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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研究

Strengthening the Rise of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trategic 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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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是指承载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科技、文化合作功能的空间区域。近年来，我国与沿

线国家在经贸合作园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存在顶层设计不清晰、空间布局

不合理、合作方式较单一、合作层次不丰富等问题。本研究以围绕“五通”加强战略支点建设为研究目标，在我国对外贸易

数据分析为基础，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提出了战略支点建设的重点区域和建设模式，并从推进经贸合作区建设、加

强科技文化交流、深化地区与行业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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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ic pivot of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refers to China’s policy of bolstering bilateral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itself and the silk road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a broad range of fruitfu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rea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silk road countries in construct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and transpor-
tation infrastructure. But the outcomes can be improved by addressing unclear top-level planning, less than optimal spatial layout for 
projects, and lack of intensive multilevel engagement between China and its partners. This study aims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pivot 
around the basic goal of “five-links” by analyz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data and identifies the key areas and construction modes of 
strategic pivot with AHP and Delphi methods. This paper also advanc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uch as enhanc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gional and in-
dustri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trategy pivot; economy and trade coope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一、前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是指在海上丝

绸之路空间范围内，承载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科

技、文化的合作功能，对加深有关各国双边、多边

合作关系，促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地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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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繁荣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空间区域。战略

支点区域往往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合作基础

和基础设施，是我国与所在国家加深和扩大双边合

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二、加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

的重要性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

是以海洋为载体，以畅通和完善跨国综合交通通道

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节点，以区域

内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自由流动为动力，以区

域内各国政府协调制度安排为发展手段，以一系列

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为载体的，全方位、多层次、

复合型的海洋互联互通网络。加强沿海各国经济、

贸易、文化方面的联系，构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

同体，是共建海上丝路的主要目标 [1]。海上丝路建

设涉及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广阔地区，

沿线经济、政治、文化差异巨大，选择关键区域，

集中力量进行战略支点建设，对于推动海上丝路建

设，增强支撑力、辐射力与保障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1） 加强海上丝路战略支点建设有利于推动经

济转型发展和对外投资结构优化。长期以来，我国

形成了对外投资以储备投资为主、对外负债以直接

投资为主的不对称结构，对海外资产的经营效益总

体较低。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中，客观

上需要与周边国家开展更深层次、更加紧密的经贸

合作。在关键水道、重要港口周边建设战略支点，

通过共建临港产业园区，对交通、水电、通信等公

共基础设施集中投资，可以快速改善所在地区投资

环境，为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提供良好载体，在较短

时间内形成产业聚集，产生经济效益。战略支点建

设还将带动对建材、工程机械、物流装备的需求，

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新契机。

（2） 加强海上丝路战略支点建设有利于加快区

域一体化进程。以合作方式共建产业园区和重要基

础设施，促进我国资本、技术与所在国土地、人力

资源等要素的结合，将大大加深我国与所在国之间

的经济联系，形成更加深厚的共同利益。从而大大

加快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

海上丝路沿线地区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外资业

务管制放开和服务技术引进；促进汇率形成机制市

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准入规则、

关税和技术标准的接轨；促进要素跨国流动、技术

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

（3）加强海上丝路战略支点建设有利于强化海

上安全保障。海上通道承担着我国对外贸易 90 %
的运量，海上物流相对集中，海上运输线对我国经

济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加强重要海上运输线的

安全维护，正在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迫切需求。

海上丝路战略支点建设通过重点加强关键区域、关

键水道和关键节点的设施建设、产业聚集和人口聚

集，可以大大增强对海上丝路的支撑能力、控制能

力和保障能力，能够有效促进沿线各国互联互通，

提高海上运输便利性和安全性，为我国和沿线国家

创造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环境。

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现状

近 10 多年来，我国深化了与海上丝路沿线各

国的经贸合作，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

设、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全面展开，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对外投资和产业布局的

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在全球 50 个国家建设了

118 个经贸合作区，涉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有 77
个。其中，处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有 42 个，占

经贸合作区总数的 36 %。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成

为海上丝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从境外经贸合作区

的空间布局来看，在东南亚，主要分布在老挝、缅甸、

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

南亚，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在

非洲，主要分布在埃及、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尼

日利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主要分为加工制造型、

资源利用型、农业加工型以及商贸物流型四类园区，

园区多为企业自主建设。依托这些园区，一大批中

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扩大了中国在当

地的影响 [2]。

海上丝路建设中，针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

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我国加大了与沿线国家

的合作力度，以参股、承建等多种形式，参与了港口、

铁路、管道、电力设施等一系列重要工程建设，发

挥了我国企业在工程建筑方面的技术和成本优势，

也推进了双边交流合作的深化。港口建设是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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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海上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近 10 多年

来，我国企业参与了沿线一系列重要港口的建设和

经营，例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缅甸的皎漂港等。

在承接港口建设的同时，我国企业还积极参与对临

港区域的开发，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科伦坡

港。我国企业还积极参与铁路、公路、管线等基础

设施建设。代表性项目包括：柬埔寨铁路和港口建

设、以色列红海 - 地中海铁路项目等。油气输送设

施是我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领域，最具代表

性的当属中缅油气管道工程建设。

从空间布局上来看，我国已经在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主要海上通道周边的重要区域实现了双

边合作项目布点，已有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

亚区域，并实现了向西亚、欧洲和非洲的适当延伸。

从合作方式上来看，我国企业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多

样化的合作方式，包括租赁、援建、承建、参股、

土地开发等多种形式。通过合作开发，总体上优化

了双边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地区影响，也为下一步

深化双边合作、扩大地区影响奠定了基础。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既涉及我国自身的对外开放

格局，也与沿线地区的复杂地缘政治关系密切相关。

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1）空间布局不合理。所涉及的支点很多位于

区域性航线周边，距离国际海运主航线较远，不利

于发挥综合保障功能和扩大影响力。“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组（以下简称“课

题组”）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物流数据 [3] 发现，承载

我国外贸总值超过 5 % 的水道有 8 条，分别是马六

甲海峡、格雷特海峡、曼德海峡、巽他海峡、霍尔

木兹海峡、八度海峡、巴士海峡。已建成或正在建

设的重大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区中，除吉布提港等

少数项目外，在上述水道附近地区均少有分布。对

于破解“马六甲困境”具有关键作用的东北印度洋

区域，战略支点数量少、位置较偏，且线性分布特

点明显，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能力较弱。

（2）经济合作用力较多，其他方面措施薄弱。

在战略支点建设的各种手段中，经济手段是最为有

效、适用性最强、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应当长期坚

持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建设方式。但是，经济手段也

存在着种种不足。由于经济合作往往由特定的利益

集团作为合作主体，所获利益不能在全体民众中平

均分配，往往出现损益不均的现象。容易引起一部

分人的反感和抵制。经济合作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

持续时间都受到局限。一些区域由于经济基础较差

等原因，难以启动合适的合作项目。

（3）合作层次比较单一，对沿线国家地方和不

同阶层利益考虑不足。不少合作项目仅仅停留在中

央政府之间的合作层面上。针对当地的政体、宗教、

民族、利益团体等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合

作的经验还不足。一些国家（地区）由于政局变换

导致合作项目下马、停工的事件屡有发生。

五、加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

的思路和目标

主要丝路是：以促进海上丝路建设为目标，以

加强沿线地区存在能力和服务能力为重点，以促进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的各项措施为主要推进手段，放眼长远，逐步

拓展，在沿线重要区域培育和建设若干战略支点，

并以之为支撑发展形成双边合作的拓展区和辐射

带，为推进海上丝路建设、优化与沿线各国关系、

促进区域公共繁荣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主要原则是：一是优化布局，突出重点。根

据我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地理、经济特点，在全面加

强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基础上，对海上贸易通道

进行重点经略。二是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既要

设定 5 年、10 年的阶段性目标，更要做长远规划，

与 2030 年、2050 年的国家战略目标做好衔接。三

是因地制宜，逐步拓展。对于具备良好条件的地

区，应当积极推动合作；对于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

区，应当以争取民心为基础，因地制宜开展文化交

流、基础设施援建、志愿服务等活动。四是经济优

先，综合开发。在积极推动政策沟通的基础上，大

力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还要大力

发展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多方面的合

作，最终实现民心相通。五是群策群力，多层对接。

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经济与社会各方面

力量。中央主要负责规划、外交和政策层面的指导，

地方政府、企业、科研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主要负

责在各自层面上积极推动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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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是：2020 年，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支点建设全面启动，在东南亚地区初步形成一

定规模的产业合作聚集，启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2030 年，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将向

纵深推进，在沿线关键水道和重点区域建成若干个

繁荣稳定的经贸合作示范区，服务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能力基本具备。2050 年，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地区建成一系列战略支点，基本实现网络

化、体系化，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经济、

科技和文化合作提供良好支撑与保障。

六、加大重要支点的建设力度

课题组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海上

丝路沿线各区域建设战略支点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进

行评估，建立了二维度决策模型。经分析，确定了 
8个重点建设区域。应当以经济合作为主，辅以政治、

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手段，加大建设投入力度，

重点加强以下区域的建设。

（1）印度尼西亚亚齐地区。亚齐地处苏门答腊

岛的最西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和格雷特海峡，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亚齐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经

济发展潜力较大。亚齐地区在经历战乱后，政治、

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往来的条件

逐步具备。可通过建设经贸合作区，推进金属矿产、

橡胶、木材、油气等自然资源开发，并可通过港口

扩建、合作经营等方式发展临港经济。

（2）印度尼西亚巴邻旁地区。巴邻旁地处马六

甲海峡东侧，位于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之间，毗

邻国际航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巴邻旁周边地区

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比较发达。该地区

具备合作完善港口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依托港口

合作建设临港产业园区的条件，可以石化、橡胶、

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等行业为重点，引导和鼓励国

内企业前往设厂投资，逐步形成产业聚集与人员聚

集。该地区在历史上与我国文化联系较多，具备开

展教育、科技、文化合作的良好基础，可以职业教育、

应用性技术开发、民族文化交流为重点，开展多种

渠道的交流与合作。

（3）泰国普吉地区。普吉岛靠近马来半岛中部

狭长部位，毗邻孟加拉湾。在克拉地峡运河开通后，

该区域的战略位置将大大增加。结合海上丝路建设，

在加深与泰国的双边经贸往来过程中，有必要将该

地区作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区与示范区。可利用

当地丰富热带景观资源，联合开发旅游度假产业，

将其培育成我国游客处境旅游度假的重要目的地。

结合旅游开发，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文

化合作。

（4）印度卡利卡特地区。卡利卡特及其南方的

科钦、阿勒皮等港口城市所处的印度半岛西南部地

区，临近九度海峡，处于我国到波斯湾石油运输“生

命线”的关键节点上，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目前，

该地区经济不甚发达，但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农

业支撑和基础设施条件。可以港口建设和经营合作

为突破口，以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为重点，建设临

港产业区，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地在当地投资，发展

加工制造业。同时，可结合当地悠久历史，以古代

中印两国友好往来和沟通交流为重点，加强文化交

流与合作。

（5）斯里兰卡科伦坡地区。长期以来，我国一

直与斯里兰卡保持良好双边关系，在经贸合作方面

日趋紧密。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斯里

兰卡基础设施建设，相继援助扩建了科伦坡港、汉

班托塔港等重要港口，并合作建设了临港产业园区

和新城区。下一步，在继续完善产业园区和港城

配套、引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外，可进一步加强

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加深双方合作友

好关系。

（6）吉布提。以海洋航运为核心的临港服务业

是吉布提经济的命脉。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出于

军用或民用目的，将吉布提港作为航运补给基地。

我国参与打击海盗的军舰也将吉布提港作为重要补

给港。下一步，可以港口补给服务为基础，双边合

作开发建设临港园区，发展临港工业和服务业，建

设形成比较完善的海洋航运补给基地。

（7）马尔代夫。近 10 多年来，我国与马尔代

夫在各方面交流合作不断加深。我国游客正在成为

马尔代夫最重要的旅游消费群体。我国在马尔代夫

基础设施建设、淡水应急供给等方面，给予了大力

支持。下一步，可在环境保护、淡水供应、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建立长期友好关系。

最终，争取在马尔代夫建立综合性的、军民融合的

海洋补给保障基地。

（8）塞舌尔。塞舌尔政府曾表达支持我国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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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建设海洋航运补给基地的意愿。从长远来看，

塞舌尔与马尔代夫在空间上具有良好的互补关系，

未来可考虑将其作为马尔代夫综合补给基地的补

充。因此，有必要从现在起着力发展与塞舌尔的长

期友好关系，为远期合作开发奠定良好基础。

七、保障措施

（一）在战略支点区域推动经贸合作区建设

把经济合作作为战略支点建设的主要方式。由

于地理原因，战略支点所在地区往往具有优良的港

口建设条件，也靠近主要国际航线，发展临港经济

的条件优越。可以港口合作建设和特许经营为基础，

合作推进临港经贸合作区建设，结合各地经济要素

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临港产业。在

巴邻庞、科伦坡、亚齐、卡利卡特等地区可以发展

临港制造业、石油化工、食品（食糖、水产品、咖

啡、茶叶）加工、橡胶等行业。在普吉、马尔代夫、

塞舌尔等地区可依托特色旅游资源，加强旅游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海洋旅游业，将之建设成我国

游客出境海洋旅游的首选地。在吉布提主要发展以

海运综合服务为主体的临港经济，建设成我国远洋

航运的重要补给保障基地。通过双边贸易合作加深

双方的经济依存度，为战略支点建设创造良好的经

济基础。

（二）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复兴为主题加强教育文

化合作

古往今来，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条件不断变化，但国际海洋运输的主

要通道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4]。沿线各战略支点地

区在历史上也多与我国建立了多种多样的经济、

贸易、文化联系。可倡议联合发起、以我国为主

建立专项基金，重点对上述战略支点的文化发展

与保护提供资金支持。重点支持的范围可包括：

依托所在地经贸合作区建设，有针对性地发展职

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解决当地就业

和企业的用工问题；采用灵活形式，以农林水产

技术培训为重点，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以保

护当地文化（包括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为重点，

建立多层次的文化合作；加强重点地区与我国的

人员交流，在留学生培养、科技交流、历史文化

合作研究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

（三）加大对沿线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

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海洋科技发展经验 [5]，针

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需求，结合

对全球和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问题，在周边地

区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合作。可与印度尼西亚、泰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合作，以印度洋地震海啸为主

题开展研究，建设地震海啸监测预警系统。与孟加

拉国、缅甸、印度等国家合作，对孟加拉湾飓风开

展科学研究，以提高飓风预警预报的准确性为主要

目标，建设海上 – 空中观测预报系统。与马尔代夫、

塞舌尔等国家合作，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主题，

对热带珊瑚岛礁环境保护、人工岛建设、可再生能

源利用、海水淡化等方面的科技问题进行研究。通

过定向科技支持提高沿线国家地域自然灾害、改善

生态环境的能力，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联系。

（四）推动地方层次和行业层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在加强与沿线国家政府间合作交流的基础上，

推动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合作网络。推进地方政

府间的交流合作，根据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特点，选

择国内历史悠久的沿海城市，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友

好城市，定点加强经贸往来和教科文合作。可借鉴

国内对口援建的经验，推动国内沿海城市加强对沿

线友好城市的对口支持。发起“海上丝绸之路博览

会”，以艺术、文化交流为主题，在沿线重要城市

发展会展合作。发挥行业、企业的经贸合作主体作

用，依托临港产业、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经

济活动，开展行业间、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鼓励

企业在投资所在地开展教育、文化和慈善活动。鼓

励行业协会发挥纽带作用，创造企业间合作的良好

基础。以文化交流为重点，鼓励群众团体之间的合

作，建立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

八、结语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是以沿线

国家中心城市为节点，以畅通和完善跨国海上综合

交通通道为基础，以建立亚欧非全方位、多层次、

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为目标的综合性合作开发活

动。其根本宗旨是加强沿线各国的经济、贸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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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联系，推动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根据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和沿线各国发展实

际，采取全面推动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式，加快

战略支点建设，必将为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各项措施的落实

提供良好载体与有力支撑，保障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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