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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政策背景

丝绸之路的再复兴计划



“一带一路”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
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一带一路”版图的传承基础。

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承

Source: Mob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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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时代背景

格局重构，合作才能共赢

Source: Mob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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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格局调整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国际贸易总量持续萎缩，各国贸易保护加剧，
贸易自由化面临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

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与潜力巨大
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亟需打破自身局限、提升国际地位；
城市扩张催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区域内国家进出口需求有限，
经贸合作潜能巨大。

中国发展积累的经验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支撑及活力来源；
中国需要文化输出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地位；国内企业积极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走出去”的愿望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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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二者简称为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再复兴。

ü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ü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而提出。

海陆双线，助丝路复兴

Source: Mob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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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依托国际大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
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
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
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
的运输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
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
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
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秉承四大理念，打造三大共同体

Source: Mob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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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核心内容

“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作。

五大内容支撑“一带一路”倡议

Source: Mob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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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沿线国家加强合
作的纽带

沿线各国政府间合作强化，
促进政治互信

文化交流传承丝路精神，为
深化合作建立民意基础

支持沿线国家建设，深化金
融合作

贸易合作促进沿线国家经济
共同发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