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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国的崛起通常通过战争来实现。即使是英美之间“霸主

地位”的平顺交替，也是藉二战得以达成。那么，经济上已经处于全球

坐二望一地位的中国，将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希望建立什么样的

世界秩序？世界与中国都期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回

答是：致力于在全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

设来践行上述主张。  

  时代背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二战前欧洲大国占

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国家在全球的推广与

建立、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形塑、防止世界大

战发生的国际制度的建构，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地位及其管理世界

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大国很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崛起。日

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经历也表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经济复兴是可能的，

投资与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超过了战争手段，而且是可持续的。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参与国际生产与贸易分工的过程中，

实现了快速发展，进一步发展依然有相当的空间。  

  中国政府显然对这个大背景有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

“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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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针对国际合作，他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

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

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性质判断。习近平在“8.17 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三个

大的发展战略。其中，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针对的是国内，

而“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内也对外，重点是对外。它是倡议，但要“管

总的”，也就是说，它是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旨在推进国际合作，增

进国家利益，体现大国责任。因此，内外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是一

种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建设，有重点领域与重点地区，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也面临一些挑战，5 月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旨

在总结成果，布局未来。  

  重点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经济领域。经过三十多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了一些比较优势，特别是针对非发达

国家。中国政府期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五通”建设，

促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实现合作共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带动周边发展，推进亚欧大陆的整体繁荣。  

  经济合作是重心，双边驱动是特点，但不限于双边与经济合作，文

化合作也是重要内容。这事关民心相通。为此，推出了大量的合作项目，

涉及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

等。此外，中国也不排斥在条件合适时推进安全、政治领域的合作。考

虑到这些领域的敏感性与连带性，多边合作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亚信

是典型的例子。  

  开放性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个特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

布沿线国家名单，并表示欢迎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值得注

意的是，奥巴马时期美国主导的多边新机制（如 TPP、TTIP）具有比较

明显的排他性，特朗普政府更是强调美国单边获益。而中国主导或推进

的亚信、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均不排除任何国家。当然，中国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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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任何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不积极回应的国家予以理解与

尊重。  

  中国坚持开放性还表现在，在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保护主义等

“逆全球化”现象的背景下，坚决主张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这固然

因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因为，中国意识到，全球化符合世界大势，

将增进各国的整体福利，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  

  重点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是“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

洋”，特别是中国周边非发达国家集中的区块。地理距离对国家间关系

有重大影响，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普遍现象。对中国来说，发

展与南部、西部、北部临近国家的关系，空间更大，中国能较好发挥自

己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形成周边战略依托

带以助力崛起进程。中国作为大国也有责任带动周边国家，让它们分享

自己的发展成果，为此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同时，大力强化周边

外交。作为亚欧大陆东段大国，中国同样有必要与西段的欧盟合作，推

动亚欧大陆的整体发展，把多文明共存的亚欧大陆建设成为繁荣的“世

界岛”，为此致力于多条亚欧大陆桥的建设。  

  但重点国家绝不限于中国周边。与一些周边国家相比，非洲、拉美

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更高，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深

厚，中国自然也愿意把这些国家列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对

象。另外，各国参与的热情与程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基于这些原因，中

国不可能也不宜确定“沿线国家名单”。所谓“沿线国家”，将呈现一

种动态的稳定。  

  实施成果。经过三年多的推进，“一带一路”已经在全球广为人知，

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所重视与接受。政治上，被写入多个联

合国决议，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经济上，20 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产能合

作计划，中方设立的各类产能合作基金已超过 1000 亿美元，与沿线国

家共同建设了 50 多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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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美元，其中 156亿美元投向经贸合作区，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

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面临挑战。首先，国内学界与民间不理解“一带一路”者大有人在，

主要是担心对外投入的规模过大、投资效益欠佳。其次，一些国家对“一

带一路”存在误解与猜疑，官方与民间对“一带一路”的了解与理解存

在落差，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产生负面

效果。再次，“五通”建设存在不配套问题，如企业大量走出去的同时

金融服务却没能相应跟进，对合作项目急于求成而没有进行足够的可行

性调查，企业在当地化、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等等。  

  小 结。从发展趋势看，“一带一路”很可能成为影响最大、最为

深远的中国外交决策，如果能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话。在这一背景下，

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着眼于总结经验、回应

挑战、推进合作。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派出国家领导人与会的 28 国，是否将等同于

“支轴国家”？笔者的研究体会是，其中包括了许多支轴国家，但不全

是支轴国家，而不派任何代表与会的肯定不会是支轴国家。中国固然欢

迎高级别领导人出席，但也理解一些国家为何只是派出部长级代表。“一

带一路”建设，重在实际行动与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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