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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成绩非凡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

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同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

上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倡议简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架构日益完善，

务实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

力。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国际共识持续扩大。十年来，中国与 152 个

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订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1 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二十国

集团、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把共建“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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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倡导的合作共赢核心理念写进国际机制成果

文件。这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各国人民的

认同，影响力不断持续扩大，赢得了广泛国际共识。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十年间，聚焦“六廊

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框架，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实

质性进展，中国和其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逐步构建

起陆海空网四位一体，交通、能源、通信复合型的互

联互通网络，有效提升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

设施便利化水平。美联储经济学家德·索雷斯等 2020

年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效应进行量化评估，

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4%，对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的增长效应达 2.9%。2

三是贸易往来持续增长。贸易规模稳步提高，共

建“一带一路”贸易规模和效率明显提升。面对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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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

促进贸易畅通为全球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成为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点内容。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合

作伙伴货物贸易金额从 2013 年的 1.06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07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8%。跨境电商蓬

勃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还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和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形

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不断探索经贸合

作新模式。

四是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13 年至 2022 年，中

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双向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

2 700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投

资累计达 1 800 多亿美元，“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对华

投资累计达 800 多亿美元。3 根据经济学上的投资乘数

原理，一笔投资投下去会有 4 ～ 5 倍左右的投资需求

产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已经在全

球范围内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4

五是资金融通方式不断丰富。共建“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庞大的投融资需求，加强资金融通、

以金融促五通 5 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十年间，

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开放性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持续性投融资支持。同时，国内金

融机构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保障。此外，

我国还积极探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新模式，

优化投融资方式，建立健全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积极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

币清算安排，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稳步提升。

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程度持

续深化，为共建“一带一路”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文明形态多样，宗教信仰各异，加

强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十年间，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推进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签证互免工作，不断加强

科技和教育领域合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卫生健康

交流合作，统筹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援助和

扶贫工作，改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民生福祉。据世

界银行估算，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

有望帮助全球 760 万人口摆脱极度贫困以及 3 200 万人

口摆脱中度贫困。6 十年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

之所以会取得上述各方面的成果，笔者认为，最

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先进的理念、务实的做

法、巨大的包容性点燃了世界各国人民新时期合作发

展的热情。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

‘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7 

二、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合作共赢的经济

机制分析

纵观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建设成效，其

理论逻辑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中国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客观存在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和供需匹配是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第二，中国探

索和实践合作共赢的理念及国际合作新模式是共建“一

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十年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

和全球合作发展潮流，契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

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成

功的“密钥”。

从供给要素来看，客观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奠定了中

3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2022）。
4  郭超凯 , 黄钰钦 . 中方谈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EB/OL].(2023-06-15)[2023-08-29].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844731

57/6a5ce64502002pv8q.
5  五通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通畅、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6  The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R].The World Bank Group,2019:5.
7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EB/OL].(2022-10-16)[2023-08-29]. http://cpc.

people.com.cn/n1/2022/1026/c64094-32551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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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能力供给富裕产能、成熟技术、充沛资本三大要素

的扎实基础。首先，十年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放缓，产能富裕需要新的市场

空间。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在

寻求从过去的“国际大循环”战略 8 向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

型。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发展惯性，

已形成庞大的产能供给体系。在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

进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庞大产能需要寻找有效市场并被

充分利用。其次，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例如，中国的高铁、动车、

核电站制造等技术的综合性价比在全球占有优势。此外，

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培养了一批同时具

有高超施工建设团队管理能力和熟练施工经验的施工

建设团队。低建造成本与高服务质量使中国的基础设施

建设技术尤其适合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因

此，中国基建技术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最后，中国有

庞大的外汇储备，可通过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来引导寻

求稳健的投资机会与项目，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中国过去沿用“国际大

循环”战略并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形成大额贸易顺差，

配合强制结售汇的外汇管理体制，我国积累了庞大的外

汇储备，掌握了丰富的资本要素，与“一带一路”倡议

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庞大融资需求相匹配，可以为开

放性金融机构提供资本金，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融

资先导基础。

从需求要素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由于长期

受制于基础设施缺乏、产能有限、技术欠缺和融资困

难等因素，迫切希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摆脱“低端锁定”的魔咒。“一带一路”连接的一端是

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

中间却长期是经济发展的“低洼地”，近一半的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处于或低于中期水平。

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局面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先行

资本，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正向外溢作用，能够支撑和

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必经之路。此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融入全

球开放经济体系，共享全球化红利，进一步释放国家

经济增长活力的远景，更催生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互

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然而，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产能有限，亟须争取国际力量，开展符合自身发

展特点的有效合作，以快速实现经济起飞。值得注意

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投资成本大、投资周期长的

特点，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外部融资以及

这些国家本身的融资能筹集的资金有限，投资资金尚

存较大缺口，由此催生了庞大的项目建设需求。

正是由于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供给与需求

的高度匹配性，中国可以将原本相对富余的生产能力

和外汇储备转化为比较优势，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也可以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弥补资金和技术

的双缺口，推动本国现代化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由此构成了实现“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必要条件。

然而，仅有必要条件，还不能解释共建“一带一路”

十年间取得伟大成就的经济逻辑。在共建“一带一路”

实践过程中，合作共赢理念及国际合作新模式提供了

中国与各国人民一起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伟大成

就的充分条件，形成了一整套合作共建的机制体制和

政策体系。这个充分条件与供需匹配的必要条件结合

起来，就使得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乃至全世界

发生了划时代的共振，“一带一路”建设在十年来取得

了重大突破性进展。

三、未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发展的

展望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的辉煌成就充分表明，共

建“一带一路”符合世界发展需求，顺应国际社会期待，

8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王建在 1987 年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并得到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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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有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然而，作为一项长周期的

系统性世界工程，十年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开

端，要将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变成现实，还需要系

统布局和科学谋划。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界正处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对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新期待和新要求。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推动“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的精神，今后要从“坚持胸怀天下”的思想高

度，认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根据新形势实现创新发展。笔者认为，未来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再创辉煌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2020 年 4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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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根据国际形势

深刻变化，结合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也是未来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一方面，通

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形成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打造

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循环，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桥梁和抓手；另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也为未来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

新发展机遇，立足强大的国内市场，国内大循环的繁荣

与稳定有助于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更高水平开

放也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朝着对接国际标准、加强

风险管理和机制建设的精细化发展阶段迈进。

二是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经过前期的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共建“一带一路”逐渐从“大写意”到“工

笔画”转型，未来还要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这也是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具体

而言，建议设立“一带一路”投资规划，在投资规模

总量上进行适当控制，在投资结构分布上进行调整和

优化；建立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投融资平台，积极

借鉴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吸纳国际资本力量；建

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建设信息发布机制，引进第三方组

织参与评估合作建设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回应国际

社会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债务问题的关注；建立

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机制的协调组织，切实加强

“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三是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目前，共建“一带一路”

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随着中国供给因素和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需求情况的变化，要结合未来十年的任务，

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具体研究共建“一带一路”

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打造新的增

长点，从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到产业链、数字化、环境保

护和国际减贫等新领域。要通过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

科技创新合作和科技人文交流，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高端研发与技术合作提供机遇，打造“创新丝绸之路”；

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内国际互联互通水

平，从实体空间的互联互通到网络空间的畅通连接，打

造“数字丝绸之路”；要通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

保护的国际合作，达成“碳中和”目标的国际共识，打

造“绿色丝绸之路”；要通过分享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

实践和成功经验，打造“减贫丝绸之路”。

四是进一步遵循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加强投融资

平台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加强国际经贸规则应用和国

际税收合作。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积极对接和融入高

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同时加强“一带一路”国际经贸规

则的创新和完善。因此 , 应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之间的双边合作机制，积极拓展参与者更多的多边机制，

注重国际条约和全球实践的角色担当。在国际税收合作

方面，应进一步强化国家层面对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税收合作的规划、引领、指导，促使国际税收征管合作

各项措施尽快落地；创新探索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特征的

数字经济征税规则；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分阶段

9  习近平 .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J]. 求是 ,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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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双边税收协定的谈

签与修订；增强中国在国际税收规则重塑中的话语权；

深化“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建设，在与更多合

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为提升共建“一带一路”

税收征管合作水平与开放式税收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和支撑保障；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

进联盟的“智力枢纽”作用，携手聚力共建更加有利于

要素自由流动、更加有利于公平有序竞争的国际税收营

商环境。10 同时，要加强国际经贸与财税人才的培养，

奠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11

要坚定深化开放合作，凝聚共建共享合力。

五是积极推进人文交流。加强多领域人文合作和多

样化交流沟通。一方面，深化重点领域的合作交流传承

了“丝绸之路”的精神。通过推动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通民心、达民意、汇民情，实现增进信任、

促进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效果，推动理念认

同、利益契合、感情友好的稳定发展模式，是与共建“一

带一路”供求匹配必要条件相配合的充分条件。另一方

面，深化重点领域的“软力量”合作交流对促进“硬合

作”意义重大。通过形式丰富的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

事，实现民心相通，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共赢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今后要重点抓好抓

实。总体来看，我们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

之路”“减贫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

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共同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取

得新突破、人类福祉水平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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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chanism Analysi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Win-Win
Cooperation in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EN Yongjun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economic mechanism 

for win-win cooperation is as follows: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complementary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matching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practice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eaturing win-win cooperation 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Efforts to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have ensur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decad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future, we must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nd embrace a global vision, and focus 
on various aspec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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