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me 32 Issue 4 Article 2 

April 2017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Liu Hui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See next page for additional author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Hui, Liu and Weidong, Liu (2017)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2 : Iss. 4 , Article 2.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17.04.002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2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2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17.04.002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2?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2%2Fiss4%2F2&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gion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a 

Authors Authors 
Liu Hui and Liu Weidong 

This article is available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2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2


340  2017 年 . 第 32 卷 . 第 4 期

刘  慧1,2,3     刘卫东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是我国长期和顶层的国家战

略。“四大板块”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

经济带是近年来中央提出的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文章在阐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

及区域影响的基础上，重点从战略功能、空间影响、相互作用方式等方面深入分析和论述

了“一带一路”建设与“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

带开放开发战略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发展战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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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提出的具有深远国际、

国内影响的长远重大战略，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倡导的包容性全球化倡议[1,2]，

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3,4]，也是我国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中国梦”的重大

举措。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

“十三五”规划在阐述拓展发展新空间中也指出以“四大板块”（西部大开发、东北振

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图 1）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

轴带[5]。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三年多来，得到了沿线相关国家和国内各地区的积极响应，并

引起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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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4,6-9]及其对生态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10,11]。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对“一

带一路”的内涵、范围和战略意义的解析[3,12-16]以及“一

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17-19]、投资贸易

等方面[20-24]，也有少数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

国国土开发[25-27]和区域发展的影响[28,29]。

从已有研究看，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战略

定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

路”是新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3,4]，是中国为推动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包容性全球化倡议[1,2]，尽管

有显著的区域影响，但它不能被视为区域战略[3]。另一种

（个别人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仍然是区

域战略而非全球战略，特别是针对中国西部沿边省份的区

域战略[30]。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不同解析，造成了大

众及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战略认识的迷茫，也容易引

起媒体和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误读。与此同时，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更多地强调与国外沿线国家发展

战略规划的对接，对“一带一路”建设如何与国内发展战

略对接研究较少。由于对“一带一路”建设内涵认识的差

异以及相关学术研究的滞后，目前国内学术界、政府部门

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层

面的国家战略及其相互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分歧，不利

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亟待进一步明确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涵，深入分析和理清“一带一

路”建设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

1 “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

1.1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涵是秉承“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

惠的国际区域合作架构[31]。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进一

步密切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和经济联系，实现与沿线

国家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命运共存，推动世界经济治

理体系的改革。因而，“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是我国与

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及大量的跨境和海外投资项

目。从战略高度看，“一带一路”是我国首个真正具有

全球视野的国家战略。

从战略空间看，“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

和跨尺度的特点[3]。从空间范围看，“一带一路”贯穿

亚欧非大陆[31]，覆盖范围跨越国界，它不是一个封闭的

区域体系，而是一个全球性概念。从空间结构看，虽然

“带”与“路”在字面上都是条状的空间区域，但是，

“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带”状结构，而是一个网络

结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从空

间等级看，“一带一路”从上到下包含了国际区域合作

网络、重要经济走廊、节点城市乃至产业集聚区[32]。因

此，尽管“一带一路”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区域属性，

但其本质仍是统筹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顶层国家战略。

从战略内容看，“一带一路”既包括各国之间的经

贸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包括人文合作与交流、

金融、外交、合作机制建设等诸多领域。交通、油气管

道、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

域，经贸、产业合作是重点，人文合作是根基，金融合

作是保障。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概念，而

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综合性概念。

图 1   “四大板块”示意图

四大板块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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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是全国各个地区都可以参与的国家战略，尤其在经贸、

人文、金融等领域。它不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沿海开放战

略，具有清晰的区域指向，因而它为不同区域带来的发

展机遇基本上是相同的，“普惠性”更多一些。然而，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的设施互联互通，特别是

国际海陆运输大通道又含有具体的空间指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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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提出建设的中蒙俄、

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

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31]（图 2），均具有明确的空

间指向，其影响在国内也存在有显著的区域性，不同经

济走廊影响的重点区域不同[26]。

“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有助于我国实现比较均衡

的区域发展格局。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及中巴

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改变我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在对外

开放中的区位劣势，加快西北尤其是新疆的发展[26]。中

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有利于加快西南

地区的对外开放，将促进云南和广西加快发展。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通过提升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将为

东北再振兴注入新动力[26]。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也

将为沿海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腹地，有助于推动其产

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位置，进一步提

升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与沿线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

经贸联系和人文交流，将推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城市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经济区，让重庆、

西安、郑州、成都、乌鲁木齐、武汉等将成为内陆对外

开放的新高地。建设国家重点口岸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开放平台，将在沿边地区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如

图 2    六大经济走廊示意图  

图   例

核心支点城市

重要支点城市

一般支点城市

中蒙俄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院刊  343

“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

东兴、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等，推动边境

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2“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处理的是国家之间的合作关

系；而区域发展战略是解决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和特

定区域开发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属于国家内部事务[32]。尽

管两者都是国家重大战略，但前者是我国的全球战略，

是新时期开放发展的旗帜和主要载体[2]，而后者主要是处

理国内地区间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的国内战略。因此，

“一带一路”是更为顶层的和管总的战略，其功能、地

位远高于国内任何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并对区域发展战

略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同时区域发展战略则对“一带

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2.1 “一带一路”建设与“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的关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

2010年）》明确提出了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33]（以下简称“四大板

块”）。但“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逐步形成

的。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沿海开放及优先发展战略，

1999 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 年开始实施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 年开始实施

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从而逐渐形成了覆盖我国大陆

全部省份的“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其核心目

标是缩小区域差距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促进内陆和向西开放，有

助于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改善我国西北和西南

地区的区位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将提升西部地区对

外开放水平，从而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必将促

进在我国内陆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热点区域，对

加快内陆地区发展，特别是对目前经济面临增长乏力的

东北地区的再振兴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要。此外，

“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利于带动“四大板块”的轴向发

展和互动发展，进一步密切“四大板块”之间的联系和

协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京津冀地区与内蒙古和东

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分别紧密联系起来，促进东北板块与

沿海板块的协作。新亚欧大陆桥连接我国东中西部，对

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互动和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2.2 “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的关系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

的 40%[34]。2014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4〕39 号），使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区

域发展战略，它是促进长江流域东中西互动合作和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二者在扩大

对外开放上紧密联系。长江经济带侧重以长三角为龙头

向东开放和以云南等地区为核心的向西开放，这与“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海陆双向全方位开放一致。同时，长

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互衔接、相互补

充、相互支撑，形成了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对

接国内外、带动全中国的新载体和新引擎[35]。一方面，

“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长江流域与西南沿边地区和西

北地区的密切联系，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横贯东中西、连

接南北方的开放合作走廊，为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外开

放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云南为起点连接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有利于深化包括云南、

贵州、四川在内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开放力度。借助新亚

欧大陆桥、“中欧班列”等，重庆、成都、武汉等长江

中上游地区的核心城市，将成为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的新

高地。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规

模，使长江经济带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国内支

撑，以及全面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以上海为核心

的长三角港口城市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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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力军；重庆、成都、武汉、昆明等长江中上游核心

城市的发展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建设不仅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经济支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系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

家又一个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核心是通过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

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的突破，实现北京、天津、河北不同

的区域功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

和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北京高端产业发

展空间，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有区别

又紧密相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

建设都肩负有促进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使命，可以互

为依托、相互促进。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京津冀地区与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

对外开放紧密联系起来，密切了京津冀地区与东北地区

和内蒙古的联系，无疑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和开放提供

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广阔的市场，扩大了京津冀地区的带

动辐射作用；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也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都市

区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提供了

强大的支撑平台。

3 政策建议

3.1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顶层战略和全球战略，而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是国家的区域发展战

略，两者不宜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重大长远的全球战略，

根基在于国内的发展，重点在于国际合作，是与数十

个国家直接有关的国际区域合作倡议，而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则是解决国内特定区域

开发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因此，“一带一路”是更为顶

层的和管总的战略[2]，它必然是一个“国家战略”，而

不是“区域战略”[3]。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不宜与“一带一路”相提并论、等

量齐观。当然，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到的设施互联互

通，特别是国际海陆运输大通道建设具有具体的空间指

向和空间范围，因而“一带一路”建设又具有显著的区

域影响。但不能因为有区域影响就称其为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否则，有悖于“一带一路”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也容易引起沿线参与国家的疑虑[32]。虽然长江经济带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被称为国家战略，但它们只是我

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战略的实施必须服从“一带一路”战略的顶层设计，并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必要支撑。

3.2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与国内区域发展策略有机衔接

围绕“一带一路”陆上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重

大战略通道及支点建设，未来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应更加

重视国内区域与国际区域的有机衔接。应充分发挥贯通

南北方、横跨东中西、连接国内外的重要轴带在统筹区

域协调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

总体框架下，我国西南地区通过珠江-西江经济带，充

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平台和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

廊建设，深化珠三角与北部湾和西南地区的合作，使广

东、广西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地区开放的核心区，云南

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我国

西北地区则通过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国际大通

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向西开放

紧密结合，加强西北地区发展与中亚五国及巴基斯坦等

地区的发展需求及发展战略的对接，提升西北地区的对

外开放水平。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则通过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加强与俄罗斯远

东地区和蒙古国的全方位合作，为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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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创造新的动力。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排头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长期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

展的主力军，通过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特别是东盟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为合作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

作，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3.3 提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国际竞

争力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工作

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

江经济带建设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沿海发达地区转型升

级，进一步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内容。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代表全部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

当前国际经济增长乏力、市场增长空间有限和国内生产

要素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以出口导向为主的部分沿

海地区进入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国家在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中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以长三角、珠

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及其所直接影响的经济区域来

构建应对全球竞争的国家竞争力，应成为今后一个较长

时期内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已体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长江经济带建设两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虽然《愿望

与行动》中提出珠三角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但尚未

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是对接东南亚、南亚、

中东、欧洲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必经之地，也是国家

经略南海最重要的战略支点。因此，应尽快将以珠三角

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发展

战略，推动珠三角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国家整

体国际竞争力。

3.4 采用行政区与类型区相结合，研究制定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比“四大板块”更加精细化的国家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框架指导下，在“四

大板块”的基础上细化政策制定单元，建立目标导向为

主导并与问题导向相融合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总体目标，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尽快调整和细化国家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开展问题区域的精准识别，建议以

县级行政区作为基本单元划分区域政策类型区，根据不

同类型区制定相应的财政、金融、土地、人口、资源环

境等政策。梳理已经批复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战略”，

确定真正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各种类型区，在“一带一

路”建设框架和更加精细化的类型区的基础上构建国家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强化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和

政策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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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long-term overall strategy of China’s all round opening-up.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strategy 

among the four regions (the East, the Middle, the Northeast, and the West) has been China’s gene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the 

beginn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in 2006.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re determined to be the guide for expanding new spa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argue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China’s top-level national strategy with the global vision rather tha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esid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overall regional coordination strategy of China,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respectively. It requires new thinking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ch should join China’s 

domestic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international regions, put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same important position as tha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fine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geographical scal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combining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roblem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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