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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

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 设想，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

盟国家期间，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海洋伙伴合作

关系，并首次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设想。 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则全面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作为

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4 年 11 月为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和丝路基金。 2015 年国家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明

确将“一带一路”战略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2015 年 3
月“一带一路”战略国家规划《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出台。
“一带一路” 战略区别于我国既有开放和投资战略布

局，投资贸易过于偏向欧美日等发达市场和东部沿海

地区，向中亚、西亚、东盟、非洲和中西部地区等区域

进行转向和平衡， 是我国对外开放拓展和升级的举

措。 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主要集

中在“一带一路”战略内涵、战略意义和政策解读等方

面。 主要观点有：白永秀（2014）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分

为核心区、扩展区和辐射区三个层次，并分析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意义；王元（2014）提出了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共同理念、制定

发展议程、 实施行动方案和保持互联互通等建议；陈

耀（2015）提出了“一带一路”六大内涵，科学规划布局

重点和稳步推进四个方面建议；张茉楠（2015）论述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困境，从发展理念、
模式、战略定位等角度提出深化“一带一路”战略政策

建议；罗雨泽（2015）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以

及面临挑战，并从政策协调、融资平台、经济合作区等

四个方面提出措施建议；朱鹏颐（2015）分析了“一带

一路”战略对福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提出加大同东

盟国家商贸、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和企业走出去等三个

建议。 从中不难看出，目前针对“一带一路”战略与区

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还没有文献涉及， 本文从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内在关系确立，进而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最后根据

前面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内在关系

“一带一路” 战略规划核心区域涉及到 18 个省

份，目前全国已有 24 个省份明确加快“一带一路”建

设。 其中西部地区包括了新疆、陕西、四川、云南等 10
个省份，中部则有河南、湖北、江西等 6 个省份，东部

则有江苏、浙江、福建、海南等 8 个省份。 基于区域经

济视角“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明确“一带一路”战略与

区域经济内在关系， 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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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内在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一带一路”
战略能够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中西部区

域经济一方面由于基础存在差异， 产业集聚累积效

应；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经济总值基数大，东中西部经

济增速差距也不明显。所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

得到明显改善，自 2000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东中西部经济总量 15 年变化情况具体见表 1 所示。
其数据表明：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性问题依然严

重， 东中西部经济总量差距的绝对值还在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东中西部，着眼于东中西部协调

发展，并加快东部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有利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现状。 第二，“一

带一路”战略加强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我国东部经济

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具体见表 2 所示，不难看出东部

经济对外贸易规模很大。 但自 2012 年对外贸易增速

出现明显下滑， 尤其是 2014 年东部重点省份出现对

外贸易同比下滑。 东部省份既有的偏外发展路径，一

方面发展动力不足，出现增长瓶颈；另一方面其对中

西部经济拉动不明显。“一带一路”战略打破了东中西

部经济固有路径模式，强化东中西部双向的互联互通

基础上通商。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三期叠

加”背景下区域经济分层优化。 目前我国经济从总体

上看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

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局面分区域看情况不完全一

样， 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情况可能更明显，中

西部部分地区可能自身不存在“三期叠加”效应，“一

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三期叠加”效应在区域经济分层

优化，东部进入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阶段，中西部产

业基础、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短板，还需要进一步加

大投入，所以各区域侧重点也不完全一样，需要分层

优化。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

“一带一路” 战略其内涵强调国内沿线区域与国

外沿线国家或地区相互开放双向格局，陆上通道与海

上通道相互统筹和双向平衡，贯穿南北与东西互济向

东开放与向西开放相互平衡，其本质与区域经济融合

发展相互一致。本文正是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

经济融合发展一致性，从“一带一路”战略与既有国家

区域战略融合、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融合、区域

产业链融合、区域通道经济双向融合、区域经济平台

融合等五个方面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

合发展路径。
1． “一带一路”战略与既有区域性国家战略融合

目前我国已实行的区域性国家战略，从大的区域

来看包括了西部大开发、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珠江三

角洲经济一体化、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从小的区域来看包括了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关中－天水经济区、长吉图

开发开放先导区、江苏沿海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国家战略，这些既有区域性国家战

略都着眼于某一区域或地区自身，没有针对区域与区

域之间协同和融合。“一带一路”战略其核心区域就涉

及东中西部 18 个省份，不同于既有区域性国家战略，
其着眼于区域与区域之间互动，强化区域与区域之间

协同和融合。“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

径其关键是协调好“一带一路”战略与既有区域性国

家战略关系，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将沿线区域性

国家战略连接起来， 形成以点带线促面，“一带一路”
战略与既有区域性国家战略的大融合。通过既有区域

性国家战略将“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不断交叉并交

织在一起，因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经济体量和规模

江苏 浙江 广东 上海 山东 福建

2013 年 5508 3551 10767 4666 2672 1693

表 2 2013 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情况
单位：万美元

地区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广东 江苏 山东 河南 江西 湖北 陕西 云南 新疆

2000 年 9662 8582 8542 5137 2003 4276 1661 1955 1364

2014 年 67792 65100 59400 34900 15708 27400 17700 12814 9264

表 1 2000－2014 年东中西部 15 年经济总量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地区

年份

不能完全支撑其发展，比如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战

略起点城市， 但其 2014 年经济体量和规模在整个江

苏地级市中处于倒数第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外

贸易体量较小，依靠自身不能完全承接“一带一路”战

略起点功能。 连云港同为江苏沿海开发北翼起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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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和江苏沿海开发

的交叉点，将“一带一路”战略同区域性江苏沿海开发

国家战略融合，通过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南翼城市南通

进而融合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不难看出，其他省份既

有区域性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融合的路径跟

江苏沿海开发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同“一带一路”
战略融合具有相似性。“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

合发展路径， 其关键是与既有区域性战略相互促进，
其思路就是“一带一路”战略支点，通过区域内外互联

互通将沿线省份城市连接起来，并覆盖区域性国家战

略，而不能相互并行或割裂，没有形成“一带一路”战

略与区域性国家战略融合的合力。
2．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间协调机制融合

“一带一路”战略不同于既有任何一个国家战略，
其涉及到我国东中西部各个区域，其区域经济融合发

展路径关键是发挥区域之间战略协同效应，这需要区

域之间建立有效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战略区域协调

机制不同于一般意义联席会议制度，由于其涉及沿线

省份众多，发展现状不一，所涵盖的内容不局限于某

一方面，所以“一带一路”战略协调机制应分级分层设

置；分级表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相关省份，应根

据其自身经济发展、所在区域相关性等情况，分别成

立东中西部地区间协调平台，区域间子平台加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区域间内部

整合，各自地区间协调平台解决好区域间内部存在的

问题，在区域间子平台基础上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协

调总平台，其关键是加强区域间“一带一路”战略沟

通。 分层表现在“一带一路”战略协调子平台和总平

台，其涉及到内容包括政策、制度、经济、产业、人才、
文化、旅游等所有方面，所以对“一带一路”战略协调

总平台进行分层，分别设置政策制度、经济产业和文

化旅游等协调小组。具体包括区域间既有政策制度有

没有冲突或阻碍区域间协调发展，协调好各地区战略

差异化定位；区域间市场开放性、产业转移和对接、协

调好各地区产业链整合和分工； 区域间文化交流、拓

展区域间文化旅游有形展示协同效应。“一带一路”战

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是加强区域间协调机制

融合。 具体见图 1 所示。
3．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通道经济双向融合

“一带一路” 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改变

既有的单一渠道，东中西部贸易渠道几乎全部集中在

海上通道，仅有部分西部沿边地区贸易渠道部分集中

在陆上通道。 据中国海洋局统计，2013 年我国对外贸

易量 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 目前通道布局结构：一

方面影响东部产业、尤其是外向型产业转移；另一方

面影响中西部产业布局和经济快速发展。受制于对外

贸易现有国家政治、经济影响，2014 年沿海规模以上

港口完成外贸吞吐量增速回落了 3．8 百分点。 “一带

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的抓手是加快区

域间通道经济双向融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

东中西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通道经济

上，加强陆上通道建设，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已

开通浙江“义新欧”班列、河南“郑欧”班列、重庆“渝新

欧”班列、湖北“汉新欧”班列、江苏“连新亚”班列、福

建“夏新欧”班列等多条国际班列，覆盖我国东中西部

铁路货运枢纽。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2014 年共

开行中欧班列 308 列， 发送集装箱 26070 标准箱，较

2013 年增长了 285％。 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格局中

由后方变为开放新前沿， 形成新的贸易平衡新增长

点。第二，在东中西区域间通道经济双向融合上，东中

西区域间经济联动性不强，很大层面上受制于东中西

部区域间通道不畅，加强民用航空航线、高速铁路互

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通过陆

上通道建设拓宽东部地区贸易渠道， 通过与中亚、西

亚等贸易增强同中西部区域联动。 第三，在各自区域

内通道经济融合，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省份城市作

为支点， 所在省份其他城市加强与支点城市通道建

设，将“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到支点城市所在省份相关

城市。目前西部新疆、甘肃、陕西等省份加强互联互通

软肋建设，具体表现在铁路支线联系和互联互通信息

化等方面，并强化通道动力支撑，优势产业向通道集

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4．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产业链融合

“一带一路” 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落脚

点在区域间产业链融合，既有产业链分工路径，其范

围大部分局限于所在市域或省域，这一方面区域间缺

乏有效协作， 另一方面适应于区域性国家战略需要。
目前现有格局为东部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相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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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广东 江苏 山东 河南 江西 湖北 四川 云南 新疆

R&D 经费（亿元） 1443 1487 1176 355 135 446 400 79 45

R&D 投入强度（%） 2.32 2.51 2.15 1.11 0.94 1.81 1.52 0.68 0.54

表 3 2013 年东中西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省份 R＆D 经费情况

（下转第 42 页）

中西部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完善性不够，中西部地区

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局限于自身相对优势产业，主要

集中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业、特色农产品等，但相

比于东部地区其信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制造业等

新兴产业，中西部相对比较欠缺，具体表现在科研投

入相对不足，研究与实验 R＆D 经费和投入强度排在

前面的都是东部地区，东中西部 R＆D 经费投入呈现

阶梯型，具体见表 3 所示。 产业链融合在省际间分工

和配置，中西部加强产业链生态环境建设，提升资源

综合竞争力。目前，中西部经济增长为资本推动型，其

中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近 60％，
各地发展路径过于一致，产业结构雷同，无法形成合

理的分工体系。“一带一路”战略沿线东中西部产业链

融合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东中西部产业转移，一方面

化解东部由于人工、资源等成本上升困境，另一方面

着力发展中西部占比相对欠缺的劳动密集型和劳动

技术密集型产业， 东中西产业转移优化各自产业结

构，形成合理产业链分工体系。 中西部具有比较优势

产业应加快东部地区全产业链转移。二是东中西部产

业升级，“一带一路” 沿线省份都涉及到产业升级，产

业升级主要是针对本地区主导产业，以省际间产业链

合作视角优化本地区主导产业，形成“省际间完整产

业链分工加上区域间主导产业链高端再加区域间前

导产业链低端”新格局。三是东中西部产业转型，重新

确立和定位东中西部比较优势，东中西部路径“产业

转移加优化结构再加产业创新”， 合理引导和规划东

中西部产业转型方向，避免各地区都转向战略新兴产

业，产生新一轮投资过剩，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加强

中西部产业链分工合作。
5． “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平台融合

“一带一路” 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依托

区域间既有经济平台，发挥经济平台在“一带一路”战

略经济协调发展载体功能。技术经济开发区、高新区、
工业园区等经济平台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主要载体，
其经济总量占比超过 5 成以上，“一带一路”战略与区

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加强经济平台融合。具体发展路

径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区域间依托现有经济平台，加

强平台产业、人才、技术等方面融合，截至 2014 年底，
国家级新区已达 11 个，国家级高新区已到 113 家，国

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已到 16 个， 国家级技术经济开

发区 218 个，这些既有平台目前主要依托所在地区资

源，只发挥平台内作用，平台与平台之间缺乏交流与

合作，没有平台外辐射作用。第二，区域间共建经济合

作平台，区域间根据合作具体意向，有针对性地加强

在某些方面合作，这些具体合作可以通过共建经济合

作平台等形式来落实省际间经济融合。目前我国东中

西部各地区局限于单一产业和项目对接，省际间共建

经济合作平台还没有上规模，这也说明省际间经济平

台融合存在欠缺。 第三，进一步加强东部地区对中西

部地区对口援建。对口援建是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

有效方式，但对口援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由

政府点对点推动，这种做法存在缺陷：一方面点对点

之间匹配没有经过有效选择，没有发挥两者之间最大

效用；另一方面无法做到点对多援建，这就需要改变

政府单纯点对点推动，变成政府政策引导为主再结合

援建主体市场自主选择模式。

四、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分析，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

经济存在着内在关系，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一带一

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 政府需在三方面

加强政策措施：第一，政府加强对中西部政策扶持，产

业扶持政策、人才保障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等，合理有

序引导东部资源向西部转移。 第二，政府主导性投资

向中西部倾斜，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平台

相对于东部比较落后，政府加大中西部互联互通基础

投入。第三，政府注重中西部生态建设，逐步改变人才

流出现象，人才流出影响中西部经济结构优化，政府

应注重中西部产业生态、人才生态、环境生态等方面

建设。第四，加强中西部地方政府职能改进，中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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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职能改革顺应区域间经济协

调发展要求，深化政府职能内部改革，定位服务型政

府。 第五，区域间协调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

路基金关系。亚投行在我国应着力于中西部基础设施

投资，丝路基金着力于中西部产业转型升级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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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

会上系统阐述的“新常态经济”，认识新常态下出现的

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在

此基础上，引领经济新常态，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逻辑。
3．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 加强

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发展虚拟经济、实现金融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顾名

思义，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要适合我国国情。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业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

展，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经营方式粗放，监管能力仍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面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重要指示，资产证券化、人民

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自贸区金融、利率市场化等各项

金融改革措施稳步推进。 毋庸置疑，这都归功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牢牢站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

度统筹金融工作，强化对金融事业的全面领导，把握

金融工作的正确目标方向，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和民

情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实现金融事业改革的可持续

发展。 因此，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

领导地位，强化党对虚拟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 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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