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路学研究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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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 5 月在京举行。为给论坛提供智

力和学术支持，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 6 日-8 日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一

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和覆盖范围已远远超出 3 年多前提出时的预期，亟须

强化注重实地调研、问题导向和国别研究的跨学科“丝路学”，构建“一

带一路”话语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马丽蓉介绍了全球丝路学的学派

演变和最新研究动向。她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

建设进度和成果都超出了预期。在今后深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

新阶段，如何推进“民心相通”、优化软环境、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等成

为当务之急。随着“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

学科中，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丝路学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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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马丽蓉8日在“‘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据介绍，由丝绸之路催生的丝路学于 20 世纪问世，其研究涵盖经济、

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地理、生物、医学及国别区域问

题，已相继出现欧洲、中国和美国等学派以及日本、韩国等学术重镇，历

经丝路遗迹、丝路文献、丝路历史、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丝路外交、丝

路治理等研究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了全球丝路学转型，也

为中国丝路学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机遇。 

兰州大学前副校长、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在主旨发言中点出，当前国

内“一带一路”研究也存在“文重理轻”、研究方向不均衡的现象，亟须

加强问题导向，重视实地调研。与会多位学者也认为，中国丝路学须从“学

术研究、理论支撑与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扎实研究，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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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兰州大学前副校长、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 8 日在“‘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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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驻华大使、海合会驻华使团轮值使团长安瓦尔·艾勒·阿卜杜拉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海合会自贸区有望成为中国-海合会经济金融合

作的两大里程碑，在该倡议框架下海合会将从中国和其他合作伙伴中受益

约 1.6 万亿美元投资。 

 
               巴林驻华大使、海合会驻华使团轮值使团长安瓦尔·艾勒·阿卜杜 7 日在“‘一带一路’与丝路

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做主旨发言 

除学术研究外，信息相通、语言相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

撑。新华社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甘峰分享了新华社在打造“信息丝路”

方面的实践。“新华丝路”信息服务平台以中英文数据库、征信、咨询与

智库、交易撮合四大服务体系，提供“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信息查询与

发布、信息甄别、个性化咨询以及商务撮合交易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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