与参与国共享发展经验和机遇& 把历史上独特的丝路精神转化为造福全球的时代精神& 惠及

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成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给全球提供的重大公共产品+ 共建 "一带一路# 跨越了

不同国家$ 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 体现了人类和平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弘扬的是和

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相较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

和全球利益之上的唯我主义$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小团体主义$ 霸权主义& 产生了更大的共振式巨

大能量+ 共建 "一带一路# 超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由冷战思维形成的过时全球价值观$ 发展观和安

全观&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一带一路# 与其说是 "带# 与 "路#& 不如说是中国文明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 "道# 与

"势#+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 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 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 在漫长的历史

中& 与相关国家共同书写了丝路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 才会在保持

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 借鉴$ 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 中华优秀文明的道义符合更多国家人民群众

渴望共享发展机遇$ 创造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 符合使人类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和利

益共同体内在要求& 符合推动各国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 "全球观#+ 最终将使人类命运共

同体交融于构建开放型世界中& 推动世界从自然壁垒$ 行政壁垒和文化壁垒走向互联互通& 从民族分

裂走向交流合作& 从信息孤岛走向商品$ 资金$ 人员和信息顺畅流通的全球大市场& 使各国在开放合

作中实现共同增长与共同繁荣+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新形势下& 共建 "一带一路# 代表着未来人类发展大方向+ 通过共建国

家多主体$ 全方位$ 跨领域的互利合作& 促进了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 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 企业与

人民的大跨度$ 长周期$ 多方位的了解认知与认同& 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感应$ 融合与相通+ 共建 "一

带一路#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彭博社引用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预测& 到 JKLK

年共建 "一带一路# 将给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PKQ的地区& 新增 MK 亿中产阶级人口& 未来十年 "一带

一路# 相关国家将新增 JNL 万亿美元的贸易量+

#

'四( 共建 $一带一路%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多年持之以恒地努力并不断解决前行中的问题'

共同推动这项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提出十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校正前行的方向+ 总书记先后于 JKEO

年$ JKEP 年和 JKJE 年亲自主持召开了 M 次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 从愿景到行动& 从大

写意到工笔画& 从全面铺开到高质量可持续惠民生& 以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行稳致远$ 造福于中国

与世界为既定目标&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 以 "五通# 为

!!#$!

!

"

#

陆如泉$ 杨艳$ 罗继雨% - "一带一路# 油气合作这十年% 回顾与展望. & 新华财经& JKJM 年 O 月 J 日+

习近平%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 求是网& JKJK 年 E 月 MK 日+

资料来源% -外媒% "一带一路# 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药方. & 中国日报网& JKEL 年 F 月 EH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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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和实现路径& 共建 "一带一路# 正在阔步前行& 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两

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的国家领导人$ 企业和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 形成了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成果+ 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 JKJM 年中国

外交的重大活动+ "风物长宜放眼量#& 只要 "一带一路# 能够行稳致远& 一个十年接着一个十年地

推进& 随着时间推移& 将爆发出整体性$ 长周期$ 基础性的巨大力量& 形成势不可挡的世界大势+

针对美西方对共建 "一带一路# 的质疑与抹黑& 针对一些国家的疑虑与误解&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 共建 "一带一路# 是经济合作倡议& 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 是开放包容的进程& 不

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 "中国俱乐部#, 不以意识形态划界& 不搞零和游戏+ 不管处于何种政治

体制$ 地域环境$ 发展阶段$ 文化背景& 都可以加入 "一带一路# 朋友圈& 共商共建共享& 实现合作

共赢+

针对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主导以行政化的方式推动工作& 一些企业一哄而上盲目投资恶性竞争& 一

些共建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投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 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的进程中& 要

坚持政府推动$ 市场主导$ 企业主体$ 商业原则, 要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 坚定不移推动共建 "一带

一路# 高质量发展,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国内和国际$ 统筹合作和斗争$ 统筹存量和增量$ 统筹

整体和重点& 要落实风险防控制度& 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管理责任& 做到危地不往$ 乱

地不去+ 实践证明& 共建 "一带一路# 是在突破重重壁垒和解决种种问题中发展的& 坚持问题导向和

结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校正了前进的方向+

'五( 共建 $一带一路% 是高水平开放' 是制度型和引领性开放' 是连接开放型中国与开放型世

界的桥梁纽带

共建 "一带一路# 是一项关乎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开放性$ 创新性$ 历史性的倡议& 始于中国对自

身发展实践和成就的思考& 结合世界一些国家历史上成功的发展经验+ 共建 "一带一路# 推动形成共

同发展在全球舞台上的中心地位& 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提供新的发展范式& 为新

式的全球跨国经济合作铺平道路& 成为地缘政治的新力量& 并在这十年中改变了世界+ 英国剑桥大学

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指出% "我们应该将 1一带一路* 视作一个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的活跃机制+#

! 共建 "一带一路# 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中国面向全球新开放格局和在复杂纷纭的国际形势变化下新安全格局三者的有机结合& 是国内

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有机结合+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是以 "一带一路# 作为载体

和平台& 既构建中国内外联动$ 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 也吸引全球的资源参加中国现代化建设, 构建

安全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既能使中国产业 "走出去# 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 也能带动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和产业链链接关系+

共建 "一带一路# 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范式& 让中国快速转变为具有全球配置资源能力$ 造福

共建国家的引领者$ 建设者和贡献者+ "一带一路# 正在推动实现 "全球化再平衡#& 形成一个接一

个的更加开放的经济发展引擎区域& 基于对基础设施$ 制造$ 加工$ 贸易和服务产业的实际投资& 探

索共建 "一带一路# 模式& 提倡一种具有包容性& 而非排他性的新全球化模式+ 中华文明具有与生俱

来的包容性& 从远古走来的历史书写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篇章&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

世界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证明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在当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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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 "一带一路# 未来十年思路研究. & JKJM 年 O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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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竞争博弈加剧$ 乌克兰危机继续延宕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僵局& 中国以开

放的胸怀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 对一些国家脱钩断链给经济全球化大潮带来的冲击形成了

阻滞& 成为弥漫在世界经济迷雾中的一缕曙光+ 中国沿边地区已经从对外开放的末梢转变为对外开放

的前沿& 多层次的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服务贸易$ 采购贸易$ 口岸贸易等迅速发展& 进而推动沿线

的通道经济$ 口岸经济$ 枢纽经济快速发展& 促进了中国区域性陆港城市群的发展& 形成沿边开放的

新格局+ JKJJ 年& 在中国大陆 ONME 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 与东盟达 RHLMNF 亿美元$ 与欧盟达 PFHM

亿美元$ 与日韩达 HJKK 亿美元$ 与独联体国家近 JKKK 亿美元$ 与南亚国家近 JKKK 亿美元$ 与中东地

区近 MKKK 亿美元& 以及与港澳台贸易往来约 OMKK 亿美元& 形成了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主体的开放

的贸易格局+

!

中国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同时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迈向新阶段+

"一带一路# 建设正在推动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 以 "五通# 建设为重点携手共建跨国经济合作& 在

政策沟通$ 基础设施联通$ 经贸深度合作$ 提升金融能力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不仅造

福了沿线国家$ 地区和人民& 而且对构建开放型世界作出重大贡献+ 例如& 目前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

以外& 其他 ,1TX成员国均已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 成为 "JE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国

家+ 共建 "一带一路# 加深了 ,1TX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 强化了共同发展理念& 为 ,1TX的

成功签署与落实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连续 EL 年作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 在相互开放中& 双方进一

步深化多边贸易投资机制& 持续向周边国家和地区释放经贸合作红利& 在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亚太地区

的今天& 推动了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 尽管 ,1TX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社会制度$ 历史

文化和宗教信仰各异& 但均按照同一协定开展贸易和投资& 充分展现了共建 "一带一路# 与 ,1TX&

同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相一致& 其开放为成员国共建 "一带一路#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在开放条件下共建 "一带一路# 的成功示范+

'六(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变乱交织的世界格局中下的先手棋' 极大地拓展

了中国战略腾挪空间和战略纵深

当前国际形势与十年前相比有深刻而重要的变化& 有些变化是根本性$ 历史性$ 颠覆性的+ 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

1黑天鹅* 1灰犀牛* 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做到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当前&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

有之大乱局的变乱交织之中& 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之中& 处于思想革命$ 科技

革命$ 产业革命孕育爆发之中& 处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与逆流涌动的碰撞之中&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

十字路口+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更能领会到共建 "一带一路# 极其重大的战略价值与长远的历史意

义& 清晰地看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下的先手大棋+

与此同时& 进入 JE 世纪以来&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重塑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关系+ 参与共建 "一带一

路# 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 中级发展阶段& 共建 "一带一路# 为这些国家平等合理融入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提供了新契机+ 随着商品$ 服务$ 信息$ 资本$ 技术和人才在所有沿线国家之间的共享$

流动和重新组合& 各国可以利用各自比较优势& 着眼于科技研究与运用$ 高技术产品研发和转化&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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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十年的成功实践* 经验与启示

断以创新驱动发展+ "一带一路# 将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联动发展$ 合作应对挑战& 已经并还

将使不同国家$ 不同阶层$ 不同人群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中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这正是尽管美

西方把中国做为唯一的最大竞争对手& 力图形成两个平行世界$ 两套体系$ 两大阵营& 却难以如愿的

根本原因+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就在于他们已经看到决定世界和人类前

途命运的正义一方是中国& 而非采取霸权霸凌霸道的美国+

中国高度重视落实联合国 JKMK 年议程& 历史性地解决了自身的绝对贫困问题& 并以自身的经验

帮助共建国家解决贫困问题+ "一带一路# 倡议与联合国 JKMK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H 项目标高度契合&

有效对接& 形成合力+ 中国制定了 -十四五规划和 JKML 年远景目标.& 批准了 ,1TX& 申请加入 "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1X?XX(+ 中国在抗击疫情和经济恢复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 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之锚+ "一带一路# 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以天下大同的理念承载着无

数中国人创造开放中国与开放世界的理想抱负& 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和共建国家人民为之奋斗+ 不仅如

此& 共建 "一带一路#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最大的确定性& 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 "融合剂#+

中国成功地推动伊朗与沙特和解建交& 使中东地区呈现和解$ 走向和平的趋势, 中国正在乌克兰危机

中发挥政治解决危机的和平调停者的独特作用& 得到了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当事国及世界大多数国家

的尊重和赞赏, 在推动阿富汗战后重建等问题上& 中国也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平崛起& 中国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大倡议& 才对

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产生了重大而难以对冲的影响+ JKEP 年 EJ 月 EK 日&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纪念 -世

界人权宣言. 发表 HK 周年座谈会指出& "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 秉持和平$ 发展$ 公平$ 正

义$ 民主$ 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 推动形成更加公正$ 合理$ 包容的全球人权

治理&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 -丝绸

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书中所言& "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 塑造了当今的世界& 也将

塑造未来的世界#+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变乱交织的新形势下& 中国已经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正在

扮演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角色+ 共建 "一带一路#& 正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

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和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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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
主要成就与前景展望!

盛思鑫!袁梅诗

!!摘要& 数字丝绸之路是陆地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空中丝绸之路之外的 )第四维度*% 它既是共

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内容% 又是促进 )陆' 海' 空* 丝绸之路加快发展的重要动力& 大力发展数字

丝绸之路% 是在对外开放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通过分析

近年来中国在数字技术' 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数字基建' 跨境电商' 数字规则等领域与 )一带一路* 地

区开展的合作及成就% 可以看出中国周边与欧洲是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重点区域% 中东' 中亚' 非洲和拉

丁美洲在特定领域发展较快& 展望未来% 为更好推动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 一要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

妥善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与数字地缘政治( 二要坚持合作共赢% 大力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基建% 不断提升中

国数字规则的国际影响力( 三要坚持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跨境电商一体发展( 四要

坚持分类施策% 准确把握短中长期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消费电子!数字基建!跨境电商

作者简介& 盛思鑫%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袁梅诗%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全球研究博士研究生&

!!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内容&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构想可追溯至 JKEL 年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JE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的 "信息丝绸之路#&

!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有关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讲话& JKEO 年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的 "网上丝绸之路#+ JKEH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提出 "数字丝绸之路# 发展倡议& 呼吁 "一带一路# 国家加强在数

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沿领域的合作+

"

JKER 年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

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 共同把握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机遇&

共同探索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 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 创新丝绸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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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张楠同学在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整理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 作者谨致谢

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JE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新华网& JKEL 年 M 月+

习近平% -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 新华网& JKEH 年 L 月 EF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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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JKJE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 发

展 "丝路电商#&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 从总体上把握新时

代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成就& 深入分析数字丝绸之路各个具体领域的区域合作情况& 将有利

于中国更好认识自身优劣势& 科学确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区域与重点领域& 从而有效推动共建数字丝

绸之路高质量发展+

一# 新时代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总体进展

自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 其建设和发展十分迅速& 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持续深化& 数字丝绸之路相关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推动全球数字合作新

格局加速形成+ 在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国际论坛方面& 中国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为各方交流提供了重要

平台& 在促进合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新冠疫情暴发后& 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 数字化与数字新

业态逆势发展& 为世界经济恢复提供强大动力& 更加凸显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前瞻性与重要性+

'一( 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发展卓有成效

近年来& 中国一直秉持开放合作$ 共建共享的原则& 努力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相关的国际合作机制

建设& 为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持续深化数字合作提供重要保障& 推动数字全球化及有

关国际规则的发展+

第一& 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双边机制建设& 积极扩大数字丝绸之路核心朋友圈+ 截至 JKJJ 年 EK 月&

中国已与捷克$ 古巴$ 埃及$ 哈萨克斯坦$ 韩国$ 匈牙利等五大洲的 EH 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 覆盖数字经济链和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

第二& 在区域合作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不断提升数字丝绸之路相关议题的国际影响力+ 例如&

JKJJ 年& 中国力推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TX( 生效& 其中涵盖电子商务和电信服务

等重要议题+

$

JKER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XT1( 数字经济指导组成立以来& 中国一直积极推动

-:XT1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 全面落实+ JKEH 年& 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通过 -金砖国家领导人

厦门宣言.& 推动互联网空间$ 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 JKJJ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

晤通过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合作+

%

第三& 在多边框架下务实推动国际合作& 为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例如& 自 JKEH

年中国宣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电子商务发展之友# 以来& 一直积极推动电子商务议题的国

际谈判+

&

JKJJ 年& 中国与其他 [?<成员就继续支持电子传输免征关税达成一致+

'在二十国集团

'CJK( 框架下& 中国于 JKEO 年推动 CJK 成员国签署 -CJK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作为全球首

个多国领导人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 数字经济首次被列为 CJK 创新增长的核心议题+ 中国还积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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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 新华网& JKER 年 F 月 JO 日+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新华网& JKJE 年 EE 月 ER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 "数字丝绸之路# 创造新机遇.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JKJJ 年 EK 月 EK 日+

商务部国际司%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TX( 各章内容概览. & 商务部网站& JKJK 年 EE 月 EO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国新办网站& JKJJ 年 EE 月 H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 国新办网站& JKEP 年 O 月 JP 日+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介绍世贸组织第 EJ 届部长级会议成果具体情况. & 商务部网站& JKJJ 年 O 月 JE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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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CJK 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和数字经济任务组相关磋商& 推动数字经济任务组升级为工作组+

!

第四& 主动对接融入全球领先和高标准的数字国际合作协定& 为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提供

更强劲的中国动力+ 例如& 中国在 JKJE 年提出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X:(& 并于 JKJJ

年正式成立中国加入 \TX:工作组& 一方面对标 \TX:有关要求检视国内规则并制定改革方案& 另一

方面积极推进与 \TX:各成员国的沟通与谈判+

'二( 促进数字丝绸之路国际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通过各类重大的国际论坛与国际会议& 中国近年来与 "一带一路# 国家就数字丝绸之路相关议题

加强了沟通与交流& 在主动发声$ 形成共识$ 深化互信$ 促进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第一& 主场打造了若干数字主题的国际论坛与国际会议& 包括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数字经济论

坛$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等+ 其中& 影响力最大的是 JKEF 年中国创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截至 JKJJ 年

底已经成功举办 R 届+ 从 JKEL 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始& 每一届大会均围绕数字丝绸之路设置了

分论坛& 吸引重要国际组织$ 有关国家政要$ 政府部门代表$ 中外互联网企业$ 专家学者等参会交流

与洽谈合作& 议题不仅涵盖云计算$ 人工智能$ LC$ 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和产业& 也包括国际互联网治

理与合作以及全球数字化进程等+ 此外& JKJJ 年&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在厦门主办 "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论坛# 和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论坛#& 深化国内外政府部门$ 头部企业$ 专业机构合作& 推

动多方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

第二& 中国与多个国际组织合作举办数字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 积极推动国际交

流合作+ 例如& 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

等重大活动& 并发布成果文件 -青岛宣言. -北京共识.& 在推动教育数字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JKJE 年& 中国举办 :XT1数字减贫研讨会& 为亚太地区加快减贫进程提出数字化解决方案& 积极落实

中国在 :XT1框架下发起的 "建设包容性数字社会# 合作倡议+

$此外& 在中国的支持下& 全球移动通

信系统协会 JKEL)JKJM 年在上海连续举办 R 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1(& 持续推动移动互联网新技

术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三& 中国不断加强和拓展与周边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对话+ 例如& 截至 JKJJ 年& "中

国)东盟信息港论坛# 已连续成功举办 L 届& 并建立了网络事务对话机制& 有效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信息通信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互联互通& 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企业提供更多数字

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机会+

%

JKJE 年& "中国)非洲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 发布 -中非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 并提出 -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教育$ 数字

安全等方面开展切实合作& 帮助非洲国家消除数字鸿沟+

&同年& 作为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重要部分& 网上丝绸之路大会成功举办& 深入推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数字基建$ 跨境电子商务和智

慧城市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

!!#*!

!

"

#

$

%

&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国新办网站& JKJJ 年 EE 月 H 日+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论坛圆满举办. & 商务部网站& JKJJ 年 R 月 EK 日+

同
!

+

国家网信办% -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减贫研讨会综述. & 中国网信网& JKJE 年 O 月 EE 日+

国家网信办% -中国)东盟信息港% 推动数字互联互通!打造 "数字丝绸之路# . & 人民网& JKJJ 年 R 月 EO 日+

同
!

+

同
!

+



新时代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成就与前景展望

'三( 疫情期间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逆势发展

JKJK 年新冠疫情暴发& 人类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迫切性更加显著+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应对疫情冲击$ 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抓手+ 从需求看& 疫情对多国经济造

成较大冲击& 亟待通过扩大和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提振经济& 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从供给看& 疫情

期间远程办公$ 在线教育$ 网络社交和娱乐方式层出不穷& 在线用户数量激增& 进一步刺激了互联网

商务$ 内容平台$ 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 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的原则& 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合作在疫情期间逆势发展$ 行稳致远+

第一& 疫情期间中国高度重视数字手段在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交流中的重要性& 并发布了促

进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要文件+ 根据笔者统计& JKJK)JKJJ 年& 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连

线方式参加了至少 LL 场重要的国际会议& 与 "一带一路# 有关国家就抗疫$ 卫生健康$ 科学技术$

贸易投资$ 气候变化$ 国际安全$ 基础设施$ 可持续发展$ 全球治理等议题加强交流& 取得一系列重

要成果+

!

JKJE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 "推动与共建 1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 积极发展丝路电商+#

"同年& 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 -数字经济

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 强调要更好融入数字经济全球产业链& 加快推进海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标准制定等+

#

JKJJ 年& -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发布& 其中明确提到

要 "推动 1数字丝绸之路* 深入发展#& 特别是与东盟$ 中东欧$ 欧盟$ 非盟及非洲国家等加强数字

伙伴关系& 进一步促进互联互通& 推动数字经济和技术合作高质量发展+

$

第二& 抢抓疫情期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和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就促进数字丝

绸之路高质量发展深化交流与合作+ 例如& JKJK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双方以 "集智聚力

共战疫& 互利共赢同发展# 为主题开展对话交流& 中国向东盟国家介绍了数字技术在科学高效抗疫以

及保障人民工作生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共同发表 -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的倡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显著促进双方贸易增长+ JKJK 年& 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此后连续 M 年中国与东盟一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在 :XT1框架下& 中国自 JKJK

年以来先后提出 -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倡议. -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激活市

场主体活力. -后疫情时代加强数字能力建设& 弥合数字鸿沟. 等重要倡议文件& 为促进 :XT1成员

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

JKJE 年&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在重

庆成功举办& 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和产业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

第三& 中国加快提升 "丝路电商# 国际合作平台影响力+ 截至 JKJM 年 E 月& 中国已与 JR 个国家

建立了 "丝路电商# 双边合作机制+

)截至 JKJJ 年 EE 月& 针对伙伴国政府$ 商协会和企业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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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人民网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 .339% ""_.*_Y;9$29=$;-%"&$*D=30 Y$'̀2&0*a视频 W)*5DBB'aK( 及有关新闻报

道整理和统计而得+

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写% - b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JKML 年远景目标纲要 Z辅导读本. & 人民

出版社& JKJE 年+

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 & 商务部网站& JKJE 年 H 月 JM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JKJJ 年 M 月 JL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国新办网站& JKJJ 年 EE 月 H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就 JKJJ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 & 国新办网站& JKJM 年 E 月 EM 日+

同
%

+

中央网信办%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JKJE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 & -重庆日报. & JKJE 年 P 月 JF

日+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中国与菲律宾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 商务部网站& JKJM 年 E 月 O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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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电商# 云上大讲堂已成功举办 LE 场直播讲座& 累计参训和观看人数超 EK 万人次+

!疫情以来&

南宁$ 福州$ 郑州$ 西安$ 宁波$ 厦门等地均举办了 "丝路电商# 为主题的国际合作论坛& 其中 "丝

路电商# 国际合作 '郑州( 高峰论坛截至 JKJM 年已连续举办 F 届+ 这些国际论坛有效促进了中国与

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的跨境电商合作+ JKJM 年初& 上海和杭州等地都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积极创建 "丝路电商# 合作先行区+ 截至 JKJJ 年 EE 月& 中国已在 ME 个省市自治区设置 EOL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

二#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六大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分析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涵盖数字技术$ 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数字基建$ 跨境电商$ 数字规则等六大

领域+ 从 "五通# 的角度来看&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仅丰富了设施联通的内涵& 而且为促进政策沟

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总体而言& 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具体领域与

东南亚和南亚的合作较为深入& 与欧洲的合作空间较大& 与中东$ 中亚及非洲地区的数字丝绸之路合

作发展较快& 与拉丁美洲的合作具有较好的成长性+

'一( 数字技术

在数字技术领域& 中国近年来在以 LC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 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

等方面发展迅速& 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较好支撑+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S@\( 发布

的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 中国的综合排名从 JKEP 年的第 MK 名上升为 JKJJ 年的第 EH 名+

#澳大利亚战

略政策研究所 ':8XS( 分析了 JKEP)JKJJ 年全球发表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论文& 结果显示尽管中

国在芯片设计与制造$ 高性能计算$ 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和美国相比有较大差距& 但在 LC"OC$ 光通

信$ 人工智能和算法$ 数据分析等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机器学习和网络安全技术等领域也有较

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 近年来& 中国技术出口前 L 大行业中& 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软件业$ 计算机服务业的规模分别位列第一$ 第二$ 第五+ JKJE 年这三个数字技术行业出口的合

同金额占中国技术出口总额的 FMNRLQ+

%在数字技术方面& 中国与大多数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均有

贸易往来& 而且总体上处于净出口的状态+

在 LC通讯技术领域& 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 '不包括印度( 的数字技术合作总体上较为成功+ 例

如& 中国电信与 A0$%%/集团合作& 在菲律宾全境建设运营 FC"LC移动通信网络& 服务近 RKQ的当地

居民+

&此外& 印尼$ 马来西亚$ 缅甸$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新加坡$ 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国家也与

中国开展了 LC技术合作+ 在欧洲方面& 主要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 LC技术有较大兴趣& 如匈牙利便

较早采用了华为 LC技术+ 在中东$ 非洲$ 中亚方面& 受益于中国与这些地区关系不断向好的发展趋

势& 目前大多数国家均与中国积极开展 LC技术合作& 仅有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宣布禁用华为 LC+ 但

是& 非洲和中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大规模采用 LC技术仍需较长时间+ 例如& 截至 JKJJ 年

底& 非洲 LM 个国家中仅有 EM 国 '如南非( 开通 LC网络& 其余大部分国家至少要等到 JKJL 年才有望

!!$"!

!

"

#

$

%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国新办网站& JKJJ 年 EE 月 H 日+

谢希瑶% -MM 地获批新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 新华网& JKJJ 年 EE 月 JL 日+

S@\& [2&=0 \)+)3/=12c9$3)3)d$%$**,/%Y)%+JKJJ& [2&=0 12c9$3)3)d$%$**1$%3$&& JKJJ;

C/)0/& 4;$3/=;& :8XS* *1&)3)-/=?$-.%2=2+'?&/-Y$&& :D*3&/=)/% 83&/3$+)-X2=)-'S%*3)3D3$& @/&-. J& JKEM;

作者根据 -中国商务年鉴!JKJJ. '中国商务出版社( 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融通中菲数字丝绸之路. & 国资委网站& JKJE 年 E 月 EE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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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LC+

!在拉美地区& 智利$ 巴西和墨西哥是 LC技术的领跑国家& 三国均与中国有较多合作& 其余

大多数拉美国家离 LC商用还有较大距离+

"

在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的国际合作情况大体同上+ 就合作最为深入的东南亚地区而言& 中国已与

R 个东盟国家建立政府间双边技术转移工作机制& 成立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区块链创新中

心和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等& 形成超过 JOKK 家成员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中国)东盟新型智慧

城市协同创新中心和地理信息与卫星应用产业园已累计入驻数字经济企业及科研机构达 EMK 家+

#阿里

云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推动马来西亚的智慧城市发展& 取得积极进展+

$

"中国)东

盟跨境征信服务平台# 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 可查询东盟国家超过 HKK 万家企业及

中国境内超过 J 万家外贸企业的征信+

%此外& 截至 JKJJ 年底&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约 EJK 个国

家和地区提供公共安全$ 智慧城市$ 数字交通等技术支持& 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重点示范应用+

&

在软件业领域& 如果将中国内地出口至美国$ 香港$ 日本的软件排除在外& 欧盟和新加坡是中国

排前两位的出口目的地& JKJE 年出口至这两地的合同额分别占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与地区总额的

MKQ和 EJNLQ+ 按区域分& JKJE 年中国对数字丝绸之路国家的软件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 'EEFNLJ 亿

美元( 和东南亚 'OJNJM 亿美元(& 合计占比为 ORNLQ& 其次为南亚 'RNEP 亿美元($ 中东 'PNML 亿

美元( 和拉美 'FNO 亿美元(+

'

'二( 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 是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

发展& 消费电子领域的中国品牌在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既是近年来数

字丝绸之路不断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 JKJJ 年 -世界品牌 LKK

强. 入选的 FL 个中国品牌中& 华为 '全球第 OK 位($ 中国移动 '第 PM 位($ 联想 '第 EER 位($ 中国

电信 '第 JFK 位($ 小米 '第 FEP 位( 等品牌均在消费电子领域有着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

JKJJ 年

-财富. 世界 LKK 强榜单中& 中国移动 '全球第 LH 位($ 华为 '第 RO 位($ 中国电信 '第 EME 位($

联想 '第 EHE 位($ 小米 '第 JOO 位($ 中国联通 '第 JOH 位( 等消费电子企业及相关联的通讯企业上

榜+

) 就商品价值及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而言&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是消费电子中的

代表性产品+

从中国对数字丝绸之路地区的消费电子产品出口看& 图 E 显示& JKJJ 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较多

的数字丝绸之路地区是欧洲和东南亚& 其次为中东和拉美+ 欧洲和东南亚共有 EJ 个国家从中国进口

手机均超 LKK 万台& 合计超 ENM 亿台& 占中国向数字丝绸之路地区出货量的 FHNMQ+ 中东和拉美从中

国进口手机的量也较大& JKJJ 年仅阿联酋$ 沙特$ 墨西哥$ 哥伦比亚 F 个国家从中国的进口量便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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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c)*3S%3$==)+$%-$A%)3& :**$**)%+LC,$/0)%$**)% :>&)-/& JKJJ;

?.$T-2%2c)*3S%3$==)+$%-$A%)3& LC,$/0)%$**CD)0$& JKJE;

中央网信办% -中国)东盟信息港% 推动数字互联互通!打造 "数字丝绸之路# . & 人民网& JKJJ 年 R 月 EO 日+

罗圣荣% -东盟数字经济与中国)东盟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 & -当代世界. & JKJM 年第 M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情况评估报告. & 中国)东盟信息港网站& JKER 年 F 月 EM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 "数字丝绸之路# 创造新机遇.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JKJJ 年 EK 月 EK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 & 国新办网站& JKJJ 年 EE 月 F 日+

作者根据 -中国商务年鉴!JKJJ. 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各区域的数据仅统计了排名前 MK 的数字丝绸之路国家& 在所有数字丝

绸之路国家中合计占比约 PKQ+

世界品牌实验室% -JKJJ 年 '第十九届( 世界品牌 LKK 强. & 世界品牌实验室网站& JKJJ 年 EJ 月 EL 日+

财富% -JKJJ 年 b财富 Z世界 LKK 强排行榜. & 财富中文网& JKJJ 年 P 月 M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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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ME 万台& 约占中国向数字丝绸之路地区出口总量的 ERNMQ+

平板电脑方面& 中国出货量较多的地区是欧洲+ 近年来& 荷兰$ 英国$ 德国$ 俄罗斯$ 意大利$

法国 O 国的进口量每年都超过 EKK 万台+ JKJJ 年 O 国的进口量合计超过 JKKK 万台& 占到中国向数字

丝绸之路地区出口的近 LKQ+ 此外& 中东 '阿联酋和土耳其($ 拉美 '墨西哥和巴西($ 东南亚 '新

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印尼( 的平板电脑进口量近年来也维持在较高水平+

个人电脑方面& JKER)JKJJ 年中国对欧洲的出货量占整个数字丝绸之路地区的比例每年均在 LKQ

以上& JKJE 年总出货量超过 OKKK 万台& 其中德国$ 荷兰$ 英国$ 俄罗斯$ 法国进口量位居欧洲前列+

其次是中国对东南亚 '印尼$ 新加坡$ 泰国等( 和南亚 '印度( 地区的出口& 二者合计占中国向数

字丝绸之路地区出口个人电脑总量的 JKQ左右+ 此外& JKER)JKJJ 年& 中东的阿联酋和土耳其$ 拉美

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非洲的南非等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个人电脑数量也一直稳定在 EKK 万台以上+

图!"#$!%)#$##年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出口集中度较高的数字丝绸之路地区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的数据整理分析而得'

注# 此处仅分析和统计了从中国年进口智能手机超 LKK 万台* 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分别超 EKK 万台的数字丝绸

之路国家及其地区归属 !不含美* 日* 韩* 澳* 加拿大* 中国香港地区"' 由于海关总署统计口径的变化& JKER-

JKJE 年的手机数据也包括非智能手机'

从进口地区的角度看& 东南亚和南亚从中国进口手机的比率在 JKER)JKJE 年一直在 HKQ以上+

!

根据东南亚两大电商平台 8.29$$和 I/B/0/的销售数据报告& JKJM 年初中资企业 '如华为$ 小米$

?1I$ <XX<$ USU<( 生产的手机等消费电子类产品& 在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新

加坡 O 国占据主导地位+

"在非洲& 从中国进口手机的占比也从 JKEH 年的约 MKQ快速增长至 JKJE 年的

约 OKQ+ 以深圳传音手机为例& JKJK 年在非洲的市场占有率即已高达 FKQ& 在尼日利亚等国的市场

占有率甚至高达 OKQ+ 目前& 传音 <8 已成为非洲主流的手机操作系统+

#相比之下& 拉美$ 欧洲$ 中

亚和中东进口中国手机的比例较低& 但在 JKJE 年也分别达到 MONEQ$ JRNEQ$ EHQ+

$

!!$$!

!

"

#

$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JKEH)JKJE 年 <T1\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C&2D9% -东南亚电商市场数据月报% 东南亚六国 8.29$$平台销售数据统计. & JKJM 年 E 月+

王一鸣% -传音控股 JKJJ 年营收同比下降 LNHKQ& 非洲市占率超 FKQ. & -证券时报. & JKJM 年 F 月 JL 日+

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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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电脑方面& 东南亚和南亚从中国的进口占比近年来保持在 LKQ左右& 且在疫情期间有较为

明显的增长+ JKEH 年以来& 欧洲从中国进口个人电脑占进口总量的比重一直在提高& JKJE 年增长至

MHNEQ+ 在中亚和中东以及拉美近年来的进口中& 每 M 台个人电脑中就约有 E 台来自中国& 略低于欧

洲的占比水平+ 和这些地区相比& 非洲从中国进口个人电脑的比率相对较低& 但近年来也保持在 JKQ

左右的水平+

!

'三( 数字应用

以数字技术合作与消费电子发展为基础& 数字应用正在成为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共建数字丝

绸之路的增长新动能+ 近年来& 中国开发的社交$ 娱乐$ 新闻$ 购物$ 出行$ 移动支付等各类数字应

用 "出海# 十分成功 '见表 E(&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与地区广受欢迎& 很好地促进了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总的来看& 中资企业的数字应用近年来在东南亚$ 南亚 '印度除外($ 中东$

非洲$ 拉美等地区的市场发展较快& 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提升& 既丰富和便利了当地人民的

日常生活& 也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和发展机会+

表!"#$##年中国部分数字应用 $出海% 情况一览表

类别 数字应用 下载量 '次( 月活用户数 '个( 全球影响力

社交娱乐

?)Y?2Y ONHJ 亿
据机构预测&

JKJJ 年底突破 EL 亿

下载量居同类全球榜首,

主要市场为东南亚 '印度除外( 和拉丁美洲

1/91D3 MNLH 亿 J 亿
下载量居同类全球第五,

主要市场为美洲

工具 <9$&/

超过 EK 亿

'JKJE 年(

MNJF 亿 在非洲市场份额居第二

音乐

83/&@/Y$& 近 E 亿 KNL 亿
下载量居同类全球第二,

主要市场为中东$ 非洲和东南亚

V22c9=/' 超过 E 亿 KNRL 亿 在非洲市场份额居第一

生活

8.$)% JNJR 亿 KNHL 亿
下载量居同类全球榜首,

主要市场为欧美地区

:=)Te9&$** KNOF 亿 约 KNF 亿 主要市场为拉丁美洲

\S\S,)0$& ) LNPH 亿 主要市场为拉丁美洲

?$cD

上线半年来&

下载量超 KNL 亿
KNEE 亿

下载量于 JKJJ 年底超过亚马逊居同类全球第一,

主要市场为欧美地区

!!数据来源# 作者主要根据 :99 832&$& C22+=$X=/'& 83/3)*3/& VD*)%$**2>:99*& 8$%*2&?2̀$&数据整理而得'

从数字应用生态系统看& 华为 JKEP 年开发的应用商店 ':99C/==$&'( 很快打破苹果 ':99 832&$(

和谷歌 'C22+=$X=/'( 对全球市场的垄断& 成为全球第三大数字应用生态+ 根据华为应用市场数据&

截至 JKJE 年底& :99C/==$&'的月活跃用户超过 LNP 亿& 覆盖几乎所有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 JKJE

年的总分发量超过 FMJK 亿次+

在社交应用中& JKJK)JKJJ 年& 抖音国际版 '?)Y?2Y( 连续三年位列全球下载人次最多的数字应

用& 成为中国数字应用 "出海# 的成功范例+ JKJE 年上半年其总下载量达到 MK 亿次& JKJJ 年底达到

!!$%!

!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JKEH)JKJE 年 <T1\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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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 亿次& 是增长最快的非手机预装应用+

!截至 JKJM 年 E 月& ?)Y?2Y 的月活跃用户已超过 EK 亿个账

户+

" 在直播应用中& 欢聚时代开发的 V)+2I)d$在 JKJK)JKJE 年居全球同类应用下载榜第一+ JKJJ

年上半年& 该应用的下载量为 MLKK 万次& 在直播应用中保持了新增用户最多的地位+

# 在音乐应用

中& 昆仑万维旗下的 83/&@/Y$&在 JKJJ 年的下载量近 E 亿人次& 位居全球第二& 主要布局在东南亚$

中东$ 北非$ 欧洲$ 拉美等共建 "一带一路# 地区+

$在非洲& 传音手机预装的 V22c9=/'应用是该地

区最大的音乐流媒体平台& 截至 JKJE 年底月活用户已超 OKKK 万个+

% 在购物应用中& 希音 ' 8.$)%(

在 JKJJ 年下载量超过 J 亿人次& 取代亚马逊 ':c/B2%( 成为全球下载量第一的购物数字应用+

&该应

用主打服装和鞋包等时尚快消领域& 在欧洲$ 东南亚$ 南亚$ 中东等中高收入国家中用户数增加较

快& 海外发展势头迅猛+ 在游戏应用中& 近年来腾讯$ 米哈游$ 趣加$ 三七互娱$ 莉莉丝$ 网易等中

国游戏公司开发的手游& 在 "出海# 过程中表现突出+ JKJJ 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前十款游戏应用中&

有 L 款均由中国厂商发行& 其中腾讯开发的游戏XAVC@26)=$是第一款成功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应用&

风靡中东$ 南亚$ 东南亚和欧洲等共建 "一带一路# 地区& JKEP)JKJJ 年海外总收入合计约 MP 亿

美元+

'

'四( 数字基建

数字基建既是促进 "一带一路# 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方式& 也是弥合全球数字鸿沟的有效手段+

当前& 以海陆光缆$ 电信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基建已成为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力+

海底光缆作为全球各大区域间网络互联互通的主动脉& 目前承载着 RLQ以上的跨国数据传输& 是

全球最重要的通信载体+

(自 ERRM 年中国开通第一条海缆以来& 中资企业联合国际运营商投资建设的

自中国出发的海缆& 已联通东南亚$ 南亚$ 中东$ 欧洲$ 拉美$ 非洲的主要地区&

) 显著提升了中国

与海丝国家的网络通达性和安全性 '见表 J(+ 例如& 由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以及亨通集

团等中资企业投资或建设的亚非欧 E 号 '::TE($ 亚欧 L 号 '8@[L( 和 XT:1T海缆& 是当前中国连

通亚非$ 亚欧和非欧的主要通信项目+

*+,随着中国在海缆制造$ 铺设及维护方面的技术与经验日渐成

熟& 中资企业近年来逐渐打破由西方传统寡头*+-垄断的国际海缆建设市场+ 例如& 由中国联通和中国

移动投资$ 亨通集团建设的 8T: #̂Jf海缆& 在 JKJF 年投入使用后将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实现网络直

联的重要路径+

*+.此外& 由中国移动投资的全球最大 J:>&)-/海缆项目于 JKJM 年投入使用& 该线路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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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 ?)Y?2Y :99 ,$92&3JKJM& VD*)%$**2>:99*& @/'EK& JKJM;

83/3)*3/& @2*3929D=/&*2-)/=%$3̀2&Y*̀ 2&=0 )̀0$/*2>4/%D/&'JKJM &/%Y$0 6'%Dc6$&2>c2%3.='/-3)d$D*$&*& 83/3)*3/& 4/%D/&'JKJM;

?)%+g)/%% -JKJJ 年移动直播应用市场洞察. & 8$%*2&?2̀$&中文网站& JKJJ 年 R 月+

1D&&'& \;& @2*3X29D=/&:99*'JKJM( & VD*)%$**2>:99*& @/'F& JKJM;

传音控股%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JKJE 年年度报告. & 证券之星& JKJJ 年 F 月 JO 日+

同
$

+

C/c$I22Y% -JKJJ 全球 ?<XJK 手游收入曝光% 王者荣耀$ XAVC@$ 原神位居前三. & 游戏大观网站& JKJM 年 E 月 L 日, 动点科

技% -JKJJ 年 EJ 月成功出海中国手游% bXAVC@26)=$Z登顶海外收入增长榜& 多款策略手游收入表现亮眼. & 动点科技网站& JKJM 年

E 月 EH 日+

VD&%$33& \;& V$-Yc/% ,;& \/d$%92&3& ?;@;& 8D6c/&)%$1/6=$*% 3.$#/%0622Y 2>I/̀ /%0 X2=)-'& I$)0$%% @/&3)%D*7)_.2>>XD6=)*.$&&

JKEM& 9;R;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JKJE. & 商务部网站& JKJJ 年+

?$=$C$2+&/9.'& 8D6c/&)%$1/6=$@/9& @/'EP& JKJM;

在海底光缆建设早期& 仅有美国 8D6-2c$ 法国 :87$ 日本 7T1三家企业拥有完整的海缆制造$ 铺设和维护能力+

同
/

+



新时代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成就与前景展望

连接亚洲$ 非洲和欧洲& 主干拥有 LK 个登陆点& 全长 FLKKK 千米& 预计服务全球 MK 亿用户+

!在拉丁

美洲方向& 由中国联通投资参与的南大西洋 8:SI海缆已于 JKJK 年投入使用& 成为第一条连接非洲与

南美洲的洲际互联网直达线路+

"

表#"中资企业近年来参与的部分海底光缆项目一览表

海底光缆

项目名称

投入使用

时间
线路主要方向 投资运营商 承建商

:*)/I)%Y 1/6=$':I1( JKJL 年 东南亚 中国电信 '与 F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亨通集团

J:>&)-/ JKJM 年 非洲$ 欧洲$ 中东 中国移动 '与 O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法国 :87

XT:1T1/6=$ JKJJ 年
东南亚$ 非洲$

欧洲$ 中东

香港 X$/-$1/6=$S%3$&%/3)2%/=

7$3̀2&Y 12;I30;

亨通集团

@/=0)d$*8&)I/%Y/1/6=$

'@81(

JKJE 年 南亚 国际运营商 亨通集团

82D3. :3=/%3)-S%3$&I)%Y

'8:SI(

JKJK 年 拉丁美洲$ 非洲 中国联通 '与 E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亨通集团

@/=/'*)/̂ 1/c620)/̂ ?./)=/%0

'@1?( 1/6=$

JKEH 年 东南亚 国际运营商 亨通集团

:*)/:>&)-/TD&29$̂ E

'::T Ê(

JKEH 年
东南亚$ 中东$

非洲$ 欧洲

中国联通$ 香港 X11[

'与 EH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日本 7T1$

美国 8D612c

CD=>J:>&)-/'CJ:( JKEH 年 中东$ 非洲 国际运营商 亨通集团

V/'2>V$%+/=C/3$̀/'

'VVC(

JKEO 年 东南亚$ 南亚$ 中东 中国电信 '与 P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法国 :87

:*)/X/-)>)-C/3$̀/'

':XC(

JKEO 年 东北亚$ 东南亚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与 EK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日本 7T1

8$/@$[$̂ L '8@[L( JKEO 年
东南亚$ 南亚$

中东$ 欧洲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与 EO 家国际运营商合作(

法国 :87$

日本 7T1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C$2+&/9.'数据整理而得'

在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中资企业积极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开展合作& 推动地区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升级+ 例如&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华为等企业为非洲$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提供高水平通信

基础设施联通& 大幅降低国际通讯成本+ 在全球基站天线供应方面& JKJK 年华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MLNEQ& 位居全球第一+

# 截至 JKJM 年& 中国在非援建 EL 余万公里的通信骨干网& 网络服务覆盖近 H

亿用户终端+ 其中& 约 PKQ的 MC网络基础设施和约 HKQ的 FC网络基础设施均由华为和中兴承建+

$

此外& 多家中资企业近年来积极投资参股境外基础电信运营% 分享通信收购尼日利亚 C)-$==公司 PKQ

股份$ 京信通信入股老挝国有电信运营商 T?I$ 中国移动收购泰国 ?&D$集团 EPQ股份等+

%

在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方面& JKJM 年全球数据中心企业排名前 JK 中& 中国有万国数据 '第 R 位(

!!$'!

!

"

#

$

%

J:>&)-/& J:>&)-/0$9=2'c$%3D%0$&̀/' )̀3. >)&*3=/%0)%+)% C$%2/S3/='& ($'@)=$*32%$*& :9&)=EF& JKJJ;

?$=$C$2+&/9.'& 8D6c/&)%$1/6=$@/9& @/'EP& JKJM;

:VS,$*$/&-.& #D/̀$)/%0 12cc8-29$/&$3.$@/&Y$3I$/0$&*)% :VS,$*$/&-.* *1$==D=/&V/*$83/3)2% :%3$%%/12c9$3)3)d$,/%Y)%+&

:VS,$*$/&-.& :D+D*3M& JKJE;

梅冠群% -中非 "一带一路# 合作迈上新阶段$ 拓展新领域$ 开创新模式. & -中国日报. & JKJM 年 J 月 EO 日+

刘永旺$ 林小雨% - "一带一路# 信息通信企业 "走出去# 策略探讨. & -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 JKEP 年第 R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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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里云 '第 EL 位( 两家上榜+

!从区域来看& 中国投资建设的海外数据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 自

JKJJ 年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开工以来& 华为和万国数据等中资企业与泰国$ 柬埔寨$ 缅甸$ 老挝等

国合作建设运营数据中心+

"近年来& 中国移动$ 阿里云和字节跳动等企业积极拓展与英国$ 德国$ 沙

特$ 肯尼亚$ 巴基斯坦等国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的合作+

#

'五( 跨境电商

在共建 "一带一路# 的过程中& 数字基建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疫情期间& 中国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基本呈两位数增长& 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JKJK 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额为

ENOR 万亿元& 比 JKER 年疫情前增长 MENEQ,

$

JKJE 年为 ENRP 万亿元& 同比增长 ELQ& 其中出口额为

ENFF 万亿元& 同比增长 JFNLQ,

%

JKJJ 年达到 JNEE 万亿元& 同比增长 RNPQ& 其中出口额为 ENLL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EENHQ+

&

从电商平台在共建 "一带一路# 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来看 '见图 J(&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电

商平台与东南亚$ 西欧$ 东欧和中东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市场合作+ 疫情期间& 中国的电商平台在东

南亚增长较快+ 以泰国为例& 泰国前三大电商企业均与中资企业合作密切+ JKJK 年京东与泰国尚泰合

资的电商平台 '京东泰国& 4\1$%3&/=( 销售额同比增长 EORQ+

'在东南亚地区& 电商的市场集中度较

高& JKJJ 年中国电商平台在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O 国的成交额合计占比达

到 EONMQ+ 尽管中国在欧洲的电商市占率比东南亚低& 但是欧洲电商市场规模较大& 从销售额来看&

中国电商平台的影响力并不小& 特别是在服装鞋帽箱包等细分领域+

从具体区域来说& 如果将美日韩等国家不计算在内& 当前中国跨境电商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和

东盟+ 欧洲既是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也是进口的重要来源地+

(

JKJE 年& 中国海外仓总

数除去在北美和日本的数量后约有 EKKK 个& 其中欧洲是中国建立海外仓数量最多 '超过 OKK 个( 以

及仓库总面积最大的地区+ 在新兴市场中& 中国在东南亚的海外仓数量最多 'HE 个($ 面积最大$ 增

长速度也最快+

)受益于近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特别是 ,1TX的签订和实施以及中国和东

盟国家 "两国双园# 建设等制度性安排& 东盟在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中所占比重正在快速上升+ 例如&

JKJJ 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跨境电商出口额增长了近 EKKQ+

*+,此外& 中东$ 拉美$ 非洲等新兴市

场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新的增长点+

*+-

总的来看& 中国跨境电商维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 出口有四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中国跨境电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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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29 JLK \/3/1$%3$&12c9/%)$*)% 3.$[2&=0 /*2>JKJM& \+3=S%>&/& @/&-. J& JKJM;

国家网信办% -中国)东盟信息港% 推动数字互联互通!打造 "数字丝绸之路# . & 人民网& JKJJ 年 R 月 EO 日, 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 -数据中心白皮书 'JKJJ 年( . & 中国信通院网站& JKJJ 年 F 月 JJ 日+

林子涵% -中国 "数字丝绸之路# 创造新机遇.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JKJJ 年 EK 月 EK 日, 黄黎洪% -中国建设数字丝绸之路

与数字化时代全球治理的变革研究. & -电子政务. & JKER 年第 EK 期, 彭大伟% -中国移动国际公司在欧洲启用第二家数据中心. & 中

国新闻网& JKJE 年 J 月 J 日, 1=/&Y& ,;& 1.)%/@26)=$#)3*X/D*$2% 8)=)-2% U/==$'\/3/1$%3$&& I)+.3,$/0)%+& @/'EE& JKER+

罗珊珊% -JKJK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超三成. & -人民日报. & JKJE 年 H 月 EM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就 JKJE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 & 国新办网站& JKJJ 年 E 月 EL 日+

王俊岭% -去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EENHQ)))拓宽 "中国制造# 出海通道.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JKJM 年 J 月 JP 日+

李云龙$ 赵长峰$ 马文婧% -泰国数字经济发展与中泰 "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 & -广西社会科学. & JKJJ 年第 O 期+

商务部%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JKJE( . & 中国商务出版社& JKJJ 年+

跨境眼观察智库等% -JKJJ 海外仓蓝皮书. & JKJJ 年+

白舒婕% -上半年中国对东盟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RPNLQ "一带一路# 跨境电商合作前景广阔. & 中国一带一路网& JKJJ 年 H 月

EM 日+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JKJE. & 商务部网站& JKJJ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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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中国电商平台市占率较高的地区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欧睿数据库 !TD&2c2%)32&S%3$&%/3)2%/=" 整理而得'

注# 此处仅分析了按销售额计算的中国电商平台市场占有率超 JQ的地区& 并对该地区排名前 L 且市占率超 JQ

的电商平台进行了国别统计'

口增速显著超过中国外贸出口增速+ 以 JKEH)JKJE 年为例& 期间中国跨境电商年均增速为 FENMQ&

大大超过同期外贸出口 RNOQ的年均增速+

!二是由于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跨境电商出口的整体增速+ 例如& JKJJ 年一季度& 中国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RJNHQ& 远超同期跨境电商出口整体增速+

"三是随着主

要贸易伙伴的变化& 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市场也发生变化+ 例如& JKEP 年& 中国前两大贸易伙伴

是欧盟和美国& 同期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也是欧美地区+

#

JKJK 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

最大贸易伙伴& JKJE 年便有 M 个东盟国家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位列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前十

大目的地+

$四是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 RKQ为衣帽鞋包$ 家居用品和电子产品等日常消费品&

% 反映了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

'六( 数字规则

数字规则是数字治理的核心& 也是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和数字丝绸之路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全球数字规则已初步形成中国模式$ 美国模式$ 欧洲模式三足鼎

立的局面+

& 概而言之& 中国模式的数字规则以合作$ 发展$ 安全为基础& 强调尊重各国网络主权&

聚焦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发展& 最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一是坚持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理念& 联合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积极推进与数字丝绸之路

相关的国际议题+ 在 JKEL 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

!

"

#

$

%

&

亚马逊全球开店$ 财新智库%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发展白皮书. & 搜狐网& JKJJ 年 EK 月 JO 日+

曹莉$ 王乾筝% -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合作% 机遇与挑战. & -中国远洋海运. & JKJJ 年第 R 期+

83/3)*3/& I$/0)%+3/&+$3-2D%3&)$*>2&-&2**̂ 62&0$&$̂ -2cc$&-$$e92&3c/&Y$3)% 1.)%/)% JKEP& 83/3)*3/& :D+D*3JKJK;

商务部%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JKJE( . & 中国商务出版社& JKJJ 年+

中国海关总署% -JKJE 年跨进电商进出口情况. &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JKJJ 年 F 月 JF 日+

李佳倩等% -\TX:关键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的挑战与应对. & -国际贸易. & JKJJ 年第 EJ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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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 倡议和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 "四项原则#+

!在 JKEH 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中国与沙特$ 塞尔维亚$ 土耳其$ 泰国等国共同发起 -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在中

国互联网治理论坛 JKJK 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 中国发起的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得到国际社会积

极响应+

#

JKJE 年和 JKJJ 年& 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中亚五国先后与中国签署 -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 "中国 G中亚五国#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

JKJJ 年第九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 "共建网络世界共创数

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 探索世界百年变局和疫情叠加形势下& 数字丝绸

之路的高质量发展+ 大会同期举办 "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合作论坛#& 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加

强数字治理能力建设$ 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红利等议题进行交流& 深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数字领域

合作+

%

二是以 JKEP 年签订的 -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与 JKJK 年签订的 ,1TX为抓手& 初步制定了适合数

字丝绸之路发展的数字贸易规则+ 由于 ,1TX既包括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 也包括日本$ 韩国$ 澳大

利亚$ 新西兰等高收入经济体&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字贸易规则兼顾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发展

阶段经济体的利益考量& 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发展潜力& 充分体现了中国一贯主张的 "多元共治# 的发

展理念+

& 作为当前全球覆盖区域最广$ 内容最全面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 ,1TX设有专门的电子商

务章节和电信章节& 并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数据存储本地化$ 网络安全$ 电子传输关税$ 个人信息

保护$ 线上消费者保护等规则做了规定&

' 为构建公平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与数字贸易规则体系贡献

了中国智慧+ 例如& ,1TX在保障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 也允许各成员国基于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

考量保留监管& 并给予数字产业落后的缔约方一定的宽限期去落实协定要求+

(

三是中国在规则实践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有力推动了数字丝绸之路发展+ 例如& 在数字标

准共建互认方面& JKER 年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 LC技术方案& 推动北斗二号$ 北斗三号进入第三

代合作伙伴计划 'MCXX( 标准体系+ 从 JKEL 年到 JKJK 年& 超过 PKK 项国际标准由中国主持制定+

)

JKJK 年&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公司与英国标准学会合作& 发布第一份智慧城市 '社区( 数据产品和服

务供应商国际标准+

*+,在电子口岸平台建设与推进智慧通关方面& 中国近年来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自

贸区积极打造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为进出口企业提供货物申报$ 进口配额申请$ 税费办理$ 跨境

电商$ 物品通关等各项基本服务功能& 有效提高通关效率和降低通关成本+

*+-在海上物流信息合作方

面& 自 JKEH 年以来& 国家物流信息平台与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 比利时安特卫普港$ 阿联酋阿布

扎比港$ 马来西亚巴生港等签署合作备忘录& 覆盖欧亚 P 个国家& 共同推动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

'7T:I 7̂T?( 应用扩展至欧洲$ 东南亚和中东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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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前景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加速演变期& 国际形势纷繁复杂& 经济全球化

遭遇民粹主义$ 保护主义$ 排外主义等逆流& 国际政治$ 经济$ 科技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综合判

断& 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机遇的战略性$ 可塑性较强& 挑战的复杂性$ 全局性前所未有& 必

须更好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推动共建数字

丝绸之路应秉持正确的历史观$ 大局观$ 角色观&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以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为

基础& 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 积极促进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数字经济发

展$ 数字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赋能升级& 大力弥合数字鸿沟& 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最终实现更加开

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全球发展+

'一(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 妥善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与数字地缘政治

毋庸讳言& 中美战略博弈是影响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前景的最大因素+ 近年来& 美国联合盟友通过

长臂管辖$ 极限制裁$ 脱钩断链$ 技术封锁$ 芯片断供$ "友岸外包#$ 产业补贴竞争等手段& 持续遏

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与数字丝绸之路发展+

#例如& 在数字技术方面& 美国在制裁华为的同时& 一直向

欧洲国家施压$ 渲染中国安全威胁及推销所谓的 "清洁网络计划#& 导致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在与

中国开展 LC通讯技术合作时态度谨慎& 英国和意大利追随美国甚至直接禁止采用中国 LC技术+

$新

冠疫情期间& 随着 ?)Y?2Y 等中资背景的数字应用加速发展& 美国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为由打

压和封禁这些数字应用+ 在数字基建方面& 中国也面临美西方国家的遏制与挑战+ 如近年来美国基于

零和竞争思维& 推出 "印太经济框架# "重建更好世界# 等倡议& 其中均有数字基建的内容& 试图作

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替代性方案+

数字地缘政治对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一方面& 部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受

地缘政治思维和自身利益考虑& 一定程度上抵制数字丝绸之路倡议& 并对本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

持保护主义立场+ 例如& 越南等东南亚少数国家在与中国开展 LC技术合作时态度保守&

% 并在全球

产业链合作方面积极响应美国的 "友岸外包#+ 新冠疫情以来& 印度为保护本国的数字产业及讨好美

国& 封杀微信和 ?)Y?2Y 等中资背景的数字应用& 禁止小米在印度销售手机并没收其在印度的存款& 取

消中国电信等中资企业在印度的竞标资格等+ 另一方面& 数字企业也已成为数字地缘政治的重要玩

家& 美西方的一些数字巨头出于商业竞争的利益考虑& 积极支持美国对中国和数字丝绸之路进行遏制

打压与恶意抹黑+ 例如& 美国媒体 JKJJ 年披露& 脸书 '5/-$622Y( 的母公司 "元宇宙# '@$3/( 雇佣

共和党背景的咨询公司 "目标胜利# '?/&+$3$0 U)-32&'( 对 ?)Y?2Y 进行诋毁活动& 并以此游说美国政

客对 ?)Y?2Y 采取封禁措施+

&

在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过程中& 对中美战略博弈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要有清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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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谨防陷入 "跋前踬后$ 动辄得咎# 的被动境地+ 对此& 要依托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 不断扩大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朋友圈+ 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数字企业 "出海# 的合规指引

与海外利益保护+ 要善于利用美西方内部矛盾& 既联合又斗争& 特别是利用美欧在数字领域的分歧&

减轻中国对外斗争压力与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阻力+ 要进一步加强对外传播& 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与共

建 "一带一路# 故事& 不断提升数字丝绸之路影响力+ 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大力揭批美西方破坏

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阴谋与险恶用心& 打赢与美西方的 "舆论战# "认知战#+

'二( 坚持合作共赢' 大力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基建' 不断提升数字规则影响力

数字技术$ 数字基建$ 数字规则的发展是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数字技术方面& 既

要看到中国在半导体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与美西方的差距& 也要看到中国在 LC等数字技术方

面的领先优势+ 中国广袤的国土与超大规模的人口& 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使得中国在

开发性价比高的数字基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这也使得中国的数字技术及其数字基建在广大发展中国

家乃至欧洲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中国在通过基建领域促进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新时代中国在数字基建领域与

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拥有广阔合作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推进双边$ 区域和多边合作& 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

能#+

! 数字基建正是有望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增长新动能的领域之一&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数字规则领域& 如前所述& 中国通过 ,1TX做了积极且有益的探索+ 但是也要看到& 与 \TX: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1X?XX( 等高标准数字规则相比& 中国在跨境数据自由流

动与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 相对处于落后水平+ 在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以及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等方面& 还存在不少空白领域+ 美国对中国 "数字规锁# 的力度将持续加大& 中国与美西方在数字规

则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为更好推进数字技术和数字基建领域的数字丝绸之路项目& 宜鼓励重点出海国企加快混合所有制

改革& 引导中资企业通过公私合作 'MX( 模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 市场换技术等手

段& 降低推进数字丝绸之路项目的政治敏感性& 提升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国家政府$ 企业和民众的获得

感& 充分发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不附加政治条件$ 不带意识形态偏好$ 不输出价值观$ 平等共商$

互利共赢$ 基建优先$ 灵活度高# 等特点的显著优势+ 将数字规则作为新时期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重要领域& 以加入 \TX:为契机& 对标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竞争& 巩固

和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规则领域的影响力+

'三( 坚持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跨境电商一体发展

如前文所述& 中国在消费电子方面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在部分数字丝绸之路地区也有较高的

市占率& 中国制造在数字丝绸之路国家的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 数字应用方面& 近年来中国在社交$

游戏$ 音乐$ 直播$ 出行$ 购物等领域异军突起& 涌现了一批下载量和月活跃用户数位居全球前列的

"独角兽# 企业& 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国家乃至全球的传播力+ 在跨境电商方面& 中国

的电商企业和平台在东南亚和欧洲最为活跃& 同时加快向其他数字丝绸之路地区拓展+ 尽管中国在消

费电子$ 数字应用$ 跨境电商等方面多点开花& 在特定区域的单点优势也十分突出& 但是尚缺乏将这

些点连线成串$ 协同发展的系统思维& 这不利于加快推进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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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发展&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方面的比较优势&

不断强化在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跨境电商方面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更要坚持统筹消费电

子$ 数字应用$ 跨境电商一体发展& 大力支持将中国在消费电子方面的工业生产力$ 数字应用方面的

国际传播力$ 跨境电商方面的物流运输力充分结合起来+ 在外需持续下滑及跨境电商国际竞争白热化

的背景下& 促进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跨境电商融合发展& 不仅有利于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国际电商平

台& 也有利于 "中国制造# 绕过国外的经销商与电商平台& 借助数字应用的 "病毒式传播# 直达数字丝

绸之路国家的消费者& 从而促进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 坚持分类施策' 准确把握短中长期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和重点

工作

从短期看& 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应该坚持巩固中国与东盟十国$ 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合作成果&

通过加强中欧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过程中的利益捆绑& 避免欧盟及欧洲国家在中美博弈中完全倒向美

国+ 例如& 在美联合日韩等盟友限制对华芯片和技术出口的情况下& 稳住荷兰等欧洲可能的半导体技

术合作方& 对中国产业发展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跨境电商方面& 要加大中国在东南亚及欧洲的海外

仓建设力度& 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跨境电商出口规模+ 在其他地区& 如中东$ 非洲及

拉美的巴西等新兴市场也是近期应高度关注的数字丝绸之路地区& 特别是可以继续深挖与这些地区在

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数字基建方面的合作潜力+

从中长期看& 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向纵深发展& 需要继续将东南亚和欧洲作为合作的重点区

域& 同时促进南亚$ 中东$ 中亚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兼顾非洲和拉美的新兴经济体+ 在统筹发展与

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推进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对外开放& 通过数字技术与数字基建的合作& 促进数字丝

绸之路重点国家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缩小数字丝绸之路国家间以及数字丝绸之路国家内部的数字鸿

沟+ 推动数字平台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不断提升对境内外数字巨头的监管能力+ 在此基础上& 加快打

造安全高效与自主可控的数字生产网络& 促进中国与数字丝绸之路国家在消费电子$ 数字应用$ 跨境

电商的一体化发展& 彻底打破美西方对中国和数字丝绸之路的遏制围堵+ 通过中国加入 \TX:和 1X?i

XX& 促进 ,1TX升级扩容& 稳步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数字规则向国际高标准靠拢& 在数字丝绸之路建

设过程中持续改善数字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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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新十年$

思路与建议!

徐占忱

!!摘要& 共建 )一带一路* 已走过十年% 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下成就卓著& 共建 )一带一路*

显示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对全球发展大势的预见与把握% 体现了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 本文认为%

新时代共建 )一带一路* 要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方向% 坚持把共建 )一带一路* 作为推进全球

治理变革的助力器% 与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有效衔接% 与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协同共进& 本文提出% 未来十年% 共建 )一带一路* 要在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再谋划% 切

实做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 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 )三共* 原则% 稳慎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 推动在 )小而美* 项目上取得新成效( 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 逐步形成项目和规则并重的发展格局(

推进数字' 健康' 绿色' 创新丝路建设% 不断拓展和充实新领域新赛道上的合作内涵% 坚持以质为先' 安

全为要%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徐占忱%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部长' )一带一路* 研究部部长' 研

究员&

!!共建 "一带一路# 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一项全球性伟大工程+ "一带

一路# 倡议一经提出& 就得到全球范围的积极响应& 现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 目前& 中国已与 ELK 个国家和 MK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JKK 余份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共建

"一带一路# 取了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果+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展开& 和平$ 发展$ 合作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同时&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日

益突出+

JKJJ 年 EK 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提出了以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中华民族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JKJM 年 "一带

一路# 建设进入第十个年头& 共建 "一带一路# 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将举办第三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共同谋划未来 "一带一路# 建设+ 新时期 "一带一路# 建设既要坚持

历史和世界发展大方向& 又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做出必要调整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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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 1一带一路* 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研究# 'ERU\IKJK( 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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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来十年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的基本遵循

共建 "一带一路# 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其理念$ 原则$ 路径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实践证明是

正确的事情& 要坚定不移$ 一以贯之+ 同时& 应该看到&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全球政治经济形

势变化& 未来十年共建 "一带一路# 内涵和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带一路# 建设必然要与时

俱进$ 因势而变+

'一(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方向

JKJM 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整体利益$ 福祉出发来谋

划人类发展& 这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共建 "一带一路# 顺应全球和平$ 发展$ 合作大势& 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共建

"一带一路# 已经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胸怀+

共建 "一带一路# 坚持推进实现各方利益共生$ 情感共鸣$ 价值共识$ 责任共担$ 发展共赢& 坚

持市场化原则和正确义利观& 不以义 "没# 利& 不以利 "害# 义& 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 体现

的是利他与利己的相融共生+ 共建 "一带一路# 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 其所推动实现的繁荣之路$ 和

平之路$ 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新发展观$ 新安全观$ 新文明观一脉

相承$ 高度统一+ 共建 "一带一路#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具显示性$ 实操性和利益相融性

的重要平台&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为直接$ 最为现实的实践路径+

'二( 坚持把共建 $一带一路% 作为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助力器

当代全球化使各国发展紧密相融$ 利益高度交织+ 但长期以来& 全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主要

由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提供& 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全球已有的关于发展的制

度设计既不切合需要& 又存在严重的供给不充分+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甚至极力推卸自身

对全球发展所应担负的责任+ 而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创造和提供自身发展所依凭的国际制度体系& 推

进全球治理变革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奢求+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 深切了解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所急所需& 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是当代解

决发展问题的最重要的制度供给+ 共建 "一带一路# 是目前为止最能体现发展中国家诉求$ 最具参与

性$ 最有利于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全球性倡议+ 习近平主席指出& 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 而不是少

数国家的专利+

! 合作才能办成大事& 办成好事& 办成长久之事+

" 共建 "一带一路# 作为面向各国

各地区的开放性平台& 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 "三共# 原则& 构建和拓展了各国间平等$ 开放$ 合作的

全球伙伴关系& "三共# 原则已成为当代推进全球治理的普适性原则+ 共建 "一带一路# 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 反对个别国家基于自身利益搞 "小集团# 和 "伪多边#& 不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

他性小圈子&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进建立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平等$ 开

放$ 合作$ 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平等$ 互鉴$ 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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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JKJE 年 H 月 O 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

资料来源% JKJJ 年 O 月 JF 日&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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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使之成为全球发展事业的推进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道路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很多发展中国家热切希望学习中国在脱贫攻坚以及五年计划制定与执行$ 经济特区发展$ 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的经验& 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基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长

期以来& 中国将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 EFK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

伴+

! 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S( 数据库测算& JKEM 年到 JKJE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年均达到 MPNOQ& 超过七国集团贡献率的总和+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

中国发展显示出与世界发展大势的高度同向性& 中国发展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会+

共建 "一带一路# 很好体现了把生存权$ 发展权作为当代人权领域的优先立场& 共建 "一带一

路# 坚持将缩小发展赤字作为解决全球四大赤字之首& 维护以自决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集体人权& 推

动全球将生存权$ 发展权为代表的集体人权置于个体人权之上& 通过维护$ 保障和更高水平实现集体

人权& 为个人人权的实现创造条件+ 在目前全球利益格局下& 个别国家炮制$ 渲染 "一带一路# 的地

缘政治甚至意识形态属性& 否定或歪曲其公共物品属性& 不顾其推进全球发展的事实& 显示了这些国

家背后的 "反发展# 动机+ 共建 "一带一路# 与全球发展倡议在发展目标$ 发展主体$ 发展机制和

平台方面完全相通且充分衔接& 有利于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 减贫$ 粮食安全$ 工业化$ 数字经济$

互联互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进一步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鸿沟& 中国的发展正在为世

界发展创造新机会$ 注入新动力+

'四( 坚持把共建 $一带一路% 同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 协同共进

共建 "一带一路# 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大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 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机遇& 同时

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世界+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增强国内大循

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 未来十年& 共建 "一带一路# 将更紧密地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 共建 "一带一路#

将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相互衔接$ 互促共进新局面+

共建 "一带一路# 形成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多样化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合作内容扩展和深化& 未来

"一带一路# 将成为中国和世界间实现外部循环不可或缺的接口和平台+ 基于中国和有关各方建立的

涉及区域$ 领域和国别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全球各国间的 "外循环# 会更加充实高效+ 未来十年中

欧班列将进一步提质增效& 在进一步织密覆盖网络的同时& 推进相关优质产业向班列沿线和亚欧大陆

内陆地区转移+ 目前中吉乌铁路筹建正在积极推进& 这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向西新通道& 并与已有通道

联网成势& 形成内外高效互通大格局+ 新时代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特别是稳步扩大规

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未来共建 "一带一路# 将同广交会$ 进博会$ 服贸会$

消博会等有效衔接& 同上合组织$ 博鏊亚洲论坛$ 中国)东盟合作论坛$ 中国)非洲论坛$ 中国)阿

拉伯合作倡议$ 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 中国)拉丁美洲合作倡议深度对接+ 共建 "一带一路# 将不

断提高中国外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为中国与各国合作发展创造更多新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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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珊% -我国成为 EFK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 & 人民网& JKJJ 年 EE 月 JM

日& .339% "".$;9$29=$;-2c;-%"%J"JKJJ "EEJM "-ERJJML F̂KJKLRJJ;.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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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十年共建 $一带一路% 的主要思路

共建 "一带一路#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志性工程+ 美国不遗余力实施多种对冲战略&

从侧面证明了共建 "一带一路# 是顺时势$ 得人心的+ 要从历史长周期和全球发展视角来看待共建

"一带一路# 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既要积极高度重视$ 妥善应对& 又要不为一时风险和困

难所扰所困+ 新时代共建 "一带一路# 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 国内与国际$ 当前与长远$ 存量与增量

等多方面关系& 坚持 "三共# 原则& 坚持理念引领$ 蓄能积势$ 久久为功& 坚持深耕厚植$ 以质为

先, 做优新领域& 创造新格局& 增进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全面增强 "一带一路# 建设整体韧性和抗风

险$ 抗压力$ 抗冲击能力+

'一( 坚持以质为先( 安全为要' 确保 $一带一路% 建设高质量行稳致远

未来十年共建 "一带一路# 要在质上下功夫& 精心选择合作项目& 全面提高合作深度和水平& 以

一个个点上的扎实成效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走深走实+ 加固好共建 "一带一

路# 基本盘& 在各方已有接纳度基础上切实提高融合度+ 坚持正确义利观和市场化原则& 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 推进义利观进一步分层化$ 具体化$ 情景化& 研究以案例形式推出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

习$ 借鉴和可遵循的通例+ 突出和强化 "一带一路# 合作的经济属性& 坚持把投资效益和效率放在更

突出位置& 对于可以兼顾商业性和战略性的项目或者是纯战略性项目& 要明确必须经过相应的评估和

审批程序+

坚持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路子& 在项目招投标$ 合同履行$ 劳工权益保护$ 环境保护$ 企业

社会责任方面& 严格遵守中国和项目所在国法律法规及相关国际规则标准+ 充分借助各种具有国际公

信力和影响力的合作平台& 努力达成基于国际惯例且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基建投资规则& 引导中国

海外企业在项目建设$ 运营$ 采购$ 招投标方面依国际通行规则& 鼓励企业主动公布不涉及商业秘密

的信息数据& 提高项目透明度+ 结合新冠疫情对有关国家财政冲击和债务变化情况& 密切跟踪东道国

主权信用和风险变化+ 研究实施 "基础设施)投资)贸易)服务)技术诀窍# 一体化设计充分衔接融

合发展路径& 推进产业链价值链的延展和根植+

'二( 推动与国际规则对接' 形成项目和规则并重的发展格局

共建 "一带一路# 有关合作理念与主张已写入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 上海合作组

织等重要国际机构文件+ 美欧对共建 "一带一路# 持续的制衡和对冲客观上推进了 "一带一路# 高

质量发展的进程& 有助于我们加快向更加注重遵循和运用国际通用规则方向迈进的步伐+

要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由目前的项目导向为主& 逐步转向项目导向和规则导向并重& 并为未来

以规则导向为主做准备+ 要针对所涉及的议题差异程度$ 政策调整深度和任务区分程度& 优先选择协

同性高的领域& 推进与国际主导性规则衔接+ 积极利用现有国际规则服务于 "一带一路# 建设& 梳理

"五通# 和数字经济领域涉及的制度体系& 详细区分传统议题与新兴议题$ 理念性与技术性规则+ 区

分 "一带一路# 理念与现有理念的协同性$ 竞争性与合作性关系& 选择基础设施$ 普惠金融$ 绿色发

展等领域国际规则体系& 破除由政策$ 规则$ 标准$ 制度等形成的制约& 根据情况切实推进 "一带一

路# 规则与其深度对接+

在当前难以协调 "一带一路# 国家共同设立一整套国际经贸规则情况下& 注意推进 "一带一路#

经贸领域各类形式松散的非正式文件中的共通性& 逐步形成在现行国际经贸 "硬法# 模式之外& 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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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 模式设置合适规则+ 立足 "一带一路# 现有 "软法#& 助力未来将 "一带一路# 国际 "软

法# 实践引向国际习惯& 并随着 "一带一路# 持续推进上升为国际条约+ 推进国际合作从双边化向多

边化发展& 逐步实现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 数字经济规则$ 争端解决等方面探索的成果向多边化

推进+

要继续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实现连线成网& 发挥重要通道$ 走廊$ 节点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 巩固基于陆路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经贸联系+ 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 未来中吉乌铁路通

车将连通中欧班列的中线和南线& 提升新亚欧大陆桥在国际运输中的地位& 减轻新疆霍尔果斯$ 阿拉

山口等口岸和哈萨克斯坦公路转运的压力& 为欧亚地区设施联通提供更多选项+

要将符合中国新时代改革方向的一些重要议题 '如竞争中性等(& 列入共建 "一带一路# 国际经

贸规则& 助力建立和完善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选择一些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国家& 适当

推动中国部分相对高端制造业 "走出去#& 给予适当政策倾斜& 推进中国技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

示范效应+ 要扩大优质农产品进口& 加大 "一带一路# 框架下能源合作力度& 不断提高新时期中国重

要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三( 进一步完善区域布局重点' 确保取得务实成效

共建 "一带一路# 形成了以周边为根基& 亚欧大陆为主体& 非洲和拉美为两翼的基本格局+ 共建

"一带一路# 要助力中国建立安全稳定和谐的周边外交环境+ 着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

同体& 按照 "亲$ 诚$ 惠$ 容# 周边外交理念和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与周边国

家命运与共的关系+ 根据中国特有的复杂周边环境和历史上大国的有效做法& 加快形成陆权经济板块

和海权经济板块的充分衔接& 形成本地区广泛联系$ 具有强大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JKJM 年 O 月 J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1TX( 对 EL 个签署国全面生效& 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

的自由贸易区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要加强 ,1TX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合作& 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MNK 版谈判& 推进中国东盟交通基础设施$ 贸易投资便利化$ 数字经济$ 农业$ 减贫等领域合作+

中非合作前景广阔& 要加强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非合作+ 但是受疫情和全球经济不稳定

性冲击& 一些非洲国家经济面临困难+ 需密切关注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

国家造成的影响& 尤其是非洲国家债务形势不断恶化给共建 "一带一路# 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借助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契机& 加强中国同中亚各国间的经济$ 政治$ 文化交流& 切实增强

有关国家国民对 "一带一路# 项目的认知和了解& 尽可能降低内外部干扰因素+ 加强中国同中亚国家

在基础设施$ 能源$ 农业$ 健康$ 数字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要积极发挥新疆独特优势和区位联通纽带

及窗口作用& 形成中国与中亚$ 南亚$ 西亚交流合作的桥头堡& 加快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深

化同太平洋岛国务实合作& 发挥福建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和侨胞遍布世界的人文优势& 推动高端要素

资源汇集& 推进 JE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

中欧关系在 "中美欧# 大三角关系中具有特殊地位+ 欧洲具有战略自主意愿& 但短期看实现很

难+ 欧盟与美国对待 "一带一路# 立场存在差异+ 目前看& 意大利$ 法国更关注非洲& 西班牙和葡萄

牙更关注拉丁美洲+ "一带一路# 要推进中欧在清洁能源$ 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 同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等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 要继续做好中东欧地区工作& 加强沟通$ 化解疑虑+ 长期

以来& 美国把拉美当成其 "后院#& 拉美各国社会政治情况复杂& 巴西等国家是农产品$ 矿产品出口

大国& 要更加主动扩大同拉美国家贸易合作& 不断提高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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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慎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推进在 $小而美% 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 资金回收周期长& 受东道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影响大& 要根据

对象国的现实需求$ 商业回报可靠性等因素慎重考量& 积极引入第三方合作& 切实分解可能存在的风

险+ 根据战略性目标和东道国要求& 进一步细化重大项目筛选原则和标准& 项目向重要价值的 "点#

上集中+ 根据对象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判断& 稳慎选择合作方式+ 对于经济发展前景预期不太理想的国

家& 不能简单依照中国标准& 超越东道国现实国情& 要突出稳慎原则安排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处理好

投资规模$ 速度和效益之间的关系& 坚持稳扎稳打理性投资& 把投资质量和财务收益放在首位+ 涉及

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市场预测分析& 要理性分析项目内部回报率& 以及是否有东道国政府补贴和主权

担保等条件& 客观科学评价如电力需求$ 供水需求$ 铁路客流量$ 公路车流量等指标+

应统筹兼顾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在农业与减贫$ 医疗卫生$ 人道救助$ 生态环保$ 人文教育等

领域诉求& 实施一批贴近普通民众生活 "小而美# 项目+ 要关注全球气候与能源安全$ 数字联通$ 性

别平等$ 公共卫生等领域需求& 探索和推动卫生$ 农业$ 环保$ 减贫等项目国际组织合作& 开展更多

面向青年$ 妇女$ 中小企业等本地特定群体的民心工程& 继续做好 "和平方舟# "光明行# 等免费义

诊模式+ 探索更多贴近当地普通百姓需求& 更易产生实际获得感$ 更具故事性和温度的项目+

'五( 持续夯实中国在新领域新赛道上的优势' 着力推进数字( 健康( 绿色( 创新丝路建设

共建 "一带一路# 过去十年的一项重要成就就是不断丰富共建内容& 不断创造出新赛道+ 要适应

新形势变化& 加快数字$ 健康$ 创新$ 绿色丝路和重要民生项目建设+ 加快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数字基

础设施$ 数字经济$ 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合作& 在有条件的国家开展新基建领域合作& 发挥 LC基站$

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创新性强$ 产业链条长$ 对经济带动效应明显的优势& 推进中国数字标准

"走出去#+ 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 推动数字技术赋能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对标高标

准数字规则& 构建数字丝绸之路规则体系& 推动形成能为更多方接受$ 更为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

格局+

加强后疫情时代的 "健康丝路# 建设& 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疫苗$ 药物$ 医疗器械等研

发$ 生产领域合作& 做好国际卫生援助& 加快中医药 "走出去#+ 适应全球减排要求& 加大在光伏$

风电$ 水电$ 核电等领域合作& 助力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绿色转型& 鼓励境外机构因地制宜采用更

严格标准& 将综合评估经济和社会环境 'T8C( 效益纳入项目全流程管理& 共同应对环境和气候挑

战+ 推进 "一带一路# 成为绿色发展的知识分享$ 机制共享的平台& 大力推广节能计划& 积极发展可

再生能源项目+ 及时总结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对于东道国落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推进减碳努力方

面取得的积极成果& 这也是中国对全球减排做出的贡献+

'六( 加强与西方国家企业( 东道国本地企业合作' 切实规避风险

美国等个别国家恶意竞争和打压& 给我们 "使绊子#& 争夺 "朋友圈#& "一带一路# 建设要逐步

适应在外部压力下开展工作+ 中国不完全拒斥美国等国家为了回应 "一带一路# 所提出面向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各类倡议& 毕竟真正受益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中国乐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推

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新形势下 "一带一路# 建设要加强与全球企业合作& 提升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 东道国当地

企业的合作水平& 降低和规避投资$ 建设及运营风险+ 创新投融资模式& 实行中外$ 国有与民营股权

结构多元化& 积极引入国际金融资本参与基建项目建设& 构建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机制& 提升项目

抗风险能力+ 借鉴国际经验& 聘请第三方独立的财务$ 法律$ 环境社会$ 保险咨询专家& 从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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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和风险控制+ 要根据项目特点更多地实行本土采购$ 更多雇佣当地劳工& 与所在

地政府$ 非政府组织 '7C<($ 当地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 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关

系& 不断增加项目的透明度+

三# 新十年共建 $一带一路% 的建议

新十年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要突出系统化$ 国际化$ 精准化&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工

作定位& 推进管理创新& 加强系统集成& 注意形成合力+

'一(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做到精准施策

坚持高标准$ 可持续$ 惠民生的建设原则& 明确重点区域$ 重点国家$ 重点合作方式$ 重点项

目& 做到有的放矢+ 加强第三方合作& 贯彻市场化原则& 要进一步推进归口管理& 研究设立共建 "一

带一路# 秘书处& 继续办好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探索在中国境外联合其他国家不定期召

开共建 "一带一路# 专门领域会议& 使之成为面向全球各方开放的专业办事机构+

要加强对境外相关企业的协调和指导& 及时通报情况& 发出提示& 协调行动& 切实避免重复交学

费问题+ 比如& "一带一路# 农业合作不适宜到当地购买和承包土地耕种方式& 这不仅涉及地籍$ 地

权等本地复杂的权属法律关系& 且相当敏感& 一旦出现问题十分被动& 一般情况下采取当地合同收购

等方式较为稳妥+ 要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 解决好国外权益农产品和矿产品回运等同于进口的问题+

要处理好市场化商业项目和国家开发援助的关系& 发挥各种援助方式的集成效应& 创新发展民间援助

和人力资源开发$ 学历学位教育$ 技术援助等 "软援助# 形式& 打造国际援助旗舰项目+

'二( 及时总结好经验和做法' 不断推进手段( 方式( 方法创新

推动以开放多元为特点的国际融资机制& 扩大与国际金融机构组建银团$ 转贷$ 联合投资等模

式& 发挥各类机构优势& 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提高基础设施项目双边本币使用比例& 推进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业务& 推进上合$ 东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将人民币纳入货币储备库+ 立足双多边谈

判& 逐步建立更加系统和完备的 "一带一路# 投资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 加强金融领域合作& 积极开

展 "一带一路#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目前国际信用评级掌握在标准普尔$ 惠誉$ 穆迪三大机构手中&

要着力推进中国评级机构建设& 鼓励研发专门的研究标准& 创新信用评级标准& 发布主权信用评级报

告& 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评级垄断& 提高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软实力+ 重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和仲裁等法律手段& 保护投资者利益+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大多为资源出口国& 对中国贸易长期逆差容易

引起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同看法& 可以适当发展当地资源加工业& 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对于基础条件比

较好的国家和项目&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企业开展建造)运营)转让 'V<?($ 公私合营 'XXX( 等方

式& 实行投建营一体化模式& 增强企业对项目周期全过程的管控能力& 获得长期和稳定的收益+ 特别

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项目不仅要做到 "交钥匙#& 而且还要教管理& 展示共建 "一带一路# 给各方带

来的长远合作效益+

'三( 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加快新时代国际化人才培养

发挥 "二轨# 外交等民间外交的作用+ 构造产业$ 金融机构$ 智库$ 非政府组织$ 媒体间深度合

作$ 有效协同$ 模块集成的生态系统& 及时掌握各国社会舆论动态& 给中国海外企业及时提出警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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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要培育和发展中国自己的 7C<& 学会讲好 "一带一路# 故事& 在做好的同时还要能够会说$

说好+!!

打通国内外人才转换循环渠道&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多种形式多渠道培养国际化人才+ 要加大国

际化人才培养力度& 强化民心相通& 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大批熟知当地政治$ 经济$ 文化$ 法律及

社会习俗& 能够深耕对象国逐步形成深厚人脉资源的复合型人才+ 造就一大批包括项目开发设计$ 技

术论证$ 财务经济分析$ 法律咨询$ 项目融资$ 环境社会影响分析$ 风险和运营管理等方面高素质$

高水平和经验丰富的国际化人才+

'四( 主动开展议题设置' 进一步提升中国舆论塑造引领能力

一直以来& 美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国际舆论场主导优势& 标榜所谓 "价值观# "高标准# "透明度#

"气候友好# "保护人权# "基于规则# 等& 给 "一带一路# 贴上各种标签+ 未来十年& 我们要进一步

增强舆论塑造$ 议程设置$ 社会沟通等能力+ 学会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别人质疑后才被动应对& 把重要

话题和焦点问题设置在前+ 大力支持国内重要科研机构同东道国$ 第三方智库和社会组织开展联合研

究& 共同发布项目评估报告& 切实将项目的评价权和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引导国内企业$ 智库和

专家学者与东道国开展多渠道$ 多形式的直接对话& 改变东道国民众对项目认知主要由西方媒体所主

导和塑造的状况+ 做好已有成功的 "一带一路# 项目案例收集$ 舆论宣传引导工作& 营造客观$ 公

正$ 正面的国际舆论氛围+ 对于受到外界质疑的项目& 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风险排查解决问题& 主动

对外发声& 正面回应各方关切+

要注意收集$ 整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的样板工程& 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

参与 "一带一路# 项目并从中获益的案例& 形成案例集和纪录片& 用事实反击美西方媒体对共建 "一

带一路# 污名化宣传+ 要联合国际上具有公信力的权威机构& 对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

'XCSS($ "全球门户# 计划等框架下的项目进行透明度和可持续性评估& 不定期公布评估结果+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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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
三种理论视角

谢来辉

!!摘要&

)一带一路* 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 是探索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过去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围绕 )一带一路* 相关问题的理论化研究已经进行

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 本文试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传统% 对理解 )一带一路* 的理论视角进行归

纳梳理& 研究发现% 现有文献中关于 )一带一路* 理论化的主要路径研究% 很大程度上是分别基于财富'

国家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等三个角度来开展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认为财富' 国家权力和社会目的是

学科领域的三个基本要素% 但是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是主要研究对象& 按照这种理解% 未来 )一带一路*

的理论研究% 应该打破现有研究的隔离状态% 实现一种理论上的综合与折中&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力!内嵌的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 谢来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一带一路* 研究室执行主任' 副研

究员&

!!共建 "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进一步夯实 "一带一路#

建设的理论基础& 为理论化提供学理支持& 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 研究的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 并且多次提出

明确要求+ 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 JKEO 年 P 月举行的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明确

指出& "我们要厘清 1一带一路* 建设的理论内涵& 把道理说清楚$ 讲明白+ 要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

链重构和延伸$ 区域合作等角度阐释 1一带一路* 建设& 突出 1一带一路* 建设对加强地区整体振

兴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结合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从周边外交$ 南南合作$ 全球治

理等层面深挖 1一带一路* 建设的理论内涵& 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成果#+

过去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 "一带一路# 的理论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 但是&

相关的研究分散在不同的学科& 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本文试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传

统& 对理解 "一带一路# 的理论视角进行全面梳理& 希望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为 "一带一路# 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一带一路# 作为一种国际合

作新模式的重要探索& 通过十年来的建设& 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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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实践+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岑斯坦 'X$3$&(/3B$%i

*3$)%( 曾经指出& 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两个基本建构材料+

! 后来& 他在

与罗伯特!基欧汉 ',26$&3($2./%$($ 斯蒂芬!克拉斯纳 ' 83$9.$% (&/*%$&( 主编的 -世界政治理论

的探索与争鸣. 一书中强调&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一直研究的对象是 "权力$ 财富和社会

目标之间的关系#+

"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现有文献中关于 "一带一路# 的理论化研究& 其实是沿着

财富$ 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等三个角度分别开展的+

一#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财富视角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基于顺应经

济全球化潮流$ 实现经济利益拓展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 JKEM 年 R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时就曾强调& 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

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 被强调为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一带一

路# 倡议强调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原则为指导& 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 "一带一路# 要

实现东西互济$ 海陆联动& 促进西部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深度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

# 要建设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合作体系+ "一带一路# 倡议强调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

利化+ 中国在新时期高举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大旗& 与一些曾经力主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

比+ 习近平总书记在 JKEH 年 E 月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 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在新时期捍卫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宣言+

在主要基于经济利益或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谓的 "财富# 视角下& 出现了关于 "一带一路#

的两种重要理论解释& 分别基于经济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

'一( 全球价值链双环流

长期以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合作的主要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 理性

的个人会在市场的逻辑下追求利益& 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改善+ 正如亚当!斯密 ':0/c 8c)3.( 认

为& 贸易$ 买卖和交换是人类的本性+ 经济自由主义还认为& 经济活动会促进国家的力量与安全& 对

财富的追求会推动国家之间开展合作& 而不是走向冲突+ JK 世纪 PK 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推

动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主导的理论视角+

在这种理论视角的影响下& 出现了一种关于 "一带一路# 理论解释的创新性概念框架+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的张辉等 'JKEL$ JKEH( 认为& "一带一路# 是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并认为其本质是形成

了所谓的 "全球价值链双环流#+ 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企业将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 能够成为全球

价值链双环流的枢纽& 通过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的贸易& 连接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可以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位置 '见图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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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

资料来源# 张辉* 易天* 唐毓璇& $一带一路# 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 $经济科学%& JKEH 年第 M 期& 第

EJ 页'

类似地& 浙江大学的黄先海$ 余骁 'JKEH( 也提出 "一带一路# 将重塑全球价值链& 构建以中国

为核心主导的 "一带一路# 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整体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 "嵌套

型# 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 在此基础上& 南京大学的刘志彪$ 吴福象 'JKEP( 进一步将 "一带一

路# 塑造的国际分工格局称为 "共轭环流#+ 他们认为& "一带一路# 可以使得中国实现 "双重嵌入#

的效果% 一方面是能够嵌入发达国家的创新价值链& 同时又能主导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 通过 "双

重嵌入# 和 "抱团嵌入# 的互融共建& 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均衡& 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再

平衡&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内生化发展& 培育制造业集群的动态竞争优势+

全球价值链 "双环流# 的理论解释在国内经济学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 而且也在国际问题研

究界得到进一步传播+ 比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梦孜 'JKEP( 认为& 应该基于三个视角对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理论上的阐释& 分别是 "超大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 "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

应# 以及 "通道的适切性与区位导向#+ 但是从理论逻辑上看& "一带一路# 对于塑造新的价值链和

形成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挥着核心支柱的作用+ 此外& 还有大量的经济研究都侧重分析

"一带一路# 的福利效应& 评估 "一带一路# 建设对中国国内各地区以及对沿线国家的各种福利影

响+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纳入财富视角的理论类别中+

全球价值双环流的逻辑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和规范涵义& 因此在阐释 "一带一路# 的经

济逻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但是& 近年来这种逻辑正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 因为自从 JKKP 年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价值链已经日益出现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 特别是随着美西方推行供应链 "去

中国化# 战略& 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有可能演变为两个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

! 这会使

得中国企业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且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双环流#

设想& 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二( 空间修复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传统之一& 也强调经济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

驱动力+ 但是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效果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过去几年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自身的假设出发& 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提炼的 "空间

修复论#& 提出了一种理解 "一带一路# 的新观点+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 '\/d)0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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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最早提出了 "空间修复# 的概念+ 哈维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 "拯救

世界经济# 和 "支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的重要举措& 但是他认为这 "基本符合资本继续运作的逻

辑#& 是他所说的 "通过 1空间修复* 来吸收过剩生产力的一种尝试#+

! 这种观点认为& "一带一

路# 建设主要是受资本主义经济利益驱动的& 强调中国需要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来解决物质利益方

面的需求& 包括西部地区的开放以及过剩产能的输出等问题+ 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响应+ 比如英国学

者蒂姆!萨默斯 '?)c8Dcc$&*& JKEO( 就发表多篇文章& 主张 "一带一路# 并不是国家的一种地缘

政治策略& 更像是一种基于资本和市场逻辑的 "空间修复#+ 这类文献将其理解为主要或完全是一项

资本主义事业& 目的是使中国的利益相关者致富& 并促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C\X( 持续增长+ 这

一重要的经济逻辑被许多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论点的学者所强调+ 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经济行为与西方大国的资本输出并没有任何不同& 参与 "一带一路# 合作的沿

线国家面临的发展环境& 与此前的历史经验相比不大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的 "一

带一路# 倡议其实既不谋求改变权力结构& 也不试图破坏现有规则& 而是在现有体系下寻求更大的发

展空间+ 比如英国学者李琼斯和曾敬涵 'I$$42%$*/%0 h$%+4)%./%& JKER(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

完全是受中国国内资本利益驱动& 它并不是一个连贯的$ 地缘政治驱动的大战略& 相反它是一个非常

松散的$ 尚不确定的方案+

但是& 这种观点对于 "一带一路# 建设能否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前景持有疑问+ 一方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结果持有疑议+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运转的必要条件& 也是其结果& 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遭受剥削& 加

强发展不平等的状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分工秩序会导致后发国

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 不可能摆脱欠发达状态+

另一方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关系也持悲观态度+ 在核心资本主义

国家走向合作协调还是冲突& 存在一个 "考茨基和列宁之辩#+

" 其中& 考茨基 '(/D3*Y'( 认为& 有

可能出现一种超级帝国主义& 以致国际金融资本联合对世界进行共同开发, 但列宁则认为& 世界经济

存在着一种形成单一托拉斯的大趋势& 不同国家的利益会产生交叉和冲突& 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因

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 "一带一路# 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其中一种可能是中国与全球

资本相互交织与融合& 以共同开发世界其他地区& 世界秩序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另一种可能是世界

进入一个寡头的帝国主义阶段& 导致国家在利润分配$ 市场份额和资源安全上的冲突不断加剧+

#

二#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权力视角

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另一个关键对象+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思

想最为关注权力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 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 它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 不

仅追求绝对利益的增长& 更在意追求相对利益和权力, 在充满国家竞争的背景下& 国家围绕权力的争

夺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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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显然也有权力方面的目标+ "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标定位之一是经济外交的顶

层设计+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 一书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其中两篇都强调中国应该积极

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问题+ JKEO 年 E 月 EP 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 -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发展壮

大自己. 的讲话中指出% "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 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

展潮流# "虽然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 66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

出& 66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

JKEO 年 R 月 JH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是 "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 的重要努力+

"

北京大学的黄益平 'JKEL( 认为&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受挫的背景下& 中国选择通过 "一带

一路# 建设来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 其他国内学者 '黄河& JKEL( 也明确提出& 基础设施等特定公共

产品的提供& 必然会与经济权力的增长有关+ 新加坡学者塞莉娜!何 ' 8$=)%/#2& JKJK( 指出& 中国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向沿线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投资& 必然会带来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特别是导致增强中国的结构性权力+ 但是& "一带一路# 的 "非经济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宣

传话语中有意忽视了+ "一带一路# 倡议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被有效地建立起来+

# 国

内的学者尽管也明确认识到西方现有的地缘政治理论不适合解释 "一带一路#& 但是也没有形成新的

理论+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关于 "一带一路# 研究的权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现实主义者占据了+

在西方国家的很多研究中& "一带一路# 的权力视角被简单套用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的话语& 目标也

被严重扭曲了+ 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 '[)==)/c1/==/./%& JKEO/$ JKEO6( 认为& 中国提出 "一带一

路# 倡议是为了建立类似历史上朝贡体系的 "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崛起的中国将会通过 "一

带一路# 建设成为某种形式的 "新的霸主#+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学者汤姆!米勒 '?2c@)==i

$&( 在 JKEH 年的 -中国的亚洲梦. 一书中指出& "毫无疑问& 习主席的使命是让中国回归他所认为的

亚洲最大强国的自然$ 正当和历史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 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后院占据主导地位66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

的朝贡体系& 所有的道路实际上都通向北京+#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 '权力为导向( 的逻辑& 是西方学者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常见误解+ 显然&

根据这样一种逻辑& "一带一路# 的建设不仅将延续过去不平等不公正的$ 依附性的国际经济关系&

而且也必将会引发与其他大国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 比如 "一带一路# 建设的项目& 被西方媒体批

评为是政治考虑优先& 市场利益服从于政治目标+ 其中最为极端的观点就是所谓 "债务陷阱外交论#+

在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赵穗生 ' 8D)*.$%+h./2& JKJK( 看来& "一带一路# 建设形成的国际经

济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冲突而非和谐& 共同发展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 依然还有一些学者清醒地指出& 中国虽然将因为 "一带一路# 建设获得影响力的提

升& 但是 "一带一路# 并非追求霸权或者替代美国的错误目标& 最终的结果也未必会导致大国间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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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比如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马必胜 '@/&Y V$$*2%& JKEP( 认为& "一带一路# 建设确实会导致权

力和影响力配置的改变& 提高中国的地位& 但是最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种

影响力的拓展是正常和健康的& 而且这并非导向以中国霸权替代美国霸权& 而是导向在亚洲乃至全球

营造一种更为多极化的秩序+ 英国学者苏岚 'JKJK( 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提升中国在全球经

济体系中的地位& 从而促生有机性变革以满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一带一路# 倡议并不会对全球

经济体系构成系统性 "威胁#+

! 类似地& 美国学者弗林特!莱弗瑞特和吴冰冰 '5='%3I$d$&$33/%0

V)%+6)%+[D& JKEH( 认为& 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 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能力& 通过积极鼓

励更大的区域和全球多极化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和维护中国的利益+ 虽然新丝绸之路的成功将极大有

利于西方的长期利益& 但这也将明显增强中国的战略自主权& 最终迫使美国的大战略做出实质性的

调整+

中国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以共建 "一带一路# 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已经成为近

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新表述+ 在这种背景下& 共建 "一带一路# 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目标的紧迫性似乎

日益加强+ 随着中美关系陷入紧张& 特别是七国集团 'CH( 推出明确要对冲 "一带一路# 影响力的

新倡议& 引发与其他大国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可能会明显上升+ 这也可能使得西方现实主义

或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更有影响力+ 同时& 这也意味着加强在权力视角下对 "一带一路# 进行理

论研究的紧迫性日益加强+

三# 共建 $一带一路% 研究的社会目的视角

社会目的视角强调社会价值观的保护目标& 认为市场经济扩张和国家权力应该在相应的规则下运

作+ 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 '(/&=X2=/%')( 在 -大转型. 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

"双重运动# 的理论% 经济活动是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之内& 服务于社会目的+ 资本过分扩张& 市场

经济的 "脱嵌# 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鲁杰 '42.% ,D++)$( 基于这个理

论& 提出了所谓 "内嵌的自由主义# 概念& 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同时强调保

护社会目的和市场经济的秩序+ 这种视角很大程度上是与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两种理论视角都是分别只从市场 '资本主义( 或者国家权力的角度去理解 "一带一路# 建

设& 第三种理论视角则强调观念的力量+ 而且瑞典学者阿斯特里德!诺丁和米歇尔!韦斯曼 ':*3&)0

#;@;72&0)% /%0 @)Y/$=[$)**c/%%& JKEP( 认为& 与传统理论中把国家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不

同& 国家和市场 '资本主义( 的力量可以形成一种合力& 而 "一带一路# 建设可以为新的多边主义

全球经济秩序创造支持性的条件+ 共建 "一带一路# 一个重要的定位& 是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这些理

念和价值元素& 都是 "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的经济合作所需要内嵌的社会目标+ 正是这些内嵌的目标

以及新型国际关系& 使得 "一带一路# 建设所依托的愿景&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治理体系截然

不同+ 在 JKKP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华盛顿共识# 加速瓦解&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过度脱嵌#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比如收入差距扩大$ 全球环境危机加剧等& 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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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 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 启动某种 "重新嵌入的# 再全球化就成为人们的广泛

期待+

"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是顺应经济全球化& 同时也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主席在

JKEH 年 E 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国际社会呼吁&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

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应对此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有国内学者 '刘卫东& JKEH/$

JKEH6( 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理论内涵就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这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

化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 在 JK 世纪 RK 年代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 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把经

济全球化看作是客观必然的力量+ 比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V)==1=)%32%( 曾说& 全球化相当于

一股经济上的自然力量& 就像风或水一样+ 中国看待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基于自身以及东亚地区崛起的

发展经验& 特别是基于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有利

于克服经济全球化这个 "双刃剑# 的负面影响& 同时获得更大的收益+ 正如加拿大学者罗纳德!基思

',2%/=0 1;($)3.& JKKL( 所说& 中国认为全球化&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66& 自由贸易不

再自动与国家主权对立& 而且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支持一种关于多边主义和多极化的新的 "理想主

义# 观点+

从理论和历史上看& 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 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 '42.% SY$%6$&&'( 曾以历史上的美国为例这样说道% "这些领

导国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与其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目标乃至建立国际政治秩序的抱负紧密相连+ 在这样

的机会出现时& 这些强国往往以促进某种国际经济秩序为手段& 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利益+#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衡 '[/%+#$%+& JKJK( 认为& 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 中国

参与国际经济法体现了从被动$ 选择性地适应外部规则到主动$ 选择性地重塑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的

重大转变+ 不具约束力的 "一带一路# 合作备忘录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SSV( 分别与西方主导

的 "硬法# 路径 '如具有严格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 美墨加协定和世界银行等( 的运作并行不悖+

这可能会支持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 'T-2%2c)-X2̀$&( 转变为一个治理大国 'C2d$&%/%-$X2̀$&(+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必须遵循 "共商$ 共建$ 共享# 原则& 这本身就是中国强调的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原则+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 建设所需要奉行的理念& 包括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 正确义利观&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新发展理念& 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所倡

导的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平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 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 西方国家近年来

提出的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倡议& 特别是 CH 提出的 "重建更好世界# 'VM[( 倡议和 "全球基础设施

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 'XCSS(& 都强调所谓的 "价值观导向# 作为对冲 "一带一路# 影响力的措

施+ 其中强调的往往是在经济合作中嵌入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 包括西方民主$ 个人自由至上主义$

普世人权标准$ 透明度和绿色低碳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 观念或者价值维度的竞争与合作必将日益突

出& 使得它必须成为 "一带一路# 理论构建的重要维度+

四# 结!语

基于前面的分析& 经梳理和对比关于 "一带一路# 的三种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 可以发现这三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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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在理解 "一带一路# 的三个基本问题 '即 "一带一路# 是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 以及怎么

建设( 方面& 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表!" $一带一路% 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

理论视角

类型

"一带一路#

的主体
"一带一路# 是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 "一带一路# 怎么建设 "一带一路#

财富视角
企 业"次 国

家行为体

务实的经济合作, 顺应

经济全球化的选择

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枢纽地位

'经济自由主义(, "空间修复#

'马克思主义(

市场原则, 重塑全球价

值链& 产业升级

权力视角 国家

构建中国为中心的新秩

序 '经济民族主义(& 经

济利益服从政治目标

国家安全& 更大的影响力& 结构

性权力

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政治主导经济

社会目的

视角
国家 G市场

重新嵌入的自由主义的

多边主义

改善西部地区以及沿线国家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条件& 为新自由主

义之后的世界提供替代方案

在新发展理念$ 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相关理念约

束下的全方位合作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与此同时& 也可以看到三种理论视角的要素在共建 "一带一路# 的政策话语中都存在& 这反映出

不同的政策目标在产生竞争性的张力+ "一带一路# 倡议有三个目标% 一是推动新时期中国全方位的

对外开放, 二是促进中国经济外交的构建, 三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向阳& JKER(+ 这三个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 权力和社会目的三个视角+ 正因为如此& 现有的 "一

带一路# 理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别在各自的空间内独立发展的+ 与此同时& 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

思想传统各自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关系& 这本身又在分化人们对相关现象的认识+

这对于理解 "一带一路# 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可能会有一些启示+ 不同的理论视角只是对应不同要

素的理想类型& "一带一路# 的实践可能是同时跨越了多种理论视角+ 比如加拿大学者埃里克!赫莱

纳 'T&)-#$==$)%$&& JKER( 就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原则& 其实是介于经济民族主义和内嵌的自

由主义多边主义之间的一种状态+ "一带一路# 本身的内容非常丰富& 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可能有

所不同& 随着不同形势的变化可能也在不断调整+ 相应的& 在不同时期& 理论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

化+ "一带一路# 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它会随着体系变革的发展可能性走向不同的路径+

我们需要在理论的精致$ 逻辑自洽和解释现实的准确性之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我们可能需要采

取折中主义的路径+ 正如罗伯特!吉尔平 ',26$&3C)=9)%( 所说& 折中主义不是进行精确的理论研究

的一条道路& 但有些时候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

总之& "一带一路# 的理论化是非常有挑战的工作+ 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

论& 那会导致食洋不化& 还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我们需要增强理论勇气和理论志气& 承担起理论创新

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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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逻辑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黄宇韬!任!琳

!!摘要&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至今已取得重大进展% 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挑战& 推动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但以何种视角为指导进行机制化建设并未得到充分探讨& 本文结合国际关

系理论前沿发展中的 )实践转向* 对机制化建设的方向进行探讨% 强调实践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因而

需在注重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机制化的具体路径& 不同于直接进行抽象总结的表象性知识概括% 实践逻

辑下的机制化建设重视软约束的行为规范% 各主体差异化特征% 以及一线参与者的直接经验& 以此为指导%

文章结合发展中国家' 欧洲发达国家' 国际组织的不同特征与诉求% 在总结已有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 提

出在不同条件与可行性下推行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建议&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以园区建设为抓手'

发挥企业作用% 与欧洲发达国家合作应利用其金融市场优势' 加强地方和行业协会网络搭建% 与国际组织

合作应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 并适时推动国际惯习' 规则的改进&

关键词& 实践逻辑!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主体差异化

作者简介& 黄宇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任!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至今已取得重大发展&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额不断扩大& 金融合作持续发

展& 人文交流不断深化+ 当前 "一带一路#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工笔画# 阶段& 更需要 "顶层设

计#& 为下一阶段的建设发展探寻方向+ 本文结合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的 "实践转向#& 提出在实践逻辑

的视域下推进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思路+ 首先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 以探讨 "一带一路# 推

动至今所出现的新问题与潜在影响+ 其次从问题解决的角度& 探讨建立 "一带一路# 机制化的价值&

从而体现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之后从实践促进知识生产的角度& 分析如何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以区别

性推动国际惯习形成& 进而为机制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思路+ 从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沿线发

展中国家与重要国际组织三类可展开合作的潜在群体出发& 本文结合各自特点与可行性提炼出机制化

建设的不同切入点与主要风险规避+

一#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取得突出成就& 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挑战+ "一带一路# 倡议是我国扩

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践行经济外交的宏观思路& 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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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 "建议#( 中对下一阶段继续推进 "一带一

路# 提出了详细建议+ "建议# 明确提出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包括推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加强国际规则标准联通等+ 尽管 "建议# 为

"一带一路# 建设明确了方向& 但实现以上目标无法一蹴而就& 需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之上& 逐步

厘清面临的挑战与短板&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重点+

"一带一路# 的既有研究多立足于个案分析& 整体性理论架构较为缺乏& 特别是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机制和实施路径等关键问题缺乏探讨 '李向阳& JKEP(+ 从基本概念出发& 国际机制是在特定

的国际交往领域& 为加强行为体的预期而形成的隐含或明确的原则$ 规范$ 规则和决策程序+ 机制化

建设既是加强这方面制度建设的努力& 其目的也是增强行为体的预期与共识形成& 从而推动更加可持

续的国际合作+ 长远来看& 机制化建设是 "一带一路# 深化合作的内在要求& 是对接国际规则$ 参与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钟飞腾& JKER(+ "一带一路# 的推行不可避免地会让部分西方国家视

为与现有国际制度的竞争甚至是对立+ 研究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对污名化言论进行有效澄清& 如何在破

除恶性竞争的同时促进制度规则对接& 具有时代紧迫性+ 同时& 在 "一带一路# 逐步走深$ 走实的背

景下& 中国与其他东道国合作时& 如何兼顾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 最大化利用合作伙伴的比较优势&

也考验着机制化建设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因此& 如何系统地就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条件$ 路

径进行分析& 仍是当前研究亟待提升之处+

从实际运行的表现来看& 当前 "一带一路# 机制化程度较低的特征明显+ 一是合作方式以松散形

式为主& 缺乏具有明确责任与义务设置$ 能够广泛撬动国际资源的国际合作制度+ "一带一路# 建设

以合作论坛$ 经济走廊等松散型合作为主& 尽管包括经贸联委会$ 财经对话会$ 商业峰会等多种形

式& 但自由贸易协定等具有较高机制化的合作较少+ 松散型合作具有灵活$ 务实的优点& 但由于缺乏

规制性和约束力& 长期来看会带来较多政治社会风险& 易遭受外界质疑和污名化风险& 不利于达成

"高标准# "可持续# 的战略目标 '张中元& JKJE(+ 二是参与跨国合作的政府机构较多& 各国普遍存

在发展合作的多头管理+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东道国& 都面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机构& 参与国际发

展事务的部门众多& 导致体系庞大繁杂$ 部门分工和责权不够清晰的问题+ 当叠加其他双多边渠道开

展合作时& 机制整合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沟通交流的成本较高& 制约了合作机制战略效应和经济效应

的充分发挥+

由于机制化建设不足& "一带一路# 建设中也暴露出三方面的新问题+ 其一& 面对不同合作对象

的差异化诉求& "一带一路# 缺乏统筹安排& 使跨地区$ 跨机制整合面临障碍+ 尽管 "一带一路# 的

非歧视性原则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共建沿线项目& 但鉴于客观上各国在发展水平$ 社会制度$ 宗教民

族$ 文化传统存在差异& 若缺乏统筹& 则 "一带一路# 的具体实施难免面临较大难度+ 发展中国家强

调尊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的现实需求& 提倡充分考虑法律$ 环保$ 劳工等政策差异& 灵活务

实地推进合作+ 因此与此类合作对象对接时需照顾各方舒适度& 所签署的项目难以推动统一$ 强有力

的执法形式& 以共同约束各国行为+ 然而& 发达国家希望强化现有国际规则制度的约束力& 以提高项

目的透明度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为名& 强调根据现有标准对 "一带一路# 项目的环境$ 社会影响进行评

估和监督+ 在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中& 如何平衡现实发展需求和高标准$ 高质量合作规范之间的关

系& 也是 "一带一路# 难以回避又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因此& 如何面对不同合作伙伴的差异化诉求&

是 "一带一路# 下一步建设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重要命题+

其二& "一带一路# 引导$ 撬动国际上其他资源的效率不足& 制约项目的长期可持续$ 高质量发

展+ 为在分享发展红利的同时兼顾分散风险& 可持续$ 高效的国际合作需要引导更多的国际资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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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逻辑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入+ 中国在前期的大规模投融资保证了 "一带一路# 建设的顺利起步& 但是单靠中国的资金难以满足

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而且会让中国集中承担沿线项目建设的不确定性风险+ 理论上在仅有

一个国家主要承担发展资金的情况下& 资金供给会因为缺少其他替代选项而存在波动性& 这反过来则

会放大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建投资的不稳定隐患+ 从当前的运营效果上看& 引导外部资金进入的

效力不足& 叠加沿线发展中国家自身较低的政府治理水平$ 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和劳动力素质& 部分项

目已经产生了资金紧张和债务偿付困难问题+ 因此& 亟需加强与其他潜在投资者的多方协调& 以建设

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减缓融资压力& 巩固已有项目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此外& 从政治风险的角度看&

随着美国不断施压& 试图锁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围堵乃至与中国部分脱钩之际& 加强与世

界其他国家和公司的合作& 深化与已有伙伴的合作程度也是打破外部封锁和孤立的重要举措+

其三& 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 缺乏应对污名化的有效对冲手段& 不利于构

建与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当前美国$ 日本$ 欧盟等行为体同样试图以基建为工具& 扩大在

相关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 JKJE 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美国联合其他成员国发起 "重建美好世

界# 倡议& 并在后续改名为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承诺将在 JKJH 年前为中低收入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 OKKK 亿美元+ 欧盟也于 JKJE 年 EJ 月宣布启动 "全球门户# 计划& 提出在 JKJE)

JKJH 年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筹资 MKKK 亿欧元+ 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 "一带一路# 倡议难免被

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部分外国政客不仅片面解读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而且将中国的海外投资与

西方在殖民时期的资本国际扩张相对比& 抛出诸多污名化言论& 如肆意鼓吹 "中国债务陷阱外交# 观

点& 指责中国向高债务风险国家提供贷款$ 恶化其债务负担并控制资源命脉+ 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化

手段进行澄清& 西方发达国家对 "一带一路# 的污名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导致中国外交形象

"他塑# 而陷入国际舆论战场 '孙吉胜& JKER(+

因此& 面对解决上述新问题的客观需求& 推动机制化建设既符合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 也是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 如果说发展导向是 "一带一路# 建设初期的指引& 那么

规则导向则是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属性+ 除了单纯追求投资额$ 贸易额的数量增长

外& 强化增长质量& 形成统一协调的分析框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此外& 推动机制化建设有

助于对冲潜在的政治风险+ 以更加制度化的合作来弥合沿线国家利益分歧& 促进国家间开放合作$ 互

利共赢+ 围绕针对 "一带一路# 的战略围堵$ 对冲行为和污名化攻击& 建立机制化的平台有助于在国

际上引导更多客观$ 中立的评价& 从而以 "他者# 的角度增强话语论述的吸引力+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转向

通过分析 "一带一路# 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 可体现推动机制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但明晰了机制

化建设的必要性& 还要进一步明确机制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如何进行有效的 "顶层设计# 仍面临认识

与方向上的挑战& 这推动我们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发展中去寻求探索可供借鉴的思想认识+

理论建构的 "实践转向# 'X&/-3)-/=3D&%( 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前沿之一+ 该转向与早期理

论探索的最核心差异来自认识论层面& 即如何处理行为实践与理念知识的关系 '@-12D&3& JKEO(+ 早

期认识论假定知识由理性逻辑推理而来& 是在对世界进行观察之后的演绎性或归纳性推理+ 这意味着

国家行为体是理性地进行分析判断& 偏好立场先于行动形成& 行动主要为偏好立场的具体实现+ 换言

之& 实践从属于特定的知识理念& 主要是具体的操作与执行+ 然而近年来从实用主义的勃兴开始& 国

际关系学者开始分析实践不仅从属于特定知识& 也是新知识的重要生产方式+ 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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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随时都具有完整$ 严密的逻辑思考& 也无法一步到位形成自己的偏好& 而是在行动之中潜移默化地

探索出观念的形成+

因此& 在此转向的视角下& 人类知识体系可进一步分为表象性知识与背景性知识 '秦亚青&

JKEM(+ 表象性知识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观点& 通常指人通过理性反思产生

的知识& 代表了思维和分析的结果& 具有强意识的$ 抽象的$ 可以言明的具体特征+ 表象性知识也被

视为理性思考之后对真实世界的写实&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可反映能够被广泛运用的通则和规律+ 与

表象性知识不同& 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 非表象的$ 无以言明的知识& 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

知识积累& 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认识+ 与表象性知识相比& 背景性知识具有两个显著

特征% 一是背景性知识是地方性的$ 具体的& 即知识是由具体地域的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形成的经验与

实践& 而非直接由抽象思维产生, 二是表象性知识追求确定性& 而背景性知识是动态建构的过程& 接

受变化与非确定性+ 因此& 前者追求普适性的规律& 后者是在反复探索中形成的知识& 同时也会随着

具体情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强调背景性知识的重要作用& 在于揭示国家间行为惯习的形成并无法简单基于 "理性人# 的假定

进行推演+ 制度建设的前提需要不同行为体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而这往往需要先形成一些不言自

明$ 不在公共辩论之中的国际规范与行为惯习 '5)%%$c2&$/%0 8)YY)%Y& ERRP(+ 首先& 通过抽象思维

得出的知识概念的目标是实现逻辑上的自洽& 但与真正指导实际操作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 表象性知

识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 合理性& 但也存在 "以偏概全# 的风险& 体现为线性化的因果关系归纳& 或

出现以一种地方性的$ 局部的理论解释作为普遍规律的混淆+ 其次& 实践逻辑强调被广泛接受的国际

惯习更有可能是在互动中摸索形成& 而非直接通过理论建构+ 其中& 受实践逻辑影响最为突出的建构

主义理论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向+ 早期建构主义学者热衷于探寻具有合理性的行动规范& 并以此研究规

范的普及$ 接受& 但近年来以批判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由于国家间文化$ 历史$ 发展模

式存在差异& 直接推动能被广泛接受的惯习与规范存在困难+ 因此& 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替代思路是

从国家间的互动开始进行研究& 以在具体实践中挖掘意义的产生+

运用实践逻辑来对国际问题进行分析时& 有三个关键概念具有重要启发性+ 当前国际关系实践理

论主要借鉴当代哲学家彼埃尔!布迪厄 'X)$&&$V2D&0)$D( 的思想& 强调 "惯习# "场域# 与 "实践

感# 的重要作用 '李滨$ 陈子烨& JKEP(+ 简言之& 惯习即由过去的经历所形成习性& 这种习性中蕴

含着一个行为体受其历史$ 文化与结构影响的历史沉淀+ 惯习由过去的行为方式养成& 会在无意识的

情况下对行为体的未来决策产生影响& 表现为一种路径依赖+ 场域是不同行为体互动时所体现出的背

景性结构特点+ 只要存在多个行为体的互动& 就会因行为体的差异& 形成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在这两

个概念的共同作用下& 则引出实践感的独特作用+ 实践感意味着当一个行动者进入某个社会场域时

候& 会依据自己位势的不同& 在历史沉淀的惯习指引下& 自然地$ 不加反思地产生符合 "常识# 的适

当行动+ 实践感是一种在互动条件下& 过去经历在当下的激活& 使得施动者在当下本能地形成特定行

为方式& 而非进行有意识的反思或参照书本化的象征知识+

在实践转向的逻辑下结合以上概念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分析& 即是在认识到不同行为体差异的基

础上& 一种 "自下而上# 的追踪探寻+ 不同国家立场与偏好的差异并非仅来源于如现实主义学者所强

调的物质实力差距& 更来源于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 基于不同背景性知识而导致的对 "理性# "正

确# 的不同理解+ 典型代表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国际合作的众多细节规则存在偏好差异& 尽管

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代表了 "正确# 的方向& 这使得国际交往中存在相对正确& 而又彼此间

存在矛盾的立场解读+ 与此同时& 场域的划分并非基于物质空间& 而是基于相对优势+ 尽管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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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空间下也存在不同的场域& 因而形成不同的实践惯习+ 在 "一带一路# 建设沿线上中国与发达国

家$ 发展中国家$ 国际组织等不同主体展开互动& 由于资本$ 知识积累的不同而形成具有差异化的场

域& 导致中国在同一倡议下与不同主体互动时会发展出不同的 "实践感#& 由此演化为协调但有差异

的国际惯习+

三# 实践逻辑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结合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前沿发展的 "实践转向#& 本文提出机制化建设难以一步到位进行正式$

硬性约束的制度建设& 而是应结合与不同主体的互动& 从惯习形成的角度 "自下而上# 地探索机制化

建设的模式+ 需明晰的是& 基于实践逻辑思考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其出发点在于 "自下而上#

的互动与探索& 而非直接进行抽象的表象性知识推理+ 因此& 此处所强调的 "顶层设计# 并非是具有

明确方向的规则机制& 而是一系列尊重发展变化的原则基础+

其一&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应从软约束入手& 而非直接进行约束性强的制度设计+ 尽管 "一

带一路# 的地理界限相对清晰& 但由于在该地理位置上存在不同差异化主体的共存& 导致存在不同的

互动 "场域#+ 鉴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的发展差距很大& 立即制定高水平贸易协定并不现实& 所

以在一定程度上需尊重东道国自身的情况+ 在推动构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以及

跨国政策协调的机制过程中& 需要对资源禀赋优势$ 资源整合能力$ 劳动力成本优势$ 市场化水平等

不同要素综合考虑& 并且依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在供应链参与中从下游到上游的动态调整来推动

机制形成+ 软约束的机制具有灵活性$ 易塑性的特征& 在未来的不同实践中也更易于调整发展 '顾

宾& JKJJ(+

其二&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应注重发挥各主体差异化特征+ 基于不同的 "实践感#& 可考虑

与制度水平高的国家构建更丰富的合作& 而与制度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差异化项目对接+ 对于经

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者经济互补较强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 签署区域及双边自贸协定& 推动与对象

国之间更深层次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沈铭辉$ 沈陈& JKJE(+ 从完善项目发展机制$ 健全融资机制$

构建纠纷解决机制& 到强化风险管理机制& 多方面并行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直

接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操作性较低的国家& 机制化建设可以考虑从谅解备忘录$ 发展规划$ 合作纲要$

行动计划等各种软性政策机制入手& 并在实践先行的基础上推动更广泛的法规与政策协调形成& 以探

索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切入点& 促进人才$ 资金$ 技术$ 信息等要素流动+ 先从比较优势入手培育

本土的产业链& 再到逐步构建自主发展的价值网络+

其三&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应加强重视一线参与者的实践经验+ 由于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依

托于各类国际组织& 表现为各种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化安排& 如果不在创制规则层面特别是高水平规

则方面做出突破& 就很难实现依托 "一带一路# 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对接+ 因此& 有必要思考从

"一带一路# 的现行业务入手进行规则对接与规则创新& 体现为更加注重参与实践& 并从实践中获得

经验知识的主体& 包括企业家与外交官& 而非仅依赖学者的理论推理+ 只有基于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总

结& 才能够对多元的合作主体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原创性理念& 从而渐进推进国际惯习与规范规则的形

成+ -JKJE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一带一路# 建设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遵循市场化原则&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有序推动重大项目合作&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效

益+ 长远看& 尊重一线实践者的经验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更好地维

护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长远利益& 对冲国际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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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路径探索

结合以上认识& 本文将从不同互动主体的差异特征入手& 结合 "惯习# "场域# "实践感# 的概

念启示&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对机制化建设进行具体路径探索+ 由于难以一步到位形成系统$ 强约束的

机制规则& 因此应分步骤$ 有区别地推进 "一带一路# 制度化进程& 主要体现在与发展中国家$ 发达

国家以及其他国际机制的不同互动中逐步形成能被共同接受的惯习$ 规范+

'一( 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合作

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 探索出能够最大化发挥双方优势& 并能有针对性优化不足之处的合

作新范式+ 发展中国家具有工业化基础弱$ 治理能力较低$ 财政状况不稳定的特征& 但优势在于其劳

动力价格低廉& 具有较强增长潜力+ 因此需重视优势互补& 逐步在已有基础上推动与沿线国家实现发

展战略相互对接+ 其合理性在于参与国家的成分十分复杂$ 同质性较弱& 追求过高水平的制度整合将

产生很高的缔约成本+ 强调 "自主自愿$ 协商一致#& 不采取一揽子谈判和强制性的缔约模式& 在本

质上属于以优势互补为特征的 "协调范式# 发展合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参与 "一带一路# 的机制化建设& 是要在总结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思

考如何进一步利用比较优势& 以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由于大部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倚重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以从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入手& 逐步探索在当地建设境外经贸

合作区$ 跨境工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具体实践+ 园区建设可以改善东道国人均收入低$ 市场内

需小的发展劣势& 嵌入东道国市场与产业链& 并以此为支点打通与全球化产业链的链接+ 在此过程中

制度化建设也不是封闭的内循环& 而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 具有出口导向的战略措施& 最终目标是推

动参与国更深入嵌入全球产业分工+ 具体操作层面有以下三点建议+

其一& 以园区合作形式为抓手& 不断制度化升级合作的专业性+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

设的规模较大的园区有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泰中罗勇工业

园$ 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 JKJK 年 EJ 月 EO 日& 中国与非

盟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规划.& 这是中国首

次与地区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规划类合作文件+ 该规划将 "一带一路# 与非盟 -JKOM 年议程.

对接& 明确了双方重点合作项目和完成的时间表$ 路线图+ 鉴于园区建设合作已经具备规模& 未来应

更加重视从已有实践中探索能达成共识的$ 具有可复制性$ 可操作性的行为惯习& 并进一步探索从

"软约束# 到 "硬规则# 的制度建设+

其二& 在合作中逐步探索解决关键问题的新形式+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于避免

债务问题的恶化+ 中国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期间发布 - "一带一

路#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 结合 "一带一路# 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 鼓励与合作国家的金融

机构在自愿基础上使用+ 因此& 应在充分利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 通过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具体

情况& 进一步增加提升 "一带一路# 参与各方投融资决策的科学性+ 一方面对国际通行的融资规则进

行借鉴与运用& 另一方面要在尊重 "一带一路# 沿线低收入国家国情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解决债务

可持续性问题& 将金融资源真正用在人民身上& 实现共同发展+

其三& 重点发挥企业的作用& 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产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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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 EM 个重点行业& 分别是钢铁$ 电力$ 有色金属$ 铁路轨道交通$ 建材$ 化工$ 工程机械$ 轻

工$ 航空航天$ 通信$ 汽车$ 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业 '李进峰& JKER(+ 除了矿产资源$ 基础设施等

重点项目以外& "一带一路# 的产能合作还涉及房地产$ 物流等行业& 投资组合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在投资浪潮的背后& 是企业在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JKEH 年& 麦肯锡发布了名为 -世界的下一个工

厂% 中国投资如何重塑非洲. 的研究报告& 指出 JKEH 年有超过 E 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运营& 主要集

中在尼日利亚$ 赞比亚$ 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这些私人企业中约 E"M 涉及制造业& 而且绝大

多数是小微企业& 而非国有企业+ 正因如此& 非洲国家才出现了一批了解非洲$ 扎根非洲的中国商人

和技术人员& 这些人才已成为中非经贸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加强利用一线参与者的实践经验& 既

有利于向非洲进行各领域的技术转移& 也有利于通过市场与科学技术建立起能够凝聚共识的知识分享

平台+

'二( 与欧洲国家的互动合作

除发展中国家以外& 欧洲国家也是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的重点合作对象+ 中欧合作可以成为

撬动 "一带一路# 发展的关键支点+ 从合作意愿上看& 由于欧洲与 "一带一路# 直接联通& 地理位

置的相邻使深化经贸合作具有先天优势& 并且现阶段欧洲也已参与到具体项目的经济建设中& 存在显

著共同利益+ 但同时也需认识到& 欧洲制定了总额达 MELK 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 又称为 "容克计

划#& 这一计划在基础设施$ 新能源$ 信息技术等领域与 "一带一路# 建设有很大的交叠+ 为加强互

补合作而非竞争& 双方应积极合作创造共同利益+

从合作潜力上看& 欧洲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的优势& 为中欧合作融资提供了有利

条件+ 如英国等国家可以利用金融市场优势& 借助 "一带一路# 扩大跨境金融业务& 为建设 "一带一

路# 相关金融产品提供助力+ 从当前阶段来看& 中欧 "一带一路# 合作已经历了从模糊处理到局部对

接& 再到整体$ 全面对接& 从与部分成员国单层对接到与欧盟机构双层对接的进程& 体现了同一物理

空间下的 "场域# 转换+ 但在互动的主体方面& 为增加不同主体的参与度与代表性& 包括中小公司$

地方管理协会等& 提出操作层面的建议如下+

其一& 拓展 "一带一路# 重点行业范围& 对接不同类型的欧洲国家和企业的发展需求+ 由于前期

建设主要由大项目推动& 在中东欧国家 "一带一路# 被认为与中小企业关系不大+ 企业主体认为这些

项目过于庞大而难以参与& 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 公共采购等容易被大企业特别是跨国

公司操作的行业+ 因此& 下一阶段中欧合作不应该被限定在传统行业& 也应该开放创新部门& 例如应

该关注数字版 "一带一路#& 逐步放宽网络零售市场$ 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 减少对欧洲中小企业进

入中国市场的限制+ 考虑到欧洲的特殊市场环境& 只有当欧洲的中小企业确信能够获得发展机会并参

与其中& 欧洲国家才可能加大政策协调并为 "一带一路# 建设融资& 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其二& 构建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合作网络+ 当前& 欧洲国家虽看重 "一带一路# 带来的商机& 但

又担心中国会分化欧洲团结& 破坏欧洲商业规则和标准& 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成为重要

制约因素+ 因此&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 双边的政府间合作仍面临一些压力& 但省和城市一级的政府以

及大企业却顾虑较少& 参与 "一带一路# 最为积极+ 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扩大与中国经济合作& 逐渐成

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桥头堡& 例如德国的杜伊斯堡和汉堡& 西班牙的马德里& 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

丹和鹿特丹+ 同时& 参与出口贸易$ 建筑以及物流的大公司也在寻找机会参与 "一带一路# 项目+ 综

上& 中国应该大力构建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合作网络& 推进 "一带一路# 项目合作& 为共同融资提供

市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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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加强沿线国家的银团贷款合作+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 在全球 EL 亿美元左右的跨境

贷款存量中& 欧洲银行提供了近 LKQ+ 在欧盟层面& 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 欧洲在

"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初期就以实际资金支持参与其中+ 在国家层面& 德意志银行在 JKEH 年与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为 "一带一路# 有关项目提供 MK 亿美元融资+

! 在此背景下&

中欧组成银团贷款有利于双方协同贷款条件& 共同扩大贷款规模+ 中欧可以共同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功

能转型& 搭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国际投融资合作平台+ 从比较优势上看& 欧洲是多边开发银行中的

传统力量& 国际发展也一直是欧洲的优先政策议程& 同时欧洲投资银行市场化运营的模式也能为未来

的多边开发银行改革提供经验+

其四& 在经济合作中消解政治顾虑& 以争取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 与发展中国家多追求经

济发展的单一需求不同& 欧洲国家通常不会以经济利益作为合作的唯一考量+ 探索对欧洲国家有吸引

力的机制化建设& 中国应该积极吸引欧洲企业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利益攸关方& 打通 "一带一

路# 项目对接的信息渠道&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让国际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了解投资机会+ 同时

贯彻 "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 增强公开透明度& 积极向外界传递 "一带一路# 的包容性$ 非排他性

特点+

'三( 与现有国际机制的互动合作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绕不开与现有国际组织的互动+ 截至 JKJM 年 E 月& 中国已同 MJ 个国际

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 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已写入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

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之中+ 现阶段 "一带一路# 的制度对接包含两个方

面% 一是国内相关行政机构与国际组织实现战略合作& 如中国各部委与联合国各相应组织签署的一系

列战略合作协议或意向书, 二是在具体合作领域与相关国际机构实现对接& 例如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

与国际电信联盟进行对接+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有助于提升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际影响力& 未来进行

机制化建设既离不开向既有机制学习成功经验& 也应避免造成机制重叠$ 治理碎片化等问题+

其一& 加强与联合国合作是机制化建设的重点方向+ JKEO 年 EJ 月& 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

署 -关于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 的谅解备忘录.& 组建绿色 "一带一路# 国际研究小组& 启动 "一带

一路# 与区域绿色发展联合研究+ JKEH 年 EJ 月& 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缔结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

发布 -可持续发展多重途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 等报告+ 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 'A7C1( 已成为联合国先行主动开展 "一带一路# 合作的平台& 该机构于 JKJK 年 O 月

发起 "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助力 1一带一路*& 加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平台& 成为由联合

国系统下发起的首个以企业为主体&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协调企业投资运营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统一的合作制度+ 将 A7C1十项基本原则纳入 "一带一路# 建设& 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作为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持有助于增强项目的国际

影响力& 也有助于中国向外宣介正确理念+ 历史经验证明了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开展合作的益处& 未

来机制化建设也应该坚持此思路& 把握与现有国际组织合作的重点+

其二& 充分发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作用& 推动成为平等交流并形成共识的重要平台+ 中国创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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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逻辑视域下的 +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已成为涵盖沿线多数国家的协商平台+ 回顾现有成果& 在两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基础上& 中国同沿线国家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 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 启动共建 "一带一路# 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实施 "一带一路# 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计划等& 都推动了在充分协商中形成合作共识& 并在共识的基础上成功推进政策落实+ 经验

说明制度建设虽不可一蹴而就& 但基于国家不同发展阶段$ 目标诉求$ 比较优势下的 "实践感#& 以

"软约束# 的形式进行探讨& 更有助于推动共识形成+ 未来机制化建设离不开继续发挥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功能& 使之成为机制化建设的前沿讨论场域+ 同时在难以直接形成硬性规则的新兴领域& 也可

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设新兴议题的分论坛& 以圆桌会议等形式邀请沿线各国的专家$ 学者$ 官员参

与讨论& 并以联合公报$ 议题文件等形式形成具有共识性$ 可为后续机制化建设借鉴参考的成果+

其三& 既尊重既有规范规则& 但也在实践中动态调整新的国际惯习形成+ 由于 "一带一路# 涉及

范围众多& 通常需要与其他组织的框架规则对接& 如涉及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需执行其 -环境与社会框

架. 中的 -环境$ 健康与安全指南.& 涉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需执行其 -环境评价导则. 等+ 在

绿色发展方面& -巴黎协定. 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规则$ 世界银行 -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框架.$

欧盟 -欧洲绿色协议. 相关规则都是受国际认可$ 对国家行为产生指导意义的现行框架+ 在包容性发

展方面& 也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联合国全球契约.$ 国际劳工组织的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

视公约.$ 经合组织的 -跨国企业准则.$ 亚洲开发银行最大化实现用工本地化& 以及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劳工保护规则等不同规则载体+

尽管尊重已有规则& 但也要敢于基于变化中的实际情况& 探索新机制化建设& 推动建立更加符合

当今时代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现实需求的新规则+ 国际规则需要尊重国际惯习所形成的共识+ 基于实践

逻辑的机制化建设注重对已有成果经验$ 现实诉求的总结& 是针对现有机制无法兼顾更广泛需求所进

行的增益补充+ 因此& 在此复杂性背景下& 机制化建设应在博众取长的基础上& 以实践促进规范形成

为指导& 探索能够与现有机制规则对接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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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共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存在的问题# 思路和对策

侯胜东!吴!凡!马庆斌

!!摘要&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横跨亚欧大陆% 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 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现为国际国内

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中欧班列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陆海联运基础设施网络稳步推进% 多边贸易投资合

作取得明显进展& 目前%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仍面临经贸合作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际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水平有待提高% 经贸往来结构性不平衡以及规则' 规制' 标准等软联通水平偏低等问题& 建议在

推动沿廊各国政治互信' 优化经贸合作方式' 推动廊道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强化关键要素流动基

础上% 应探索更多顶层规划及政策对接机制% 加快推动多层次互联互通协同发展% 推动构建开放型现代产

业体系% 在经济走廊合作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作者简介& 侯胜东%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助理研究员(

吴!凡%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助理研究员(

马庆斌%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研究员&

引!言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以下简称陆桥走廊( 是通过密切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各国$ 各地区之间政

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形成的经济纽带& 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

重要载体+ 陆桥走廊所依托的新亚欧大陆桥& 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 东起我国连云港市& 西至荷兰鹿

特丹港& 横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 连贯大西洋和太平洋+ 新亚欧大陆桥的国内段主通道由东至西联结

我国山东$ 江苏$ 安徽$ 河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新疆等 P 个省区& EKR 个地市州,

! 国外段& 经

我国阿拉山口出境后分北$ 中$ 南三线并入欧洲铁路网& 辐射 MK 多个国家和地区 '见表 E(+

建成贯通 MK 余年以来& 新亚欧大陆桥以其跨度大& 覆盖区域广& 影响人口多& 推动了沿走廊经

济增长& 保障了欧亚大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促进了国际交流合作+ JKEL 年 M 月& 经国务院授权&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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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共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存在的问题* 思路和对策

表!"新亚欧大陆桥国外段所经过的主要国家

线路 国外段所经过的主要国家

北线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德国$ 荷兰

中线 俄罗斯$ 乌克兰$ 斯洛伐克$ 卢森堡$ 匈牙利$ 奥地利$ 瑞士$ 德国

南线
土库曼斯坦$ 伊朗$ 土耳其$ 摩尔瓦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黑山$ 马耳他$ 阿尔巴尼亚$ 波黑$

塞浦路斯$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希腊

!!资料来源# 王润球等&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中国经济出版社& JKEP 年'

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JE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 明确将新亚欧大陆桥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 当前& 陆桥走廊已成为带动中

蒙俄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等五大走廊发展的主轴经济廊道+

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由谋篇布局的 "大写意# 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 "工笔画# 阶段& 陆

桥走廊将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也将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JKER 年 F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我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 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

为引领& 以中欧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 以铁路$ 港口$ 管网等为依托的互

联互通网络+ 在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 陆桥走廊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 其一&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作为 "陆上丝绸之路# 和 "海上丝绸之路# 的关键联结纽带地位

进一步凸显+ 其二& 陆桥走廊促进我国沿海经济带$ 沿走廊内陆腹地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大陆桥沿走廊

经济同另外五大经济走廊发展的关键主轴作用进一步深化+ 其三& 陆桥走廊的高质量建设将围绕政策

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 "五通# 建设& 聚焦健康$ 绿色$ 数字$ 创新等

领域与沿走廊国家和地区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

一#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 国际国内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国际上看& 我国积极参与多边议程& 与沿走廊国家政党$ 政府$ 国际组织等机构搭建常态化多层

次沟通交流平台及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持续推动与沿走廊国家商签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截至

JKJJ 年& 我国与 JP 个沿走廊国家均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与哈萨克斯坦$ 捷克$ 塞尔

维亚$ 匈牙利等国家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规划文件+ 不断推动区域和跨地区对接与合作& 持

续推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走深走实+ 积极运行好 "中国 G中亚五国# 合作机制& 深化与哈萨克斯

坦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 塔吉克斯坦 JKMK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 土库曼斯坦 "复兴丝绸之路# 等

战略对接+ JKJM 年 J 月在我国青岛成功举办首届 "中国 G中亚五国# 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 JKJM 年 L

月& 中国)中亚峰会期间& 中国与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

从国内看& JKEH 年 O 月 P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频连线仪式上指出& 将连云

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 我国沿

走廊地区强化陆桥走廊通道要素集聚效能& 加快构建省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机制& 提升沿走廊地

区开放合作发展水平+ 江苏$ 安徽$ 陕西$ 河南等省份自贸区商签协议& 推动沿走廊地区自贸区联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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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东中西部多省份积极推动飞地园区合作模式& 打造沿走廊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 陆桥沿线的国

际枢纽海港建设$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对外通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其中& 上合组织

'连云港( 国际物流园和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投入运营并取得明显成效+

'二( 中欧班列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在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时& 中欧班列逆势成为陆桥走廊合作建设的标志性品牌& 为推动

沿走廊各国经济发展与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陆上看& 中欧班列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截至 JKJJ 年 EJ 月底&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ONL 万列&

开行范围已拓展到 JL 个国家 JKK 多个城市& 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洲全境+ JKJM 年 E 至 F 月& 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 LOEE 列& 运送货物 OKNR 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 EHQ$ MJQ& 重箱率 EKKQ+ 其中& F 月

单月开行 EFLR 列& 运送货物 EO 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 JLQ$ FLQ& 为陆桥走廊沿线国家经济复苏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 据国铁集团数据显示& 截至 JKJJ 年底& 中欧班列共铺画 PJ 条运输线路& 将逐步

实现 "连点成线# "织线成网# 的布局+ 哈萨克斯坦$ 波兰相继启动中欧班列关键节点基础设施扩能

改造& 部分中亚国家共同签署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有关合作协议& 中欧班列跨境货物转运效率

将进一步提高& 通道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

从海上看& 我国与希腊$ 北马其顿$ 塞尔维亚$ 匈牙利等国家共同开辟了一条从我国沿海港口至

比雷埃夫斯港& 经由铁路转运至中东欧国家的海铁联运新通道+ 近年来& 中欧陆海快线运输量持续增

长& 已逐步形成覆盖中东欧国家的海铁联运综合运输服务网络+ JKJJ 年& 中欧陆海快线开行班列 J 千

余列& 同比增长 KNJQ, 运输箱量达到 EO 万标箱& 同比增长 FQ+

$

'三( 陆海联运基础设施网络稳步推进

当前& 我国与陆桥走廊国家开展的铁路$ 公路$ 港口等设施联通扎实推进& 已形成全方位$ 多层

次基础设施网络+ 铁路方面& 国内外铁路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从国内看& 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 满洲

里$ 绥芬河$ 二连浩特等重点铁路口岸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稳步提升& 相关口岸及后方通道扩能改造工

程项目深入推进& 以连云港$ 青岛等港口城市为陆海联运枢纽& 西安$ 郑州等为内陆枢纽& 阿拉山

口$ 霍尔果斯等边境口岸为陆路开放枢纽的基础设施网络日渐完善+ 从国际看&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

逐步建成通车运营& 诺维萨德边境段建设有序推进& 匈牙利段全线开工,

% 中吉乌铁路前期工作全面

启动& 境内外铁路设施互联互通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港口方面& 中国希腊共建 "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

比雷埃夫斯港 '以下称 "比港#( 运行良好& 中远海运入股比港后& 比港货物吞吐量迅速回升& 经济

效益大幅增长& 成为地中海重要港口& 为当地直接和间接创造工作岗位超过 E 万个& 累计纳税 ENFL 亿

欧元& 有效提升了当地就业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 增进了希腊人民福祉+

& 公路方面& 塞尔维亚高速

公路普瑞利纳)波热加段建设加快推进& 波热加)杜加波利亚纳路段正式开工& 克罗地亚佩列沙茨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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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萍% -E 至 F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LOEE 列同比增长 EHQ. & -人民日报. & JKJM 年 KL 月 JM 日+

中欧班列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整理而得+

数据来源% 笔者对国铁集团和中远海运的调研+

资料来源% 笔者对中国中铁匈塞铁路项目部的调研+

数据来源% 笔者对国铁集团和中远海运的调研+



新发展格局下共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存在的问题* 思路和对策

海大桥$ 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项目建成通车& 极大提升了中东欧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水平+

'四( 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取得明显进展

从贸易看& JKJJ 年 E)EE 月& 我国与沿走廊国家贸易额达 FFKP 亿美元& 同比增长 EMNEQ& 高于

我国外贸总体同期增速 HNM 个百分点+

! 从投资上看& 我国在沿走廊国家和地区以绿地投资为主& 主

要涉及制造业$ 能源等领域& 例如中国化工收购意大利倍耐力 'X&2c$3$2% ?'&$C&2D9( 股权& 上海电

力并购匈牙利托卡伊 '?2Y/_( 光伏电站项目+ 紫金矿业投资的塞尔维亚佩吉铜金矿$ 波尔铜矿项目

运行良好& 出口额分别位居塞尔维亚第一位和第三位+ 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运营情况良

好& JKJJ 年前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约 EK 亿美元& 同比增长 EKQ+ 从园区看& 中白工业园累计引进来

自 EL 个国家的企业 EKK 家& 协议投资额达 EM 亿美元& JKJJ 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LMNMQ& 高达 FNL

亿卢布& 货物$ 工程$ 服务等销售总收入同比增长 RKQ& 达 HNE 亿卢布+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入园企

业达 EHO 家& 截至 JKJE 年& 园区累计完成投资和贸易额分别为 ENML 亿美元和 JH 亿美元& 带动我国企

业直接和间接出口高达 FJ 亿美元+ 陆桥走廊的能源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中亚天然气管道贯穿中

亚多个国家& JKJJ 年全年向我国输气 FMJ 亿立方米& 有力保障了我国 JH 个省市 L 亿多居民用气+

"

二#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沿走廊各国经贸合作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加

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 地缘政治冲突$ 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供应链中断等多重风险对世界经济

产生的负面溢出依然高企+ 一方面& 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据联合国 -JKJM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

望. 报告预计& JKJM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 JKJJ 年的 MNEQ放缓至 JNMQ+ 其中& 美国$ 欧盟等发达经

济体增速均有所放缓& 其他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甚至可能陷入衰退+ 另一方面& 全球通胀水平高企+

受乌克兰危机$ 全球粮食危机$ 欧洲能源危机等因素叠加影响& 沿走廊国家物价水平持续攀升& 处于

历史高位+ 据统计& 仅 JKJJ 年 EJ 月& M"F 的沿走廊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 '1XS( 同比涨幅超 EKQ&

其中摩尔多瓦$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1XS同比涨幅更是分别高达 MENFQ$ JJNLQ$ ERNOQ+

#

沿走廊各国政策不确定性突出+ 其一& 沿走廊国家右翼政党加速崛起+ 近年来& 部分沿走廊国家

右翼党派不断涌现并迅速上位& 民粹主义政党力量增强& 意大利$ 立陶宛$ 捷克等国家右翼政府上台

执政& 并普遍持亲美立场+ 其二& 对我国经贸合作更趋保守+ 乌克兰危机后& 沿走廊部分国家对外政

策更趋保守& 日益将互联互通泛安全化& 将经贸问题意识形态化+ 如拉脱维亚政府反对我国企业入股

克莱佩达港, 捷克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将我国企业排除在其核电项目招投标之外+

沿走廊国际经贸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有待提升+ 一是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不高+ 沿

走廊各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多样的经济体制以及多元的文化环境& 各国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沿走廊各国在多边协商$ 纠纷仲裁$ 法律合规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诸

多制度障碍+ 二是部分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近年来& 在新冠疫情$ 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性因素

!!(#!

!

"

#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数据来源% 笔者对中国化工$ 上海电力$ 山东万华$ 紫金矿业$ 中白工业园等相关企业的调研+

数据来源% 相关国家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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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下& 沿走廊部分地区营商环境恶化对沿走廊各国经济合作带来较大挑战+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 -欧

盟营商环境报告 JKJJ)JKJM. 显示& JKJJ 年欧盟不断增加新的政策工具和市场准入壁垒& 企业面临

市场准入和本土化经营的双重挑战, 欧盟及部分国家存在用行政手段限制市场行为& 出现经济问题政

治化倾向& 过度规制持续加码& 导致企业合规成本大幅上升+

'二(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

沿走廊各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和发展水平不同+ 公路方面& 除部分发达国家具备较为完善的

公路设施之外& 发展中国家公路设施均较落后& 其中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较为明显& 摩尔多瓦多

条关键公路损坏& 亟待修缮+ 铁路方面& 吉尔吉斯斯坦$ 伊朗和塞尔维亚等国家大多铁路基础设施落

后$ 运营服务质量较差+ 航空运输方面& 俄罗斯$ 卢森堡等国家航空运输较发达& 吉尔吉斯斯坦$ 塞

尔维亚$ 摩尔多瓦$ 北马其顿等国家航空运输较落后+

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有待加强+ 一是港口建设不能适应实际需求+ 基础设施方面& 铁路装卸线能力

仍然有待提升& 如中哈物流场站和集装箱码头已不能满足中哈货运物流需求, 陆桥国际合作方面& 陆

桥沿走廊城市在出入境边防检查$ 海关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机制有待完善+ 二是口岸基础设施保障能

力有待提升+ 受国外口岸建设滞后影响& 我国口岸基础设施效能发挥受到较大掣肘& 主要表现为口岸

通道拥堵问题突出& 多式联运交通工具效率难以提升以及管理保障水平较为滞后+ 三是运输工具现代

化水平不高+ 目前& 沿走廊公铁联运的铁路工具仍以传统集装箱平车为主& 运输组织效率较低& 影响

了联运效率& 与货物的长距离运输需求不匹配+

中欧班列市场化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 国内各地为做大做强本地中欧班列开行规模而拼抢货

源& 不惜大打价格战& 并给予补贴& 扰乱了中欧班列运营的正常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 在铁路建设现

行投融资模式下& 铁路企业负债严重+ 同时& 铁路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铁路运输企业之间

的市场化契约关系不成熟& 国铁集团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

'三( 与沿走廊各国经贸往来存在结构性不平衡

一方面& 对外贸易地域分布不均衡+ 如表 J 所示& JKJM 年一季度沿走廊国家中& 德国$ 俄罗斯仍

是我国主要的外贸合作伙伴& 哈萨克斯坦$ 波兰$ 荷兰$ 白俄罗斯等国家与我国贸易规模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 与沿走廊国家的贸易仍以一般货物贸易为主& 而围绕贸易商品的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等微笑曲线两端的深层次分工协作有待提升+ 以我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贸易为例& 目前我国出口中东

欧国家商品中以中低附加值的机电产品 '电工器材等( 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服装$ 纺织纱线等( 为

主& 而进口商品中则以中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 '乘用车$ 汽车零配件等( 以及国内市场需要的原材料

'金属矿$ 未锻压铜等( 和农产品等初级加工产品为主+

!

沿走廊国内段各省份向西开放水平不均衡+ 横向看& 各省对外开放水平差距较大+ 如表 M 所示&

不论按收发货人所在地划分& 还是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划分& 江苏$ 山东两省贸易规模较大& 青

海$ 甘肃等省贸易总量规模较小+ 就国内段陇海)兰新线沿走廊省份来看& 沿走廊部分省份出口以机

电产品为主+ 据统计& JKJJ 年江苏$ 山东$ 安徽$ 河南$ 陕西$ 青海$ 甘肃和新疆等 P 个省区机电产

!!($!

!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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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占 其 出 口 总 值 比 例 分 别 为 OONJQ$ FMNFQ$ OJNRQ$ OJNPQ$ OJNOQ$ EONRQ$ HKNFQ

和 PFNHQ+

!

表#"#$#&年!)'月我国与沿走廊主要国家进出口贸易情况

单位% 万元人民币&+

国别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较 JKJJ 年

进出口累计

较 JKJJ 年

出口累计

较 JKJJ 年

进口累计

哈萨克斯坦 EKMPMOEE LRHRFOE FFKFELK FJNM PLNP P

德国 OKMMFLER JROPHFKK MKOFHEER E ÊNJ MNM

荷兰 MMRJEEOE MKEJRKEO MHRJEFL MNF JNF EJNE

波兰 EJEELJLL EKHKOFOH EFKPHPP RNL EKNE LNF

白俄罗斯 JLOFLHJ EOHRPOL PPFHKHNE EFFNP EHONH EKKNR

俄罗斯 OFOKRRRP JROEHKHJ MFRRJRJO LENR PRNH JRNR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总署公布 JKJM 年 L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整理而得'

表&"#$#!年新亚欧大陆桥国内段货物进出口情况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区域
按收发货人所在地划分 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划分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全国 MRKRJENH JEHJPHNF EHMOMFNM MRKRJENH JEHJPHNF EHMOMFNM

江苏 LJEKFNL MJLJONH ERLHHNP LLRLRNF MJOFONP JMMEJNO

安徽 OREMNR FKRFNJ JPERNH OOFPNE FJRLNK JMLMNK

山东 JRMERNF EHLLHNH EEHOENP MFMPONE EPFEJNP ELRHMNM

河南 PJKJNE LKJJNK MEPKNE PPKPNK LLOLNM MJFJNH

陕西 FHLJNE JLOMNM JEPPNP FMRPNR JFPJNE EREONH

甘肃 FRENR RONR MRLNK FRONH EMRNH MLHNK

青海 MENH EHNE EFNH JLNR JKNJ LNH

新疆 ELORNJ EJHJNE JRHNE JJMHNJ EELONP EKPKNF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JKJJ% 整理而得'

'四( 规则( 规制( 标准等软联通水平偏低

铁路标准尚未实现对接+ 我国目前只加入了 -国际旅客客运协议.& 该协议的影响力和适用范围

有限& 只适用于合同双方均为协议缔约国的情形& 并不能完全解决多边倡议合作中的国际铁路货物运

输纠纷问题+

各国货物运输的法律法规存在差异+ 一方面& 受沿走廊国家法律法规差异影响& 国际联运仍存在

法律依据上的不确定性和政府间高度信任机制不健全的影响& 国际联运数字化合作的障碍依然突出+

另一方面& 非关税壁垒形成的新标准增加了货物通关的不确定性& 例如 JKJM 年 M 月& 欧盟发布

-JKJJ)JKJF 年生态设计和能效标签工作计划.& 提出进入欧盟市场的光伏组件和逆变器等产品的环

境标准+

多元化融资和跨境数据流动是亟需破解的两大难题+ 资金方面& 陆桥走廊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不

畅+ 当前& 陆桥走廊各国尚未形成完整性$ 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 加上陆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具有

!!(%!

!

笔者根据各省政府工作报告机电产品占出口总值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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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产品属性& 具有资金量大$ 投资回收周期长$ 收益率低等特点& 导致沿走廊各国股权$ 债券融

资积极性不高& 而仅靠发展援助及优惠贷款难以满足建设资金需求+ 数据流动方面& 随着与沿走廊各

国经贸合作的日益紧密& 各国经贸合作数据采集$ 储存和跨境流动需求不断提升& 但受各国法律制度

差异性较大$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足以及标准规则规范对接滞后等因素影响&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

规则存在空白& 数据要素的搜集$ 利用$ 挖掘$ 赋能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三#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 推动沿走廊各国政治互信'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推动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加强政治互

信可显著促进国家间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贸易& 其中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

贸易的影响+ 所以& 友好互信的双边关系能有效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

!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进程中& 推动沿走廊各国政治互信&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围绕战

略布局推动国家外交+ 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以双多边机制为渠道& 以经

济建设$ 对外援助$ 人文交流等为抓手& 深化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 二是立足实际发展开展地方外

交+ 积极完善经贸展会$ 项目推荐会等平台& 为地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开拓沿线市场牵

线搭桥+ 积极推动省市有关部门率领企业 "走出去#, 积极邀请沿走廊国家人员$ 项目 "走进来#+

三是发挥沿走廊重要节点城市的重要功能+ 发挥重要节点城市的引领示范作用& 立足重点城市在地方

外交的 "衔接器# 功能& 鼓励支持地方外交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推动重要节点城市实现与沿走廊核心

重点城市$ 沿海开放城市之间以及周边腹地中心城市的互通联动+

'二( 提高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合作的创新驱动力

推动陆桥走廊高质量发展& 应优化与沿走廊国家的经贸合作方式& 发挥创新在陆桥走廊经贸合作

中的驱动作用+ 一是推动陆桥经济合作机制创新+ 陆桥走廊作为一个大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有一个

协调发展的过程$ 渐进完善的过程和逐步发挥其最大功能的过程+ 需构建 "政产学研用# 全链条$ 多

环节$ 多层次的创新协作体系和创新协作网络+ 二是基于比较优势& 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目前&

加工贸易在促进我国对外开放$ 产业升级$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融通$ 国内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方面仍

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布局加工链& 实现加工贸易由

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向自有品牌转变& 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不断在加工贸易领域与沿走廊国家

优化协作方式+ 三是基于创新驱动培育新合作领域+ JKJE 年 EE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

路# 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要稳妥开展健康$ 绿色$ 数字$ 创新等新领域合作& 培育合作新增长点+ 应

进一步推动与沿走廊国家围绕数字经济$ 环境健康$ 绿色发展$ 粮食安全等新领域开展合作+

'三( 更好发挥陆桥走廊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作用

陆桥走廊辐射国家多$ 市场潜力强$ 经贸合作空间大&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一是发挥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要合理引导陆桥国内段各省份在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的功能和定

!!(&!

!

鲍晓华$ 卢波% -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 -财经研究. & JKJJ 年第 F 期& 第 EKR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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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针对不同省份发展优势$ 存在短板进行统筹协调& 构建协调统一的陆桥经济国内协调机制& 强化

统一的区域性市场体系+ 二是重点深化与中亚五国$ 中东欧国家以及部分欧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立足

外部政治经济形势趋势& 积极推动与中亚五国在传统经贸合作$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领域交流

合作+ 进一步夯实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推动双多边市场体系有序有效对接+ 同时& 重点强

化与法国$ 德国$ 匈牙利$ 波兰$ 捷克等国家在数字经济$ 高技术产业$ 绿色低碳等高附加值领域深

度合作+

'四( 加强核心关键要素等重点领域交流与合作

强化核心关键要素国际流动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一是深化金融领域务实合

作+ 持续推动沿走廊国家资金融通& 探索试点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数字货币研发& 积极推进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创新研发合作& 打造安全便利的跨境支付结算系统& 扩展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场景& 加强

与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的贸易投资往来& 扩大人民币国际需求& 推动大宗商品人民

币计价+ 加强数字货币标准认同和监管协商& 推动加强审慎监管国际合作& 提升我国参与国际金融市

场治理的水平+ 二是推进人才培育和有序流动+ 构建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 实施合理包容的

人才制度& 坚持互利型人才引进& 营造适宜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是提高陆桥走廊的数字化水平+

在保障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 适时推动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陆桥走廊国际贸易的各环节中& 整体提高国

际贸易效率和质量+

四# 推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建立健全沿走廊多层次规划政策衔接机制

一是提高与沿走廊国家软联通水平+ 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实际需求& 加强我国相关经贸和运

输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规划的国际衔接& 适时对相关规划衔接状况进行评估和优化+ 同时& 针对不同

政治经济体制国家& 丰富顶层规划和政策对接形式& 充分利用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 打通制约规划落

实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 另外& 积极利用地方外交的作用& 支持地方政府适度超前谋划合作领域和

项目+ 二是强化国内段沿走廊各省协同发展水平+ 在已有合作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要素互通$ 产业链

合作$ 统一市场建设$ 基础设施互通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规划+ 同时& 加快

构建沿走廊各省份之间构建区域协作统筹机制& 推动提升各省份在 "走出去# 领域的合作水平+

'二( 推动多层次互信互联互通协同发展

一是加快构建主体多元$ 层次丰富的政治互信机制& 推动与沿走廊国家政府$ 企业和社会的多主

体$ 全方位$ 多领域$ 深层次的多元化交流合作机制+ 二是更好发挥典型示范项目的引领作用& 发挥

好中欧班列$ 中欧陆海快线$ 空中丝绸之路等通道作用& 积极稳妥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 持续推进匈

塞铁路建设& 运营好比雷埃夫斯港& 持续推动铁路建设$ 运营$ 维护标准化建设+ 三是加快多边和双

边国际铁路运输规则体系的衔接& 参照国际公约原则与沿走廊非公约国商签双边条约& 或者以国际示

范法方式建立有效的国际铁路货物运输规则体系& 积极推动加入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 四是加

快我国与沿走廊各国一体化$ 高效率$ 低成本通道建设+ 在关$ 检$ 税$ 汇等方面缩减限制条款& 建

立健全电子商务在数据流动$ 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国际规则+ 五是推动沿走廊各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

衔接&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为企业提供良好合规环境+ 支持市场主体积极开展数据跨境合规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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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结合自身经营需求建立$ 细化$ 完善更具操作性与指引性的跨境数据流动合规体系+ 六是拓展文

化$ 教育$ 旅游等领域人文合作深度和广度& 深化与沿走廊国家议会$ 政党$ 智库之间的沟通合作&

拉紧我国与沿走廊国家之间的民意纽带+

'三( 推动构建创新型开放型的陆桥走廊现代产业体系

一是建设创新型陆桥经济走廊+ 推动构建产业链创新合作机制& 重点支持各国围绕关键基础材

料$ 核心基础零部件$ 先进基础工业$ 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共同构建创新合作机制+ 二是深化高技术

领域合作& 与沿走廊国家扩大在 LC$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 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等领域合

作& 加快推进数字丝绸之路$ 创新丝绸之路建设+ 三是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 落实好中法$ 中英$ 中

意等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及示范项目& 发挥好相关协调机制和专项基金杠杆作用& 实现互利共赢+

'四( 更好统筹发展与保障安全

推动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网络端$ 算力端$ 应用端和安全端基础设施建设& 夯

实数字陆桥建设基础+ 前瞻研判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宏观政策趋势& 防范部分国家政策外溢风

险& 积极利用好各类双多边合作机制& 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有序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防范全球债务违约风险& 提高国际债务风险的防控主动性与前瞻性& 完善风险监

测预警体系建设& 加强金融管理机制和风险隔离机制& 不断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箱&

强化跨境资本短期管控& 筑牢跨境债务风险传染 "防火墙#+ 积极应用好大数据$ 区块链等监管科技&

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 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国际反恐$ 安全保障等机制的协

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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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国 际 经 济#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
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以浙江省为例

夏杰长!王曰影!李銮膗

!!摘要& 服务贸易是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和关键抓手% 浙江省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制度型开放的

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 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提供省域案例和参考标准& 本文在明

确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三个维度的基础上% 深刻挖掘服务贸易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推动作

用% 以高质量发展规避服务贸易加深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 全面发挥服务贸易推进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的增长优化' 创新驱动' 人力资本等三类效应& 目前% 浙江服务贸易发展取得阶段性丰硕成

果% 也面临着诸多赋能困境和现实挑战& 本文基于赋能机制和现实挑战的全面分析% 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赋

能机制的实施路径+ 坚持服务业转型升级% 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精准定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路径( 继续增强数字化转型赋智赋能% 加快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强

化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理论研究% 动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

关键词&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王曰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銮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平台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依托创办经济特区& 实施沿海开放城市战略& 以及建设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开放型经济体制推动中华民族真正

"富起来# 和 "强起来#+ 但是& 特定阶段采取的$ 存在明显地域性差异的开放发展定位& 在加快我

国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 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并且不断加

剧+ 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应当如何赋能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刻挖掘国内国际两个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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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两种资源的深厚潜能& 有效破解区域$ 城乡间发展不均衡的困境& 切实发挥好对外贸易 "先富带

动后富# 的拉动效应& 形成我国新时期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全新动能呢0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时代背景下& 服务业开放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向制度型开放$ 高水平

对外开放转变的关键抓手和重要突破口&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赋能推进全

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和重点领域+ 目前& 有三个主要问题亟待研究探讨和深入分析% 一是 "服务

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内涵和核心本质是什么0 二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

放如何夯实强化 "共同富裕# 物质基础和财富源泉& 赋能 "蛋糕# "做大做强#0 三是服务贸易和服

务业对外开放的效益成果如何广泛$ 合理$ 平等惠及全体人民群众&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双维度领域中

实现 "分好蛋糕# 的目标0

JKJE 年 L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出台&

要求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打造富有省域特色和示范作用的实践案例+

! 浙江省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更是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创新引领$ 开拓突破的

领头羊和试验田+ JKEL 年 R 月& 浙江省商务厅发布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 旨在深度

释放服务贸易发展基地推进产业集聚$ 提升产业规模$ 加快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先导作用+ JKJK 年 P

月& 商务部印发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将浙江省杭州市作为全国范围内 JP 个

省市 '区域(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之一& 赋予杭州市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 打

造服务贸易发展高地的重大使命+

"

JKJE 年 L 月&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四五# 规划. 提出& 以

打造全国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为重要契机&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推动对外贸易

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 综上所述& 浙江省具备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以及考察服务贸易高质量

发展赋能意义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 可以为我国如何依托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动共同富

裕社会建设提供省域样本和典范成果+

本文将明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三个重要维度& 阐述分析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逻辑& 归纳总结浙江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主要特征和现实挑

战+ 在深刻研究浙江省实践样本和现实案例的基础上& 从 "做大做强蛋糕# 和 "分好蛋糕# 两个方

面+ 深入探讨强化服务贸易对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正向赋能效应的实施路径+

一#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 单纯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对外贸易发展观念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 实施传统的对外开放模式也无法适应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

作为对外开放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是否能够发挥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

促进效应&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服务贸易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发展来强化这种促进效应& 这

是我国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和研究前沿+ 目前& 针对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对我国共同富裕

!!(*!

!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 中国政府网& JKJE 年 O 月 EK& .339*% ""̀`̀ ;

+2d;-%"B.$%+-$"JKJE K̂O "EK "-2%3$%3l LOEOPMM;.3c+

商务部% -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 & 商务部官网& JKJK 年 R 月 JH 日& .339% ""̀`̀ ;c2>i

-2c;+2d;-%"//&3)-=$"6"+"JKJKKR "JKJKKRKMKKFORM;.3c=+

浙江省商务厅% -关于印发 2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四五# 规划3 的通知. & 浙江省商务厅官网& JKJE 年 O 月 F 日& .339% ""

B-2c;B_;+2d;-%"/&3"JKJE "O"F"/&3l EJJRJOHRORl FOLJMHO;.3c=+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社会建设的影响效应& 以往研究文献中主要包括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加速扩大地区$ 城乡和行

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戴枫和孙文远 'JKEJ( 认为& 服务业开放的工资提升效应存在技能异质性& 可

能导致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 尤其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摆脱国内收入分配

不平等的困境+ 马颖和余官胜 'JKEK($ 邵建春 'JKEJ( 等学者则指出& 经济发展水平$ 政策环境$

自然禀赋分配等方面差异& 会形成区域间$ 行业间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贸易发达程度的先天性失衡& 进

一步演化为地区间贸易壁垒强化$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包容性发展的现实挑战+

第二类观点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提升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双维度的 "共同富裕# 水平+ 姚战

琪 'JKJJ( 指出& 服务贸易促进国内企业创新效率的快速提升& 推动中高端消费品进口扩张& 有利于

丰富国内消费者需求清单& 实现人均消费支出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有效提升+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

赋能 "共同富裕# 建设的促进效应& 还体现在产业升级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上+ 夏杰长和李銮膗

'JKJJ( 提出& 要发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产业升级效应& 不仅推进服务业的创新变革和转型升

级& 而且促进服务业同第一$ 二产业的深度融合& 实现三次产业的柔性化和个性化生产& 实现国内供

给侧效率的优化提高& 有效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多元化$ 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徐紫嫣和夏杰长 'JKJJ(

认为& 服务业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 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商业模

式& 创造相对省时$ 省力的学习模仿机会& 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优化相关产业间的要素配

置& 有利于推动国民收入水平的全面提升+

目前& 大部分文献聚焦在传统的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模式对共同富裕建设的机制探讨及实证分

析& 如何有效发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同时通过服务业开放和服务

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有效缓解和阻断其加深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研究领

域中亟待深入探索的重大议题+

'一(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 "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和关注重点& 学

术界对其界定和认识已经形成部分基本共识% 一是 "创新# "改革# "开放# 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 "三轮# 驱动力+ "科技# "制度# "模式和业态# 领域优化升级$ 变革转型的 "创新轮#& 高水平

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发展建设的 "改革轮#& 推进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制度型对外开放局面

的 "开放轮#& 形成融合协调$ 共同发力$ 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驱动引擎+ 二是高水平的 "发展任

务# 和 "目标导向# 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 "系统性# "全面性# "可持续性# "民生指

向性#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 国民经济领域的 "总量提高# "效益提升# "结构优化# "安全

高效# "发展可持续性# "成果共享# 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重要目标+ 三是 "科学理论# 和

"顶层设计# 的高质量协同优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合力+ 深刻认识和解决回应 "中国问

题#& 需要 "中国学术# 引领的 "中国道路# 来实现+ 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则必须同顶层制度设计匹

配运行$ 动态优化+ 坚持立足大局$ 抓住根本& 以理论创新和研究应用辅助顶层制度的合理规划& 以

政策法规的精准实施和动态优化验证发展分析框架及理论内容& 两者的共振协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合力+

以此类推&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包括% 一是深层释放和充分发挥 "创新# "改革#

"开放# 三轮驱动力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是明确规划服务贸易领域 "贸易规模稳

步提高# "贸易效益持续提升# "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对外开放兼顾国家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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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合作和经贸成果全球共享# 等高水平的发展任务和核心目标, 三是形成服务经济领域的中国理论体

系& 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的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度$ 广度及精度& 助力服务贸易领域相关政

策的精准制定和贯彻落实& 形成新发展阶段我国智库支撑和顶层制度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深刻

合力+

'二(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 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释放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赋能效应& 其影响效应的底层逻辑就是 "尽

其所长& 强其所短#+ 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挖掘放大服务贸易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

和加速效应, 二是通过深化推进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阻断服务贸易扩大地区或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的影响路径& 确保服务业开放合作的丰硕成果能够由广大人民群众更平等$ 合理和广泛地享有+

E;尽其所长% 强化服务贸易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强化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一是放

大服务贸易的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效应+ 通过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

释放服务业活力& 扩大服务业开放& 可以加速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

力& 提高 "中国服务# 在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

更多的财富& 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二是增强服务贸易打破区域贸易和引资壁垒的作用+ 服务贸

易的高质量发展必然会强化破除贸易和外资壁垒的重要效应& 服务贸易发展需要深化服务贸易改革开

放& 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 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 打造高水平改革开放平台+ 这有利于降低

服务贸易的政策和制度性壁垒& 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促进国际规则的协调和一致& 从

而创造服务业领域开放包容$ 互利互惠$ 平等安全的国际合作环境& 促进区域间和全球范围内要素的

合理$ 高效流动及配置& 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 三是保持服务贸易激发市场活力$

满足和释放消费需求的强大功能+ 服务产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旅游$ 电信$ 教育$ 医

疗等服务更是在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通过服务贸易的高质

量发展& 推动服务产品更大规模$ 更高品质$ 更优定位$ 更多元化的市场供给& 更充分地满足广大居

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服务消费意愿& 进一步释放其服务消费潜能&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动力+

J;强其所短% 阻断服务贸易加剧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

通过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 有效规避及阻断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扩大居民收入差距& 加速地区

发展不平衡& 以及形成共同富裕成果分享鸿沟等负面影响效应& 更充分地赋能共同富裕的建设实践+

一是弱化服务贸易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负面效应+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旨在突破原有的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 的开放制度模式$ 市场准入限制和隐性壁垒& 强调服务贸易目标上的系统性$ 全面性$

可持续性和民生指向性& 循序渐进$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地发展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的服务贸易& 改

变国内各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不均衡局面& 打造适宜本地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的服

务业开放与贸易环境+ 二是调整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 行业结构和服务业开放结构+ 长期以来& 我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两极化特征仍然显著&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规模虽然呈现快速提升趋势& 但较

发达国家仍存在质和量上的巨大差距+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依托创新$ 改革$ 开放的高质量 "三

轮# 驱动力& 将在保持劳动力和资本密集的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上& 优化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以

及行业结构& 继续强化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 传统领域服务贸易优势稳固#

! 行业结构持

!!)"!

!

此处指的是运输$ 工程建筑等传统优势服务贸易保持稳步增长& 金融$ 文化娱乐$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其

他商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快速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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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优化的基本态势& 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市场份额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综合竞争力& 助力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 根据上述机理的底层逻辑阐述&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建设

的赋能机制可归纳为如下三类效应%

第一& 增长优化效应& 其表现为服务贸易提升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 形成有利于经济高

质量和高速度增长的产业生态圈& 赋能高效率和高质量经济增长+ 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 "富裕#&

经济高质量和高速度增长是实现更广阔$ 更深刻 "富裕# 的现实基础+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增长优化效应具体表现为% 一是通过服务业高质量开放和先进技术引入& 加快服务

业及上下游产业向 "低碳# "绿色# "高效# 转型& 实现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形成经

济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发展的生产原动力, 二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满足和激发的居民消费意

愿及市场需求& 在发展与实现好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和不断提升的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同时& 也为建设共

同富裕社会注入增强市场活力和优化生产供给的需求动能& 筑造需求和供给双端平衡互配$ 协调互促

的循环链条+

图!"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综合相关资料经分析整理而得'

第二& 创新驱动效应& 其体现为以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 虚拟现实等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 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普及运用和广泛渗透& 形成跨境电子商务$ 云展会$ 数字服务贸

易等外贸新形态$ 新业态和新模式+ "高质量发展# 所突出的 "创新# 驱动力& 与新时期中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 包括要素禀赋中的创新导向$ 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 以及消费贡献在增

长动力中的日益重要性等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相互协调$ 紧密关联+ 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服务业和数字技术融合的创新途径& 有效打破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创造新的增长契机和居民收

入增长的新突破口& 从根源上打破资源分布不平衡& 限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困境+ 二是数字化转型下的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推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服务业开放& 加速服务贸易供需双侧的

相互匹配和转型升级& 通过降低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来扩大贸易效益空间& 催生出更多服务业领域全

新业态$ 产品和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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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人力资本效应& 其展现为通过激发更深层次的服务消费需求& 加快全社会不同类型服务行

业的延伸扩张&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服务业对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促进效应& 推动人民

群众物质和精神层面共同富裕水平的切实提高+ 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拓展社会就业空间$ 增

加全新就业岗位的高效渠道+ 消费者服务需求的高端化$ 高品质和多样化& 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

趋势& 加快形成新兴就业形式和岗位& 推动人才高效流动$ 闲置劳动力广泛吸纳和有效匹配& 实现全

社会劳动者预期收入的有效保障和稳步提升& 打造 "共同富裕# 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二是服务贸易

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服务产品供给的优化升级& 实现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满意度的切实提升+ 一方面&

加快扩大教育$ 医疗等领域优质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辐射范围& 从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角度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幸福感& 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水平+ 另一方面& 依托我国博大精深$

内涵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 巩固和加强文化$ 旅游等领域高品质服务供给质

量& 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放松身心$ 锻炼品格$ 开阔眼界和拓展思维& 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方面共

同提高劳动者个人价值与生产效率& 丰富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与品质素养& 塑造我国共同富裕

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本蓄水池和培育仓+

二#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主要特征

近年来& 浙江省的服务贸易发展亮点纷呈$ 成绩斐然+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 JKJE 年& 浙江省服

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突破 LFRK 亿元& 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 PNFQ& 规模居全国第四位& 较 JKEJ 年

提升 JNH 个百分点& JKEJ)JKJE 年期间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 EKNRQ& 服务外包$ 数字贸易$ 服务

贸易示范区建设等均居全国领先地位+

'一( 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随着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离岸服务外包综合园区$ 在岸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等产业聚集区域全面建设& JKEH)JKJE 年& 全省服务贸易规模从接近 MOOM 亿元增至 LFRK 亿元& 年均

增长约 EKNHQ& 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和幅度相对较大+ 其中& 服务贸易进口额从 EJMF 亿元增至接近

JFOR 亿元& 出口额从 JFJP 亿元增至 MKJE 多亿元& 进口和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突破 EPNRQ

和 LNOQ+

!

+

JKJE 年& 浙江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较 JKJK 年增长约 JPNEQ+ 其中& 进口和出口规模同比增长

分别为 JLNMQ和 MENPQ+ 与此同时& 服务外包作为浙江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和优势领域& 以杭州$ 宁

波两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重点& 探索发展物联网服务外包$ 金融服务外包$ 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

务外包等高端业态& 为浙江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注入强大动力+ JKEO)JKJE 年& 浙江服务外包离岸

执行额从 LLONKP 亿元上升到 EEKRNOL 亿元& 增幅接近 E 倍+ 其中& 信息技术外包 'S?<($ 业务流程

外包 'VX<( 和知识流程外包 '(X<( 合同接包执行金额分别从 MJPNFL 亿元$ LKNOP 亿元和 EHONRL

亿元& 增长到 MFKNFP 亿元$ JEENLE 亿元和 LLHNOO 亿元& 增幅分别接近 MNOQ$ MEHNMQ和 JEKNLQ&

成为浙江服务贸易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

!!)$!

!

"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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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务贸易长期总体顺差

长期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两极化特征比较显著& JKEL)JKER 年& 服务进口额占总贸易

额的比例较出口额超出 JL 个百分点以上+ 自 JKJK 年起&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微弱收缩态势& 但其

规模仍接近 EKKF 亿美元+

相比之下& 浙江省在近五年内却呈现出由逆差转顺差的主要趋势+ 自 JKEE 年以来& 浙江省服务

贸易总体呈现 "出口大于进口# 的顺差态势+ 尽管 JKEP 年和 JKER 年分别有 EOHO 亿元和 ELLR 亿元的

逆差& 但在 JKJK 年后迅速恢复了顺差& 且 JKJE 年& 服务出口比进口多了 EKQ以上+ 顺差额突破 LLJ

亿元& 同比增长 JNPQ+ 值得关注的是& 顺差主要集中在运输$ 建筑$ 维护和维修服务$ 加工服务等

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 上述四个领域 JKJE 年的顺差额分别超过 JFFNR 亿元$ PPNJ 亿元$ MPNL 亿元

和 FKNH 亿元+ 除此之外& 部分其他服务行业也逐渐呈现顺差态势& 如保险$ 金融以及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等领域& JKJE 年的顺差额分别为 KNE 亿元$ RFNR 亿元和 EMPNL 亿元+

'三( 服务贸易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JKEP 年以来& 随着浙江省扩大建设文化$ 人力资源$ 地理信息$ 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货

物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基地$ 离岸服务外包特色园区等& 浙江省个人文化和娱乐&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的贸易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的显著态势+ 同时&

JKEP)JKJE 年& 浙江省运输和加工等传统服务贸易额稳步增长& 分别从 LOE 亿元和 LRNR 亿元& 增至

EHEPNR 亿元和 HMNO 亿元+

!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数据& JKJE 年浙江省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的服务贸易总规模分别达到 ELHNE 亿元$ EMFNJ 亿元$ EFMMNL 亿元& 较 JKEP 年

分别增长了 ENP 倍$ ENE 倍$ ENP 倍& 年均增速分别超过了 EEFQ$ JRQ$ FKQ+ 其中& 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项目的出口规模分别超过了 EFH 亿元$ ME 亿

元$ LRF 亿元& 占上述各项目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RMNOQ$ JMNEQ$ FENLQ& 较 JKEP 年的 ENF 亿

元$ MNP 亿元$ MMMNL 亿元增幅超过 EKFNE 倍$ HNJ 倍$ ENH 倍& 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MHEQ$ EKEQ$

JEQ+ 整体来看& 浙江省服务贸易呈现出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升& 传统领域服务贸易优势强

化稳固# 的结构持续优化特征+

'四( 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动能日益凸显

依托数字自贸区和数字人民币试点探索& 商务数字化改革& 以及分级分类开展数字生活新服务标

杆建设& 浙江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加快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产生的创新驱动势能日益凸显+ 互联网$

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 LC$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同服务贸易全链条各环节的深度结

合& 催生出服务贸易和服务业领域的新业务形态及新发展模式& 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深刻赋能服务贸

易的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形式及主要模式+ 在跨境电子商务领

域& 浙江省相继启动了三批共 OH 个省级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发展试点& 涌现出全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平

台)))全球速卖通& 以及一批以杭州全麦$ 杭州子不语$ 浙江执御$ 义乌潘朵$ 义乌吉茂等为代表的

跨境电商领军企业+ 截至 JKJE 年& 浙江省在主要第三方平台的出口活跃网店超过 EFNR 万家& 依托

"跨境电商 G原产地制造# 等出海新模式累计培育跨境电商自主品牌 ELKK 多个& 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

!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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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MMKJNR 亿元& 约占全国的 E"O& 较 JKJK 年增长约 MKNHQ+

! 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 JKJE 年浙江

省数字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LJHRNK 亿元& 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接近 ERHLNO 亿元& 同比增长

约 EJNLQ& 其中数字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 EKJLNE 亿元和 RLKNFH 亿元+

"

'五( 服务业的开放合作不断延伸

我国主动参与构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TX($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1X?XX( 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X:( 等贸易协定& 积极组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一系列会

展& 充分发挥其促进投资和开放合作功能+

乘着深化对外开放和逐步建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的

东风& 浙江省相继出台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四五# 规划. -高质量建设全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

展区的实施意见 'JKJE)JKJL 年(. -浙江省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三年行动计划 'JKJJ)

JKJF(. 等文件& 强调对标最高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体系& 形成更加广阔$ 更为便捷$

更大范围$ 更多优惠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合作环境+ 同时& 浙江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的

突出优势& 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 JKJE 浙江服务贸易云展会等活动&

实现政府$ 商会和企业间的 "云论坛# "云参展# "云对接# "云交易# "云签约#& 有效减少传统跨

境贸易成本& 极大降低新冠疫情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严峻冲击+ 当前& 浙江省不仅长期保持与中国香

港$ 美国$ 日本$ 新加坡$ 澳大利亚$ 英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服务业领域合作& 还不断拓展与韩国$

东盟十国等 ,1TX成员国& 以及大洋洲$ 非洲国家 '地区( 的服务贸易合作& 巩固$ 开拓和深化了浙

江省服务贸易领域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三# 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尽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并且取得较高水平和全方位的进展及突破& 浙江省服务贸易和服务

业开放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与复杂矛盾+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一( 服务贸易省域内发展不均衡' 地区间差异相对显著

浙江省服务贸易主要面临省内发展不均衡& 省内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的困境+ 在改革开放以来

推行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 开放模式的长期影响下& 浙江省部分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和开放条件具有地

理$ 政策及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 直接导致浙江省内各地区之间的服务业水平和服务贸易发达程度的

不均衡现象& 省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显著+ 杭州市和宁波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长

期处于浙江省服务贸易领域的领头羊地位& JKJE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分别达到了 MMEFNM 亿和

EFEJNP 亿元& 占据浙江省全省服务贸易总规模的 OKNFQ和 JLNHQ& 较 JKJK 年分别增长约 EHNPQ和

ORNFQ+ 相比之下& 温州市$ 嘉兴市$ 湖州市$ 绍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舟山市$ 台州市和丽水市

等 R 个市 JKJE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总计不到 HOM 亿元& 仅分别为杭州市和宁波市的 JMNKQ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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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NKQ& 各市占全省服务贸易规模的份额均低于 MQ+ 在服务外包领域& 浙江省各地区间的差距更加

显著+ JKJE 年& 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前 EK 名的区县均隶属于杭州市和宁波市& 前 MK 名中隶属于杭州

市和宁波市的区县占了 JK 个+

图#"#$#$)#$#!年浙江省各市服务贸易总额和所占比重 !单位& 亿元'+"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经作者分析整理而得'

'二(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逆差并未改变' 国际竞争力提升潜力较大

虽然浙江省服务贸易整体呈现长期顺差的基本走向& 但在不同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各有差异%

在运输$ 建筑$ 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保持着顺差态势, 旅行$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服务领域则呈现逆差态势+

JKEP)JKJE 年& 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呈现显著逆差& 虽然出现持续收缩的走向& 但截至 JKJE 年&

出口和进口间仍有接近 MPM 亿元的差距& 旅游服务出口占旅游服务贸易总额比重较旅游服务进口占比

低 EO 个百分点+ 此外& JKEP)JKJE 年& 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处于逆差& 在 JKJE 年达到

约 HKNM 亿元的逆差峰值+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 "由顺差转逆差# 的发展态势明显& 从 JKEH

年约有 ELFNF 亿元的贸易顺差规模& 到 JKJE 年已经形成约 JFMNO 亿元的逆差规模+ 作为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行业&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反映了浙江省高附加值服

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空间和上升潜力较大+ 这同浙江省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贸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1指数( 反映情况基本一致& 即两者的 ?1指数长期保持为负& 呈

现出较明显的竞争劣势!且远低于运输$ 建筑$ 加工服务等传统优势服务行业+ 从整体来看& 浙江省

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也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 JKJE 年& 浙江省服务贸易的 ?1指数为 KNEK& 尽管较

JKEH)JKER 年间 ?1指数的数值略有好转& 但全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微弱的基本状况并未根本扭转+

!!)'!

!

贸易竞争力指数 '?1指数( a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G进口额(

+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 JKEP)JKJE 年& 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

的 ?1指数分别为 K̂NPP$ K̂NPL$ K̂NOF 和 K̂NLJ, 同期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的 ?1指数分别为 KNMK$ KNER$ K̂NKR 和 ^

K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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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浙江省!!个领域服务贸易差额 !单位& 亿元"

资料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经作者分析整理所得'

'三( 贸易顶层制度设计尚待完善' 政策扶持深度和精准度不足

JKEL 年以来& 浙江省陆续出台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

四五# 规划. -JKJJ 年商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

发展数字贸易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措施和规划方案& 基本确立了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目

标& 以及服务业营商环境向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方向进一步优化的具体要求+ 为了有效

应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 EF 个部门联合印发 -浙江省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

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 -关于金融助力外贸稳增长的若干意见. 以及新修订的 -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 等文件& 浙江省内各地区也相继发布相关指导文件& 如 -杭州市加快服务贸易

发展资金扶持政策. -宁波市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等& 通过多元化渠道保障服务贸易的

有序恢复$ 加速复苏和稳定发展+

然而& 有关地方部门协调和统筹规划仍然普遍面临实施口径不统一$ 管理缺位$ 贯彻落实不精准

等现实矛盾+ 一是服务贸易相关政策扶持深度有待提升+ 专门扶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不高& 部分财税支持政策审批前置条件过多$ 手续繁琐$ 申请时间成本过高& 成为政策扶持

力度无法在具体领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因素+ 二是服务贸易有关政策扶持的精确度低+ 政府$ 企

业间的 "数据孤岛#$ 尚待疏通的信息数据传输梗阻现象$ 数字贸易统计标准和监测设施发展不足等

现实问题& 导致数据共享$ 比照和实时共享面临巨大困难& 浙江省各地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遗漏$ 缺失

和发布滞后等现象依旧存在& 极大影响浙江省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

四#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实施路径

依托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深刻赋能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实现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领域纵

向与横向维度的充分拓展& 实现区域$ 城乡间更高效$ 合理的 "均衡# 发展& 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

要战略定位和关键发展方向+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增长优化$ 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效应& 强化

服务贸易缩小区域$ 城乡间物质和精神财富层面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 弱化甚至消除服务业对外开放

可能导致的区域$ 城乡间发展不平衡& 以及服务业低端锁定等问题+

!!)(!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一( 坚持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例如& 浙江省通过服务业的转型升

级& 加快省域内各地区服务业产业基础的强化和提升& 缩小各地服务业发展差距& 夯实我国服务贸易

发展的产业基础& 进一步优化全省的服务贸易产业生态圈+

一是积极培育培植强大$ 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一方面& 依托跨境电商$ 数字会展等新业态和互

联网$ LC$ 云技术$ 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 打造规模庞大的掌握自主品牌$ 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营销

渠道的优秀先进企业& 形成多层次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另一方面& 针对劳动就业和满足基本

民生主要贡献者的中小微服务企业& 政府要给予帮扶和特殊时期的纾困& 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条件$

提供劳动力培训$ 实施精准有效的税费优惠和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等& 提升中小微服务企业市场竞争

力& 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和活力+ 二是加强浙江省服务业创新变革& 积极促进全省各地服务

业发展的数字化$ 智能化和高端化& 牢牢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 大力扶持服务业领域的全新业

态& 提高全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低效高耗供给& 为服务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推动浙江省服务业同各类产业& 以及全社会生产链条各环节的有机融合& 加强服务业发展和对外

开放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深度+

'二( 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精准定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路径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服务业领

域的高质量$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当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力军+ 因此& 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

提下&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较发达的产业基础优势&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坚定不移$ 积极

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 把握好服务业开放的重点领域& 高度重视开放相对落后的地区& 进一步调整$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筑造更加开放$ 透明$ 包容$ 非歧视的服务业领域国际合作环境+

坚持地方特色$ 合理地错位发展和精准定位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具体路

径+ 以浙江省为例& 在坚持全省发展一盘棋的前提下& 着眼全省各地的服务贸易发展基础和特色优

势& 精准谋划不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定位+ 充分运用杭州市数字贸易的引领地位& 舟山市沿海资源

的显著优势& 以及丽水市生态城市的独特定位等& 做大做强各地区相对优势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 形

成各地合力以积极推动全省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和数字贸易先行先试& 切实维护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

发展势头& 真正实现好各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追求& 深刻发挥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对浙

江省共同富裕建设实践的赋能效应+

'三( 重视强化数字化转型赋智赋能' 加快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全方位$ 多层次$ 高水平渗透融入服务贸易领域& 数字化深度赋能服务贸易标的$

工具和方式的创新变革& 加快实现服务贸易的转型变革和优化升级+ 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服务贸易领

域的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为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这种动力对于加速国际服务

贸易领域供需双侧的优化和匹配& 全方位降低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 扩大国际贸易的效益空间&

以及催生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 需深刻把握 "数

字化# 的数字技术和应用的革命性突破& 围绕数字化赋能浙江省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

制效应& 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社会实现的有效路径+

一是以数字化加速国际服务贸易供需双侧的相互匹配和转型升级& 发挥数字技术畅通服务贸易供

需两侧信息数据的传输渠道& 以及有效打破供需两端信息壁垒的作用& 加快释放消费端巨大潜能& 有

效激发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和升级& 形成最高效$ 最适配$ 最大效益生产要素组合+ 二是以数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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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 借助于服务贸易产品$ 工具和途径的数字化创新变革& 能够有效降低

服务贸易营销$ 谈判磋商$ 交付$ 运输等环节的成本支出& 从 "量# 上有效扩大服务贸易主体的效益

空间+ 三是以数字化催生服务贸易领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在巩固运输$ 建筑$ 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

型服务贸易稳步扩大的同时& 提高旅行$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优势& 推进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延伸& 加快服务业要素资源的高效$ 精准和优化配置& 缩

短过剩落后产能淘汰的反应时间& 从而全面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四( 强化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理论研究' 动态完善顶层制度和政策设计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如何有效赋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伟大实践的题中之义+ 围绕这一重大议题所形成的中国学术体系为服

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浙江省& 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建设& 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法规的参考

依据和理论支撑+

目前& 有关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如何赋能我国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一是服务业开放和

服务贸易 "高质量# 或 "高水平# 发展的概念框架和衡量标准& 以及 "高质量#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

贸易如何有效赋能均衡性$ 包容性增长& 尚未形成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中国版本# 理论构架和研究体

系, 二是如何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区域性试点经验基础上& 提炼归纳出能够推

广至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也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 因此& 应当加强高等院

校$ 智库研究院$ 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研究& 加强对上述领域的深入研究& 并构建符合我国

具体国情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分析范式和政策工具& 切实优化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发

领域相关政策落实的精度和深度& 实现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对共同富裕建设的高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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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
主要 !模板"# 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刘洪愧!林宇锋

!!摘要& 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 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数字贸

易国际规则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美国最早研究和推行其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和国际规则% 形成

了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美墨加协定- 等贸易协定为代表的 )美式模板*& 欧盟和亚太国家在

数字贸易开放理念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 进而形成了 )欧式模板* 和 )亚太模板*& 在此基础上% 主要贸易

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不断融合发展& 上述三大数字贸易 )模板* 在贸易便利化' 关税与数字税' 跨境数

据流动与网络安全' 消费者保护等四项议题中的常见条款已基本达成一致% 但随着数字贸易内容与形式的

发展以及参与规则制定的国家增多%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将上升& 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起步相对较晚% 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贸易协定数量也较少% 已纳入的规则条款在深度上与发达国家

存在差距% 未来需要更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从而掌握数字贸易发展主动权&

关键词& 数字贸易!贸易规则!自由贸易协定

作者简介& 刘洪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林宇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 数字贸易在跨境数

据流动$ 个人隐私$ 网络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贸易政策议程中的

重要议题+ 许多经济体已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加入数字贸易规则& 也积极推动制定区域性和全球

性数字贸易规则& 希望在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同时& 把握数字贸易发展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

权+ 特别是目前已经形成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 "美式模板# "欧式模板# "亚太模板#+ 在此背景下&

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进而提升数字贸易竞争力+

一#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先行者& 美式模板

'一( 美国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缘起

美国数字科技水平领先& 数字贸易发展最早& 最先界定了数字贸易概念+ JKEM 年& 美国国际贸易

!!*!!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及理论机制研究. '项目号% HJKKMERM( '主持人%

刘洪愧(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项目号% HJEHMEMJ( '主

持人% 谢谦(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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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A8S?1( 将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为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与服务的国内和国际贸易& 包括社交

媒体$ 搜索引擎$ 数字内容$ 其他产品和服务等四大类+

!

JKEF 年& A8S?1拓宽了数字贸易的内涵&

数字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其中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在订购$ 生产或交付产品和服务

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 是否使用互联网和数字交易技术是区分数字贸易和

传统贸易的重要标准+ JKEH 年& A8S?1将电子商务纳入数字贸易范围+

#

随着数字贸易迅速发展& 美国相应的政策法规随之建立并逐步完善& 且将发展数字贸易提升到国

家战略层面+ 在数字贸易政策方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A8?,( 提出了重大且重要的问题& 其中

就包括数字贸易与国家安全$ 国内利益的关系& 如何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合作& 以及如何平衡国内监管

权与国际贸易规则+

$ 美国为了在全球数字贸易中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 致力于在国际层面主导建立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规则体系+ JKJE 年 L 月& 美国建议世界贸易组织 '[?<( 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探

索关于网络安全监管的观点& 以促进应用符合 [?<规则的监管方法& 如使用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以

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 贸易和创新成果+

% 美国不断尝试提升自己在规则制定机构中的作用& 以确保

领导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标准& 并对其他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的数字贸易规则进行回应+ 美国也不

加掩饰地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研究如何与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合作& 尝试与印太地区的

伙伴达成数字贸易协定& 以应对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

'二( 数字贸易规则 $美式模板% 的代表& $,,和 -&.!/

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电子商务章节大多包含数字产品贸易的非歧视待遇$ 关税$ 透明度$

中小企业$ 消费者保护$ 跨境信息流动以及促进对话发展电子商务等条款& 也允许某些例外情况以确

保各方能够保证监管灵活性& 从而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XX( 虽然因美国的退出而宣告夭折& 但其关于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完

善和重构的总体方向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该协定中所涉及的一些经贸规则也逐渐获得各国认可& 其

中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也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值得深入研究+ ?XX相对 [?<规则有诸多创新&

旨在制定全面的跨境数据和信息流动规则& 电子商务$ 金融服务$ 技术性贸易壁垒$ 知识产权保护等

多个章节中都涉及数字贸易内容+ 例如& 除了金融服务和政府采购外& 禁止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 承

诺解决数据本地化要求, 禁止源代码公布和交付作为市场准入前提的强制要求, 要求成员国制定网络

隐私保护法, 鼓励成员国加强合作以帮助中小企业, 加强消费者隐私保护, 加强成员国间的网络安全

合作, 促进移动服务提供商的国际合作, 等等+ 此外& ?XX在市场准入方面采取 "负面清单# 的管理

方法& 凡是没有被列入清单的皆可纳入协议中+ 在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展缓慢的背景下& 美国

力求通过 ?XX在国际上推行跨境数据流动$ 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参考原则等一系列 "美式模版# 的数字

贸易规则+

JKEP 年 EK 月& 美国$ 墨西哥与加拿大宣布达成 -美墨加协定. 'A8@1:(& 协定内容涉及原产地

规则$ 投资$ 数字贸易$ 市场准入$ 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解决等诸多方面+ A8@1:于 JKJK 年 H 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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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 +模板,* 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日生效& 是美国批准的第一个在数字贸易方面作出广泛承诺的自由贸易协定+

! 在数字贸易方面&

?XX中的若干条款都在 A8@1:中有所体现+ 例如& A8@1:中的禁止数字贸易关税, 禁止关于跨境数

据流动的限制措施, 禁止数字本地化要求, 禁止强制性源代码公布要求, 禁止技术转让, 等等+

A8@1:也涉及电子签名$ 身份验证$ 电子支付$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并且要求成员国制定和出台

符合国际标准的关于网络犯罪$ 消费者保护$ 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 A8@1:鼓励在数据隐私和安全$

互操作性$ 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自我监管等具体问题上进行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A8@1:是对

数字贸易规则 "美式模版# 的深化与拓展+

虽然 A8@1:获得了美国诸多方面的支持& 但部分协定内容与当前美国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冲突&

从而产生了部分争议+ 美国也对与日本的数字协定产生了类似的担忧+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于 JKJK

年 E 月生效& 其中数字贸易内容与 A8@1:大致相同& 但在某些领域存在分歧+ 例如& -美日数字贸易

协定. 排除了对亚太经合组织 ':XT1( "跨境隐私规则# '1VX,( 和经合组织 '<T1\( -关于保护

隐私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准则的建议. 'JKEM 年( 的明确引用+ 因此& 如何保证数字贸易与其他政策

目标之间的平衡是美国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议题+ 此外& 美国已经认识到签署贸易协定是建立开放市

场和制定管理数字贸易新规则的一种方案& 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 所有国家& 而且一些国家的数字

贸易规则理念与美国存在分歧+ 鉴于此& 美国做好了采取其他方式与相关国家在数字贸易规则上达成

高水平$ 低约束共识的准备+

"

二# 主要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模板% 比较分析

'一( $美式模板% $欧式模板% $亚太模板% 的理念比较

<T1\较早提出了互联网经济发展中三个可能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 一是促进互联网开放, 二是

促进或维持互联网领域国内国际的竞争, 三是更普遍地保护隐私和消费者+

# 尽管有着诸如保护个人

隐私$ 扩大经济增长等共同核心原则& 但不同经济体在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仍有不同的侧重点+ 美国

与欧盟是较早发展数字经济的经济体& 因此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模式最早分为 "美式模板# 和 "欧式模

板#& 二者在跨境数据传输与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理念存在较大分歧 '@$=3B$&& JKEO(+

美国基于自身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巨大竞争优势& 更偏向于 "促进互联网开放# 目标& 支持开放$

安全$ 可互操作和可靠的互联网& 包括在线信息的自由流动+ 因此以?XX$ A8@1:为代表的 "美式模

板# 存在两个典型特征% 一是消除数字贸易壁垒& 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二是致力于实现数字基础设施

与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的统一 '李杨等& JKEO(+

更广泛地保护隐私和消费者是欧盟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中的重要目标& "欧式模板# 的典型特征是

保护隐私和保证数据安全+ 以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为例& 监管合作条款虽然倡导双方应当

就数字贸易领域的监管事项交换信息& 但明确说明该项不适用于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数据领域+ 欧盟

在 "视听例外# 和 "隐私保护# 方面要求严格$ 态度强硬& 会根据缔约方力量强弱灵活调整规则谈

判中的具体要求& 形成的数字贸易规则往往具有特定适用范围 '周念利$ 陈寰琦& JKEP(+ 由于欧盟

成员国众多& 不同国家诉求存在差异& "欧式模板# 尚未形成统一体系+

JKJK 年 O 月 EJ 日& 新加坡$ 智利和新西兰签署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X:(& 这一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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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数字贸易规则中 "亚太模板# 的代表+ \TX: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 \TX:是关于数字经济和

数字贸易的专门性协定, 二是 \TX:的条款分成 EO 个模块& "模块化# 是数字贸易规则中的重大突

破+ \TX:致力于在数字经济领域上为各国提供一个合作框架& 其便利性条款与模块设计能够让参与

国选择性采用特定议题& 灵活商讨调整相关规则 '赵
!

$ 彭德雷& JKJK(+

'二( 主要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内容

梳理 1X??X$ A8@1:$ -欧盟)英国贸易合作协定.$ \TX:等协定中所涉及的数字贸易内容 '见

表 E(& 多数协定均涉及海关关税$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国内电子

交易框架或国内监管框架$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计算设施的位置$ 网

络安全等+

在 "美式模板# 中&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1X?XX($ A8@1:与 -美日数字贸易

协定. 体现了 ?XX中消除贸易壁垒$ 促进数字贸易$ 保护数据隐私方面的条款& 内容大体相同+ 但相

较于 1X?XX而言& A8@1:和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新增了政府数据公开$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方面的

条款& 旨在让公众更便利获取和使用政府信息以促进竞争和创新& 以及明确交互计算机服务的责任范

围&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 促进数字贸易发展+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还新增了使用密码技术的信

息和通信技术商品条款& 在计算设施位置条款的基础上新增涵盖金融服务供应商的金融服务计算设施

的位置条款& 但没有拟定 1X?XX和 A8@1:都涉及的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的原则条款+

在 "欧式模板# 中&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中关于数字贸易的章节可以体现对于数据隐

私保护的坚定立场+ 协定中除了设立海关关税$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

息等常见条款外& 还额外增加了监管权$ 在数字贸易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条款& 重申缔约方有权在其领

土内进行监管以实现消费者保护$ 隐私和数据保护等政策目标& 并认为缔约方应就数字贸易领域的监

管事项交换信息+

在 "亚太模板# 中& \TX:作为关于数字经济的专业性协定& 包括 EO 个模块& 涉及商业和贸易便

利化$ 数字产品待遇$ 数据问题$ 更广泛的信任环境$ 商业和消费者信任等方面的数字贸易基本内

容& 覆盖了 "美式模板# "英式模板# 的常见条款& 并在新兴趋势和技术$ 创新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拟

定了相关条款&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表!"主要贸易协定关于数字贸易内容的安排

协定

条款
1X?XX A8@1: 美)日 欧)英 英)新 \TX: ,1TX

海关关税
" " " " " " "

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
" " " "

国内电子交易框架或国内监管框架
" " " " " "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 " " " " "

线上消费者保护
" " " " " " "

线上个人信息保护
" " " " " " "

无纸化贸易
" " " " "

关于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的原则
" " "

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 " " " " "

互联网互通费用分摊
"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 " " " " " "

合作
" " " "

!!*$!



续表 E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 +模板,* 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协定

条款
1X?XX A8@1: 美)日 欧)英 英)新 \TX: ,1TX

网络安全
" " " " " "

源代码
" " " " "

争端解决
" " "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
" "

开放政府数据
" " " " "

数字税
"

使用密码技术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商品
" " "

电子发票
" "

数据创新
" "

涵盖金融服务供应商的金融服务计算设施的位置
"

监管权
"

跨境数据流动 '计算设施的位置(

" " " " " " "

无需事项授权
"

以电子方式订立合同
" "

在数字贸易监管问题上的合作
"

了解计算机服务
"

在线安全和安保
"

数字包容
" "

中小型企业
" "

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
" "

数字身份
" "

法律技术合作
"

竞争政策合作
" "

利益相关者参与
"

物流
"

电子支付
"

金融科技合作
"

人工智能
"

公有领域
"

透明度
" "

电子商务对话
"

一般例外
" " "

安全例外
" " "

审慎例外以及货币和汇率政策例外
" " "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协定内容整理而得'

'三( 主要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条款的具体差异

贸易便利化$ 市场准入$ 关税与数字税$ 跨境数据流动$ 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安全与消费者保护

等六大主题是当前数字贸易规则中的主要议题 '张琦等& JKJJ(& 各协定就上述议题协商达成一致并

拟定成部分条款& 但具体内容也存在细微差别+

E;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的差异+ 各协定关于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的条款内容基本达成一致& 即

缔约方不得否认电子签名的效力+ 各协定也阐明& 缔约方应当促使电子认证符合国际规范且遵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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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鼓励使用电子认证& 也给予缔约方可以要求特定种类的电子交易的认证方法符合某些标准

的权利+

J;国内电子交易框架或国内监管框架的差异+ 1X??X中的国内电子交易框架条款提出& 缔约方

应维持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A71S?,:I( -ERRO 年电子商务示范法. 或 -联合国关于在国际

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的公约. 原则相一致的管辖电子交易的法律框架& 并提倡各缔约方避免对电子交

易施加不必要的监管+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A8@1:在国内电子交易框架条款中也使用了以上的内

容& 但却在参考框架中摒弃了 -联合国关于在国际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的公约.+ ,1TX基本沿用了

1X?XX的内容& 而 \TX:则在 1X??X的基础上新增 A71S?,:I -JKEH 年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 作

为参考原则+ -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 整体沿用了 \TX:的条款内容&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

协定. 中的数字贸易章节则没有拟定相关条款+

M;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的差异+ "美式模板# 的协定均拟定了该项条款& \TX:也沿用了相关内

容& 即对任何缔约方数字产品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其他同类数字产品的待遇+ A8@1:规定此条款不适

用于知识产权$ 补贴或赠款& 而 1X?XX$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TX:将广播也纳入了不适用范围+

F;海关关税的差异+ 除,1TX之外的各主要协定关于海关关税的条款几乎达成了一致& 即不得对

电子传输及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内容征收关税& 但该项条款不得阻止以符合协定方式征收国内税+ 美日

数字贸易协定对于国内税内容额外拟定数字税条款& 明确界定数字税的约束范围以及非歧视原则+

,1TX成员国多& 在关税方面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约定应当维持目前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做法&

还规定缔约方可根据 [?<部长会议的决定进行关税调整+

L;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的差异+ 除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之外& 各主要协定关

于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的条款内容几乎达成了一致+ A8@1:$ \TX:$ ,1TX和 -美日数字贸

易协定. -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 均沿用了 1X?XX中的相关条款& 即认识到可设有各自的监管

要求& 应允许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信息, 也申明不得阻止缔约方采用符合条件

但与前述内容不符的措施& 以实现合法的政策目标+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相似条款为跨境

数据流动& 承诺确保跨境数据流动& 列举了四种不可限制的情形+

O;计算设施的位置的差异+ 拟定该条款的各主要协定关于计算设施的条款内容基本达成一致&

即认识到各缔约方可设有各自的监管要求& 但 "不得要求在一国境内使用或设置计算设施作为在该国

境内开展业务的条件#+ 其中&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提出该项条款不适用于涵盖的金融服务供应商的

金融服务计算设施& 还拟定了涵盖的金融服务供应商金融服务计算设施位置的条款& 阐明金融监管的

重要性& 在金融监管部门能够立即$ 直接$ 完整和持续地获取涵盖的金融服务供应商信息的前提下&

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涵盖的金融服务供应商在其境内使用或设置金融服务计算设施& 作为在该境内开

展业务的条件+

H;源代码的差异+ "美式模板# 与 "欧式模板# 均拟定了涉及知识产权的源代码条款& 内容基

本达成了一致& 即一方不得以转移或获得软件源代码为条件作为在其领土中使用软件进行数字贸易的

前提+ 但该条款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细微差异& 如 1X?XX中该项不包括用于关键基础设施+ -英国)新

加坡数字贸易协定. 的相关条款内容基本相同& 而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对源代码的保护更

为强硬& 声明不得要求转让或访问软件源代码+

P;在线消费者保护的差异+ 各协定关于在线消费者保护的条款逐渐详细+ 1X?XX$ A8@1:$ -美

日数字贸易协定. 均认识到% 一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商业欺诈, 二是应当采用消费者保护法, 三是推动

国家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 根据协定不同& 具体条款在文字细节上存在细微差异+ ,1TX在此基础上

新增了一项要求& 即缔约方应当向用户提供消费者保护的相关信息+ \TX:与 -英国)新加坡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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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协定. 在上述三条认识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补充& 一是提高对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政策和程序的认识

并使这些政策和程序易于获得& 关注消费者救济机制, 二是努力探索机制的益处& 包括替代性争端解

决方案& 以便利解决与电子商务交易相关的索赔要求+ \TX:在内容上补充最为详细& 还对 "欺诈行

为# 进行详细的判定& 在法律法规方面增加了对货物和服务质量的要求+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

定. 具体内容拟定形式略有差异& 声明缔约方理应 "禁止欺诈和欺骗性商业行为# "要求商品和服务

供应商诚信行事& 遵守公平的商业惯例# "要求商品或服务供应商向消费者提供明确和全面的信息#&

同样关注消费者救济机制& 允许消费者因其权利受到侵犯而获得补救+

R;个人信息保护的差异+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声明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阻止一方

采取或维持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的措施&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给予了较高的允许度+ 1X?XX倡议采

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框架& 并对个人信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 强调了政策措施的非歧视性& 要

求缔约方告知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条款& 并就各经济体在此方面的监管异质性提出兼容与沟通的建议+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与 A8@1:相关条款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 A8@1:举例可参考 1VX,和 <T1\

-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准则的建议. 'JKEM 年( 的原则& 制定其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

架+ \TX: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更加详细& 具体表现在对上述条款中提到的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框架所

依据的原则 '收集限制$ 数据质量等( 进行声明& 对 1X?XX中提到的兼容机制进行详细界定& 鼓励

使用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 作为便利跨境信息传输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的有效机制+ ,1TX$ -英国)

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 中的条款内容可在上述协定中找到相同条例+ 在英新数字经济协定中& 对于个

人信息保护的认识$ 对于健全的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框架所依据的原则可在 \TX:找到参考迹象, 此

外& 增加了 "各缔约方应鼓励其境内的企业公布其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政策和程序# 的新条例& 同

时也强调 "1VX,系统是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促进跨境信息传输的有效机制# 与 "缔约双方应努力

共同推广 1VX,体系& 以提高对 1VX,体系的认识和参与度#+

EK;网络安全的差异+ 1X?XX中的网络安全条款写明& 缔约方认识到增强国家实体应对计算机安

全事件的能力& 以及利用现有合作机制识别和减少电子网络恶意侵入或恶意代码传播的重要性+ 此后

协定均沿用了该条款内容& 有的还有所拓展+ ,1TX由于成员国较多& 此项条款较为简略& 并无拓展+

A8@1:$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则认为基于风险的方法可能比规范性监管更有效& 倡导采用并鼓励其

管辖范围内的企业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 \TX:阐述认识到 "网络安全领域的劳动力发展# 的重要

性& 并提倡在网上安全和保障方面进行合作& 推动形成全球问题的合作解决方案+ -英国)新加坡数

字贸易协定. 的条款内容更为详细& 拓展更深& 在网络安全合作方面提倡双方就网络安全有关事宜保

持对话& 建立消费者物联网设备基线安全标准的相互认可& 进行合作研究及开发网络安全& 以及依靠

公开和透明的行业标准等事项+

EE;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差异+ 各协定关于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条款内容达成了一致& 要求

信息提供者为接收人提升阻止接收此类信息的能力提供便利& 要求获得接收人对于接受商业电子信息

的同意或将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减至最低程度& 还提倡缔约方就此类信息进行监管合作+

三#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融合发展的前景

'一(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融合的方向和难点

消除数字贸易壁垒$ 促进电子交易便利化$ 维持安全的网络环境对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基础性意

义+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 "模板# 在贸易便利化$ 关税和数字税$ 跨境数据流动$ 网络安全与消

费者保护等四项议题中的常规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 体现了各协定在部分初级的数字贸易规则上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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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发展+ 第一& 在贸易便利化议题中的国内电子交易框架条款& A71S?,:I -ERRO 年电子商务示范

法. 是各协定中均声明的参考原则& 随着 A71S?,:I -JKEH 年电子可转让示范法. 的通过& 后续协定

也将其纳入参考原则+ 第二& 在关税和数字税议题中& 各协定均承诺不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 体现了

缔约方对于消除不合理的数字贸易壁垒的共识+ 第三& 在跨境数据流动议题中& 各协定均认识到数据

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资源& 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对于发展数字贸易十分重要& 因此建议各缔约方应允许

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第四& 在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议题中& "欧式模板# 和 "亚太模板#

的消费者保护条款均在 "美式模板# 的基础上新增了符合各自诉求的内容+

但是& 其中部分条款在具体参考原则上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体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中对于数据

隐私数据保护的原则存在较大分歧+ 美国等亚太国家推行使用 1VX,& 而欧盟则出台了 -数据保护通

用条例. 'C\X,(& 双方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 然而& 英国在脱欧后与众多经济

体签署了数字贸易协定& 在 -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 中接受使用 1VX,& 这也许意味欧盟内部

成员国在数字贸易上的目标也存在差异+ 事实上& 世界各国在数据隐私与信息保护方面的规章制度存

在较大差异& 对于相关信息的收集$ 储存$ 使用与监管要求措施不尽相同& 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标

准& 阻碍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融合+

而在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议题中& 各模板之间的相关数字贸易规则也存在明显分歧+ 在市场准入

议题上& "欧式模板# 相关协定与 ,1TX均没有拟定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 欧盟内部成员国较多&

,1TX涵盖国家较广& 参与协定中的各国利益诉求不同& 对于非歧视待遇原则是否适用于数字贸易领

域未能达成一致& 解决方案也未能确定+ 根据相关统计& 低于 JLQ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纳入

"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 其在各国之间的受欢迎程度较低 '张琦等& JKJJ(+

在知识产权议题上& 美国与欧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美式模板# 和 "欧式模板# 均积极主导

推进确立知识产权相关规则& "亚太模板# 则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随着数字产品数量$ 种类不断增多&

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日渐增多& 而各国数字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仍不够健全& 不同国家对

数字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 欧盟等经济体在 [?<框架下就知识产权保护议

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但依旧存在争议& 这也成为数字贸易规则融合的难点+

'二(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融合的基础

数字贸易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发展& 参与规则制定的经济体也在增加& 数字贸易协定磋商所需时

间更长& 达成共识更难& 未来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将可能基于已签署生效协定的相关条款+ 其中& "美

式模板# 代表性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更受欢迎+ 例如& 目前涵盖国家最多的协定 ,1TX& 其在贸易便利

化$ 为电子商务创造有利条件$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三大方面达成的十六条条款& 均可在 "美式模板#

代表性数字贸易规则中找到参考& 而这也许将成为此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基本参考+

作为 "亚太模板# 的代表性协定& \TX:将成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新力量+ \TX:的成员

国智利$ 新西兰和新加坡也是1X?XX成员国& 因此\TX:几乎涵盖并深化了1X?XX的协定内容+ 例如

在贸易便利化议题中& \TX:在无纸贸易条款中增加了单一窗口的内容& 额外新增物流$ 快运货物条

款+ \TX:还纳入新兴趋势和技术$ 创新和数字经济$ 数字包容性等新议题& 拓展了数字贸易规则的

覆盖范围+ 此外& \TX:允许参与国家针对不同的议题进行谈判& 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 拓展深化传

统议题$ 关注新兴领域发展$ 采取模块形式商讨也许是未来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方向+

'三(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各方力量对比分析

目前& 美国通过 ?XX$ A8@1:$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等协定条款建立了 "美式模板#, "欧式模

板# 条款内容相对保守& 尚未形成统一体系+ 据相关统计& 美国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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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份& 欧盟为 EO 份 '刘斌$ 甄洋& JKJJ(& 这意味着美国与欧盟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中将起到更大的

推动作用+ "美式模板# 与 "欧式模板# 比较& "美式模板# 更受欢迎& 成为许多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的基本参考+ 此外& 其他经济体也普遍认识到数字贸易规则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作用& \TX:在

"美式模板# 的常见条款上进行了拓展补充& 还纳入了新议题& 被认为是新兴的 "亚太模板#+ 澳大

利亚虽然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主导能力较低& 但其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章节的协定已达到 EF 份

'刘斌$ 甄洋& JKJJ(+ 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 美国$ 欧盟已经并非唯二的力量& 其他经济体也

开始发挥作用+

四# 中国参与并引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政策建议

'一( 中国参与制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经验和话语权相对有限

中国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较少& 且数字贸易规则的广度与深度亟需提

升+ 从广度来看& 在早期双边协定的电子商务章节中& 中国数字贸易规则仅包括贸易便利化$ 关税与

数字税$ 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议题的初级条款& 相较于各模板协定较为单薄& 文本内容亟待拓展+

,1TX是迄今为止中国参与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条款最多的协定+ 然而 ,1TX相较 "美式模板# 和

"欧式模板#& 所涉及的数字贸易领域较少& 没有市场准入$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 对 "电子产品

的非歧视待遇# "接入并使用互联网原则# "源代码# 等内容涉及较少+ 从深度来看& 中国目前签署

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条款的约束力较弱& 与 1X?XX$ \TX:等协定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的经验和话语权相对有限+ 一是中国还没有形成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

"中式模版# 和主张& 在多边谈判中影响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软实力还存在较大不足+ 二是中国数字

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货物贸易& 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竞争力较弱& 在

国际规则谈判时底气不足+ 三是在数字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 中国还存在

较多空白&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较小& 影响力相对有限+

'二( 中国加入 !,$,,和 0%,/面临的问题

JKJE 年& 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1X?XX和 \TX:+ 中国加入 1X?XX的谈判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仍是未知

数& 据悉中国海关存在部分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 1X?XX部分规则的安排+

!

JKJJ 年 P 月& \TX:联委

会成立中国加入工作组& 中国作了一系列谈判安排& 推进加入进程& 力争尽早正式加入 \TX:+ 中国

加入 1X?XX和 \TX:面临如下问题+

E;已纳入数字贸易条款与国际标准存在差距+ 例如& 较新签署的协定大多在国内电子交易框架

条款中将 -A71S?,:I电子可转让示范法. 'JKEH 年( 作为参考原则& 而中国数字贸易规则尚未讨论

该项内容+ 从条款数量来看& ,1TX是中国目前数字贸易规则的最高标准& 但 ,1TX相较于 A81@:$

\TX:等协定& 所涉及领域较少& 这也意味着中国数字贸易规则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 中

国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约束力较弱$ 强制性较小& 需要在未来数字贸易谈判中提高共识内容+

J;部分国际商讨议题与中国实际存在差异& 接受难度较大+ 数字产品与服务的监管难度较大&

中国对于跨国数字产品的监管较严格& 且在数字贸易中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 中国数字贸易规则尚未

纳入市场准入议题中 "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 条款+ 在知识产权议题中& 中国在数字产品的产权与

价值方面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 尚未形成解决数字产品的侵权盗版$ 专利保护$ 监管等问题的完整方

!!*)!

!

刘红霞% -海关将在部分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 1X?XX部分规则. & 新华网& JKJJ 年 J 月 M 日& .339% ""̀`̀ ;%$̀*;-%">2&3D%$"

JKJJ K̂J "KM "-l EEJPMJLORH;.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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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限制了中国在知识产品方面的数字贸易规则的形成+

'三( 中国参与并引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的政策建议

E;在贸易协定中加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 一是深入研究 A8@1:$ \TX:$ ,1TX等协定中的数字

贸易规则理念& 吸收其先进做法并逐步形成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方案& 加入中国未来的贸易协定内容

中+ 二是加快与国际议题接轨& 研究市场准入$ 数字知识产权$ 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在中国的可行方

案& 加入到未来的贸易谈判中+ 可以通过在中国各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率先试点和推行 1X?XX中

的数字贸易规则& 尽快积累相关监管经验& 形成符合中国数字市场要求的可行方案+ 三是基于中国数

字贸易的发展特征& 结合国际上关于数字贸易的理念差异& 提出具有引领性的数字贸易规则+

J;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国际上数字贸易规则的相关议题不断发展& 许多经

济体主动参与制定符合自身诉求的标准原则& 并应用于签署的数字贸易协定之中+ 中国需要关注美国

等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中的动向& 并结合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诉求& 避免

在加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 此外& 中国应在 [?<框架下推动并完善数字贸易规

则的制定& 促进形成一个互利互惠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环境& 推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

M;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法律依据的国际实践+ 中国数字贸易要更好地 "走出去#& 需要积极主动适

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中国数字市场要更好 "引进来#& 需要构建相对自由的数字贸易环境& 对于跨

境数据流动的监管是其中重要一环+ 目前& 中国在 -数据安全法. 中明确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出台了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后续应积极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实践& 检验中国法律是否能

够有效避免跨境数据流动诱发的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问题+

F;基于跨境电商$ "一带一路# 形成 "中式模板#+ 中国是世界数字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家& 跨境

电商是其中具有优势地位的重要部分& 中国可以尝试在跨境电商领域拟定符合中国利益诉求的条款内

容& 形成 "中式模板# 数字贸易规则+ 一是促进跨境电商交易便利化$ 自由化, 二是促进立法保护在

线消费者的权益, 三是基于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进行数字贸易谈判& 拟定数字贸易规则+

L;不断提高国内数字贸易监管和治理能力+ 一是在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整

体思维& 推动数字贸易$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以及信息技术等多领域多层次并行改革+ 同时& 在制定

数字贸易规则时应具有系统集成思维& 跨越部门局部利益& 推动数字贸易监管与部门产业政策协调+

二是完善数字贸易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源头上增强数字贸易治理能力+ 三是在商务部或者相关部

门建立独立的数字贸易监管机构& 选拔一批高素质且熟悉国际规则的监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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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中日韩产业合作的
思路# 原则与路径!

逯新红

!!摘要& 国际政经格局加快调整背景下% 中日韩产业合作面临脱钩断链' 高技术产业合作受限等诸多挑

战% 中美博弈长期化将给中国产业升级带来持续的压力% 寻求中日韩产业合作新思路新策略意义重大& 本

文通过梳理当前中日韩已形成的产业发展格局% 分析新形势下中日韩产业合作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提出

新形势下促进中日韩产业合作的思路' 原则与路径& 中日韩应共同维护三国经贸关系稳定大局% 以 )产业

互补% 差异化发展* 为基本原则% 推动中国与日韩产业合作% 增强战略捆绑和利益纠缠% 防止脱钩断链&

要突破传统合作模式思维的束缚% 培育壮大新的合作增长点% 重点推动半导体' 汽车' 数字经济' 绿色低

碳' 健康养老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产业合作% 要加强中日韩产业链深度嵌套% 充分发挥好日韩产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优势% 以高科技领域产业合作带动中国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跃升&

关键词& 中日韩!产业合作!,1TX!东亚生产网络

作者简介& 逯新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引!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中国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形成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刘鹤& JKJK(+ 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时

代背景$ 内外部环境$ 发展条件等因素相关& 国际变动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交织激荡& 推动高水平

国际合作面临新的要求 '韩文秀& JKJE, 杨长盠& JKJJ(+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 中国坚持以邻为伴

的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本& 中日韩是天然近邻& 三国

地缘相近& 文化相似& 经贸合作源远流长& 形成了紧密联系的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 中日韩产

业合作不仅对东亚生产网络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对全球生产网络也具有重要影响力& 新形势下加强中

日韩产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韩产业合作具有多重优势+ 从产业合作基础看& 中日韩密切的经贸合作为中日韩产业合作夯

实了基础& 中日韩之间的经济互补性$ 相互依赖程度$ 政府间合作平台$ 互利共赢的需求$ 区域经济

!"!!!

!

本文为 JKJJ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重点课题 "国际格局新变化下中日韩产业合作研究# 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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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和 ,1TX的推动& 将中日韩合作推向新高度 '白文静& JKJM(+ 从产业投资角度来看& 中日韩

产业投资合作紧密& 即便是经历了全球新冠疫情$ 中美博弈$ 乌克兰危机等影响& 中日韩产业投资合

作仍稳步增长 '张雪领& JKJM(+ 从产业互补性来看&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差异有效促进了各自产业升

级与优化& 形成了互利共赢关系 '徐博$ 庞德良& JKJJ(+

新形势下中日韩产业合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中美大国博弈加剧$ 全球新

冠疫情影响仍在持续$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意识形态化分裂化趋势$ 全球经济滞涨风险加大$ 乌克兰危

机等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因素影响下& 国际格局加速调整 '徐占忱$ 逯新红等& JKJJ(+ 各国将政治

安全的考虑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 日韩对华经贸政策收紧& 外贸外资合作受到冲击& 日本企业加快实

施 "中国 GE# 政策& 韩国企业出现外迁回流等动向& 加大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 给中

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挑战 '逯新红& JKJK(+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领域呈现技术竞争和市场竞

争局面& 产业分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 日韩对华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制约了中日韩产业合作和

区域产业链的升级 '刘文& JKJE(+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全球技术和产业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生产布局出现动态调整& 进入

科技竞争和商业竞争交互阶段 '王立勇$ 杨发琼& JKJE(+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共建 "一带一

路# 倡议$ 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 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中日韩合作带来新机遇 '方晓霞&

JKJK(+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TX( 的落地实施进一步加快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东移& 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为开展 ,1TX框架下的中日韩敏感产业合作带来可能 '逯新红& JKJJ, 张晓

静$ 涂佳佳& JKJM(+

新形势下& 中日韩产业合作需要新思路新路径+ 以 "产业互补& 差异化发展# 为原则& 推动中国

与日韩产业合作& 增强战略捆绑和利益纠缠& 加强中日韩产业链深度嵌套& 重点推动半导体$ 汽车$

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 健康养老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产业合作& 发挥中国大市场磁吸作用& 拓展中日

韩产业合作空间& 在合作中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中国产业发展水平& 拓展中国产业升级空

间& 充分用好 ,1TX增强中日韩产业合作和区域产业合作& 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的安全稳定 '王晓博& JKJK(+ 与此同时& 要加快自身固链强链延链补链& 加快向全球价值链的高

附加值环节跃升& 不断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和吸引力&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康

逸& JKJM(+

一# 中日韩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

中日韩产业之间优势互补& 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带动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快速增长& 推动中

日韩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为东亚繁荣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中日韩双边贸易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 推动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在贸易领域&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前四大类主要商品是机电类$ 运输设备类$ 光学医疗类和塑料类产品& 合计占比

HKQ左右+ 根据海关编码 '#8 编码(&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 PF 章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和

PL 章电机$ 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 LKQ左右& 呈小幅下降趋势+ 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前

三大类主要商品是机电类$ 纺织品及原料$ 光学级及医疗类产品& 合计占比超过 LKQ& 其中机电类出

口占比超过 FKQ& 呈小幅下降趋势+ 中国自韩国进口的前四大类主要商品是机电类$ 化工类$ 塑料

类$ 光学及医疗类产品& 合计占比超过 PKQ& 其中机电类产品占比超过 OLQ& 呈上升趋势+ 中国对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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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前三大类主要商品是机电类$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 合计占比超过 LJQ& 其中机电类产品

占比 FJQ左右& 相比新冠疫情前下降约 F 个百分点+

!

表!"#$!%)#$##年中国自日本进口主要商品类别占中日进口贸易额比重 单位%+

#8 编码

年度

PF 章核反应堆$ 锅

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PL 章电机$ 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PH 章车辆及其零附

件& 但铁道车辆除外

RK 章光学$ 照相$

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MR 章塑料

及其制品

JKER 年 JENER JLNMR EKNFF PNPM LNOM

JKJK 年 JKNRH JONOJ RNFO RNJF LNHP

JKJE 年 JENFH JONME HNPE PNHP LNHP

JKJJ 年 JKNKK JHNKF PNFO HNLF LNHE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0 资讯数据整理而得'

表#"#$!%)#$##年中国对日本出口主要商品类别占中日出口贸易额比重 单位%+

#8 编码

年度

PL 章电机$ 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PF 章核反应堆$ 锅

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OE 章针织或钩编的

服装及衣着附件

OJ 章非针织或非钩编

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RK 章光学$ 照相$

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JKER 年 JJNFR EPNFH LNMM FNRJ MNEL

JKJK 年 JJNOH EPNHM FNHO FNJH JNRH

JKJE 年 JMNKJ EHNFR FNOO MNOP JNRL

JKJJ 年 JMNMR EONLK FNLK MNOL JNOL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0 资讯数据整理而得'

表&"#$!%)#$##年中国自韩国进口主要商品类别占中韩进口贸易额比重 单位%+

#8 编码

年度

PL 章电机$ 电气$ 音

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PF 章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JR 章有机

化学品

MR 章塑料

及其制品

RK 章光学$ 照相$ 医

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JKER 年 FLNOH EJNMO ONOL ONMJ HNFH

JKJK 年 FPNRR EJNFE FNFH ONLF ONOJ

JKJE 年 LENME EENEF LNFH ONLF LNMM

JKJJ 年 LLNLL EKNKP LNPF ONFR JNOO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0 资讯数据整理而得'

表)"#$!%)#$##年中国对韩国出口主要商品类别占中韩出口贸易额比重 单位%+

#8 编码

年度

PL 章电机$ 电气$ 音像

设备及其零附件

PF 章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HJ 章钢铁

HM 章

钢铁制品
JR 章有机化学品

JKER 年 MMNRF EJNKH FNOM JNHM JNRM

JKJK 年 MJNMO EJNRK MNEP JNOP JNPO

JKJE 年 MENRO EENLL FNLP JNHE MNLJ

JKJJ 年 MENER EKNOH MNRJ JNRO MNLP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0 资讯数据整理而得'

在投资领域& 中日韩双边投资同样集中在制造业领域+ JKJK 年& 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

比重为 OFNPQ+ 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MEQ& 其中& 运输机械器具投资下降 JJNFQ& 一般机械器具下

降 HKNEQ& 电气机械器具下降 FENKQ, 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HNJQ& 其中& 批发零售业投资同比增

!"!#!

!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0 资讯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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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OMNPQ& 达到 MEHR 亿日元& 金融$ 保险业增长 FMNEQ+

! 韩国对华投资主要以芯片和新能源汽车

中间品与零部件为主& 三星$ 8($ IC$ 现代等著名企业在中国开展了大规模投资+ 日韩企业对华投

资为中国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使日韩企业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中获得了良好收

益& 推动中国与日韩乃至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中国对日本投资主要集中在汽

车电动化和互联网等相关项目& 以及跨境电商$ 移动支付$ 共享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和新能源技术等领

域& 目前科大讯飞$ 比亚迪$ 蜂巢能源科技等企业进军日本市场+ 中国对韩国投资主要集中在跨境电

商$ 清洁能源等数字经济和绿色投资领域& 目前阿里巴巴$ 京东$ 腾讯等电商平台在韩国设有法人或

机构& 部分企业参与当地清洁能源$ 电力等领域的投资并购项目+

'二( 中日韩产业梯度差距日益缩小

JK 世纪 PK 年代初& 中国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 逐步形成了以日本为 "领头雁# 的东亚经

济发展的雁行模式和以 "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垂直

型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在这一产业链构成中& 日韩处于中高端& 中国处于中低端+ 随着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兴起& 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在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 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

产业领域的优势不断显现& 中国与日韩之间的产业梯度差距日益缩小& 中国逐步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

端跃升& 推动中日韩垂直分工体系渐渐向水平分工体系转变& 中日韩产业合作空间不断得到拓展+ 当

前& 中日韩在半导体$ 汽车$ 康养$ 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不断加强& 产业发展各

具优势& 向着差异化发展协同并进方向推进& 更加注重高科技领域合作& 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合作& 以维护东亚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当前&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大& 中日韩亟需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携手稳定区域

产业链供应链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随着 ,1TX深入实施以及中韩自贸协

定升级版的推进& 青岛$ 天津$ 大连$ 上海$ 苏州$ 成都$ 北京等多个城市建有中日产业园区或创新

示范区& 江苏盐城$ 山东烟台$ 广东惠州和韩国新万金的四大中韩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推进& 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交融的中日韩产业发展格局+ 面向未来& 中日韩产业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应拓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低碳绿色$ 数字经济$ 财政金融$ 医疗养老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合

作& 缩小产业梯度& 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二# 中日韩产业合作面临新挑战

国际经济格局加速调整&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呈现本地化$ 友岸化$ 近岸化布局新趋

势& 给中日韩产业合作带来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 寻求中日韩产业合作新思路新策略意义重大+ JKJE

年 EK 月以来& 日韩政府先后进行更迭& 岸田文雄政府和尹锡悦政府分别就对华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呈现出 "趋美遏中# 的倾向& 在经贸政策上体现出加强对华防范的动向& 在核心产业链供应链上体现

出联美制华的一面& 给国际格局新变化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带来挑战+

'一( 国际政经格局阵营化演变强化美日韩同盟

新冠疫情加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 深刻改变全球现有分工协作格局&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

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地缘战略竞争$ 地缘经济博弈的重心+ 当前& 全球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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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4T?,<( % -日本对中国投资报告. &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网站& JKJE 年 H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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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涨风险加大& 国际贸易投资放缓& 全球融资环境收紧& 经济复苏动能持续减弱& 各国防疫防控政策

和宏观政策的不同步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同步& 导致全球分化复苏不均衡格局仍将延续+

乌克兰危机加剧国际秩序阵营化演变& 东北亚和中韩经贸合作承压+ 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加剧

国际秩序阵营化演变& 深度动摇战后形成的以美西方为中心的 "外围)中心依附体系#& 将对东北亚

地区局势造成深远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进程将被基于地缘政治安全采取封锁对抗的阵营所扰乱+ 北约

马德里峰会首次将中国视为 "系统性挑战#& 首次邀请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参加& 并计划

在日本设立联络处& 日韩成为北约进入亚太地区的马前卒+ 北约的持续东扩和北约 "印太化# "全球

化# 的发展& 将加剧美西方与中俄在亚太$ 印太地区的战略冲突& 加速国际秩序 "阵营化# 演变+

中美博弈加剧& 牵动欧盟$ 日本$ 印度$ 韩国等国家 '地区( 的神经& 使其面临利益取舍和战略

调整& 经济利益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美国将中国视为 "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全面升级对华

战略打压与遏制& 对华政策由中美建交以来的 "接触 G遏制# 两手政策转向 "全面战略竞争# 政策+

中美博弈由初期的贸易战经技术脱钩向战略竞争$ 意识形态斗争$ 体制之争延伸& 中美关系进入竞争

与对抗阶段+ 尤其是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 加强美韩同盟的形势下& 日韩新一届政府表现出加强对华

防范& 在核心产业链供应链上加入美国牵头构建的排华小圈子的动向& 令中国感到担忧& 处理不当势

必将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不小挑战& 大国关系在利益交织和纵横捭阖中愈加错综复杂+

'二( 美国加快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去中国化%

图!"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化图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近年来& 在新冠疫情冲击$ 乌克兰危机$ 中美博弈等重大因素影响下&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呈

现本地化$ 友岸化$ 近岸化新趋势+ 随着 "美墨加协议# 'A8@1:($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 '1X?XX($ ,1TX等区域合作协定的签署和实施& 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由 JKKK 年的 "北美)欧

洲)亚太# 板块向 "北美)欧洲)东亚# 板块转变&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板块的核心& 进一步奠定

了 "三足鼎立# 的全球产业链格局 '见图 E(+ 当前& 三大因素冲击下& 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安全

保障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重点+ 美西方国家纷纷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 加速将产业链供应链回迁本

土& 支持本国企业从中国迁出+ 比如美国接连出台鼓励制造业回流政策& 欧洲推出 "欧洲工业复兴#

的再工业化计划& 日本企业加快推进落实 "中国 GE# 战略& 韩国发布 "材料$ 零部件和设备 JNK 战

略# 促进制造业回流&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加快重塑+ 同时& 日韩政府鼓励在华日韩企业回迁或转

移& 虽然以中国为主要消费市场的企业不会发生明显的产业转移& 但不是以中国市场为主的企业& 尤

其是制造业企业已出现明显转移趋向+ 日韩对华新增投资呈现轻资产倾向& 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

领域的布局上& 日韩企业或将优先考虑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与中国企业在相关上下游$ 产学

研的配套发展中的竞争也将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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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意识形态化$ "去中国化# 趋势+ 美国推动构建日澳印新产业链

联盟$ 科技联盟围堵中国& 出台新版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 'SXT5(& 构建关键领域排除中国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 抬高对华规则竞争的地位+ 未来东亚产业链或将被 SXT5所取代& 国际大三角分工

格局或将向 "SXT5$ 美欧$ 中东和非洲# 三级转变+ 在美国共同价值观的导向下& 日韩积极加入美国

主导的供应链联盟& 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 SXT5& 考虑加入芯片四方联盟 '1.)9 F(& 加强与美国在高

技术方面的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的协同+ 受此影响& 日韩企业担忧中美经济 "脱钩# 的冲击& 对华投

资信心不足& 并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布局& 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回迁本土或转移到越南$ 缅甸$

印度等东南亚$ 南亚$ 非洲国家& 加大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的 "脱钩# 趋势+

'三( 日韩对华经济政策由 $中美对冲% 向 $趋美遏中% 转变

一是日韩经贸政策向 "趋美遏中# 转变+ 日本对华经济政策调整深受美国掣肘& 但也会出于自身

需求进行调整& 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体现了日本多向对冲和 "安美经中# 的战略思维与政策架构+

JKEH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 日本并未完全追随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政策& 而是延续对华接触与合作

的政策& 同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第三方市场合作& JKJK 年共同推动 ,1TX的签署生效+ JKJK 年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提出价值观联盟理念& 日本对华经贸政策转向加强对华经济领域防范& 推行经济

安保法案& 对华政策整体趋向消极& 无论是从产业链供应链的脱钩断链$ 科技封锁$ 企业回迁外迁$

高科技人员交流$ 言论导向等双边合作领域& 还是加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 蓝点网络计划$ 印太战略

等区域战略& 以及与美西方国家联手打造科技联盟$ 芯片联盟等方面& 都采取了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

政策和行动+ 这些措施导致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加快推进落实 "中国 GE# 战略& 将部分产业链供应

链回迁本土或转移到越南$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布局+ 根据日本银行

统计& JKJK 年日本对东盟累计投资 JHNO 万亿日元& 同期对华累计投资 EFNF 万亿日元+

韩国对华经济政策调整采取模糊立场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JKJJ 年 L 月尹锡悦当选韩国总

统& 其在竞选时的对华强硬言论曾给中韩关系蒙上阴影, L 月底拜登首次亚洲之行首选韩国而不是日

本& 加大拉拢力度+ 之后韩国宣布加速部署 "萨德#& 设立驻北约代表处& 与美欧联合建立 "针对中

国的技术封锁机制#& 韩政府官员曾表态要与华经济脱钩加快融入美西方阵营等联美制华措施& 这些

都体现了韩国对华态度的转变+ 虽然韩国表示这 "不意味将转向反俄$ 反华政策#& 但韩国对华政策

已倾向配合美国+ 韩国积极向美国展示跟随姿态& 在一些重点产业领域& 韩国与美国合作加强对华高

技术出口管制& 加快向北约靠拢+ 加剧韩国企业对 "韩中经济脱钩# 的担忧& 叠加新冠疫情反复对中

韩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 预计韩企将会暂缓对华投资& 并考虑加速产业从中国外迁至东南亚等地区的

可能& 这将进一步冲击中韩产业合作+

二是日韩产业政策由 "合作竞争# 向 "竞争防范# 转变+ 日本产业政策调整动向+ 近年来& 日

本通过政策制定$ 战略引导& 不断优化日本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布局& 已出现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

意识形态化等趋势+ 比如& 在半导体政策方面& JKJE 年出台 -半导体产业紧急强化方案.& 计划到

JKMK 年实现半导体产值提升 M 倍, JKJJ 年出台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 加强与欧美的经济安全协

调& 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重点强化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特定重要物资在其国内的供应链稳定& 尤其

针对电气$ 金融等 EF 个关键基础设施设备采取事前审查& 推进尖端技术的官民合作研究和特定专利

不公开, 还制定了半导体产业扶植细则& 承诺给予新建厂补贴但附连续生产 EK 年的要求& 在高校设

置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提升产业竞争力& 预计未来 EK 年& 日本工程师缺口达 MNL 万人!

+ 在政策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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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 日本企业加大对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索尼与台积电联手在日本本土设厂& 铠侠联合西部数据积

极回本土投资设厂& 瑞萨电子也响应号召在本土投资设厂+ 与此同时& 日本加强与美国合作开展半导

体新技术研发& 构建国际性半导体领域的产学研合作体制+ 在汽车产业政策方面& 日本通过国家目标

来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JKJE 年提出到 JKML 年将禁售汽油车& 日本国内销售的新车 EKKQ将为

电动化车辆& 同时持续多年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力度& 大力支持氢燃料汽车发展+ 在

医药产业政策方面& 日本推动医药研发从模仿创新向原研药研发创新转变&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

将医药品和原研药列为特定重要物资& 纳入确保国内供应链稳定的保供之列+

韩国产业政策动向+ JKJE 年韩国出台 -税制修改案.& 指定半导体$ 二次电池$ 疫苗为国家战略

技术项目&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韩国继续加快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布局& 以占据

产业链的高端位置+ 韩国半导体继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 JKER 年韩国半导体市场份额占全球近

JKQ&

! 韩国三星$ 8(海力士等知名半导体企业占世界五大半导体巨头的两大席位+ 三星电子和 8(

海力士表示& 到 JKMK 年 EK 年内将投资 LEK 万亿韩元+

"

JKJE 年韩国发布 "(^半导体# 战略& 为半

导体企业提供税收支援& 计划到 JKMK 年成为半导体综合强国+ JKJJ 年韩国计划实施 FHM 亿美元的

-芯片法案.& 用于扩大本土芯片制造能力& 打造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生产基地& 应对全球芯片的激烈

竞争和供应链问题& 计划未来 L 年大力投资人工智能 ':S( 半导体领域& JKJM 年成立 :S半导体数据

中心& 继续扩大这一领域优势+ 新能源汽车领域& JKJE 年韩国提出第四期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JKJE)JKJL 年(& 扩大新能源汽车普及& 推进技术创新& 计划到 JKMK 年新能源汽车增至 HPL 万辆&

实现汽车碳减排 JFQ的目标& 同时 JKJE 年底韩国再次推出加快绿色新能源汽车转换速度相关政策&

给予新能源汽车补贴优惠+

'四( 制约中日韩产业合作深化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断显现

一是中国与日韩经贸结构不平衡+ 中日方面& 日本是中国半导体晶圆搬运设备进口贸易第一大来

源地&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JKJE 年该占比达 JHNEQ+ 这意味着中国在半导体设备和关键原材料

上 "卡脖子# 问题突出+ 中韩方面& 中韩贸易过度依赖半导体& 韩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所占比重明显

过高& 据大韩商工会议所发布的报告& 该比重由 JKKK 年的 MQ上升至 JKJE 年的 FKQ&

# 半导体产业

具有升级换代快和价格波动大的特点& 这意味着两国贸易容易受半导体产业周期性波动的冲击+

二是中日韩产业同质竞争上升& 互利互补下降+ 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 中日韩产业结构趋

同& 同质竞争上升& 互利互补下降+ 中国对日韩贸易中& 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最大& 出口竞争力较强,

日韩对中国出口商品中& 机电产品占比约为 LKQ+

$ 中日韩在机电产业尤其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竞争加

剧+ 在汽车领域& 中日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竞争加剧& 近年来三国都在积极部署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

领域&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日韩在节能减排领域经验丰富& 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不遗余力, 中国

后来居上& 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用户& 也是在政策上发力较早的国家之一& 已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与日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竞争加剧+ 中日韩在数字经济领

域的竞争也逐渐加大& 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韩国积极跟进& 商用 LC全球领先& 日本

在推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方面虽有迟滞但也在奋起直追+ 因此& 进一步深化中日韩经贸合作&

存在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

!"!'!

!

"

#

$

韩联社% -韩国半导体晶片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增速居世界首位. & 商务部网站& JKER 年 J 月 L 日+

韩联社% -韩国发布 "(半导体# 战略& 计划到 JKMK 年成为半导体综合强国. & 商务部网站& JKJE 年 L 月 F 日+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韩国发布报告称对华半导体出口暴增近 EM 倍. & 百家号网& JKJJ 年 P 月 JM 日+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商务部公布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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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近年来全球产业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 对中日韩产业合作带来的挑战也不可忽视+ 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 全球产业转移出现 "逆向转移# 的新趋势& 美欧日等国家纷纷提出 "再工业化# "制造业

复兴# 等计划& 推动跨国企业回迁或在本国投资建厂& 强制一些产业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

被要求 "逆向转移# 的产业多为高端制造业& 旨在进一步巩固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 加剧了世界

各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 中美博弈叠加新冠疫情$ 乌克兰危机$ 价值观联盟推动下& 美西方重构

的全球产业链表现出明显的 "去中国化# 特征& 即与中国产业脱钩成为西方普遍倾向& 政治性产业转

移特征显著+ 美国试图打造由其主导的新兴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 摆脱在关键产业领域对中国的依

赖& 尤其在光伏$ 稀土$ 半导体$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加大对中国的联合遏制+ 欧洲加强构建数字主

权& 着力发展 "碳中和# 工业战略& 将环境$ 气候$ 人权等问题纳入供应链管控范围& 加强对高科技

产业领域的投资审查+ 日本$ 印度紧随美国政策& 韩国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在此背景下& 中国面临产

业链脱钩和制造业 "卡脖子# "掉链子# 的风险加剧& 中日韩推进产业深度合作的困难加大+

三# 中日韩产业合作面临新机遇

中日韩要在危中寻机& 增强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 需要评估风险与收益& 通过继续深化产业链供

应链合作& 尤其瞄准区域内市场提升产业链跃迁能力& 夯实东亚生产网络& 才能不需再忍受被外力支

配的痛苦+

'一(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推动东亚生产方式转型机遇

全球新冠疫情凸显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性& 中日韩是东亚生产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中日

韩地理相接的天然属性和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的优势& 催生中日韩对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畅通的共同需求& 共同维护东亚生产网络稳定的意愿增强+ 新冠疫情以来&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

加速& 呈现全球需求东移$ 供给东移$ 创新东移$ 服务东移$ 资本东移$ 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六大趋

势+ 推动东亚生产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推动东亚从为全球提供制造和劳动力向为本地区

和全球创造需求转变, 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 生产$ 创新$ 服务$ 金融$ 航运等领域合作加强& 新产

业$ 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 推动东亚区域内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 生物医

药$ 绿色低碳$ 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驱动的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合作& 以及 LC网络$ 人工智能$ 大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基建合

作和数字金融$ 科技金融$ 普惠金融$ 绿色金融等新金融产业合作+ 为中日韩合作带来新产业$ 新业

态$ 新模式$ 新平台和新机遇& 有利于推动东亚生产方式转型和中日韩合作模式转变+

'二( 全球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机遇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 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 'S\1( 预测&

JKJM 年全球数字经济产值占比将达到 OJQ&

! 全球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中国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

等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JKEJ 年的 EE 万亿元增长到 JKJJ 年的 LKNJ 万亿元& 连

续数年稳居世界第二+

" 中国积极打造 "数字丝绸之路# "绿色丝绸之路#& 推动中日韩在数字经济和

低碳绿色领域的合作& 推动中日韩 "数字 G绿色# 双主轴政策的对接& 推动三国在高端制造$ 技术创

!"!(!

!

"

中清产教数据中心% -JKJJ 年全球数字经济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前景分析. & 搜狐网& JKJE 年 EJ 月 JR 日+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 JKJJ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LKNJ 万亿元. & 百家号网& JKJM 年 L 月 JM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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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等领域开展合作+

'三( 全球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机遇

目前全球半导体市场依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据麦肯锡预测& JKMK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

达到 E 万亿美元& 预计 HKQ的增长来自汽车$ 计算和数据存储$ 无线三大行业+

! 亚太地区的技术发

展及市场应对& 已成为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JKJJ 年& 亚太地区半导体销售额占

全球的比重为 LPQ+ 其中& 中国市场保持全球规模最大$ 增速最快的发展形势+ JKJJ 年& 中国半导

体销售额为 EPLH 亿美元& 占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的比重为 MJQ& 尽管比 JKJE 年同比下降 ENFQ& 但仍

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美洲$ 欧洲和日本分别占比 JFQ$ RQ和 PQ+

" 与此同时& 开放合作仍是

半导体产业链发展的优选模式+ 从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动荡带来全球供应链中断$ 导致全球芯片荒现

象来看& 开放合作仍是最有效的共同解决方式& 遵循开放合作模式& 仍是今后半导体产业链发展的优

选模式+

图#"#$$!)#$##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半导体市场销售额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0 资讯数据整理而得'

'四( 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机遇

,1TX的落地实施有利于重塑和巩固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 原产地累积原则和优惠关税待遇将增

强中日韩与 ,1TX成员国之间的中间品贸易联系& 有利于推动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的产业循环畅通& 共

同打造稳定畅通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中国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 有利于提升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和区域内贸易合作水平& 将为中日韩产业合作和区域内

产业合作创造更多需求及应用场景与合作机会+

四# 新形势下中日韩产业合作思路# 原则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 中国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

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当前& 国际环境错综复杂& 给中日$ 中韩产业合作带来一定影响& 双方政府应

!"!)!

!

"

半导体产业纵横% -麦肯锡预测 % 到 JKMK 年& 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万亿美元. & 国际电子商情网& JKJJ 年 F 月 J 日+

数据来源% [)%0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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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 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新形势下& 中日韩应以领导人共识和中日建交

LK 周年$ 中韩建交 MK 周年为契机& 携手开创中日$ 中韩产业合作新时代& 要突破传统合作模式思维

的束缚& 共同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

'一( 共同维护中日韩经贸关系稳定大局

中日$ 中韩经贸关系发展成果来之不易& 我们要倍加珍惜和长期坚持& 共同维护双边经贸关系的

稳定+ 要增进政治互信& 摒弃零和博弈&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推动中日$ 中韩关系积极向

好发展, 要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 建立多层次对话交流平台& 推进对话机制化常态化, 要加强战略经

济对话& 促进政策沟通& 务实推动双边产业投资合作& 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与此同时& 积极发挥

工商界领袖作用& 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合作& 推进双方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中日$ 中韩智库二轨对话交

流合作平台作用& 推动政府和企业互动& 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 增进两国人民文化交流& 互学互鉴&

增进相互理解& 夯实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 携手促进区域稳定与繁荣+

'二( 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近年来& 中日韩产业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合作演变& 中国产业结构与日韩日渐趋同& 但产业结

构在合理化与高端化方面与日韩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产业结构仍处于产业链

的中低端&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缺芯# "少核# "弱基# 问题突出& 特别是高端芯片等 "卡脖子# 问

题严峻& 产业升级难度较大& 而中美博弈长期化将给中国产业升级带来持续的压力+ 因此& 中国产业

升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好日韩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优势& 加强与日韩高科技领域产业合作& 带动

中国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发挥中日韩各自优势+ 可通过产业互补& 差异化发展& 开展共同研发和提供

应用场景等合作&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 通过加强中日韩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式& 推动重点产业

领域的务实合作& 带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三( 拉住日韩开展产业合作的基本原则

新形势下推进中日韩产业合作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拉住日韩& 针对东亚地区中日韩产业链之间相

互嵌套$ 联系紧密的特征& 找准互利合作的契合点& 增强产业链粘性& 做到挂钩不脱钩& 同时发挥中

国高水平开放不断释放国内大市场消费升级需求的优势& 拓展中日韩更广阔的产业合作空间+ 一是要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敞开开放的大门& 坚持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 深化双多边和区域

合作&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国际合作和国内企业 "走出去#& 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 二是坚持

"产业互补合作& 差异化发展# 原则& 充分发挥中日韩产业结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的特点& 大力挖

掘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巨大合作潜力+ 三是加强与日韩战略捆绑和利益纠缠& 进一步

加强中日韩贸易投资合作& 加强与日韩在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 医疗健康$ 疫苗研发和创新药研发$

科技创新$ 人文交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 大力推动企业间紧密合作& 加深利益融合& 积极推动中日韩

第三方市场合作& 从周边市场做起$ 从 "一带一路# 高质量共建做起& 逐步提升中日韩国际合作水

平& 帮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互利多赢+ 四是加强隐性的协调和一致& 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和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风险& 中日韩应加强产业政策协调& 携手互助& 共克时艰& 全面加强合作& 深

化协作分工&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坚持在跨国合作行动上保持低调& 加强推进实质性合作和已

有项目落地& 推动中日韩产业合作行稳致远& 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

'四( 新形势下推进中日韩产业合作的五大路径

新形势下& 中日韩产业合作路径设计要考虑如何规避或突破美国的阻挠& 既能与日韩在重点产业

!"!*!



新形势下中日韩产业合作思路* 原则与路径

合作上取得新进展& 又能为中国产业升级战略服务+ 一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大市场和产能优势+ 让中国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和国际资本不肯放弃的重要投资地+ 要进一步加强中日韩贸易和投资合

作& 让中日韩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继续发挥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 二是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 要充分发挥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优势& 加快补齐国内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短板& 着力固链强链延链补链& 实现中国制造业核心产业链自主高效& 促进产业链加快向全

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跃升+ 要努力提升核心企业的基础能力和供应链水平& 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

体系& 大力推进中国供应链的海外布局& 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供应链网络体系& 加快构建以中

国为主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三是加强与日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 以 ,1TX规则为引领& 以新能

源$ 新能源汽车$ 半导体$ 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为抓手& 以双向投资项目为重点& 以中日韩

产业博览会等为平台& 以改善营商环境更好吸引和服务在华日韩企业为中心& 进一步加深与日韩产业

链供应链羁绊+ 四是推进 ,1TX框架下产业合作+ 要借助 ,1TX落地实施红利& 共同推动全球最大自

由贸易区合作& 充分挖掘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互补合作潜力& 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与融

合& 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与畅通, 要共同推动区域内科技创新合作& 建立面向全球的研

发中心和创新中心& 提升区域创新优势&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要积极探索 ,1TX框架下产业合作新

模式& 推动 ,1TX框架下产业园区合作& 以构建国际合作产业园区为抓手& 先行试点开放制度创新&

推动中日韩产业合作$ 产城融合发展& 构建开放创新$ 绿色低碳$ 智慧现代的未来科技园和现代产业

园& 以产业合作平台为纽带& 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同时& 要鼓励中日韩企业用好 ,1TX优

惠关税$ 原产地累积等原则& 进一步扩大中日韩及 ,1TX成员之间贸易投资合作& 尤其是拓展 ,1TX

框架下中日韩 "一带一路# 第三方市场合作新空间& 巩固中日韩在第三方市场已开展的项目合作& 稳

步拓展合作新领域& 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 "中日韩 Gf# 合作+ 五是提升应对美国 "长臂

管辖# 的能力+ 要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 提升中国涉外法治话语体系& 不断完善中国版

"阻断法令#& 对冲美国 "域外法权#& 保护中国企业免受美国制裁& 制定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条例&

提高美国法院获取个人信息数据成本+

'五( 寻找重点产业合作契合点实现互利共赢

充分借助日韩在半导体$ 汽车$ 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 健康养老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产业优势&

寻找产业合作契合点& 提高中国产业发展水平和空间+ 一是加强半导体产业互补合作+ 在半导体产业

链中& 中日韩占据重要位置且高度互补依存+ 日韩处于芯片领域高端& 日本在半导体设备$ 半导体材

料方面全球较强& 韩国拥有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 但缺少关键材料, 中国芯片设计全球领先&

封装势头强劲& 而且能为世界提供庞大的半导体市场规模& 但缺少自主关键核心技术+ 中国仍是全球

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JKJE 年和 JKJJ 年全球半导体企业约 MKQ的营收来自中国+

! 此外& ,1TX框架

下& 中日韩将分阶段撤销 RKQ以上商品的关税& 其中包括部分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大大降低了中日韩

半导体企业的合作成本+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中日韩应进一步加强半导体产业合作& 特别是在集

成电路装备$ 材料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加强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二

是加强汽车产业合作+ 日韩新能源汽车发展起步较早& 日本在氢燃料汽车方面$ 韩国在电动汽车及推

动汽车碳减排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 但都存在缺少应用场景和消费市场不大的问题&

而中国能很好地提供新技术和新产品施展的舞台+ 新形势下& 中日韩可利用技术相通$ 场景互补优

势& 积极开展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的合作+ 一方面可带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中高端汽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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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另一方面可增进三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交流& 推动汽车减碳适用技术合作& 推动未来中日韩汽车

产业合作向着长期共存$ 共同促进方向发展& 推进节能减碳等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是深入推进数字化

转型国际合作+ 中日韩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有着共同的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 日本正积极利用数字

技术推动社会 LNK 战略& 提高生产率& 解决老龄化$ 缩小教育差距$ 盘活地方经济, 韩国重点推进数

字化转型升级& 推进数字大坝$ 智能政府和国民安全社会建设, 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 推动产业数字

化$ 数字产业化&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打造数字社会& 建设数字中国+ 新形势下& 中日韩加强数字经

济合作应秉承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 继续加强在数字化防疫抗疫$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数字化

转型$ 智慧城城市建设$ 网络空间治理$ 网络安全合作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四是推动绿色低碳国际合

作+ 中日韩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有相同的需求+ 日本致力于构建脱碳社会& 韩国加速向低碳社会转

型& 中国在努力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分别制定在 JKLK 年$ JKLK 年和 JKOK 年实现碳

中和目标+ 中日韩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日渐趋同& 将有利于深化绿色低碳领域的务实合作+ 要重点加强

气候变化$ 环境污染$ 能源发展等领域的产业合作& 推进企业合作$ 科技合作与人员交流合作+ 五是

推进健康养老与人文交流合作+ 中日韩都面临健康养老等共性社会问题& 这有利于三国探索建立健康

养老合作长效机制& 推动健康养老经验交流与研究合作& 打造健康养老最佳实践并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 促进全球健康养老合作+ 要加强在制度建设$ 人才培养$ 产品研发$ 养老护理机构管理服务$ 老

年辅具和智能设备制造等方面的合作& 加强在文教体旅$ 媒体$ 影视$ 青少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

动构建人文交流新格局& 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 夯实两国交流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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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煤电与风光电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宏 观 经 济#

促进煤电与风光电融合发展的
路径研究!

$$$以晋蒙陕新煤炭富集地区为例

王成仁

!!摘要& 党的二十大提出%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在 )双碳* 推进中% 应立足我国以煤炭为主的

资源禀赋特征% 统筹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 把握 )先立后破* 原则% 促进煤电与新能源电力融合发展& 晋

蒙陕新四省区是我国主要电力供应地% 具有煤炭资源丰富' 煤电和新能源电力 )双高* 特征% 其在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过程中% 面临绿色低碳转型' 保障全国电力供应' 保持经济增速等多重困难% 亟需利用好煤炭

资源% 实现煤电与新能源电力互补协同发展% 探索资源富集地区兼顾能源保供与转型发展之路& 要加快推

进煤电角色由 )主力电源* 向 )主力电源 G服务电源* 转变% 提高煤电灵活性和可调节性% 促进 )风光火

储氢* 等一体化发展% 创新煤电与风光电融合商业模式% 健全煤电新角色定位的体制机制保障% 解决好电

力跨区消纳' 要素保障等问题% 探索二者融合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 煤电!风光电!煤炭富集地区!融合发展

作者简介& 王成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管理和信息服务部副研究员&

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定位& 在 "双碳# 推进中& 仍要充分考虑国情因

素& 处理好绿色低碳$ 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尚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持续推进阶段& 发展

任务仍然艰巨& 能源消费仍将刚性增长+ 特别是新时代& 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 经济建设仍是核心任务& 能源消费规模仍将

稳步提升+ 要实事求是$ 尊重客观规律& 不能 "一刀切# "运动式# 减碳+ 我国实现 "双碳# 目标的

长期方向不会改变& 但短期内不能只讲降碳$ 不顾安全& 只求转型$ 不计成本& 要把握好降碳控碳节

奏& 做好 "先立后破# 大文章+

!""#!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JKJJ 重大课题 "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研究# 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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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炭消费有一半用于电力供应+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

JKJK 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达到

FKNFR 亿吨原煤& 其中& 火力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量的 LJNMQ+ JKEJ)JKJK 年& 我国火力发电用煤占

比逐年提升& 由 FFNOQ上升到 LJNMQ& 充分体现煤电在我国电力供应中具有重要地位+ 促进煤电与新

能源电力融合既是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 也是实现新能源电力大规模$ 高比例发展的重

要手段& 需积极探索二者融合的新路径+

晋蒙陕新等地煤电装机规模大$ 风光资源丰富& 且为新能源大基地项目重点布局地区& 应抓紧谋

划煤电与风光电力融合发展& 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步伐& 稳步实现煤电由主力电源向 "主力电源与服务

电源并重# 转变& 有效平抑新能源电力波动性和间歇性& 探索实现高比例$ 大规模消纳新能源电力&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一# 晋蒙陕新煤电和新能源电力发展情况

'一( 晋蒙陕新是我国主要电力供应地

E;四省区电力装机及发电量均占全国 E"L

近年来& 我国电力装机总量稳步增长& 装机结构不断调整& 火电装机占比逐步下降& 风光等新能

源装机占比逐年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 JKJJ 年& 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 JLNOF 亿千

瓦+ 其中& 火电装机 EMNMJ 亿千瓦& 占比为 LJNEQ, 水电装机 FNEF 亿千瓦& 占比 EONJQ, 风电装机

MNOL 亿千瓦& 占比 EFNMQ, 太阳能发电装机 MNRM 亿千瓦& 占比 ELNMQ, 核电装机 LLLM 万千瓦& 占比

JNJQ+ 风光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达到 HNLP 亿千瓦& 占比达到 JRNOQ+ 晋蒙陕新四省区发电装

机容量占全国比重较为靠前+ 截至 JKJJ 年 EE 月& OKKK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容量内蒙古达到 ENLR

亿千瓦& 山西达到 ENEO 亿千瓦& 新疆达到 ENEL 亿千瓦& 陕西为 HOPM 万千瓦& 分别占全国的 ONRQ$

LQ$ LQ和 MNMQ& 合计占全国 JKNJQ+

我国发电量规模逐年上升& 电量结构不断优化+ JKJJ 年& 我国发电量达到 PNMR 万亿千瓦时& 较

上年增长 JNJQ+ JKJJ 年发电量中& 火电占比达到 ORNPQ& 仍是我国主力电源, 水电 EFNMQ& 风电

PNJQ& 太阳能发电 JNHQ& 核电 FNRQ+ 从晋蒙陕新四省区情况看& JKJE 年四省区发电量分别占全国

的 FNHQ$ HNMQ$ MNMQ和 LNOQ& 合计占全国的 JKNRQ+

J;四省区用电量占比明显低于发电

从电力装机和发电量情况看& 晋蒙等地在全国电力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结合用电数据看& JKJE

年晋蒙陕新四省区用电量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MNEQ$ FNPQ$ JNFQ$ FNJQ+ 如表 E 所示& 四省区均表

现出发电占比高于用电占比的特征& 也体现了四省区作为电力输出地的角色+ 特别是内蒙古& 发电量

占全国的 HNMQ& 但用电量占比仅为 FNPQ+

M;四省区跨区送电贡献突出

我国电力生产消费地的逆向分布& 决定了电力跨区输送较为频繁+ 截至 JKJJ 年 EE 月& 我国各省

市区输入$ 输出电量分别为 ENLJ 万亿千瓦时和 ENOJ 万亿千瓦时+ 从跨区输入电量看& JKJJ 年 E)EE

月四省区输入电量为 OOLNO 亿千瓦时& 占全国的 FNFQ+

!""$!

!

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煤炭平衡表# & 最新数据更新至 JKJK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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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省区发电( 用电占全国比重情况 单位%+

年份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新疆

发电量 用电量 发电量 用电量 发电量 用电量 发电量 用电量

JKEK LNEK MNLK LNRK MNHK JNOK JNKK ENOK ENOK

JKEE LNKK MNLK ONMK MNRK JNOK JNEK ENRK ENPK

JKEJ LNEK MNOK ONFK FNEK JNHK JNEK JNLK JNMK

JKEM FNRK MNFK ONOK FNEK JNPK JNJK MNKK MNKK

JKEF FNHK MNMK ONPK FNFK JNRK JNJK MNHK MNLK

JKEL FNMK MNEK ONPK FNOK JNPK JNJK FNMK MNRK

JKEO FNJK MNKK ONOK FNFK JNRK JNLK FNLK FNKK

JKEH FNFK MNJK ONRK FNOK JNPK JNLK FNHK FNEK

JKEP FNLK MNJK HNJK FNRK JNHK JNMK FNHK MNRK

JKER FNOK MNEK HNLK LNEK MNKK JNOK LNKK FNKK

JKJK FNOK MNEK HNOK LNJK MNEK JNMK LNFK FNEK

JKJE FNHK MNEK HNMK FNPK MNMK JNFK LNOK FNJK

!!数据来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0 数据库'

图!"#$!')#$##年四省区输入电量合计及占全国比重 !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JKJJ 年 E)EE 月& 晋蒙陕新等四省区输出电量达到 OKJHNK 亿千瓦时& 占全国的 MHNMQ, 而 JKEL

年四省区输出电量为 JMLONJ 亿千瓦& 占比为 MENRQ+ 可见& 近年四省区在全国电力保供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从四省区看& 内蒙古外送电量占全国比重为 EFNOQ& 山西占比为 PNLQ& 陕西占比为 HNMQ& 新

疆占比为 ONRQ+ 与全国各省比较看& 内蒙古外送电量排名第 E& 山西$ 陕西$ 新疆分别列第 F$ L$ O

位+ 排名第 J$ M 位的是四川和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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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四省区输出电量合计及占全国比重 !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表#"四省区输出电量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 亿千瓦时&+

年份 全国 山西 占比 内蒙古 占比 陕西 占比 新疆 占比

JKEL HMHONM OHHNR RNJ EJRENF EHNL EJFNF ENH JOJNF MNO

JKEO PKPONO HJKNO PNR EJFHNP ELNF MKRNO MNP MEHNH MNR

JKEH RLFENR PMONR PNP EFKFNH EFNH MLKNF MNH MRMNF FNE

JKEP EKPMFNE RRKNJ RNE EOLKNJ ELNJ MPJNP MNL FMONM FNK

JKER EJEMRNK EEJENF RNJ ERKENJ ELNH FHRNE MNR OKENE LNK

JKJK EMKLKNO EJEPNJ RNM EPOFNH EFNM LMMNJ FNE POHNM ONO

JKJE EMFHHNK EELPNF PNO JJFFNJ EONH OHJNR LNK EKLHNE HNP

JKJJ EOELJNF EMHMNJ PNL JMOLNK EFNO EEPENR HNM EEKONP ONR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二( 四省区煤电保供角色突出

E;四省区火电装机占全国比重逐年上升

截至 JKJJ 年 EE 月& 全国火电装机总规模达到 EMNJK 亿千瓦+ 其中& 煤电装机约 EENEH 亿千瓦&

占火电装机总量的 PFNOQ, 燃气发电装机约 ENEF 亿千瓦& 占比 PNOQ, 其他火电装机约 PRKK 万千瓦+

近年来& 四省区 OKKK 千瓦及以上装机容量逐年提高+ JKJE 年& 内蒙古火电装机达 RPMF 万千瓦& 占全

国火电装机的 HNLPQ, 山西火电装机 HLMM 万千瓦& 占全国 LNPEQ, 陕西火电装机 FRLJ 万千瓦& 占全

国 MNPJQ, 新疆 OPFL 万千瓦& 占全国 LNJPQ+ 四省区合计火电装机占全国的 JJNFRQ+

从历年变化看& 内蒙古火电装机与全国火电装机容量保持同步增加态势, 新疆火电装机增速快于

全国平均水平, 山西火电装机增速慢于全国& 占比从 JKEJ 年的 ONEJQ下降到 JKJE 年的 LNPEQ, 陕西

火电装机占全国比重稳定在 MQ ]FQ+

J;四省区火力发电量占全国 E"F

从发电量看& JKJK 年全国火力发电量达到 LNEP 万亿千瓦时& 晋蒙陕新四省区火电发电量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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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四省区*$$$千瓦及以上火电装机情况 !万千瓦"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图)"#$!$)#$#!年四省区*$$$千瓦及以上火电装机占全国比重 !+"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MKMJNL 亿$ FPFENJ 亿$ JKMHNR 亿和 MJOJNR 亿千瓦时& 分别占全国火力发电量的 LNPOQ$ RNMLQ$

MNRFQ和 ONMQ+ 四省区合计火力发电量占全国比重达到 JLNFLQ+

从历年变化来看& 四省区火力发电量逐年上升& 占全国比重也逐年提高+ 其中& 内蒙古火电占比

由 JKEK 年的 ONLJQ上升到 JKJK 年的 RNMLQ, 新疆由 JKEK 年的 ENOEQ上升到 ONMQ, 陕西近年略增&

占比稳定在 FQ左右, 山西火电占比略有下降& 接近 O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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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全国及四省区火力发电量情况 !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图*"#$!$)#$#$年四省区火力发电量占全国火电比重情况 !+"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M;全国新增火电装机布局近 E"F 在四省区

从新增火电装机布局来看& 全国 E"F 以上的新增装机安排在四省区+ 如图 H 所示& JKJE 年四省区

合计新增火电装机 EJMP 万千瓦& 占全国新增规模的 JONPQ+ JKJK 年这一比例为 MKNEQ+ JKJJ 年 E)

EE 月& 四省区合计新增火电装机 HFH 万千瓦& 占全国的 JJNF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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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四省区新增火电装机容量及占全国比重 !万千瓦"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三( 四省区风光电发展潜力大

E;四省区风光电装机和发电量稳步上升

从装机规模总量来看& 晋蒙陕新四省区风光电装机规模稳步提升+ 其中& 风电装机规模 'OKKK 千

瓦及以上( 从 JKEK 的 EEHM 万千瓦上升到 JKJJ 年 '截至 EE 月( 的 EKEPO 万千瓦& 太阳能装机规模

'全口径( 从 JKEP 年的 MLEP 万千瓦上升到 JKJJ 年 '截至 EE 月( 的 LRME 万千瓦+

图("#$!$)#$##年四省区风电( 太阳能发电装机合计及占全国比重情况 !万千瓦"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但从装机规模占全国比重看& 四省区合计规模占比逐年下降+ 其中& 风电装机 'OKKK 千瓦及以

上( 占比从 JKEK 年的 MRNOOQ下降到 JKJJ 年 '截至 EE 月( 的 JRNEQ, 太阳能发电装机 '全口径(

占比从 JKEP 年的 JKNEQ下降到 JKJJ 年 '截至 EE 月( 的 ELNR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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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四省区*$$$千瓦及以上风电装机及占全国比重情况

单位% 亿千瓦时&+

年份 全国 山西 占比 内蒙古 占比 陕西 占比 新疆 占比

JKEK JRLHNL MHNK ENJL EKKKNK MMNPE ) ) EMONK FNOK

JKEE FOJMNM RKNK ENRL EMOFNK JRNLK EKNK KNJJ EPPNK FNKH

JKEJ OEFJNM ERHNL MNJJ EOMMNO JONOK EFNH KNJF MEONF LNEL

JKEM HLFPNK MEONK FNER EHRFNE JMNHH LRNJ KNHP LKKNO ONOM

JKEF ROPONF FFENK FNLL JKHKNK JENMH PFNK KNPH PKFNK PNMK

JKEL EMEMKNK OOPNR LNKR JFJLNE EPNFH EEMNP KNPH EORENJ EJNPP

JKEO EFPEHNF HHKNH LNJK JLLONO EHNJL JFPNH ENOP EHHONK EENRR

JKEH EOMOHNM PHENO LNMM JOHKNM EONME MOMNF JNJJ EPKLNR EENKM

JKEP EPFJONK EKFMNK LNOO JPORNK ELNLH FKLNK JNJK ERJENK EKNFM

JKER JKRELNK EJLENK LNRP MKKHNK EFNMP LMJNK JNLF ERLONK RNML

JKJK JPELMNK ERHFNK HNKE MHPONK EMNFL PRJNK MNEH JMOENK PNMR

JKJE MJPFPNK JEJMNK ONFO MRRONK EJNEH EKJENK MNEE JFKPNK HNMM

JKJJ MLKFRNK JJRJNK ONLF FJFONK EJNEE EELRNK MNME JFPRNK HNEK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结合表 M 可见& JKEK 年四省区风电装机主要布局的内蒙古& 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且占全国

比重较高& 达到 MMNPEQ+ 随着风电产业快速发展& 全国装机规模快速上升& 到 JKJJ 年 EE 月已达到

MNLK 亿千瓦+ 在此期间& 内蒙古风电装机规模虽稳步提升& 但占比下降较快& 由 MMNPEQ下降到

EJNEEQ+ 同时& 山西$ 陕西$ 新疆风电装机规模增长迅速& 特别是山西$ 新疆& 截至 JKJJ 年 EE 月两

省区风电装机规模分别达到 JJRJ 万千瓦和 JFPR 万千瓦& 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ONLFQ和 HNEKQ+

从太阳能发电装机数据看& 四省区在全国位势明显弱于风电+ 截至 JKJJ 年 EE 月& 全国太阳能发

电装机达到 MNHJ 亿千瓦& 四省区装机分别为 ELRR 万$ EFPM 万$ EFML 万和 EFEF 万千瓦& 占全国比重

分别为 FNMQ$ FNKQ$ MNRQ和 MNPQ+ 这体现了太阳能发电全国开花的特点& 特别是东部和南方发达

地区太阳能发电发展较快+

表)"#$!()#$##年四省区太阳能发电装机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 亿千瓦时&+

年份 全国 山西 占比 内蒙古 占比 陕西 占比 新疆 占比

JKEP EHFOM POF FNR RFO LNF HEO FNE RRJ LNH

JKER JKFOP EKPP LNM EKPE LNM RMR FNO EKPK LNM

JKJK JLMFM EMKR LNJ EJMH FNR EKPR FNM EJOO LNK

JKJE MKOLO EFLP FNP EFEJ FNO EMEF FNM EMLFK FNF

JKJJ MHJKJ ELRR FNM EFPM FNK EFML MNR EFEF MNP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从发电量来看& 四省区风电$ 太阳能发电量分别从 JKEL 年的 OORNH 亿千瓦时和 EJHNH 亿千瓦时&

上升到 JKJK 年的 ELJKNH 亿千瓦时和 OJKNF 亿千瓦时& 占全国风光发电量的比重分别由 MONEQ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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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NMQ& 下降到 MJNOQ和 JMNPQ+

图%"#$!')#$#$年四省区风电( 太阳能发电量合计及占全国比重 !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结合装机规模数据分析& JKJK 年四省区以占全国 MJNKEQ的风电装机提供占全国 MJNOQ的发电

量& 以占全国 ERNMQ的太阳能装机提供占全国 JMNPQ的发电量+ 可见& 四省区太阳能发电效率明显较

高& 体现了四省区太阳能资源条件好的特点+ 其中& 内蒙古$ 新疆$ 山西分别以占全国 FNMQ$

FNEQ$ FNLQ的装机提供了占全国 HNEQ$ ONKQ$ ONEQ的发电量& 效率突出+

J;四省区风光电新增装机占全国比重持续较高

从新增装机规模看& 四省区风光新增装机占全国比重一直较高+ 尤其是风电新增装机& 最高的

JKEL 年& 有 FFNPQ的新增风电装机落在四省区+ JKJJ 年 E)EE 月& 有 OEM 万千瓦$ 占全国 'E)EE 月

为 JJLJ 万千瓦( JHNJQ的风电新增装机布局在四省区+ 太阳能发电方面& 四省区新增装机占全国比

重近年来稳定在 EKQ ]JKQ& JKEO 年占比最高达到 JRNEQ& JKJE 年占比为 EEQ+ JKJJ 年 E)EE 月有

MPL 万千瓦新增项目落在四省区& 占全国的 LNRQ+

图!$"#$!$)#$##年四省区新增风电( 太阳能发电装机合计及占全国比重 !万千瓦"

数据来源# [)%0 数据库'

注# JKJJ 年数据为 E-EE 月数据'

结合未来风光大基地建设布局可知& 内蒙古风光发电装机规模将大幅增长& 发电量占全国比重也

将迅速提升& 在全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

M;四省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较高

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消纳实施权重管理& 每年设置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和非水电消

纳责任权重& 同时分别设置消纳权重的最低值和激励值+ JKJK 年晋蒙陕新四省区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

!"#!!



'(') 年 第 * 期

图!!"#$!')#$#$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 !+"

数据来源# 国家能源局'

的最低值分别为 EOQ$ EONLQ$ EJQ$ EKNLQ& 激励值为 EHNOQ$ EPNJQ$ EMNJQ和 EENOQ+ 从实际

消纳情况看& JKJK 年四省区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其用电量比重分别为 EONPQ$ ERNLQ$ EMNOQ和

EKNRQ& 均较好地完成了消纳任务& 其中内蒙古$ 陕西均超过激励值水平+ JKJE 年& 四省区非水电消

纳责任权重进一步提高& 最低值分别为 ERQ$ ERNLQ$ ELQ和 EJNLQ& 激励值分别为 JKNRQ$

JENLQ$ EONLQ和 EMNPQ+ 四省区作为风光发电装机$ 发电量大户& 同时在电力消纳权重上也高于其

他地区+

如图 EE 所示& 除个别省份$ 个别年份外& JKEL)JKJK 年四省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均高于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期间& 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从 LNKQ上升到 EENFQ+ 四省区中& 山西消

纳比重从 HQ增长到 EONPQ& 高于同期全国平均, 内蒙古消纳比重持续较高& JKJK 年达到 ERNLQ& 高

于全国平均 PNE 个百分点, 陕西消纳比重增长最为明显& JKEL 年仅为 JNHQ& 自 JKEP 年开始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JKJK 年达到 EMNOQ, 新疆仅 JKJK 年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他年份均保持在 EKQ以上&

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 煤电与风光电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煤电发展要兼顾保供和新能源需要' 定位转变条件亟待完善

党的二十大提出&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这是在建设新能源电力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

系统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电能与其他形式能源的转换融合& 但核心仍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这就需要

落实 "先立后破# 原则& 尽快转变煤电主力电源角色& 向可调节电源转变& 促进新能源电力消纳+ 但

现实情况是& 晋蒙陕新是我国煤电主要供应地& 其煤电外送量占全国比重一直较高& 在电力紧张时承

担重要保供任务+ 同时& 四省区新能源资源丰富& 煤电仍需作为新能源电力上网调峰电源+ 因此& 既

要承担保障电力安全的任务& 又要兼顾新能源发展& 转变角色面临困难+ 此外& 四省区产业结构也以

煤炭及相关产业为主& 能耗高&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高+ 煤电转型还要同步解决产业转型问

题& 如果转型过快& 易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进而影响电力保供& 形成负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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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煤电定位转变的基础性制度仍不健全

转变煤电定位不能片面追求降比例& 更要重视保障煤电发展的基本需要& 实现 "软着陆#+ 煤电

定位转变仍面临体制性障碍% 一是煤电联动不畅+ 一方面& 煤炭供应仍受国家政策干预& 煤炭生产受

设计生产能力和核定生产能力限制& 超产入刑等政策大大降低煤炭生产积极性+ 另一方面& 煤电在电

力市场中作为电价基准& 而市场化价格机制仍不完善& 上浮受限& 煤炭成本疏导机制不完善+ 二是煤

电定位转变涉及收益机制变化& 电力市场$ 价格机制仍不确定+ 随着新能源电力规模快速增加& 电网

不可控性电源比例快速上升& 对辅助服务需求巨大+ 煤电是最为经济的调峰电源& 但要解决煤电因电

量下降无法弥补其成本的问题& 亟需建设容量交易市场以维持必要的煤电容量+ 三是四省区煤电外送

多用于支撑东部发达地区& 但碳排放统计制度仍不完善+ 我国能耗 "双控# 政策正在向碳排放 "双

控# 转变& 目前的情况是与电力相关的能耗计在消费地& 不影响供给地的能耗指标, 但碳排放仍计在

供给地& 将影响供给地的碳排放总量+ 调研发现& 这种限制对当地项目安排$ 产业发展影响较大+

'三( 新能源发展仍需要解决电价( 市场等问题

目前& 我国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大幅提升新能源比重& 国家已规划 FNLL 亿千瓦装机风光大

基地&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等地区& 但大规模新能源电力并网消纳仍面临难题+ 内蒙古等地虽新能源资

源丰富& 但当地电力负荷规模并不大& 新能源电力本地消纳的空间有限& 大部分电力需要外送& 对外

送通道$ 调峰电源配备等要求较高+ 与此同时& 新能源发展进入无补贴时代& 需加快完善市场机制以

支持新能源投资& 引导投资预期+ 目前& 新能源电力进入市场的机制仍不健全+ 绿电交易虽已逐步推

开& 但现有机制是与 "绿证# 绑定& 限制了绿电交易规模& 新能源电力绿色价值大打折扣+ 此外& 分

布式电源作为新能源电力重要载体& 其参与电力交易仍难实现& "隔墙售电# 举步维艰+

'四( 二者融合面临土地( 通道等要素供给问题

保障煤电与新能源电力融合发展面临要素保障不足难题+ 调研发现& 有地方利用煤矿塌陷区发展

光伏发电& 但因土地性质属林地& 而土地与林业部门数据不互通$ 不一致& 使得国家规划明确了的土

地指标在林业口径上未能及时同步& 阻滞项目落地+ 同时& 新能源电力项目对土地需求大& 有些新能

源项目用地指标不好落实+ 且新能源项目用地布点与国家电网电力接入点规划并不完全协调& 出现相

距较远电力接入困难的问题+ 此外& 四省区新能源电力大部分需要外送& 但外送通道仍未完全确定+

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例& 该市 "十四五# 期间规划新增新能源装机 LKKK 万千瓦& 但目前确定的两条

外送通道可配送 JFKK 万千瓦& 其他新增装机的电力外送通道仍未确定+

三# 促进煤电与风光电融合的总体思路和实现路径

"双碳# 目标下& 应按照 "先立后破# 总原则& 充分考虑煤炭主体能源国情& 稳步推进煤电由

"主力电源# 向 "主力电源与服务电源并重# 转变& 发挥煤电可靠性和可控性优势& 平抑新能源电力

间歇性$ 波动性& 促进煤电与新能源电力融合发展+ 适应新能源电力占比逐步提高的要求& 迫切需要

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 增强煤电调峰调节能力, 充分利用煤电厂区$ 煤矿塌陷区等开发光伏发电& 打

捆外送 "煤电 G风光电#& 促进风光火储$ 风光火氢等分布式电源发展, 提升新能源电力预测精准度&

促进虚拟电厂$ 智能微网等发展& 健全电力市场功能& 提高本地消纳能力& 提升电力系统自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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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解决新能源电源投资$ 价格机制$ 市场建设$ 通道建设以及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等问题& 夯实电力

结构转型基础+

'一( 提升煤电灵活性和可调节性

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长期重要工作来抓& 推动煤电节能降耗改造$ 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

"三改联动#& 切实提升煤电调节性能+ 对存量煤电项目实施灵活性改造& 开展供热机组灵活性改造&

推广应用 "热电解耦# 技术改造& 推动纯凝机组实施运行优化改造& 降低启停成本& 提升电力调频调

峰效率, 对新增煤电项目& 明确以调峰$ 调频$ 备用$ 黑启动等服务为目标实施建设& 鼓励新建煤电

机组通过主辅机设计优化& 降低新建煤电机组最小技术出力水平+ 综合运用 "云大物智移# 先进技

术& 优化各类电源与储能配比& 打造高端$ 智能$ 绿色多能互补型智慧电厂+ 逐步有序淘汰煤电落后

产能+

'二( 促进 $风光煤打捆% 外送消纳

我国能源分布与负荷中心呈反向分布& 大规模风光基地布局在西北地区& 主要在内蒙古等沙漠地

带& 但消费地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 "西电东输# 需求大+ 为克服风光电力波动性和间歇性& 需统筹

考虑煤电作为调峰电源& 采取 "风光煤打捆# 方式实现电力平稳外送+ 按 JKMK 年风光电量 JNL 万亿

千瓦时 '配备 E"M 的煤电电量约 KNP 万亿千瓦时($ OKQ分布在三北地区$ PKQ电量外送计算& 约 ENJ

万亿千瓦时 '含煤电计约 ENO 万亿千瓦时( 电量需要外送& 约需架设 MK ]FK 条特高压线路+ 可以考

虑通过 "风光煤打捆# 方式& 实现新能源电力的平稳外输& 解决电力消纳问题+

'三( 支持 $风光火储氢% 一体化发展

新型电力系统下& 电网架构将由 "集中式$ 长距离骨干网为主# 向 "骨干网 G源网荷一体化配电

网并重# 转变+ 目前电网架构通过特高压方式将三北地区新能源电力向东部负荷地区输送+ 随着新能

源并网比例提高& 若仅通过集中式$ 长距离方式输送& 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解决新能源间歇性$ 波动性

问题& 骨干通道投资规模庞大& 且建设空间受限+ 未来& 应以配电网为主战场& 大力发展 "风光火储

氢# 源网荷储一体化配电网络+ 这种配电网既是受电端& 也是分布式电源& 可参与反向调峰+ 应充分

运用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创新微电网$ 智慧能源$ 虚拟电厂等模式& 提升电网智能化水

平& 有效熨平新能源电力波动& 提升就近消纳风光电力的能力+ 同时& 积极发展固态电池$ 钠离子电

池$ 氢储能等新型储能技术& 按照煤电$ 风光电力装机规模配备储能& 促进 "风光火储# 互补联动&

实现 "源随荷动#& 进一步提升电网平稳运行能力+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产业& 加快利用风光弃

电制氢& 既可促进风光消纳& 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又可利用弃电资源+ 探索谷电制氢$ 离网制氢$ 网

电制氢等多种模式& 发挥氢能作为清洁二次能源和能源转换载体的作用+ 开展 "氢)电# 融合试点&

以 "风光火# 电力协调组成小型制氢电网& 构建氢储运体系& 实现低成本$ 规模化绿氢供应+

'四( 创新煤电与风光电力融合商业模式

一是利用煤电厂区或煤矿塌陷区发展光伏发电+ 晋蒙陕新煤电厂多位于郊区或接近煤矿区& 在不

影响电厂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可充分利用厂区和生活区建筑屋顶& 以及煤矿塌陷区& 建设分布式光伏

电站+ 可与煤电共用输电线路和变电设施& 实现并网+ 光伏发电与煤电协调出力& 可就近消纳& 富余

电量并入区域电网统一调度+ 二是鼓励煤电厂区$ 煤矿区内重卡使用绿电+ 适应风光电力逆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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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换电重卡理念& 将煤电厂区$ 煤矿区内重卡改造或重置为换电重卡& 在用电低谷时段采用风光电

力进行充电& 降低充电成本& 提高风光电力利用率+ 可进一步推广换电重卡模式& 在长途高速沿线布

局充换电站& 引入风光电力谷电充电& 配备必要的煤电应对高峰时段需求& 提升风光电力本地消纳

能力+

四# 促进煤电与风光电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合理定位科学发展煤电

一是夯实煤电作为电力安全保障的基本定位+ 在新能源电力比例逐步提高的同时& 确保煤电装机

容量配备合理& 在电力短缺时期调得动$ 用得上$ 顶得住+ 要理顺煤炭$ 电力体制关系& 形成主要由

市场决定的煤炭供需结构& 减少人为干预& 倡导市场化煤电联动机制& 探索电价改革& 促进煤炭成本

合理反映到电力价格当中& 引导煤炭供需+ 二是促进煤电向可靠性和可控性等服务电源角色转变+ 将

煤电作为大规模发展新能源电力的重要保障+ 以欧洲为例& 欧洲虽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但在电力

系统中仍然保留大量的煤电机组& 确保煤机容量在电力短缺时可以使用+ 在当前乌克兰危机引发电力

紧张局势下& 欧洲才有能力重启煤电以缓解电力压力+ 因此& 亟需明确煤电在新能源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 三是优化煤电参与市场机制+ 适应煤电向服务电源转变要求& 优化煤电参与市场机制& 引入容量

电价& 弥补煤电收益& 促进煤电收益模式由电量收入为主向容量收入为主转变& 逐步降低煤电发电

量& 同时保留必要装机容量& 提供保供和电力平衡服务+

'二( 健全适应新能源发展的电力体制

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交易的电力市场+ 规范统一电力市场的基本交易规则

与技术标准& 推动新能源电力全部进入电力现货市场& 提供必要的补贴或差价合约机制& 探索实施

"强制配额制 G绿证交易# 方式& 促进新能源发展+ 完善跨区域电力交易市场& 破除电力交易以省为

实体的界限& 健全送电端$ 受电端市场机制& 合理体现送出电量价值& 便利电力跨区交易+ 建立容量

交易市场+ 二是完善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 鼓励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分布式电源参与市场交易&

出台价格政策& 支持分布式电源$ 自备电厂$ 储能电站$ 虚拟电厂$ 微电网等参与现货交易& 落地

"隔墙售电#+ 三是理顺绿电$ 绿证和碳市场等之间关系+ 促进 "证电分离# 交易& 提升绿证交易活

跃度& 鼓励发达地区更多消费绿证以完成绿电消纳任务+ 探索绿证市场与碳排放市场衔接& 改变碳市

场解决碳排放权在高碳企业或地区间优化配置的做法& 强制要求高碳企业参与绿证市场& 购买绿证以

抵消碳排放量& 体现绿电绿色价值+ 四是健全成本有效疏导的电价机制+ 引导工商业和居民用户主动

增加新能源电力消费+ 健全现货市场价格体系& 支持新型储能参与现货市场交易+ 完善峰谷电价政

策& 拉大峰谷价差+ 引导用户调整用电习惯& 主动参与削峰填谷+ 建立新能源电力$ 配电侧$ 用户

侧$ 电网端共同分摊辅助服务费用机制& 探索将部分辅助服务费用向用户侧疏导+

'三( 统筹解决电力外送( 跨区消纳问题

一是统筹解决新能源大基地电力外送问题+ 鼓励发电侧合理发展煤电以平抑新能源电力波动性和

间歇性& 按照新能源电力开发规模配备一定比例的先进煤电项目指标+ 同步规划电力送出通道& 统筹

下游消纳& 推动建成投产一批$ 开工建设一批$ 研究论证一批多能互补输电通道+ 二是促进发电$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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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及用户侧储能设施建设+ 对配备储能设施的& 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 鼓励储能设施参与电力市场获

取收益+ 三是促进新能源电力本地消纳+ 对就近消纳的电量给予过网费优惠& 鼓励风光离网制氢& 提

供网电支持& 风光电力余量可并网销售+ 四是进一步完善新能源电力跨区消纳机制+ 改变当前新能源

电力供应地本地消纳权重明显高于其他省份的做法& 促进消纳权重向电力消费地倾斜& 最终实现各地

消纳权重相同& 共同承担清洁能源消纳任务+ 五是加快输电网络智能化改造+ 优化完善各区域特高压

交流网架& 推动各区域内部主网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加强& 持续推进配电网智能化改造& 便利

分布式电源接入和新能源消纳& 不断提升新能源外送供应水平和电力安全保障能力+

'四( 加强土地( 技术创新等政策支持

一是妥善解决大基地建设用地问题+ 落实国家有关土地规划& 统一规划口径& 优化电网接入政

策& 合理规划电力送出工程& 落实送出工程用地指标+ 推动煤矿塌陷区土地性质改换& 在不影响生态

环境前提下& 合理开发建设光伏电站+ 二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装备攻关+ 推进高效

太阳能电池等关键技术突破& 加快推动关键基础材料$ 设备$ 零部件等技术升级+ 推动可再生能源与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 发展智能化$ 联网化$ 共享化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

消费新模式+ 三是提升煤电技术水平+ 开展煤电在役机组及系统高效宽负荷$ 灵活性$ 提质增效$ 节

能减排$ 深度调峰$ 机组延寿和智慧化等技术研究和应用+ 发展煤电多能耦合及风光水储多能互补发

电$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及煤气化燃料电池发电等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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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程毅# $优化煤炭与新能源组合发展战略研究%& $煤炭经济研究%& JKJJ 年第 EK 期'

O;任世华* 曲洋# $煤炭与新能源深度耦合利用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能源%& JKJK 年第 L 期'

H;倪炜* 朱吉茂* 姜大霖等# $ +双碳, 目标下煤炭与新能源的优化组合方式* 挑战与建议%& $中国煤炭%& JKJJ

年第 EJ 期'

P;李跃* 王飞* 孟璐莎等# $新能源发展打破煤炭资源型地区 +资源诅咒, 研究---以 +晋陕蒙宁新, 为例%&

$煤炭经济研究%& JKJE 年第 R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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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计数据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 ,!$$"

单位%Q

JKJE 年
JKJJ 年

估计值

JKJM 年

预测值

JKJF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5&JKJM 年 F 月(

世!界 ONM MNF JNP MNK

!发达国家 LNF JNH ENM ENF

!!美!国 LNR JNE ENO ENE

!!欧元区 LNF MNL KNP ENF

!!日!本 JNE ENE ENM ENK

!发展中国家 ONR FNK MNR FNJ

!!中!国 PNL MNK LNJ FNL

!!印!度 RNE ONP LNR ONM

!!俄罗斯 LNO ĴNE KNH ENM

!!巴!西 LNK JNR KNR ENL

!!南!非 FNR JNK KNE ENP

世界银行'[V&JKJM 年 O 月(

世!界 ONK MNE JNE JNF

!发达国家 LNF JNO KNH ENJ

!!美!国 LNR JNE ENE KNP

!!欧元区 LNF MNL KNF ENM

!!日!本 JNJ ENK KNP KNH

!发展中国家 ONR MNH FNK MNR

!!中!国 PNF MNK LNO FNO

!!印!度 RNE HNJ ONM ONF

!!俄罗斯 LNO ĴNE K̂NJ ENJ

!!巴!西 LNK JNR ENJ ENF

!!南!非 FNR JNK KNM ENL

英国共识公司'12%*$%*D*52&$-/*3*&JKJM 年 O 月(

世!界 LNR MNK JNJ JNJ

!!中!国 PNE MNK LNH FNR

!!美!国 LNR JNE ENM KNL

!!欧元区 LNM MNL KNO KNR

!!日!本 JNJ ENK ENE ENK

!!印!度 RNE HNJ LNR ONM

!!俄罗斯 LNO ĴNE KNF ENM

!!巴!西 LNK JNR JNK ENO

!!南!非 FNP ENR KNJ ENM

!!注#!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预

测频率为季度' !J"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半

年度' !M"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月度'

!F"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 ,!$$"

单位%Q

JKJE 年
JKJJ 年

估计值

JKJM 年

预测值

JKJF 年

预测值

世!界 EKNO LNE JNF MNL

!发达国家

!!进口 EKNK ONO ENP JNH

!!出口 RNL LNJ MNK MNE

!发展中国家

!!进口 EENH MNL MNM LNE

!!出口 EJNL FNE ENO FNM

!!注# 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JKJM 年 F 月预测'

表&"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 ,!$$"

单位%Q

JKJE 年
JKJJ 年

估计值

JKJM 年

预测值

JKJF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5&JKJM 年 F 月(

世!界 FNH PNH HNK FNR

!发达国家 MNE HNM FNH JNO

!发展中国家 LNR RNP PNO ONL

英国共识公司'12%*$%*D*52&$-/*3*&JKJM 年 O 月(

世!界 MNO HNM LNF MNO

!!美!国 FNH PNK FNE JNO

!!欧元区 JNO PNF LNF JNF

!!日!本 K̂NJ JNL JNP ENL

!!印!度 LNL ONH LNK FNP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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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Q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JKJJ 年 PNM HNR PNP

F 月 HNH HNK PNL

L 月 PNK HNH RNE

O 月 PNP PNO RNO

H 月 RNJ PNH RNP

P 月 RNK PNH RNL

R 月 RNJ PNR RNM

EK 月 RNE RNK RNF

EE 月 PNR PNR RNE

EJ 月 PNP PNM RNK

JKJM 年

E 月 PNF HNH PNR

J 月 PNO HNH RNJ

M 月 HNF ONH PNM

F 月 HNE LNP HNR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Q(

4X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X@S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JKJJ 年 JNP ENR MNF

F 月 KNK ENO K̂NL LJNM FPNO LKNL

L 月 JNP JNE MNK LJNM FRNO LKNR

O 月 MNF JNO MNH LJNJ LJNF LKNE

H 月 JNP ENE FNE LENE LKNK FPNR

P 月 MNF MNJ MNR LKNM FRNF FPNJ

R 月 FNL FNL FNF FRNP FPNH FHNH

EK 月 JNP JNE MNH FRNF FPNH FONR

EE 月 ENH KNO JNJ FPNP FHNP FONH

EJ 月 KNK ÊNJ ENK FPNH FPNL FONF

JKJM 年

E 月 KNL K̂NH ENK FRNE FPNR FHNH

J 月 KNL K̂NL ENK FRNR LKNH FRNM

M 月 ENE ÊNE JNR FRNO LKNO FRNL

F 月 FRNO LKNP FRNF

L 月 FRNO LENL FRNM

!!注#!E"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J"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LK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Y)3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JKJE 年 LNR PNM KNO

E 季度 ONM EKNP ONL

J 季度 HNK EJNE M̂NK

M 季度 JNH MNK K̂NJ

F 季度 HNK MNE ÊNK

JKJJ 年 JNE JNH K̂NO

E 季度 ÊNO ENM ĴNM

J 季度 K̂NO JNK ÊNO

M 季度 MNJ JNM MNH

F 季度 JNO ENK MNP

JKJM 年

E 季度 ENM MNP LNJ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JKJE 年 HNF ONE EFNE

E 季度 RNH KNF HNO

J 季度 LNP FNR HNR

M 季度 ÊNE ÊNE ONO

F 季度 KNO JMNL EPNO

JKJJ 年 K̂NJ HNE PNE

E 季度 FNP F̂NO EPNF

J 季度 L̂NK EMNP JNJ

M 季度 M̂NL EFNO ĤNM

F 季度 M̂NP M̂NH L̂NL

JKJM 年

E 季度 K̂NJ LNJ FNK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O*表 H"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O*表 H" '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JKJE 年 LNR PNM KNO

E 季度 ENJ JNP ENP

J 季度 EJNL EONO K̂NH

M 季度 LNK HNF KNH

F 季度 LNH HNJ KNL

JKJJ 年 JNE JNH K̂NO

E 季度 MNH FNP ÊNO

J 季度 ENP JNF ÊNM

M 季度 ENR JNJ K̂NM

F 季度 KNR ENH KNR

JKJM 年

E 季度 ENO JNM JN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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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JKJE 年 HNF ONE EFNE

E 季度 FNE ÔNE LNH

J 季度 ELNK JKNJ MKNL

M 季度 HNO ONO EMNM

F 季度 MNH ONL EKNE

JKJJ 年 K̂NJ HNE PNE

E 季度 JNL LNJ EJNH

J 季度 K̂NJ HNM EENJ

M 季度 K̂NR EENM HNF

F 季度 ĴNK FNO ENL

JKJM 年

E 季度 M̂NJ HNJ ÊNP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P*表 R"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P*表 R" '

表!$"劳动力市场

单位%Q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JKJJ 年 Ê;M M;O FHR;M

L 月 MNO MONF

O 月 M̂NH ĴNL MNO MHNK

H 月 MNL LONP

P 月 MNH MLNJ

R 月 ENJ ÊNL MNL MLNK

EK 月 MNH MJNF

EE 月 MNO JRNK

EJ 月 ENO ÊNP MNL JMNR

JKJM 年

E 月 MNF FHNJ

J 月 MNO JFNP

M 月 ĴNE K̂NP MNL JENH

F 月 MNF JRNF

L 月 MNH MMNR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

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Q(

同比

增长

'Q(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Q(

同比

增长

'Q(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JKJJ 年 JLMHP HNJ MPRFF PNJ ÊMLOO

F 月 JLJP JNR JJNE MMPP ĴNH JFNE P̂OK

L 月 JLLE KNR JENO MMRJ KNE JJNP P̂FE

O 月 JLPO ENM JENR MMRF KNE ERNR P̂KR

H 月 JOKH KNP JENJ MMJF ĴNE EONP ĤEH

P 月 JOEO KNM JKNP MJPR ÊNK EFNE ÔHM

R 月 JLRP K̂NH JJNK MMEO KNP EFNF ĤEH

EK 月 JLLL ÊNH EJNL MMMP KNH EMNF ĤPM

EE 月 JLJH ÊNE EKNK MEOO L̂NJ JNF ÔMP

EJ 月 JLKM ÊNK ONH MJEH ENO JNK ĤEF

JKJM 年

E 月 JLRE MNL EJNM MJRM JNF MNP ĤKJ

J 月 JLMO ĴNE PNK MJMP ÊNH KNO ĤKJ

M 月 JLPJ ENP LNE MEPP ÊNO P̂NL ÔKO

F 月 JFRK M̂NO ÊNL MJMO ENL F̂NL ĤFO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 月度数据为季节调整后的名义

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

表!#"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JKJE 年 MRJE JHOL EELH

E 季度 LPF ROJ M̂HP

J 季度 POF PMH JH

M 季度 EMKR OEP ORE

F 季度 EEOL MFR PEO

JKJJ 年 MFLE MOLR ĴKH

E 季度 HOK EKLE ĴRE

J 季度 PRM EKRL ĴKJ

M 季度 EEER HJH MRJ

F 季度 OHR HPL ÊKO

JKJM 年

E 季度 EKFJ EKKP MF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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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元区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JKJE 年 LNM MNH FNM

E 季度 KNK ÊNR K̂NJ

J 季度 ENR MNM JNE

M 季度 JNJ FNF KNF

F 季度 KNL KNJ KNF

JKJJ 年 MNL FNM ENM

E 季度 KNH KNM KNJ

J 季度 KNP KNR K̂NE

M 季度 KNF ENM KNK

F 季度 K̂NE ÊNK KNP

JKJM 年

E 季度 K̂NE K̂NM ÊNO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JKJE 年 MNP EKNO PNF

E 季度 ĴNJ ENJ K̂NO

J 季度 ENR JNO JNR

M 季度 K̂NH ENP ENL

F 季度 MNF JNO LNM

JKJJ 年 MNH ONR HNR

E 季度 K̂NH ENH KNK

J 季度 ENK ENP ENP

M 季度 FNK ENJ FNE

F 季度 M̂NO K̂NM ĴNL

JKJM 年

E 季度 KNO K̂NE ÊNM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EM*表 EF" '

表!'"劳动力市场

单位%Q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JKJJ 年 ENE ONP EEMMNE

F 月 ONH EEJRNE

L 月 ONH EEJMNM

O 月 KNF ENO ONH EEJENP

H 月 ONH EEJENH

P 月 ONH EEJFNH

R 月 KNK KNO ONH EEJONJ

EK 月 ONH EEJJNH

EE 月 ONH EEJPNJ

EJ 月 K̂NF K̂NE ONH EEJHNP

JKJM 年

E 月 ONO EEJFNR

J 月 ONO EEEPNR

M 月 K̂NO K̂NF ONO EEEJNE

F 月 ONL EEKPNP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

增长率3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JKJE 年 LNM MNH FNM

E 季度 K̂NP L̂NE MNJ

J 季度 EFNE EJNJ PNP

M 季度 FNK JNP JNR

F 季度 FNH ONK JNH

JKJJ 年 MNL FNM ENM

E 季度 LNL PNF MNE

J 季度 FNM LNP ENK

M 季度 JNL JNH KNL

F 季度 ENP ENF KNR

JKJM 年

E 季度 ENK KNP K̂NR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JKJE 年 MNP EKNO PNF

E 季度 L̂NM KNK L̂NF

J 季度 EPNR JONE JJNJ

M 季度 JNH EKNL EKNJ

F 季度 JNM PNF RNM

JKJJ 年 MNH ONR HNR

E 季度 MNR RNK EKNK

J 季度 JNR PNJ PNP

M 季度 HNP HNO EENO

F 季度 KNO FNO MNF

JKJM 年

E 季度 ENR JNH JNK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EO*表 EH" '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Q(

同比

增长

'Q(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Q(

同比

增长

'Q(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JKJJ 年 JPORJ EPNK MJKKR MHNO M̂MEH

F 月 JMER JNP EJNR JOHK ONM FKNJ M̂LJ

L 月 JFME FNP JPNJ JHKP ENF LJNO ĴHP

O 月 JFEF K̂NH ERNR JHFK ENJ FMNP M̂JO

H 月 JMLK ĴNH EMNK JHHO ENM FMNH F̂JO

P 月 JFOJ FNP JFNE JRJM LNM LMNR F̂OJ

R 月 JFRP ENL JMNR JPLM ĴNF FLNF M̂LL

EK 月 JFHH K̂NR EPNJ JHLK M̂NO MENO ĴHM

EE 月 JLKM ENE EHNM JOLF M̂NL JENK ÊLE

EJ 月 JMRO F̂NM RNJ JLLO M̂NH PNO ÊOE

JKJM 年

E 月 JFEE KNO EENK JLER ÊNL EKNJ ÊKP

J 月 JFJO KNH HNO JFFF M̂NK ENP ÊP

M 月 JFJJ K̂NJ HNJ JJPJ ÔNO R̂NL EFK

F 月 JMFL M̂NJ M̂NO JFEL LNR ÊENR ĤE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ER 国之间的贸易额' 月度

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

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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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JKJJ 年 M̂EOO ÊRKM ÊJOM

F 月 RM EJO M̂J

L 月 ÊHF ROF ÊEMP

O 月 M̂RE F̂FR LP

H 月 MLM JJE EMJ

P 月 HFH FFO MKE

R 月 ĴMM EM ĴFO

EK 月 ÊJKR ÊJJL EO

EE 月 FL HF ĴR

EJ 月 ĴPJM ĴOJP ÊRL

JKJM 年

E 月 EOK ĴE EPJ

J 月 OP FML M̂OH

M 月 PM JLF ÊHE

F 月 ÔH ME R̂P

!!注#!E"指欧元区 ER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

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J"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

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JKJE 年 JNJ KNF MNL

E 季度 K̂NM ÊNP K̂NE

J 季度 KNF KNJ ENR

M 季度 K̂NF ÊNE ENM

F 季度 ENJ MNE ÊNE

JKJJ 年 ENK JNK ENL

E 季度 K̂NH ÊNE KNH

J 季度 ENF ENH KNH

M 季度 K̂NF KNE KNK

F 季度 KNE KNJ KNJ

JKJM 年

E 季度 KNH KNO KNE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JKJE 年 K̂NE EENR LNE

E 季度 ENE JNH ENR

J 季度 KNH MNE FNH

M 季度 ĴNK K̂NF ÊNL

F 季度 K̂NL KNL KNF

JKJJ 年 ÊNE LNE PNK

E 季度 ÊNJ ENJ MNH

J 季度 ENJ ENL ENK

M 季度 ENE JNL LNO

F 季度 K̂NF JNK KNK

JKJM 年

E 季度 ENJ F̂NJ ĴNM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JKJE 年 JNJ KNF MNL

E 季度 ÊNE M̂NJ MNK

J 季度 HNH LNO LNE

M 季度 ENP K̂NH FNK

F 季度 KNR KNM JNK

JKJJ 年 ENK JNK ENL

E 季度 KNL ENE JNH

J 季度 ENP JNH ENO

M 季度 ENL MNO KNM

F 季度 KNF KNP ENL

JKJM 年

E 季度 ENR JNO ENK

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JKJE 年 K̂NE EENR LNE

E 季度 ĴNJ JNE K̂NL

J 季度 JNL JHNM LNE

M 季度 ENE ELNO EENF

F 季度 ÊNE LNR LNE

JKJJ 年 ÊNE LNE PNK

E 季度 M̂NE FNM HNM

J 季度 ĴNJ JNR MNJ

M 季度 KNH LNR EKNR

F 季度 KNL HNM EKNF

JKJM 年

E 季度 MNF ENL FNJ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JK ]表 JM" '

表#)"劳动力市场

单位%Q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JKJJ 年 KNF ENJP JNO

F 月 ĴNJ ENJF JNO

L 月 ÊNJ ENJL JNO

O 月 ĴNR ENJH JNO

H 月 K̂NH ENJP JNO

P 月 MNO ENME JNL

R 月 HNH ENMJ JNO

EK 月 MNM ENMF JNO

EE 月 K̂NO ENML JNL

EJ 月 ÊNO ENMO JNL

JKJM 年

E 月 ÊNE ENML JNF

J 月 ĴNK ENMF JNO

M 月 ÊNP ENMJ JNP

F 月 ENMJ JNO

!!注#!E"劳动生产率为 L 人及以上规模制造业企业' !J"求人

倍率为实际就业岗位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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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Q(

同比

增长

'Q(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Q(

同比

增长

'Q(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JKJJ 年 RPEHLK EPNJ EEPEFEK MRNJ ÊRROOK

L 月 PKFMO MNO ELNP RPMOO ONF FPNL ÊHRMK

O 月 PMJMJ MNL ERNJ EKJFOF FNJ FLNO ÊRJMM

H 月 PFLRM ENO ERNK EKLHPR MNJ FONR ĴEERO

P 月 PMPHO K̂NP JJNK EKOHLK KNR FRNM ĴJPHF

R 月 POEKM JNH JPNR EKOEOL K̂NL FLNP ĴKKOJ

EK 月 PHKHJ ENE JLNM EKRORH MNM LMNO ĴJOJF

EE 月 PLPRL ÊNF JKNK EKFFHR F̂NP MKNM ÊPLPF

EJ 月 PJPKR M̂NO EENL EKKRHP M̂NF JKNP ÊPEHK

JKJM 年

E 月 HPKHE L̂NH MNL ROJKL F̂NH EHNO ÊPEMF

J 月 PKPRJ MNO ONL RMKPJ M̂NJ PNL ÊJERK

M 月 PKJOL K̂NP FNM RJLOK K̂NO HNF ÊJJRL

F 月 PJKPF JNM JNO RJFMR K̂NE ĴNM ÊKMLL

L 月 HRLEE M̂NE KNO PHJRK L̂NO R̂NR ĤHHP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JKJJ 年 OJFFJ JMJKJF ÊORLPJ

F 月 MRPK ELRHP ÊERRP

L 月 LKML EHRRH ÊJROJ

O 月 ÊERH JELEO ĴJHEM

H 月 LMHL EORRF ÊEOER

P 月 MOJJ EPHMJ ÊLEEK

R 月 HJKK JFMPO ÊHEPO

EK 月 MKRH EHMPM ÊFJPO

EE 月 MRMP JJOFM ÊPHKL

EJ 月 EFEEF MEKLK ÊORMO

JKJM 年

E 月 ÔHJJ EJRPK ÊRHKJ

J 月 EJR EHFFM ÊHMEF

M 月 EEFKM EOEPO F̂HPM

F 月 P̂LMH EFFEL ĴJRLJ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JKJE 年 FNL HNO FNR LNK RNE LNO

E 季度 KNL ĤNH ĴNF ENH JNL K̂NM

J 季度 EJNE JFNF ERNJ EJNF JENO EKNL

M 季度 FNM PNL JNH FNF RNE FNK

F 季度 MNR PNR ENF JNE LNJ LNK

JKJJ 年 MNP FNE JNK JNR HNJ ĴNE

E 季度 MNJ EKNO JNL JNF FNK MNK

J 季度 FNH MNP KNJ MNH EMNE F̂NL

M 季度 MNP JNK FNE MNO ONJ M̂NL

F 季度 JNE KNO KNP ENR FNL ĴNH

JKJM 年

E 季度 JNJ KNJ KNJ FNK ONE ÊNP

!!注#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Q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JKJE 年 FNK LNK ONF ONL JNO MNH

E 季度 ENR M̂NL PNJ RNJ FNH K̂NH

J 季度 ONK ERNO HNO HNP ONH HNE

M 季度 FNK FNM LNL FNF ÔNK MNL

F 季度 FNJ ENK FNH LNM LNJ LNK

JKJJ 年 JNO MNE M̂NL JNL PNK LNM

E 季度 MNK ENR M̂NR MNR LNE LNK

J 季度 JNR JNF ÊNJ MNK HNP LNL

M 季度 MNE FNF F̂NO MNO EMNH LNH

F 季度 ENM MNO F̂NE K̂NP LNR LNK

JKJM 年

E 季度 KNR MNH JNH ĴNR MNM LNK

表#%"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Q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JKJJ 年 LNM MNH HNO MNR

L 月 LNE MNP RNP HNE MNR

O 月 FNR MNP MMNR RNM HNP MNR

H 月 FNR MNO RNE ONP MNR

P 月 LNF MNL PNR PNM MNP

R 月 LNJ MNO MJNR PNH ONF MNR

EK 月 LNJ MNH PNM HNR MNR

EE 月 LNE MNH PNE PNK MNH

EJ 月 LNK MNH MJNH HNR PNM MNH

JKJM 年

E 月 LNK MNH PNF HNE MNO

J 月 LNK MNP PNO HNL MNL

M 月 LNK MNR MJNR PNP HNP MNL

F 月 LNK MNP PNL PNE MNM

L 月 LNJ HNH MNJ

!!注#!E"英国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M 个月移动平均' !J"加

拿大*英国数据经季节调整' !M"南非为季度数据'

表&$"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Q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JKJJ 年 JNR MNM FNM MNH JNM LNP

L 月 JNP MNM LNE MNH

O 月 JNR MNM FNH MNH JNM

H 月 JNR MNF FNM MNH

P 月 JNL MNL FNE MNH

R 月 JNP MNM MNR MNO JNM LNR

EK 月 JNP MNM MNP MNO

EE 月 JNR JNP MNH MNO

EJ 月 MNE JNP MNL MNO JNM

JKJM 年

E 月 JNR MNK MNF MNO

J 月 JNO JNH MNM MNO

M 月 JNH JNF MNE MNO JNM LNL

F 月 JNO JNP MNK MNO

L 月 JNL MNK MNL

!!注#!E"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M 个月移动平均'

!J"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 !M"越南为季度数据&印尼

为半年度数据'

!"$"!



国际统计数据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JKJJ 年 LRHL LPEH ELP LJRF PJMR ĴRFF

F 月 LEJNH LKONO ONE MRFNL OPONR ĴRJNL

L 月 LLPNL LKPNK LKNL FLJNF OHFNF ĴJJNK

O 月 LOJNM LMFNJ JPNE FKHNE OHRNM ĴHJNJ

H 月 LKONO FRENK ELNO FFLNM OHFNF ĴJRNE

P 月 LKMNR LJRNR ĴONK FOMNM OORNL ĴKONJ

R 月 FPHNL FRPNJ ÊKNH FHRNE OMJNF ÊLMNM

EK 月 FPLNM FRENP ÔNL FORNR OMHNF ÊOHNL

EE 月 FHLNL FHPNP M̂NF FRKNR OPRNM ÊRPNF

EJ 月 FORNP FFLNO JFNJ FRJNF HKJNE ĴKRNH

JKJM 年

E 月 FPENH FFONH MLNK MHJNH OOHNM ĴRFNO

J 月 FMJNO FMKNH ENP FEFNP OMONP ĴJENR

M 月 FRRNO FRONJ MNF FLPNK HKJNO ĴFFNO

F 月 FORNM FOKNJ RNE MRPNF OJONP ĴJPNF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非 巴!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JKJJ 年 EJJR EEEO EEM MMLK JHJH OJM

L 月 EEJNH RFNR EHNP JRONL JFONR FRNO

O 月 EEONF EKENF ELNK MJHNH JMPNO PRNE

H 月 EKFNR RKNM EFNO JRPNL JFFNR LMNO

P 月 EKFNH EKKNH FNK MKHNH JOONH FENK

R 月 EKPNF RHNO EKNP JPONJ JFRNM MONR

EK 月 PPNE RKNL ĴNF JORNF JMFNF MLNK

EE 月 RPNJ RFNE FNE JPENO JEFNR OONH

EJ 月 RFNJ RENJ MNE JOONL JEPNH FHNP

JKJM 年

E 月 PENM RFNR ÊMNO JMKNM JKFNJ JONE

J 月 PONK HHNE PNR JKLNO EHHNJ JPNF

M 月 EKLNE EKENF MNH MMKNO JJENK EKRNO

F 月 PRNR PPNK ENP JHMNH ERENF PJNM

L 月 MMKNH JEONR EEMNP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JKJJ 年 FMLK HEPL ĴPML LPPE JHPO MKRL

L 月 MRKNK OEENM ĴJENM FRPNK EPLNF MEJNL

O 月 FJJNP OFMNL ĴJKNH LFKNL JKPNR MMENO

H 月 MPMNF OMHNH ĴLFNM FLPNR JEFNR JFMNR

P 月 MHKNJ OEPNP ĴFPNO FPRNL JMMNE JLONF

R 月 MLMNR OMMNH ĴHRNP FLRNF JMFNO JJFNP

EK 月 MEONK LHRNE ĴOMNE FMHNE JFPNL EPPNO

EE 月 MFPNR LORNL ĴJKNO FFKNL JOJNH EHHNP

EJ 月 MPKNH OEJNJ ĴMENL LMRNO MKONK JMMNO

JKJM 年

E 月 MLHNP LJJNM ÊOFNL MJMNE JMENH RENF

J 月 MORNR LMENO ÊOENH JRLNJ JJKNE HLNE

M 月 FERNK OKKNE ÊPENE MRHNM JHMNP EJMNL

F 月 MFHNF FRPNP ÊLENF MKHNR JMKNM HHNH

L 月 MFRNP LHENK ĴJENJ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JKJJ 年 OPMR HMEJ F̂HJ LHPJ OKFO ĴOF

L 月 OELNR OMENJ ÊLNM LKKNE LJJNJ ĴJNJ

O 月 LHONP OKENM ĴFNL LEJNM LLENR M̂RNO

H 月 OKJNO OLMNE L̂KNL FOLNK LJFNO L̂RNO

P 月 LOONL OOKNF R̂MNR LKONH LOENH L̂LNK

R 月 LHENR OEKNJ M̂PNM LJMNF LMJNM P̂NR

EK 月 LJFNF LRENO ÔHNM FRJNP LEJNR ĴKNE

EE 月 LEPNR LPPNP ÔRNR FRMNE FRFNE ÊNK

EJ 月 LFRNR LRONP F̂ONR FRMNJ FPMNF RNP

JKJM 年

E 月 FOJNH LPRNO ÊJONR FJLNR FOHNJ F̂ENM

J 月 LKENK LLFNK L̂MNK FFRNM FOHNP ÊPNL

M 月 LLENJ LRHNL F̂ONM LMLNO LJMNR EENH

F 月 FRONK LJJNM ĴONM FOJNJ FHHNM ÊLNE

L 月 LJJNF LFMNF ĴENK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JKJJ 年 OKRR OOHO L̂HO FHRL FJPK LEF

L 月 LEFNL LHRNL ÔLNE FJKNF MRRNJ JENJ

O 月 LEPNK OEHNR R̂RNP FJENP MHONJ FLNH

H 月 LJMNO LLONJ M̂JNO FMJNM MPJNM LKNK

P 月 LJENP LFPNE ĴONM FKMNK MHMNK MKNK

R 月 LMHNL LRHNM L̂RNP MHLNJ MJFNJ LENK

EK 月 FRJNL LJONO M̂FNJ MRRNJ MORNF JRNP

EE 月 FHFNF LELNH F̂ENM MOENJ MJLNK MONJ

EJ 月 FHONF LFONJ ÔRNP MLHNL MKRNF FPNE

JKJM 年

E 月 MPRNM FMPNP F̂RNL MELNK JRENO JMNF

J 月 FKPNM FHONJ ÔHNR MEKNF JPONR JMNL

M 月 LKLNK LPJNH ĤHNH MLENP MKRNH FJNE

F 月 FORNJ LEFNK F̂FNP MLRNO JRJNL OHNE

L 月 MOENM MEJNL FPNR

表&*"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JKJJ 年 MHKL MLPL EER JRJK JMHL LFL

L 月 MKRNJ MJONJ ÊHNK JELNE EPONE JRNK

O 月 MJPNF MJMNH FNH JOENL JEKNK LENL

H 月 MKONE MKLNM KNP JLLNO JEMNL FJNE

P 月 MFRNJ MEKNO MPNO JHPNO JJENL LHNE

R 月 JRPNJ JPMNR EFNM JFHNP ERPNE FRNH

EK 月 MKMNH JHRNK JFNH JFHNM ERENF LONK

EE 月 JRKNM JPFNK ONM JFKNR EPRNO LENM

EJ 月 JRONO JHJNR JMNH JMPNM ERRNF MPNR

JKJM 年

E 月 JMLNO JMKNF LNJ JJMNJ EPFNF MPNP

J 月 JOKNL JMJNL JPNK JEMNP ELRNJ LFNO

M 月 JRHNE JPMNJ EMNR JMFNJ JKLNR JPNM

F 月 JHPNO JLJNE JONL ERJNP ELMNL MRNM

L 月 JRKNL JOPNE JJNF JEHNJ JEJNP FNF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JH ]表 M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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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图!"三大经济体 -./环比增长率!0"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图#"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0"

图&"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0"

图)"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0"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E ]图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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