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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贸易畅通是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必然选择，传统的贸易形式已经与 
“

一 带一路”新构想的发展思路不相符合。因此，实现贸易畅通新选择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关 

键地位。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结构分析，可以看到进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地区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陆地 

与海洋两种运输方式评估中国对外贸易，以此作为界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比例的依 

据。从口岸贸易规模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中，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若要实现贸易 

畅通，必然需要获得这些国家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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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分别提出“一带一路” 

战略，在其中对外贸易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无 

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都需要对外贸易的效率与内涵不断提升。在 

2015年3月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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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是将贸 

易畅通定位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所提到 

的具体举措也最为翔实，需要注意的是 ，贸易畅通 

概念之中，不仅包括对外贸易，还包括投资合作①。 

在文本中，主要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结构与内 

在层次，希望从陆地与海洋两种运输方式着手，讨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怎样实现贸易畅通问题。 

一

、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 

与结构 

开始于20世纪 80年代的对外开放战略，历经 

三十多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税 

收、提升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关键的作 

用。最初 ，中国选择对外开放，主要 目的在于尽快填 

补国内“两缺口”，即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所稀缺的外 

汇和储蓄，尤其是前者直接制约着中国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2O世纪70年代，邓小平第一次代表中国出 

席联合国大会，才仅仅领到十来美元作为旅途之 

用，足可见当时中国外汇短缺的局面【”。由于外汇是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本条件，对于经济处于起飞 

阶段的中国来说，在相当时间里都被列为一项至关 

重要的任务。因此，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对于外资和 

外贸的态度非常积极，一边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一 边鼓励沿海企业开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 

际贸易。当时的对外贸易，本质上就是加工贸易，出 

口创汇则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基本目标。事实上，对 

外开放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中国发展的重 

要战略。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需要参与国际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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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国进出口与贸易顺差基本情况(单位：亿美元 )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顺差(+)逆差(一) 世界出口总额 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比重(％) 

1980 381．4 181．2 2o0．2 —19．0 20360 0．9 

1981 440-3 220．1 220．2 —0．1 20140 1．1 

1982 416．1 223．2 192．9 30-3 18860 1．2 

1983 436．2 222．3 213．9 8．4 18460 1．2 

1984 535．5 261．4 274．1 —12．7 19560 1．3 

1985 696．0 273．5 422．5 —149．0 19540 1．4 

1986 738．5 309．4 429．1 —119．7 21390 1．4 

1987 826．5 394．4 432．1 -37．7 2516O 1．6 

1988 1o27．9 475．2 552．7 -77．5 28690 1．7 

1989 1116．8 525．4 591．4 -66．0 30960 1．7 

1990 1154．4 620．9 533．5 87．4 349O0 1-8 

1991 1357．0 719．1 637．9 81．2 35120 2．0 

1992 1655．3 849．4 805．9 43．5 37820 2．3 

1993 1957．0 917．4 1039．6 —122．2 37910 2-4 

1994 2366．2 1210．1 1156．1 54．0 43280 2．8 

1995 2808．6 1487．8 l320．8 167．0 51680 2．9 

1996 2898．8 1510．5 1388．3 122．2 54070 2．8 

1997 3251．6 1827．9 1423．7 404．2 55920 33 

1998 3239．5 1837．1 1402．4 434．7 55030 3．3 

1999 3606．3 1949．3 1657．0 292．3 5715O 3．4 

2000 4742．9 2492．0 2250．9 241．1 64570 3．9 

2o01 5096．5 2661．0 2435．5 225．5 61950 4-3 

2oo2 6207．7 3256．0 2951．7 304．3 64950 5．0 

2003 8509．9 4382．3 4127．6 254．7 75890 5．8 

2Oo4 11545．5 5933．3 5612．3 320．9 92230 6．4 

2oo5 142l9．1 76l9．5 6599．5 1O20．0 105080 7-3 

2006 176o4．4 9689．8 7914．6 1774．8 121300 8．0 

20o7 21765．7 12204．6 9561．2 2681．3 140220 8．7 

2008 25632．6 14306．9 11325．7 2981．3 161590 8．9 

2o09 22075．4 12016．1 10059．2 1956．9 125540 9．6 

2010 29740．O 15777．5 13962．4 1815．1 153o00 103 

2011 36418．6 18983．8 17434．8 1549．0 183280 10．4 

20l2 38671．2 2O487．1 18184．1 2303．1 184040 11．1 

2013 41589．9 22090．0 19499．9 2590．1 188160 11．7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1、516页。) 

早已被欧盟所重视。与之相 比，中美之间的贸易顺 

差更大，2012年和 2013年都超过了2000亿美元。 

如果将表 1和表 2中的贸易顺差数据进行 比较 ， 

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实际上相当于中 

国顺差总规模的80％。显然，这样的状态，早已引 

起了美国的关注，学界和政界都曾经指责中国官 

方低估人民币汇率，进而提高了中国出口到美国 

商品的价格优势。然而，自2005年中国启动汇率 

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升值了20％ 

以上，但并没有彻底扭转中美贸易格局，仍然是中 

国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说明，在当前中国劳动力 

成本优势，尤其在制造业领域，要明显好于美国。 

进一步说，即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商品，以当前国 

际分工格局看，也应当是东南亚国家充当美国“顺 

差国”，而不会由美国自己进行生产。显然，过于关 

注中美贸易，并非文本的关键所在 ，文本主要目标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ty(Philosophy and Sodal Sciences) 

第37卷第 3期口2016年 5月 

Vo1．37 No．3口May．2016 

表2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分布结构 (单位：亿美元 ) 

2012 2013 

地区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亚洲 1o068．1 10382．9 11340．7 10899．3 

非洲 853．1 l132．5 928．0 1174．5 

欧洲 3964．0 2866．9 4057．4 3241．7 

其中：欧盟 3339．6 2120．8 3389．5 2199．4 

拉丁美洲 1352．1 1260．7 1339．6 l274_3 

北美洲 3801．1 1561．7 3978．2 1776．5 

其中：美国 3517．8 1329．O 3684．1 1523．4 

大洋洲太平洋岛国 448．7 916．7 446．1 1086．9 

总计 2O487．1 18184．1 22090．0 19499．9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 

国统计 出版社，2014年版，第569—573页。) 

仍然是借这些翔实的数据，概括中国对外贸易的 

总量和结构，并在世界范围内对贸易分布作一个相 

对清晰的概括和说明。旨在为“一带一路”勾勒出 

基本的发展轮廓，以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二、海洋与陆地运输视角下的贸易结构界定 

中国对外贸易通过海洋与陆地发展 ，两者并非 

平行共举，而是有所侧重，具体而言，海洋始终占据 

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运输地位。这具有客观原因， 

一 般运输距离在80千米以内，公路运输具有优势， 

80—550千米运输距离则是铁路运输成本较低，而 

超过 550千米的运距，水路运输的成本最为低廉， 

因为国际贸易大多距离较远，世界各国基本都采取 

海洋作为国际贸易的通道。20世纪 80年代，中国对 

外开放在广东、福建初露峥嵘，随后开始在东南沿 

海全面展开。选择这些地方作为开放的前沿，最大 

的优势在于靠近海洋、便于运输。不仅是中国，世界 

上很多国家都主要依靠海洋作为国际贸易的通道， 

毕竟这种运输方式成本明显低于陆地运输。例如， 

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需要跨过世界最大的海 

洋——太平洋，但如果货物在中国东南沿海装船， 

运送到美国西海岸，运输成本甚至要低于中国沿海 

向内地运送 ，海洋贸易的优势可见一斑。这实际上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远在大洋彼岸，中国的商 

品却可以大量出口到美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 

方兴未艾，然而如果以贸易畅通来评估“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所遇到的 

交通运输瓶颈较大。中国之所以在对外贸易规模如 

此庞大，并且主要依靠海洋运输的情况下，仍然提 

出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其实质意义显然不是单 

纯追求贸易规模扩大。从战略意义上讲，未来“一带 
一 路”的空间延伸，应当形成陆地运输和海洋运输 

的协调配合，在波罗的海、地中海、阿拉伯海、波斯 

湾、孟加拉湾等重要海域形成交汇，这样的发展理 

念，实际上才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所在【2J。 

然而，也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l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形成交汇，因此在讨论 

对外贸易时，也很难泾渭分明地将二者界定开来。 

为此，我们选取了中国口岸货物的进出口数量，以 

港口数据为衡量标准，展示海洋贸易与陆地贸易之 

间的比例关系。中国在进出口业务中，主要有三种 

运输途径 ，航空、水运、陆地运输，其中航空货运比 

重很小，更多的是在人员出入境运输方面发挥作 

用，水运分为内河与海洋两种，陆地运输则分为铁 

路和公路两种。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特定内 

涵，显然不能简单地将水运划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将陆地运输划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例如， 

在沿边地区的内河航运，实际上属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范畴，而有些在沿海地区的铁路运输实际上 

属于“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范畴。因此，在界定“丝 

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对外贸易时，应当考虑方 

向，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运输方式。具体说，沿海地区 

和内陆地区的海运、内河、公路运输，应当纳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范畴，而沿边地区的内河、公 

路、铁路运输，应当纳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 

通过简单计算，可以大体上将“一带一路”的货物运 

输比例计算出来。 

如表 3所示，根据中国口岸运行的总体结构， 

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内陆地区的内河口岸 ， 

加上沿海地区的海运、公路、航空，以及沿边地区的 

海运和内河口岸(这里是指广西)，这些口岸的货物 

量加总，基本可以代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 

体贸易规模；二是沿边地区的公路、铁路、航空、内 

河口岸(其中加人了辽宁丹东和广东佛山的铁路运 

输量)，这些口岸过货量，基本可以代表“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贸易规模。之所以将内陆地区的内河 口 

岸划人海洋运输，因为这些港口都集中在长江沿 

途，相当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长线。简单 

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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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 3年中国口岸运营的结构与层次 

类型 单位：万吨 口岸 

内陆地区～内河 口岸 4660．2 湖北(武汉、黄石)、安徽(马鞍山、铜陵、芜湖 、安庆、池州)、重庆、江西(九江)、湖南(岳阳) 

江苏(张家港、太仓 、南通、镇江、江阴、高港、南京 、常熟、如皋、扬州、常州)、广东(中山、虎门、高明、 沿海地区
～ 内河口岸 30021．5 江门

、肇庆、南海、新会、开平、新塘 、斗门、鹤山、顺德) 

上海(金山、浦江、外高桥、吴淞、洋山)、山东(青岛、日照、岚山、龙口、烟台、莱州、潍坊、威海、蓬莱、 

东营、石岛、龙眼)、天津(东港、南疆 、塘沽、天津)、河北(唐山、黄骅、秦皇岛)、浙江(宁波、舟山、温 

沿海地区～海运口岸 248164．2 州)、江苏(连云港、大丰)、辽宁(大连、营口、锦州、丹东、葫芦岛)、广东(湛江、蛇口、盐田、南沙、湾 

仔、惠州、珠海、茂名、阳江、潮阳、潮州、汕头、广海、大铲湾 、万山、汕尾 、九洲、莲花山、揭阳、广州、大 

亚湾)、福建(厦门、福州、肖厝 、漳州、宁德、福清、莆田、泉州)、海南(洋浦、八所、海口、三亚、清澜) 

沿海地区一公路口岸 2386．6 广东(黄岗、文锦渡、横琴、深圳湾 、沙头角、珠澳跨境口岸、拱北)、辽宁(丹东公路口岸) 

沿边地区一海运、内河口岸 9682．7 广西(防城、钦州、北海)、广西(梧州、柳州、贵港) 

沿海地区一航空口岸 805．0 上海、北京、广东 、浙江、福建、山东、江苏、辽宁、天津、海南 、河北 

新疆(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老爷庙、伊尔克什坦、吐尔尕特 、都拉塔、卡拉苏、吉木乃、塔克什肯、巴克 

图、红其拉甫)、内蒙古(甘其毛都、策克、二连浩特、珠恩嘎达布其、满洲里、满都拉、额布都格、阿日 

沿边地区一公路口岸 7371．3 哈沙特、额尔古纳)、云南(河口公路、腾冲、孟定清水河、天保、畹町、打洛、金水河)、广西(友谊关、东 

兴、水口、龙邦)、吉林(南坪、珲春、圈河 、三合、图们 、长白、古城里 、临江、开山屯、沙坨子)、黑龙江 

(绥芬河、东宁、虎林、密山)、西藏(樟木) 

内蒙古(满洲里铁路 、二连浩特铁路)、新疆(阿拉山口铁路)、黑龙江(绥芬河铁路)、广西(凭安)、吉 

沿边地区一铁路口岸 5151．O 林(集安 、图们 、珲春)、云南(河口铁路)。这其中加人了辽宁(丹东铁路)、广东(佛山铁路)的运货量， 

因为两省虽定义上属沿海地区，但铁路实际上处于陆地边境运输状态。 

l 沿边地区一内河口岸 l642．8 黑龙江(漠河、同江、黑河、嘉荫、抚远、佳木斯、萝北、饶河、哈尔滨) 

I 沿边地区一航空口岸 4．2 云南、新疆、广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西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口岸年鉴~(2014)整理，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9页。表中对于货运量很小的口 

岸予以忽略。) 

加总后可以发现，囊括在海洋运输方式中的贸易 

规模大约有 29．57亿吨，而陆上运输方式仅有 1．42 

亿吨，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谓悬殊。另外的一个特点 

也反映出海洋与陆地的区别 ，就是在沿海地区的 

航空口岸有 805万吨的过货量，而沿边地区的航 

空口岸则仅有 4．2万吨过货量。这说明海洋运输尽 

管单位成本低，但是航运速度却不如陆地运输，因 

此在沿海地区很多对外贸易选择了航空运输这种 

快速但较贵的运输方式，而在沿边地区基本不需要 

航空运输方式。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沿 

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由此带动了空运货物发展。 

通过前面对海洋与陆地贸易结构的分析，很 

容易看到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贸易畅通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 。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一 问 

题，应当对陆地货物运输的主要口岸作一个层次 

分析。在第一个层次，即公路口岸运输方面，西北 

方向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是东北和西南，表现在 

贸易规模方面，就是新疆处在主要地位，而内蒙 

古、云南 、广西、黑龙江规模相对较小。从这个层 

面上，说明中国陆地对外贸易的主要发展方向仍 

然集中在经亚欧大陆桥到欧洲方向，即沿着第二 

亚欧大陆桥穿过中亚地区向欧洲延伸，或是经第 
一 亚欧大陆桥进入俄罗斯境内。事实上，内蒙古、 

黑龙江的公路运输货物，基本上都是中国与俄罗 

斯开展的双边贸易往来，尤其是接壤地区的边境 

贸易和互市贸易。在第二个层次，即铁路口岸运输 

方面，仍然是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占据了主要地 

位，广西、吉林、云南、广东、辽宁等沿边铁路处在 

从属地位。在第三个层次，即沿边地区的内河航运 

方面，主要是黑龙江省通过跨境河流与俄罗斯开 

展对外贸易。 

显然，无论从陆上运输任何一个层次看，俄罗斯 

和中亚国家都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位， 

因此讨论贸易畅通问题，也必然从中国与这些国家 

的经贸合作展开。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选择在中亚国 

家哈萨克斯坦以总统名字命名的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畅通：俄罗 

斯与中亚国家的视角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经历了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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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也积极开展合作。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俄罗斯、中亚 

国家更是拥有了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贸合作的重 

要平台。然而十余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没有实 

现区域经济整合这一预期目标，就连在促进投资和 

贸易便利化等方面，也遭遇重重困难。从中国方面 

看，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中国与周边 

国家维护地区安全，而并非经济合作，即使中国努 

力促进投资合作，也经常表现出“项目多、制度少， 

说得多、做得少”的尴尬局面【31。因此，近年来中国与 

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的经贸合作中，大多属于双 

边合作，而并非多边贸易合作。 

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格局中，已经开 

始重视有效衔接内地、边境、国外运输走廊，最具代 

表性的当属“渝新欧铁路”建设，通过将中西部地区 

与新疆衔接起来的办法，扩大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空 

间和技术水平，在东北方向还建设了“郑欧国际班 

列”，其中理念同样是衔接内陆经济与对外贸易协 

同发展。在中俄贸易方面，有两个方向：一是中国东 

北与俄罗斯亚洲板块地区的贸易往来；二是中国西 

北同俄罗斯欧洲板块地区的贸易往来。在铁路运输 

过货量方面，中国东北方向的贸易规模更大。2013 

年沿边地区铁路口岸位列前四位的分别是：满洲里 

铁路(内蒙古)、阿拉山口铁路(新疆)、绥芬河铁路 

(黑龙江)、二连浩特铁路(内蒙古)，这其中位列第 
一 和第三位的都属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 

来[4]。而在公路运输方面，则是中国西北方向对外贸 

易规模更大，在沿边地区公路口岸过货量中，位列 

前两位的分别是霍尔果斯(新疆)和阿拉山口(新 

疆)，当然这个方向的对外贸易不能都计算在中俄 

贸易之中，其中还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国家 

的贸易往来 。在贸易结构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的互补性非常明显 ，中国主要出口制造业领域商 

品，从俄罗斯进口则包括大量资源型商品。然而，在 

中俄双边贸易中，这种经济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合作 

优势，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以至于中俄两国元首 

预计的10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始终没能实现。究 

其原因，中俄之间虽然陆地接壤、山水相连，但两国 

经济重心却相距遥远，中国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 

俄罗斯则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欧洲板块。表面上，中 

国与俄罗斯互为邻国，实际上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 

成本相当之高，甚至要高于中美之间的运输费用， 

这其中原因仍然是海洋运输相对于陆地运输，所具 

有的经济成本优势。 

从主观因素方面看，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往来，还受限于来 自俄罗斯国内的误解和偏见，这些 

观念实际上长期制约两国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俄 

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就选择了欧 

洲的生活理念和思维方式，普京提出 “欧亚经济联 

盟”战略后 ，实际上是在加强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主 

导权，但决没有放弃欧洲的念头。因此，在经济联系 

上，俄罗斯更希望获得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平衡发展， 

甚至是与欧洲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一些，也符合其 

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与 

中国经贸往来规模过大，显然会使俄罗斯经济重心 

向东方偏离，而这恰恰是高层和民众都不愿接受的 

现实。因此，借中俄进出口结构而渲染的“原材料附 

庸论”，将中国和平崛起描述为“中国扩张论”，这些 

明显带有主观臆断的观点，在俄罗斯却可以甚嚣尘 

上。如表 4所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进出口规模， 

在 2012年保持基本平衡，而在 2013年中国则获得 

了近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两国贸易总量却从 

未超过 1000亿美元。2014年，俄罗斯遭遇美欧经济 

制裁，经济发展战略开始面向亚太，俄中签署了一系 

列经贸合作协议，然而201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仅为 

700亿美元左右，与预期水平相差甚远。 

表 4中还列举 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 

发展情况，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小，因此中国与五个 

国家的双边贸易全部加总，也明显不如中俄贸易规 

模大。在进出口结构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对外贸 

易可以概括为“两个顺差、两个逆差、一个持平”，并 

且这种特点与五个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大体符合。 

表4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2 2013 

地区 
出口 进 口 出口 进口 

俄罗斯 440．5596 441．5504 495．91 17 396．6783 

哈萨克斯坦 110．0 146．8 125．5 16O．5 

吉尔吉斯斯坦 50．7 0．9 50 0．6 

塔吉克斯坦 17．5 1．1 18．7 O．9 

土库曼斯坦 17．0 86．7 l1．4 88．9 

乌兹别克斯坦 17．8 10．9 26．1 19．4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 

国统计 出版社，2014年版，第 569、570、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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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两个能源丰富 

的国家，由于中国进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因此在中 

国进出口结构中，表现为“逆差”，中国与土库曼斯 

坦的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出口额的几倍之多。而吉 

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国家经济较为落 

后，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产品大多需要进口， 

加上边境与中国比邻接壤。中国与吉国、塔国的对 

外贸易，几乎都表现出“倾斜式”的贸易顺差，甚至 

出口额相当于进口额的几十倍，虽然顺差规模在中 

国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微不足道，但如此比例的 

进出口结构，仍然值得关注。在中亚五国中，唯一与 

中国对外贸易保持相对持平的当属乌兹别克斯坦， 

虽然中国出口规模大于进口，但基本是两国比较优 

势的正常体现。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并不与乌兹别 

克斯坦接壤的国家，分别占据了乌国贸易伙伴的前 

两位。正是由于对外贸易结构基本持平，加上中国 

也并非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国，因此该国对于 

中国的防范心理相对较弱。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中 

亚国家整体上对于中国的担忧与恐惧，甚至由此演 

绎出“中国威胁论”。 

当前，关于“中国威胁”的观点主要在于三个方 

面：第一，源自于对中国战略的心理恐惧；第二，一些 

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作者，在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 

亚国家积极推广“中国威胁论”；第三，因为具体的合 

作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属于很好的邻居，但如果中 

国这个邻居取得了成功，却也很容易使关系变得消 

极起来阎。显然，这些因素所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加 

上中国与中亚国家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两个逆差、 

两个顺差”特点，很容易在对外贸易领域产生观念上 

的误解和偏差。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贸 

易逆差，由于进口商品主要属于资源型，由此在中亚 

“沦为中国原材料附庸论”开始流传，而中国与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贸易顺差，也被演绎为“中 

国商品占领中亚国家”等类似观点。尽管这些言论的 

出现，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这种“软环境”却明显不利 

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实现贸易畅通自 

然有些难度和阻力。 

四、结 语 

基于前述分析，很容易看到在“一带一路”框架 

内贸易畅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俄罗斯和中亚国 

家实现贸易畅通，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全面 

推行的关键条件。然而在其中也可以发现，在“一带 

一 路”提出的“五通”中，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②，贸易需要政策、设 

施、资金、民心等领域的支撑和配合，才能切实做到 

畅通。尤其在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 

中，曾经的阻力既包括边境交通设施(铁路轨距不 

同)、政策协调不利(灰色清关问题)等“物质”层面， 

也包括对于中国的防范和担忧心理，以及对中国政 

策的误解等“观念”层面。显然 ，实现贸易畅通，并非 

一 蹴而就，反过来如果过度重视对外贸易的规模和 

效益，更容易引起沿途国家的担忧。因此，需要诸多 

领域的协调配合、通力共行，才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核心战略思想。当前，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设 

立，应当说在“五通”中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整体推进 

效果。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贸易畅通问题，才 

更加现实和可靠。在对外贸易领域，中国改革开放 

多年来所拥有的国际竞争优势毋庸置疑，尤其与俄 

罗斯和中亚国家相比较，贸易互补性极强 ，然而不 

利的因素主要在交通运输成本方面，毕竟多年来进 

出口贸易主要依靠海洋运输，也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应当说，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有 

一 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 

经贸往来，并且边境贸易与互市贸易在其中占有很 

大比重。依托中国新疆在向西开放中的前沿作用， 

不仅可以带动内地相关出口产业发展，更为重要的 

意义在于“兴边富民、稳疆固疆”。而且，边境贸易由 

于规模小、机动性好等特点，实际上也更容易被中 

亚国家所接受。在此基础上，依托具体交通线路走 

向，拓展投资和经贸往来，应当是“一带一路”框架 

下实现贸易畅通的必由之路和关键所在。 

注释 ： 

①其他四通则表述为 “政策沟通——重要保障”、“设施联 

通——优 先领域”、“资金融通——重要 支撑”、“民心相 

通——社会根基”。 

②在 2013年9月最初提出“五通”中，表述为“政策沟通、道 

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参见习近平：《弘 

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 

讲》，《人民日报》，2013年 9月8日(第三版)。而在此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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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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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通”表述为“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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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rt oHⅡe HepBoro HpeaH~eHTa Pecny6nrIKa Ka3axcTaH 

一 ~naepa HaI~HH，2014，C．19． 

New View of Unblocked Trade in Vis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 

WANG Zhi-yuan’· 

(1．Institute of Research in Russia，East Europe and Central Asia，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 

2．Institute of Research in Russia and Cen~al Asia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Unblocked tI_ad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loser econom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on the Road， 

for traditional mode of trade fails to accord with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of the new concept “0Be Belt and 0Be Road． 

Therefore．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ew choice for unblocked trade indicates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impo~ and expo~ in 

worldwide．On that basis，by sea and land，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is estimated as a base for defining the percentage of 

“Silk—R0ad Economic Belt”and “21st Century Mafitime Silk—Road"．Judging from the size of port trade．Russia and central— 

Asia countries play a leading role of the countries on the Road．To reach “unblocked trade”．it is necessary to win the 

comprehension，recognition and suppoa from the countries． 

Key W ords： “0Be Belt and One Road”；Unblocked Trade；Land；Ocean；International Trade 

Ho~aa TO~IKa apeHna yCH2IeHH~I ToproBbiX CBaae~ B pamKax CTpaTeFHH 
“ " 

o皿llH HoJIc’0ⅡHH IlyTb 

(1．HHCTHTyT no Poccrm，BOCTOqHO~EBpone H UeHTpa 7IbHo黄AaHH KHTaITICKO~aKa~eMHH 06IHeCTBeHHbIX Hay-K，l-lela~H 

100732．2。MCcⅡe皿oBaTeⅡbc酬盛Ke8Tp HO Poccrm H UeHTpaJlbH0兹Asrm ⅡpH y珏aHbcKoM yuaBepcrrreTe，maIⅨ城，200433) 

KpaTxoe H3Jxo~Kernle： “YcI~eHHe ToproBblX CBgae~”JtB／DIffrcR HeH36e~KHblM BI~I6OpOM yKpenⅡeHH只3KOHOMHtIeCKHX cBH3e兹 

MeeKly KHTaeM H cTpaHaMH B~Oflb “nogca H ny-rn”．Tpa~ nOHHbffI BI,I~ ToproBflH y e He COOTBeTCTByeT MbIC]IH pa3BHTH~I 

HOBO~ KOHReH~HH “ORHOFO nogc~ ORHOFO nyTa”．nOaTOMy ocy~eCTB]IeHHe Bb~6opa ‘'ycrmeHH~ ToproBblX CBflae~” HMeeT 

Ba)KHOe 3HaqenHe H K,rllO'-IeBOITl c~axyc 珏Ⅱ只 cxpau B oⅡb “iioRca H nyTH'’
． I1yT芒M at-Iam43a CTpy~  BneUIHe~ TopFoBAH 

KHTag B He~OM B CTaTbH OTMeqeHa perHoHanbHa~l cTpy'KTypa aKcnopTa H HMnOpTa B MHpOBOM MacmTa6e．Hcxo~a H3 

o6~eMoa IIOpTOBblX ToproBne~ Poccrta H ReHTpa~bHOaSHaTCI<He cTpaHbI HMelOT BaXKHbIITI CTaTyc H 3naqeHH．q cpe3H cTpaH 

BⅡoⅡb “no~lca H nyTH”．Ecnn xo 盯aI，qTO6~ ocyI
．I．~eCTBHTb‘'yCrL~eHae ToproB~aX cBaaefl”，TO O6g3aTe／IbHO Hy>gHb~IIOHHMaHHJ~ 

npnaHaHILq H ⅡoⅡ且ep>KKH 9TnX CTpaH· 

Kalo~leBble caoBa：“o H nogc，ORHH nyrb”；yc~enne ToproBb~X cBⅡ3曲；3eM~la；Mope；BHeinn~ ToproB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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