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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戰略：推動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2013年 9月和 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接連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概念；「一帶一路」正是這兩大戰略構想

的簡稱。一年後，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

召開，「一帶一路」建設成為此次與會之中外領導人商討的核心議題之一。 

    在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宣佈中國將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綢之路基

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

融合作等提供投融資支援；加上早前由中國帶頭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預示著在新型融資渠道的護航下，「一帶一路」並不只停留於意向性

或研究性的構想，而是會快步進入實際操作的階段。 

加強互聯互通 挖掘貿易增長點 

    從地理範圍來看，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西部延伸至中亞、

中東、北非乃至歐洲大陸，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跨越東南亞、南

亞、海灣國家以及非洲；其中，中亞與東南亞處於「一帶一路」的核心地

帶（見附件圖 1）。 

    歷史上，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沿線國家經貿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通道。西漢的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直接通往中亞的陸上道路；

隨後中國與中亞以至歐洲的商業往來迅速增加，漢朝的各種絲製品開始源

源不斷地運向西方。海上絲路同樣始於漢代，但最為人熟知的當屬明朝的

「鄭和下西洋」；鄭和率領的船隊多次南下，加強了明朝與東南亞、東非等

地的聯繫，促進了絲綢和瓷器等中原特產與海外珠寶、香料和藥材的交易。 

    當前，中國政府重提「一帶一路」倡議，正是著眼於對古代絲綢之路

的傳承和提升；而絲路代表著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深厚的歷史淵源和人文

紐帶，故亦有助於增強這些國家對有關合作戰略構想的認同和支持。為了

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合作關係，中國政府提出將著手打造「一

帶一路」互聯互通平台，促進區域內人員、企業、資金、技術等要素自由

流動和貨幣直接兌換，塑造政策溝通、經貿暢通、交通聯通、貨幣流通、

民心相通的地區合作共生新理念（詳細內容見附件表 2）。 

    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合共涉及亞歐 40多個國家，涵蓋大約 44億

人口和 21萬億美元的 GDP總量，佔至少 60%的全球人口和 30%左右的世

界經濟總量。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還可進一步利用現有

的相關雙邊或者多邊經貿合作機制，例如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自由貿

易區、歐亞經濟聯盟等，多管齊下，加快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2 

    「一帶一路」沿線的地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與

中國有巨大的優勢互補空間。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源遠流長，

近年的增長相當顯著；中國更是不少國家的最大交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

以及主要投資來源。國家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額在

過去十年裏年均增長 19%，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 46%，均明顯

高於同期中國總體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速。截至 2013年，中

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額佔中國外貿總額已達四分之一，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佔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亦升至 16%。 

    由於沿線國家仍普遍處於經濟發展上升期，他們與中國開展互利合作

的前景十分廣闊。以中亞地區為例，雖然中國近年與該地區的雙邊貿易增

長迅速，但在中方的進出口總量中所佔比重仍然較小（見附件圖 3）；加上
這一地區向來是中國重要的能源進口地區，故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經貿合作

不但潛力巨大，而且對於國家戰略安全亦具有重大的意義。可見，中國積

極推動建設「一帶一路」，正是著眼於依靠自身不斷增強的經濟影響力，

以區域經濟合作的形式，挖掘與沿線國家之間的合作潛力，開啟區域貿易

和投資的新增長點，亦透過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聯繫來革新和提升自己的

對外開放布局，甚至嘗試突破現行的地緣政治格局。 

化解產能過剩 推人民幣國際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帶一路」建設亦反映了國家對外經貿戰略的變

化，由出口市場的直接競爭逐漸轉向外需市場的主動創造，藉此化解國內

日益嚴重的產能過剩矛盾。當前歐美日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力度較弱，而且

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升溫；中國面對的外圍環境難以在短期內出現根本性轉

變。要緩解國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困境，除了必須積極擴大內需外，還

可配合國策推動企業加快「走出去」，主動創造外需來拉動出口增長。 

    近幾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整體保持著不俗的增長勢頭，2013 年的

投資金額首次突破 1,000萬美元，按年增長 22.8%。中國已經連續第二年成

為全球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2014 年更有望出現對外直接投資超出使用

的外資額，晉身為資本淨輸出國。在今年剛剛落幕的 APEC 工商領導人峰

會上，習近平主席表示，預計未來 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將達到 1.25

萬億美元。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2020 年以前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

求高達 7,300億美元。「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亟需提高工業化和城鎮

化水平，區域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將是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與周邊國家合

作的重中之重。除了目前已經上馬的中國西北地區與中亞的陸路跨境油氣

管道、中國西南地區連接東南亞及南亞的陸路鐵路通道之外，中國和印度

日前亦已達成初步共識，同意就印度德里（Delhi）與金奈（Chennai）之間

修建高速鐵路開展可行性研究，將來有望共同建成全球第二長的高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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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一帶一路」沿線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部分較發達的國家相比，中

國在高鐵、高速公路、核電、水電、裝備製造業等基建領域具備技術、成

本優勢以及較豐富的施工經驗，未來可協助亞洲周邊國家改善基建設施。

隨著這類「走出去」的機會日漸增多，中國的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產業

可從跨境基建中找到銷路，而機械、鐵路、建築、航運等行業亦可借機拓

展市場發展空間。 

    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或將成為中國推動新一輪企業「走出

去」的戰略性著力點；而由此而帶動的資本輸出，亦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

提供助力。事實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相繼成立，除

了為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外，亦會推動人民幣在「一帶

一路」沿線地區的使用，有步驟地擴大人民幣作為投資和商品出口結算貨

幣的適用範圍，提升人民幣在這些地區的認受性。 

平衡區域發展 西部變開放前沿 

    「一帶一路」建設還有助於促進國內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平衡發展，令

西部的區位優勢得以提升。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對外開放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受到地理區位、資源稟賦以及發展基礎等因素的影響，

亦呈現出「東快西慢、海強陸弱」的不均衡格局。中國西部地區與沿海省

市的經濟水平差距十分明顯（見附件圖 4）；以人均 GDP 為例，天津 2013

年的水平是同年西部貴州的 4.4倍。在對外貿易方面，即使近年東部省市出

口增速有所回落，而西部省市則錄得了相對較快的增長；但從絕對金額來

看，中國的對外貿易的主力始終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 

    對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擴大內陸延邊開放，推動內

陸貿易、投資、技術創新協調發展；支援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

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對外經濟走廊」。中國政府力推「一帶一路」

建設，正是對這一對外開放新思維的體現和落實；透過加快推進廣西、雲

南、新疆等內陸延邊地區的開放，可以令內陸地區「搖身一變」成為對外

經貿的前沿陣地，從而將向西開放與西部大開發的區域平衡發展戰略有效

結合起來，拉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具體來看，東南亞地區有條件成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起

步點。過去的 10年裏，中國與東盟間的雙邊貿易額從 1,059 億美元快速增

至 4,436 億美元，雙向投資額累計超過 1,200 億美元。中國將繼續利用廣

西的陸路地緣優勢，共同攜手打造泛北部灣國際經濟走廊；透過完善跨境

基建來進一步強化廣西作為中國與東盟政治經濟交流平台的地位，以及發

展成為西部地區通往東盟市場的主要貿易據點。 

    另一方面，「絲綢之路經濟帶」則打開了中國西部地區的大門，明確朝

著中亞、西亞地區甚至遠至歐洲大陸的方向開放。中國的沿線省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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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甘肅、陝西、寧夏與重慶等，已紛紛開始制定各自的發展規劃，並

向中央爭取適合的戰略定位。2011 年開通的「渝新歐」鐵路是重慶出發到

歐洲的國際貨運專線，途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最後

到達德國，是橫貫「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交通幹線。據悉，重慶正在

積極申請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並借此機會改善重慶的投資環

境，創造條件培育出口加工產業集群，打造中國內陸地區的開放高地。 

港商發揮優勢 積極參與拔頭籌 

    內地的對外開放將隨著「一帶一路」的啟動而邁入新的發展階段；粵

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先鋒」，理應及早參與和積極配合國家提出深度開

放的戰略構想，並從中為自身經濟轉型覓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首先，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目的是透過 G2G層面的合作，強化與沿

線新興市場的經貿關係，以要激發和借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對此，

港資企業宜早作部署，未來應加倍留意和加緊拓展「一帶一路」相關區域

內的新興市場；而特區政府和中介機構亦可適當增加面向沿線國家的貿易

促進活動，例如，透過商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組織赴當地的商務考察和

市場推廣活動、有針對性地優化本港商貿會展、旅遊的客源佈局等。 

    其次，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結合西部大開發戰略，將有利推動西

部省市迅速轉身為中國全方位開放的一個前沿窗口。同時，中國的西部地

區還具備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土地、能源等生產要素成本，以及可享有國

家和當地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再加上西部省市通往國際市場的交通基建

網絡正在逐漸完善；對於有意進行產業轉移的珠三角港商，將生產型業務

搬遷至西部地區或許會是一個攻守兼備、「一舉多得」的策略選項，既有助

於重建成本結構的優勢，又能透過拓展當地的內銷以及探索對鄰近國家的

邊貿和出口而優化市場結構。 

    再者，「一帶一路」建設將成為國家推動新一輪「走出去」的戰略支點，

港資企業亦可以不同形式參與其中。例如，香港的公用服務企業可藉著自

身在技術、管理、資金、經驗等方面的優勢，積極拓展基建領域的投資合

作機會；一些港商擁有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考慮到「一帶一路」

的沿線國家投資設廠，一來可借助這些新興市場的後發優勢，二來亦可更

加貼近當地市場，藉以降低物流運輸成本和提高市場應變能力。 

 隨著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由商品貿易擴展至國際投資，香港還有

望進一步強化自身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角色；尤其是香

港的金融、法律及會計等專業服務業，可擔當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智

囊團」和境外合作夥伴，攜手在「一帶一路」上共創商機。 

  

 



 5 

附圖 1：「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地理範圍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附表 2：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幾點倡議 

  第一，加強政策溝通。「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可就經濟發展戰

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本著求同存異原則，協商制定推進區域

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為區域經濟融合「開綠燈」。 

  第二，加強道路聯通。上海合作組織正在協商交通便利化協定，

旨在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中國和沿線各國將

積極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

交通運輸網路，為各國經濟發展和人員往來提供便利。 

  第三，加強貿易暢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規模和潛

力獨一無二，各國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合作潛力巨大。「一帶一路」

建設應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進行探討並作出適當安排，以消除貿

易壁壘，降低貿易和投資成本，實現互利共贏。 

  第四，加強貨幣流通。如果沿線各國在經常項下和資本項下實

現本幣兌換和結算，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強抵禦金融風險

能力，提高本地區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第五，加強民心相通。「一帶一路」構建必須加強人民友好往

來，增進相互瞭解和傳統友誼，為開展區域合作奠定堅實民意基

礎和社會基礎。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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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2009-2013年中國與中亞五國之間的進出口總額 

 

注：（1）：中亞五國是指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 

 （2）：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統計年鑑 

附圖 4：2013年中國 31個省市人均 GDP的橫向比較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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