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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一条横贯

东西、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并在随后的历史

发展中衍生出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

丝绸之路等多条线路。历史上，这条贯穿内地与西

域、联通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通道在盛唐时期空前繁

荣，宋代后趋于没落，清代中叶以后则陷于沉寂。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年 9
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它是中国在现阶

段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以产

业和人口“点—轴”发展为根本动力，以人员、信息、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本框架，以建立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为战略目标的重大战略构想［1-2］。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潘竟虎1，胡艳兴1，董晓峰2

（1.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2.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中国 北京 100044）

摘 要：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识的基础上，分析了

1990—2013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时空特征。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

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所含国家数量分布

由“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纺锤体”结构。区域经济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极化效应不明显，空间

关联效应不显著。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区域空间差异持续扩大，不同时期区域差异变异的随机成份表现不同，空间

相关所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态势趋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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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ene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identif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SREZ). Both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and spatial variogram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SREZ 's economic disparities since 1990, based on six time sections: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2013, taking the GDP per capita as the measuring indicator. The transition across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distribution is also analyzed by Markov matrix.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SREZ '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in the state of agglomeration, with a“balanced-

unbalanced- gradually rebalanced”pattern in the process. (2) The distribution for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and developed economy stage in SREZ countries shows a structural transform from "Pyramid" into

"spindle" during 1990-2013. (3) Imbalanced development exists in SREZ, as East Asia and Europe's economic growth is

relatively fast and good,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Asia show relatively slow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collaborations across SREZ countries are not reasonable and polarizatio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4) The spatial self-

organized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 mechanism of the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caused by self correlation is quite remarkable, but the scope of space

correlation effect had the decreas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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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概念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Rich⁃
thofen提出的，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1967年又提出

“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随后，学者们针对丝绸之路

的政治、经济、历史、民族、文化、社会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虽提出较晚，

但研究成果颇丰，涵盖了内涵界定［3］、合作模式［4］、合

作内容［5］、发展趋势［6］、政策选择［7］等诸多方面，多

为理论和定性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是一种非

均衡的地理现象，对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规律的把

握是制定经济战略的科学基础，也是制定国家发展

战略和区域政策的基础［8-9］。已有学者对丝绸之路

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经济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10］，

但对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格局进行探讨

的文献则鲜见报道。

我国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

常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有望带动经济欠发

达的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开放前沿，形成促东部再改

革的新的倒逼格局，也有利于消化中国严重过剩的

产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有必要依据各

国（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程

度以及地域分工，科学合理地制订地区间的合作共

赢战略，有重点地培育增长极，从而带动整个丝绸

之路经济带全面发展。沿线各国（地区）经济发展

阶段的判定和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则是一项

基础性工作。本文在划定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的

基础上，运用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丝绸之

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时空格局进

行评判，旨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定科学的发展战

略和差别化的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

1.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

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国家层面上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规划，学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也没有统

一的判断，本文在前人［9］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古丝

绸之路主干线的走向，以及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

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铁路等大动脉所经过的国家和

地区，确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丝绸之路经

济带横跨亚欧非 69 个国家（地区），总面积达到

5 540 万 km2，约占世界总面积的 41.31%；总人口

46.72亿（2013年），占世界总人口的66.94%；生产总

值高达27.4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8.3%。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地区）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考虑

到中亚、东欧许多国家系 1980年代末以来陆续独

立或建国的，故研究时段选取为 1990、1995、2000、
2005、2010和2013年共6个时段。经济发展过程是

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界定既需要

尽可能简捷的测度指标，还需涵盖尽量丰富的信

息［11］。人均GDP可揭示一个国家（地区）的总体富

裕程度，反映其资本积累边界，涵盖其国民购买能

力和需求结构［12］，成为目前国际上衡量经济发展水

平最为通用的指标，已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组织和各国统计部门广泛采用。因此，本文

选取 6个时段的各国（地区）人均GDP作为经济发

展水平的测度指标。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
htm）与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数据中

心公布的数据。个别国家（地区）在个别年份上缺

失的数据，从相应年份的《世界经济年鉴》获取，或

通过相邻年份的数据插值得到。

2 研究方法

2.1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

钱纳里（Chenery）等根据人均GDP研究的经济

阶段分类标准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在区域经济学

和城市规划领域被广泛用于发展阶段的划分［12-13］。

本文即应用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将 1970年美元作

为基准，利用购买力评价法转换因子，分别推算出

1990、1995、2000、2005、2010 和 2013 年美元划分

标准。

2.2 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

利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ESDA方法，计算各

国（地区）发展阶段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据此划

定空间关联的热冷点区及空间集聚类型。采用全局

Moran’s I指数和局域Moran’s I指数（LISA）计算空

间自相关，借助Getis-Ord Gi
*值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

高低集聚现象。篇幅所限，计算方法详见文献［14］。

2.3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用于分析在无后效

条件下，时间和状态都离散的随机转移现象，而许

多地理现象或者区域经济现象的演变过程都具有

无后效性的特征。所以，马尔科夫链是用来分析区

域经济增长的行之有效的手段［15］。马尔科夫链的

具体分析过程是将区域经济现象不同时间点的连

续属性值进行数据的离散化处理，将数据划分为不

同等级类型，测算不同类型的概率分布和转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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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据研究单元经济类型水平的平稳、提高和降低

来定义其转变的方向。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16］。

2.4 空间变差函数

空间变差函数又称为半变异函数（semi-vario⁃
grams），是地统计学中用于分析区域化变量空间变

异性和结构性的方法，其拟合模型主要有球面、指

数、高斯、线性基台值函数等。计算公式详见文献［17］。

通常采用空间变差函数曲线来测度区域变量的空

间变异，其中块金值、基台值、变程和块金系数是最

常用的参数［18］。

3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时空分异

3.1 时间特征

将丝绸之路经济带 69个国家（地区）按表 1所

示的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

Ⅰ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Ⅱ阶段（工业化阶

段）和第Ⅲ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得到 1990—2013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GDP类型的Markov转移概

率矩阵（表 1）。由表 1可知，对角线元素的值均大

于非对角线元素，说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之间

的转移概率较小。对角线上元素的最小值是 0.5，
而最大值是0.75，这说明20多年间如果某个国家在

初期属于经济发展阶段 i，那么在后来的年份仍属

于该阶段的可能性最少为0.5。从第Ⅰ阶段进化到

第Ⅱ阶段的概率（0.5）大于从第Ⅱ阶段进化到第 III
阶段的概率（0.25），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欠发达国家

后发优势较为明显，而工业化国家步入发达经济的

过程中则更易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此外，

既没有从第Ⅰ阶段类型跳跃到第Ⅲ阶段类型的国

家，也没有从高级阶段退化到低级阶段类型的国

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均在平稳向上发

展，实现跳跃级发展的概率几乎是不存在的。

表1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
GDP类型的马尔科夫概率矩阵

Tab.1 Markov matrix for per capita GDP classes at the
country leve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during

1990-2013

t\t+1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第Ⅲ阶段

1990—2013
第Ⅰ阶段

0.50
0
0

第Ⅱ阶段

0.50
0.75
0

第Ⅲ阶段

0
0.25
1

采用ArcGIS 10软件的空间统计分析功能，按

照相邻的原则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反距离权重法

（Inverse Distance）作为空间关系，以直线距离（Eu⁃

clidean Distance）计算 6个时点上的全局Moran’s I
指数（表2）。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集聚与扩散态

势来看，各年份各国（地区）的人均GDP数值数据均

通过了 1%置信区间的检验，且各时点的Moran’s I
指数值都大于 0，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

始终表现出相对集聚的发展特征。1990—2013年

间，Moran’s I指数除了在2005年小幅增加外，总体

呈现递减的趋势，但即使在 I指数最小的 2013年，

仍然较为显著，这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仍然以不

平衡的发展态势为主，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趋于弱化。

表2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
人均GDP的全局Moran's I指数

Tab.2 The Global Moran’I of per capita GDP at the
country leve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in 1990-2013

年份

Moran’I
1990
0.3677

1995
0.3643

2000
0.3216

2005
0.3472

2010
0.2896

2013
0.2358

3.2 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

和西部三大梯度，东部与东亚经济圈相连，西部与

欧洲经济圈相连，中间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形成一个

经济凹陷带，东中西区域间差异显著（图 1）。东部

片区多为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部片

区多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以技术驱动为主。

中部片区一类国家属石油输出高收入国家，另一类

是中亚等资源型中低收入国家。三大片区产业分

工协作不合理，发展互补性强。东部的中国等新兴

经济体普遍进入工业化中期，西部的欧盟和部分东

欧发达国家已迈入后工业阶段，其经济增长模式普

遍以技术驱动为主，但许多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发展疲软。中部则呈现两极分化：一类以海湾

合作组织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人均国民收入高；

另一类是中亚和北非等资源型经济欠发达国家，仍

处于工业化低级阶段，上述两类国家的国民经济均

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经济结构单一、脆

弱，易受到国际油价的冲击。

图 1为基于人均GDP单一指标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各年份经济发展阶段的分级示意图，由图1可
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格局表现出“均衡

—不均衡—逐步均衡”的特征：在 1990—1995年为

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东片（东亚、南亚、东南亚）几乎

全部位于第Ⅰ阶段，其中东亚、南亚归于初级产品

生产阶段Ⅰ，东南亚则归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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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片（欧洲）呈现东欧和西欧两极分化状态，但东欧

和西欧内部较为均衡；中片（中欧、西亚、北非）多处

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2000—2005年，呈现以东

亚、东欧和中亚为增长极的不均衡特征。自 2010
年后，表现为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相对均衡

态势主要表现为整个东亚、东南亚为代表的制造加

工品输出基地、以南亚为主的人力资源丰富地区、

以中亚、西亚、北非为代表的资源富集区和以欧盟

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所呈现的整体不均衡状态下

的相对均衡。

从国家（地区）单元看，199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

多达 22个国家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占国家总

数的 31.88%，其中处在生产阶段Ⅰ的有 11 个国

家。仅有德国、荷兰、奥地利等中、西欧国家，卡塔

尔、文莱、阿联酋等石油资源型国家以及新加坡和

香港共 9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达到工业化阶

段的发达经济时代标准。2000年，处在初级产品生

产阶段的国家明显增加，多达30个，占国家总数的

48.43%，其中处在生产阶段 I的增加到 15个国家。

与此同时，以色列、科威特迈入发达经济标准行列，

使发达经济体数量达到1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和

中期的国家最不稳定，1990—2000年间分别减少了

3个（伊拉克、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退到初级产品生

产阶段Ⅱ）和5个（伊朗、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俄

图1 1990—2013年基于人均GDP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阶段示意
Fig.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based on per capita GDP between 1990 and 2013



罗斯退到工业化初期，捷克进入工业化后期）。

2013年，只有11个国家仍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占国家总数的15.84%，其中处在生产阶段Ⅰ的仅包

括尼泊尔和阿富汗两国。希腊、斯洛文尼亚、澳门、

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家（地区）相继进入发达经济

时代，处在发达经济时代的国家数目达到16个，加

上达到发达经济初期的7个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超过1/3的国家迈入经济发展的第Ⅲ阶段。从空

间分布来看，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标准的国家集

中分布在两类区域：以欧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

主的欧洲；以海湾合作组织为主体的油气资源富集

区域；另有以色列和新加坡、香港、澳门等面积较小

的城市型经济体。就数量结构而言（表 3），1990年
人均GDP达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呈现“坛子”状

的分布结构，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数量最多，处

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国家数量也不少；1995年和

2000年这种“坛子”型的结构被近似“金字塔”型的

结构所取代；自2005年始，“金字塔”的态势有所减

弱，处于金字塔中部即达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阶段

的国家持续增加，到 2013年，这种极化态势较为明

显的“金字塔”型结构分布演化为相对合理的近似

“纺锤体”结构。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

和发达经济阶段三大发展阶段而言，其所含国家数

量占比从 1990年的 32∶46∶22，演变到 2000年的 43
∶35∶22和2013年的16∶51∶33。

计算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

阶段类型转移状况（图2）。从经济发展阶段三大类

间的转移情况（图 2a）可知，1990—2013年间，丝绸

之路经济带有 19个国家（地区）向上转移，占国家

总数的 27.54%，集中分布在中国、东南亚、中亚、东

欧，散布在其他地区的包括埃及、阿曼等个别国

家。其余国家（地区）类型转移为平稳，没有向下转

移的国家。说明总体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

均在持续向上发展，不存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的

“直升机”式跨阶段发展的国家。但从经济发展阶

段七小类间的转移情况（图2b）则可知，1990—2013
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多达 48个国家（地区）向

上转移，占国家总数的 70%。其中，近 20年间提升

3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有 4个，表现最为突出的

中国，从 1990 年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Ⅰ进入到

2013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土库曼斯坦依靠开发丰

富的油气资源和政局稳定，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Ⅱ
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有着良好工业基础的波兰和

哈萨克斯坦渡过了苏东剧变后的产业调整期，经济

发展速度较快，完成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发达经济初

期的过渡。提升2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有13个，

主要由两类国家构成，一类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斯

里兰卡等新兴制造业国家，另一类是捷克、罗马尼

亚、匈牙利、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俄罗

斯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向下转移的国家只有 1
个，塞尔维亚，从1990年的工业化后期阶段退到了

2013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另有20个国家保持平

稳，这些国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高度发

达的欧盟各国，如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另

一类是中东北非等改革力度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的国家，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阿富

汗等。

3.3 空间联动发展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

水平的空间关联类型，制作Moran散点图并根据某

国与其他国家邻接性，将各个国家在 1%显著水平

下划分为 4类（图 3）：①高高型。自身与相邻国家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二者呈正相关关

联，即所谓“近朱者赤”。②低低型。自身与相邻国

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呈显著正相关关联，即

所谓“近墨者黑”。③低高型。自身经济发展水平

低，而相邻国家发展水平高，空间上呈现中心低、四

周高的负相关特征。④高低型。自身经济发展水

平高，而相邻国家发展水平低，显著负相关，空间上

中心高、四周低。从国家数量分布来看，各类型达

表3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阶段的初步划分
Tab.3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based on per capita GDP in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2013

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第Ⅲ阶段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Ⅰ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Ⅱ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发达经济初期

发达经济时代

1990年
数量/个

11
11
17
11
4
6
9

比重/%
15.94
15.94
24.64
15.94
5.80
8.70

13.04

1995年
数量/个

17
13
12
9
4
4

10

比重/%
24.64
18.84
17.39
13.04
5.80
5.80

14.49

2000年
数量/个

15
15
14
6
4
4

11

比重/%
21.74
21.74
20.28
8.70
5.80
5.80

15.94

2005年
数量/个

11
10
12
13
4
5

14

比重/%
15.94
14.49
17.39
18.84
5.80
7.26

20.28

2010年
数量/个

4
9

13
13
9
7

14

比重/%
5.80

13.04
18.84
18.84
13.04
10.16
20.28

2013年
数量/个

2
9
9

16
10
7

16

比重/%
2.80

13.04
13.04
23.19
14.49
10.16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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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大类间转移 （b）七小类间转移

图2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GDP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per capita GDP class transitions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during 1990-2013

图3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济空间关联类型
Fig.3 Pattern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during 2000-2010



到显著的数据并不多，1990年低高（15）＞低低（7）＞
高高（3）＞高低（0），人均GDP最高的是阿联酋，为

28 033美元，最低的是缅甸（69美元），二者相差406
倍。2013年则是低高（15）＞低低（8）＞高高（0）=高
低（0），人均GDP最高的是卡塔尔，为100 260美元，

最低的是阿富汗（678美元），二者相差达 147倍。

这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总体呈现非均衡

的发展格局，而且这种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

变，强者的极化效应不明显，强弱对比差异仍较

大。各类型国家多呈板块状集聚分布，体现出一定

的区位趋同性。

3.4 空间变异性

以人均GDP为对象，采用变差函数测算6个年

份经济发展差异的演化。选择步长为7 217 km，以

确保步长大小与步长数的乘积约等于最大距离的

0.5倍［19］，分别采用线性、指数、球体和高斯模型进

行拟合，以拟合度最高的模型为依据计算变差系

数，进行Kriging插值，拟合结果如图4，各年份拟合

的决定系数R2均在0.86以上。由Kriging 插值的3D
拟合图可清晰地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差

异的格局演化过程、分布形态和内在结构。1990
年，西北方的欧洲地区经济高点密集，而中部的中

亚、南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经济低谷，东部也

仅有香港、新加坡等高点凸显；1995年开始，在部分

西亚地区出现了经济高点；2005年，曲面变得较为

光滑；2013年，总体格局没有变化，但高低点的对比

愈加弱化。

自 1990年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由经济发展

引起的空间差异在不断扩大，2013年相对于 1990
年，基台值扩大了13.9倍，而块金值也在不断扩大；

相反，块金系数并没有呈现出单调增减的态势，

2000年以前块金系数有高有低，2000年以后块金

系数持续增大，这反映出伴随着经济空间差异的持

续扩大，在不同时期指标变异的随机成份表现不

同，由空间相关性所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表现为不断

加大的态势。6个年份上，人均GDP在既定步长下

的变程变化不大，其数值在 360~390km之间波动，

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效应的作

用不明显，经济发展受发达经济体的辐射作用没有

发挥出来。利用最小二乘法选择的空间变差拟合

模型在6个年份均采用球体模型，可见丝绸之路经

济带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相似的结构特征，而

且模型的拟合度越来越差，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发展随机性增强，结构分布趋于明显，空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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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变差函数演化（左：同向方差拟合; 右：Kriging 3D图）
Fig.4 Evolvement of variogram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y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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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性减弱。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国内有关区域差异的研究中，使用钱纳

里标准划分发展阶段时往往存在着误区，忽视时间

性，通常直接将现期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与钱纳里

用 1970年美元为基点确定的标准加以对比，无疑

会高估经济发展程度［11］。本文对 1990—2013年丝

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了

辨识。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

—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初级产品生产

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所

含国家数量占比从1990年的32∶46∶22演变到2000
年的43∶35∶22和2013年的16∶51∶33至2013年，分

布上由“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纺锤体”结构。极

化效应不明显，空间关联效应的作用不显著。因经

济发展引发的空间差异持续扩大，由空间相关产生

的结构化分异有扩大的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存在

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极化效应不明显，产业

分工协作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空间关联效应。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20］，

外部经济引发经济活动的集聚，外部不经济则引发

经济活动扩散，集聚就会有最优规模，而扩散自然

会有最优边界，集聚和扩散的动态平衡共同决定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状”空间格局。丝绸之路经

济带各国互补性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很大

的可提升的合作空间。中亚和西亚国家重点寻求

与其他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将能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欧洲重点寻求资源，缓解能源限制，利

用自身发达的科技实力，寻求对外合作空间。南亚

与其他国家合作有利于发挥人口红利，缩小悬殊的

贫富差距，改善基础设施。而中国不仅需要输入能

源、原材料，而且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需要广阔

的海外产品和投资市场。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体彼此间具有较强互补

性，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和地域分工

特点，首先应选择以大城市或城市群为节点的增长

极布局模式和以交通干线为轴线的点轴布局模式，

进而推动形成完备的产业网络和产业梯度布局模

式。应依托欧盟、中国、俄罗斯三大经济体的辐射

带动效应，重塑欧亚经济、资源等方面的统一空间，

创造核心—边缘的合作共赢模式，形成合理的国际

梯度分工。其次，要以亚欧大陆桥、海上运输通道、

空中快速通道、油气输送管道和通信管线建设为基

础，强化互联互通，以边境口岸城市为节点，互动并

进，形成“多极、多带、多节点”的丝绸之路交通经济

带。在此基础上，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打造区域共同市场，在

条件成熟时建立不同发展水平的自贸区乃至关税同

盟，最终实现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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