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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探讨
梁馨月

(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高中，天津 301802)

［摘 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体系中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就要将新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构建起来。“一带一
路”作为中国新的发展战略，其目标就是要将适应于时代环境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建立起来，不仅可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
流动，而且还提高了资源配置，通过经济要素的自由运行而实现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理念不同于以往经
济全球化理念，而是主张和平合作，在各国经济往来中要做到经济开放、文化包容，做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实现互利
共赢。文章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探讨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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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进行讲演的时候，提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发
展战略，即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在贸易上相互往来，且要将本
国的贸易优势保持下来，并在贸易交往中充分利用。在此基
础上将新的贸易合作模式构建起来，即中国在贸易上要与各
个国家之间紧密联系，通过贸易合作而共同创作贸易发展的
空间。习近平在提出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同时，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详细阐述，以明确区域合作的主要
内容，目的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共同发展。2013 年 10
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国会上进行了演讲，在
演讲的内容中就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战略思想，
将“海上合作”重点提出来，明确各个国家要将海洋环境
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将海洋作为各个国家贸易交往的纽带，
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由此而构建起来。在目前的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海洋和陆地兼
顾而构建了经济贸易发展路线，以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1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区域经济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这种发展规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的需要。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经 30 多
年，经济呈现跨越式发展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快
速增长，已经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1］从经济总量的增长情
况来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4000 亿美元，经过了 20
多年之后，到 2014 年，就已经超过了 10 万亿美元，在世界
经济总量中，从 20 世纪 90 年代 1. 8%的占有率，到 2014 年
提升到 14%。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轨道，就需要启动新的经济发
展战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一，中国在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战略上采用了“引进来”
战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这一发展战略已经失去
了战略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价格逐渐提
升，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了转移，逐渐向低成本国家
流动。其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投资需求量增加，
除了美国和日本，中国成了第三大投资国。其三，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很多的国家都开始对

中国的产品有所需求，包括技术以及资金等，都要寻找新的
市场而满足各国相应的需求。其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国目前进入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就承担起全球经济发展的责任，
与邻国要友好相处。这些国家可以与中国进行多方面合作，
发挥各自的优势以促进互助，共同发展。

为了促进中国与合作国家的密切贸易往来，就需要将贸
易合作平台搭建起来，以将各国的贸易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来，并不断地挖掘本国的经济优势，以形成多经济发展，对
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与周边
的贸易合作，需要重点面对的就是海上贸易合作的安全问
题。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特别是能源进出口方面都需要通过
马六甲海峡，这里是险要的地理环境，如果海岸线被封锁，
就会非常被动，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安全。为了确保中
国的对外贸易畅通，就需要确保中国的海上通道以及陆地通
道的畅通。“一带一路”战略是迎合了时代发展环境而搭建
的贸易合作平台，以为国家贸易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促进国家贸易安全的增强。

从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
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的东西部地区的贫富
差距被拉大，特别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的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东部沿海
地区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优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而且成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之地，所以目前在经济水平上已经
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
置上不占有优势，导致经济发展存在着滞后性。［2］虽然中国
政府在近年来为了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而出台了相
关政策，并采取了诸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一些措施，但
是，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上依然相对缓慢。导致中国在经济
发挥中，区域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

中国在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上启动了“一带一路”战略，
合作国家多与西部地区毗邻，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就意
味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可以把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挖掘出来并使得经济开放的区域不
断扩展，这不仅对中国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起到了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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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

2.1 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国外进行贸易交往的主要
通道

2100 年多年前，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就是
扩展中国的贸易领域，将中国与西部地区邻国的贸易通道开
通是重要的途径。中国的丝绸就是在这个通道上出口，所
以，所开通的这条贸易通道在历史上被称为 “丝绸之
路”。［3］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成为中国与国外进行贸
易交往的主要贸易通道。社会历史的发展，处于不同的社会
历史时期，贸易发展通道也会有所改变。中国的西部地区之
所以经济相对落后，是由于地理环境复杂，而且还具有复杂
的宗教环境，就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使得交通运输道路
发生改变。在中国与国外的贸易发展中，丝绸之路发挥着重
要的“桥梁”作用，并逐渐地发展成为亚洲和欧洲之间贸
易往来的通道。丝绸之路不仅对经济往来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还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丝绸之路开始于
汉朝时期，进入中国的唐朝步入顶峰。唐朝之后，由于中国
的对外贸易滑坡，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2.2 “丝绸之路”从地理范畴提升为精神理念
“丝绸之路”是国际化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东方经济

繁荣，而且在促进了西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促进了中国文
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的东方学
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以理论上的界定，由原有的地
理范畴提升为精神理念，使得“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
西方国家贸易交往的通道，而且还成为人类文明创造的道
路。 “丝绸之路”因而真正意义上进入系统化的研究理论
中，且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丝绸之路”被赋予了勇
于探索的含义、代表着不同文化的融合，所以“丝绸之路”
成了精神之路。
2.3 区域经济发展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辐射作用

2013 年，中国启动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发
展战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深化发展阶
段，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还在一体化经济合作框
架下有层次地推进中西贸易发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
展战略不仅可以将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带动起来，更重要的
是可以通过促进西北边陲在对外开放，而将该地区的经济带
动起来，还发挥着辐射效应。由此，就促使“丝绸之路”
的经济效应不断地向内陆的各个地区辐射。从新丝绸之路的
地域覆盖范围来看，是新开通的“渝—新—欧”铁路沿线
的所有城镇都被纳入其中。所以，新丝绸之路是沿着交通运
输路径而展开的。随着对外贸易需求的扩大，丝绸之路在路
线上发生了改变，向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延伸，穿过新疆延
伸到中亚地区，如此，新丝绸之路成了亚洲和欧洲经济连接
主要贸易通道。
2.4 “一带一路”是“五大发展理念”战略的支撑点

中国正在走“一带一路”发展之路，与中国古代所开

通的丝绸之路不同，所开启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世界
上的其他区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是通过海上通道完成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了中国要繁荣发展，开放是
必由之路。中国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要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
语权，与世界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发展战
略就是中国的深化对外开放政策中的重要举措。在国家积极
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关头，各个地区就要进一步
强化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从本区域发展的角度
出发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首先，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
战略的发展机遇，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密联通、充
分发挥本地区优势，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使本区域的开放
目标得以实现; 其次，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将具有
区域带动作用的企业做大做强，以实现“引进来”和“走
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再次，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
还要放宽准入限制，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将国外高新
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充分利用起来，同时还要发挥传统产业
的优势，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基于此而使区域
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所增强。最后，对区域范
围内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充分挖掘，包括历史文化、科技教育
等资源都要合理利用，以此为主要元素促进对外交流与合
作，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

3 结 论
综上所述，处于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是适应了目

前的中国发展形势以及世界经济环境而构建的贸易发展战
略。“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人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走出的道
路，延续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在中国不同的社
会发展时期，“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国外的贸易通道都有
所变化，但是依然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繁荣。这是由于
“丝绸之路”已经不止于物质含义的贸易通道，而是被赋予
了丰富的精神内涵，成了一种象征。与古代的“丝绸之路”
有所不同，现代的“新丝绸之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促
进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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