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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首先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以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方面的建设成效，阐释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进而，结合我国

新发展阶段的实际国情，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经济贸易新形势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从产

业链协同、营商环境建设、新动力培育、科技创新赋能、风险管控防范5个方面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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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

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双向有机循环，推动

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提出与实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重要的理

论和政策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代积极适应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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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球化，有效应对“中心—外围”经济全球化格局

风险的重要举措。面对美国“大国竞争”和俄乌冲突

等重大事件带来的全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持续挑

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尤为

重要。“双循环”战略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引领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践路径。二者协同发

展，相互促进，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外部需求

和市场机遇。

本文将系统阐释“一带一路”倡议对“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作用意义，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下有效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1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及其对“双循环”
的意义

1.1 “一带一路”建设的10年成效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

年来，中国在贸易往来、基础设施、资金融通、国际

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

（1）政策沟通不断深化。截至 2023年 6月，中国

已与 152个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了农业、医疗、减贫等

多个领域①。“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层面同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衔接，在区域层面与

区域合作协议、发展规划（如“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等）有效对接，在国家层面与各国发展规划（如哈萨

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有效对接，达成促进全球

共同发展的共识[1]。

（2）设施联通不断加强。在“六廊六路多国多

港”的基本框架上，建立起“海、陆、空、网”四位

一体的立体化联通网络，提高资源要素有序跨区流

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快速发展，中欧班列和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开创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

（3）贸易畅通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

中国贸易发展、稳定资源供给和优化中国对外贸易结

构上成效显著[2]。中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 65个

国家中16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和8个国家的第二大

出口市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

不断扩大，2022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到

32.9%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

由 2013 年的 127 亿美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09.7 亿

美元③。

（4）资金融通不断扩大。中国于2014年12月底设

立“丝路基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截至2020年末，“丝路基金”签约项目49个，承诺投

资金额 178亿美元。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简称“亚投行”），大幅加强了与其他亚洲国

家的经贸合作。截至 2023 年 1 月，亚投行已经拥有

106个成员国，已累计批准202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

388亿美元。除了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中外商业银

行也参与到资金融通中。

（5）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中国积极推进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在文化、科技、卫生健康等领域的合

① 中国一带一路网 .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 (2023-06-26). 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

html.

② 吕大良 . 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2 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 . (2023-01-13).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3/content_

5736993.ht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合作司 . 2022 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 (2023-02-13). 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2302/202302033844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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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加注重“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文化交流方

面，中国与3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立城市旅

游联盟。在科技方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截至 2021年末，已支持联合项目 1 118

项，建立联合实验室 53家④。在卫生健康方面，不断

深化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明确传染病防

治、卫生领域人才培养等重点合作领域和合作项目。

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防控物资及疫苗，

为这些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保障。

1.2 “一带一路”建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作用

（1）“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促进要素资源流通、促

进区域平衡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多维度赋能国内大循

环。“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提升贸易自由度，加强

资源跨区域流动，加速地区间协同发展，促进市场一

体化，提升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和规模效应，为国内大

循环构建坚实的基础，形成中国特有的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同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鼓励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和高效能力，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指导[3]。

（2）“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打通贸易通道、加强

政治互信和促进文化交流全方位促进国际大循环。

① “一带一路”助推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贸易通

道的建立，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打破物流和沟

通壁垒，扩大国际市场和贸易空间，为中国与他国开

展贸易合作提供更加便利和稳定的环境。② “一带一

路”通过深化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互信和合作基础，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治

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③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

强外交关系，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

我国与共建国家形成互惠共生的价值链合作体[4]。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
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面临的
机遇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

持续促进资本资金、先进技术、能源等关键要素的跨

区域、跨市场的高效流动和配置优化，为中国充分利

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提供重要支

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带一路”建设面

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

（1）“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将持续提高中国中

西部地区开放程度，加快形成海陆融通的高水平对外

开放格局。长期以来，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落

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多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5]。而在

“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中西部地区成为“一带一

路”的主阵地。“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基础设施建设、

自贸区建设、经贸合作区建设等工作将扭转中国中西

部地区发展上的不利地理区位，从而优化区域开放布

局，并为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输出新方案。

（2）“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将为实现中国在全

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升级持续创造机

遇。过去，中国依靠成本优势仅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

中低端位置，核心的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依赖于产业

链上游的发达国家输入，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

中国与共建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在技术、金融、制

造、能源等多方面达成分工合作，促进了区域价值链

的形成[6]。一方面，依托于中国供给和市场优势，“一

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将有效推动中国产业链优化升

级和产业集群发展，降低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风险。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所打开的国际市场和广

阔平台将鼓励带动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向外

④ 林子涵 . “一带一路”日益成为科技合作创新之路 . (2022-12-12). https://www.yidaiyilu.gov.cn/p/296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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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产能，为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腾出空间，同

时助力共建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稳固、加强

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3）“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将助力形成更加开

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提高中国经济系统的韧

性。一方面，“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将不断加深

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国际经贸合作，帮助中国充分挖掘

国内外市场合作机会与需求潜力，拉动国内市场供给

增长，形成内外经济循环的“飞轮效应”。另一方面，

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提高中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改善

国际货币环境，提高经济系统的韧性，助力经济外

循环。

2.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面临的
挑战

迈入后疫情时代，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

全球经济萎缩下行、中美关系风高浪急、地缘政治乌

云密布的当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着诸多

新的风险和挑战。

（1）全球经济萎缩下行，经济复苏仍面临高度不

确定性。当前，外部环境风高浪急，复杂多变。① 世

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疲软乏力，使“一带

一路”合作承压。据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

跌破3%。② 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减，

全球发展呈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

赤字。③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变革进一步增加

了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进入深刻

调整。面对这些错综复杂、难以预料的因素对全球经

济前景的深刻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近年

来金融债务风险的急速攀升[7]，中国“一带一路”建

设面临着外界干扰大、投资风险高、项目建设效益保

障难等诸多困难和挑战。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许多沿

线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欠佳，投资者与国家

间争端解决（ISDS）案件频发，这又加剧了“一带一

路”投资和建设项目的不稳定性。

（2）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大国博弈下个别国

家对华态度摇摆。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不断释放出

要打压中国，以及与美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不同

的国家的信号，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蓝点网络”

“重建美好世界”等倡议，试图影响亚太地区国家之

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展望未来，美西方对中国的政策

仍将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干扰因素。维护共

建国家关系无疑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我国持续宣扬

“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及互利共赢

的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增强自身实

力、加强国际关系、促进共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3）地缘政治矛盾频发，许多冲突在短期内难以

调和。“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友好的外交关

系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支撑。然而，“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在政治制度、贸易规则、人文环境上都

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一些共

建国家宗教与民族矛盾频发，边界领土争端突出，再

叠加天灾人祸等重大事件，增加了“一带一路”高质

量建设的困难性和复杂度。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

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东道国在制度、文化、环境等方

面的冲突和阻力，甚至有些企业和项目面临强制关停

的风险，这反映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相应

的企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措施仍

待完善[8]。未来，“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共

建国家的努力，也离不开相关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迭

代优化和国内制度建设的健全完善。

3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1）推进产业链协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产业链协同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是提升国内供给能力和对外合作水平的关键。因此，

应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各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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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衔接与深度融合，提升整体产业链效率与竞争

力。同时，推动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引领新一轮全球

产业变革。对传统产业，推动技术改造与升级；对新

兴产业，借助中国市场规模优势，优化全球产业链布

局，并引导优质国际产业资源向中国转移。此外，通

过推动跨国企业、中小企业及产业园区合作，实现资

源优势互补、产业链衔接与价值链延伸，提升各国产

业竞争力与附加值，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智能化、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基础，同时为优化国

内产业结构提供空间。

（2）健全法律保护机制，构筑优良营商环境。在

新发展格局下，促使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完善制度保障与优良的营商环境。法律保护机制

的公正、公平、透明与高效是赋予投资者信心、保障

其合法权益的关键，包含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审批与

服务优化及有效的商业争议解决机制等。中国需引导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制定标准、规则和监管机

制，降低跨国经营风险，为企业提供更稳定、可靠的

发展环境。营商环境的优良体现在公平竞争环境、企

业多样化发展、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投资者和消费

者权益的保护，以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要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坚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

建设理念，恪守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建设原

则，积极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管理程序，共同构建优

良的营商环境[3,5]。最终通过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

硬环境和软环境，助力打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命运共同体[2,4]。

（3）落实“双循环”布局，提供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下，深化劳动力、资本、

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市场分割和

区域壁垒，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打通

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

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供需互

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支持中国企业深度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推动重点产业国内外深度融

合和有序转移，不断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机制，切实推进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战

略，针对共建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提高经贸资源投

入的精准性，形成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

外循环合作网络。

（4）引领科技创新，驱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科技

创新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① 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政府需在政策层面提供支持。如：设立科技创新

基金、构建科技创新平台、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深

度合作，加强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高

技术领域的合作。②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经济

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以政府为主导，根据地区资源禀

赋和产业特点，鼓励国内外企业广泛合作参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国在软硬

件层面形成安全有序的互联互通，有效解决共建国家

和区域的“数字鸿沟”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打造数字

丝绸之路。③ 应整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创新

人才、设备、设施等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合作，共享

科技创新资源成果[4]。为共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强

大的动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动“一带

一路”向着共同繁荣和进步的目标迈进。

（5）培养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风险管控和防范能

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各类风险也日益

凸显，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和社会等领域。

国内政府和企业需提升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优化风

险管理和防范体系。在合作过程中，① 要妥善处理政

治外交风险，维护稳定的合作环境，并注重赢得当地

民心，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② 要优化境外投资布

局，预防和应对商业风险，以确保投资的安全和回

报。③ 增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风险的能力，为实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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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风险面前，积极做

好预防和应对措施，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深

入推进，让合作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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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ince its raise 10 years ago in terms of 

policy communication, facility connectivity, trade exchanges,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 and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BRI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age, it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five aspects: industrial chain synergy,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new power culti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mpowerment, and risk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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