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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一带一路”建设

刘　 乐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综合

来看ꎬ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的影响涉及项目进度、债务问题和人员往

来等多个方面ꎮ 但是ꎬ共建“一带一路”在相关各方的积极努力下ꎬ仍然体现

出十足的弹性、韧性和活力ꎬ并在防疫合作、“丝路电商”、中欧班列和绿色复

苏等很多方面取得突出进展ꎮ 在后疫情时代ꎬ“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可以

从推进应急行动措施向常态机制合作的转化工作、统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发展与安全、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三个方面着手ꎬ以期将“一带

一路”打造成为防控疫情的抗疫之路、恢复经济的复苏之路、守望相助的共同

体之路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新冠疫情　 “健康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

之路” 　 “绿色丝绸之路”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一带一

路’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ＺＤＧＨ００９)ꎮ
【作者简介】 　 刘乐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ꎮ

２０１９ 年年底暴发、２０２０ 年年初开始大流行、时至今日仍在延宕反复的新

冠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全面、持续和深刻的影响ꎮ 同时ꎬ新冠病毒还在继

续变异(独立变异、重组变异)ꎬ给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造成新的挑战ꎮ 其中ꎬ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来说ꎬ疫情也已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不容忽视和难以回避的外部因素ꎮ 与此同时ꎬ这种外生冲击还在

进一步内生化ꎮ 对此ꎬ为了能比较系统地认识这一世纪疫情对共建“一带一

路”所构成的挑战和机遇ꎬ本文将首先评估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

响ꎬ然后分析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建设进展ꎬ最后讨论后疫情时代“一
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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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ꎮ 综合来看ꎬ疫情

严重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整体情势和发展态势ꎮ 其中ꎬ对“一带一

路”建设的影响涉及项目进度、债务问题、人员往来等多个方面ꎮ
(一)项目进度

“一带一路”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①ꎮ 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

来ꎬ“一带一路”项目也因当地疫情的暴发、蔓延和反复而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减工

减产、缓工缓产甚至是停工停产的情况ꎮ 具体来说ꎬ新冠疫情主要从人力资源短

缺、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活动限制等方面导致“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进度迟滞ꎮ
第一ꎬ人力资源短缺ꎮ 受疫情影响ꎬ人们主动或被动地减少了外出和务

工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包括“一带一路”项目在内的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在

人员数量、用工稳定性和劳务成本等方面的困难②ꎮ 尤其是项目现场一旦出

现疫情ꎬ则相关人员必须进行隔离或病休ꎬ从而导致项目用工短缺甚至项目

延宕ꎮ 此外ꎬ受限于东道国普遍的入境限制和签证收紧等防疫政策ꎬ一些外

籍劳工和技术人员难以准时甚至无法回到工作岗位ꎬ这直接导致相关项目进

度的严重拖后ꎮ 据德国中国商会开展的“在德中资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专题调研ꎬ对比疫情初期的调研结果ꎬ企业复工复产没有明显改善ꎬ开
工率继续下降ꎮ 其中ꎬ由于人员流动依然受限(特别是人员的国际往来)ꎬ很
多企业员工难以完全到岗复工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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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４ 日ꎬ中国已同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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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形成 ３ ０００ 多个合作项目ꎬ投资

规模近 １ 万亿美元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８＿１０７４５４１５ ｓｈｔｍｌ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分析ꎬ与 ２０１９ 年第四季度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全球

实际工作时间分别减少近 ９％和 ４ ３％ ꎬ相当于损失了 ２ ５５ 亿和 １ ２５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以每周工作 ４８ 小时计)ꎮ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劳动世界»ꎬ国际劳工大会第 １０９ 届会议ꎬ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第 ７ 页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Ｌ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ｉｇｈ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ꎬ２０２１ꎬｐ ２

德国中国商会的调查数据显示ꎬ８７％ 在德中资企业的受访人员表示国际往来受

到严重影响ꎬ３７％的受访人员表示德国境内差旅受阻严重ꎮ 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

议、德国中国商会:«中国企业在德国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年版)»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ｄｉ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ｄｆ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８ / ７７ｅｃａ１ａｆ５９３ｅ４０７７９６８ａ０７７ｄｅｆｃ４ｆａｅ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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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材料供应不足ꎮ 受新冠疫情影响ꎬ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在不

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的中断甚至是断裂 (如生产时效、运输时效大幅波

动)①ꎬ从而导致相关设备、物资、原材料等难以实现足额生产和及时运送(有
的不得不多次转运)ꎬ进而使得相关项目的建设进度被迫放缓②ꎮ 据中资企

业(新加坡)协会介绍ꎬ受新冠疫情影响ꎬ各行业的生产规律已被打破ꎬ以往的

关联关系发生短时间的结构性变化ꎮ 例如ꎬ建筑行业的上游环节(建筑器械、
建筑原材料)均已出现供给紧缺ꎬ并对建筑行业的整体效益水平造成显著影

响③ꎮ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也反映ꎬ疫情造成运输成本大幅增加以及供货周期

延长ꎬ相关材料、配件等中间品供货相应推迟并影响生产④ꎮ
第三ꎬ生产活动限制ꎮ 受新冠疫情影响ꎬ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强化了针

对线下活动的防疫措施ꎮ 特别是一旦施工现场出现病例和疫情ꎬ相关项目不

得不面临中断和延宕ꎮ 据尼日利亚中国总商会介绍ꎬ当地政府为防止疫情扩

散而采取的封锁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项目的停摆ꎮ 受此影响ꎬ中资企业

各执行中的项目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进度滞后ꎬ项目履约受到严重制约⑤ꎮ
除此之外ꎬ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因疫情处于半停摆状态ꎬ导致行政效率进一

步减缓ꎬ并造成企业相关行政手续办理(如审批、清关)的拖延⑥ꎮ
与此同时ꎬ上述因素的相互叠加又以推高项目成本等方式进一步给“一

带一路”项目的如期完工和正常运营制造了新的障碍ꎮ 当然ꎬ面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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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并不同步ꎬ因而全球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事实上是在

不同时期出现断点ꎬ并由此对上下游企业构成不同程度的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乃至交互冲

击ꎮ 卓贤:«中国制造保链根本在强链»ꎬ«财经»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 期ꎻ盛斌:«ＣＯＶＩＤ － １９ 对全

球价值链的冲击及政策启示»ꎬ«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胡必亮:«“一带一路”在疫情挑战中前行»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ꎮ
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中国企业在新加坡

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年版)»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ｄｉ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ｄｆ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８ / ８ｄａ３０３７６ｆ３
０ａ４０ｃ６ｂ０５ｆ９ｆ０３ｄｃ２ｂ８ｅ４２ ｐｄｆ

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发展

报告(２０２０ 年版)»ꎬｈｔｔｐｓ: / / ｆｄｉ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ｄｆ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８ / ８ｃ５５６９ａ３ｃ６６ｃ４ｄ
５２ｂ９ｂ７２２８９ｂ７２４８６６２ ｐｄｆ

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尼日利亚中国总商会:«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

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年版)»ｈｔｔｐｓ: / / ｆｄｉ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 ｃ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ｄｆ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０８ / ｆ２５３１９９３ｆｃ１９
４ｆｄ５９４５ｅａｄｃ０９２２ｄｂ５３ｅ ｐｄ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

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国别(地区) 指南:孟加拉国(２０２１ 年版)»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ｏａ２２９８４ｅ２ － ｐｉｃｌｌ ｙｓｊｉａｎｚｈａｎ ｃｎ / ｕｐｌｏａｎｄ / ｍｕｃ１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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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带一路”项目造成的困难以及在不同程度上的影响ꎬ中国政府也在积极

协调相关方面稳妥推进项目实施ꎮ 例如ꎬ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专门成立了境外疫情防控指导组ꎬ建立全天候 ２４ 小时

值班制度ꎬ统筹指导中央企业加强境外疫情防控和有序开展生产经营①ꎮ 据

中国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介绍ꎬ中央企业参与的“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没有因为疫情影响而停工停产②ꎮ

(二)债务问题

新冠疫情的扩散、蔓延和反复导致世界经济的震荡和衰退ꎮ 受此影响ꎬ
一些国家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困难ꎮ 根据世界银行

的估算ꎬ２０２０ 年的世界经济下降 ５ ２％ 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

衰退ꎮ 其中ꎬ发达经济体下降 ７％ 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 ２ ５％ ꎬ为
至少 ６０ 年以来首次整体上的萎缩③ꎮ 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ꎬ世界各

国的经济前景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ꎬ新冠疫苗获取能力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

要断层ꎮ 沿着这条断层ꎬ全球复苏形成了两组阵营:一组是有望进一步恢复

正常经济活动的国家(几乎都是发达经济体)ꎬ另一组是仍面临感染病例再度

激增、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国家④ꎮ 在此背景下ꎬ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正在

进一步凸显和恶化ꎮ
债务可持续是“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重要构成内容⑤ꎮ 显然ꎬ新冠疫情

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导致负债国家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升高ꎮ 一方面ꎬ疫
情当下经济的急剧萎缩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救助措施和刺激政策导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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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新办举行 ２０２０ 年央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ｈ / ｘｗｂｆｂｈ / ｗｑｆｂｈ / ４４６８７ / ４４７７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国资委:“一带一路” 项目未因疫情停工停产»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７ / ｃ＿１１２７６６４１６４ ｈｔ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ｐｐ １３ －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Ｕｐｄａｔｅꎬ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ｐ 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中国财政部提出«“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中国已与其他 ２８ 国就该指导原则达成共识并共同核准ꎮ «肖捷出席‹“一带一路”融

资指导原则›签署仪式»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０５ / ｔ２
０１７０５１４ ＿ ２６００ ０７７ ｈｔｍꎻ «“ 一 带 一 路 ” 融 资 指 导 原 则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０７ / Ｐ０２０２００７２４３８５３７９７５８７２７ ｄｏｃｘ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 «“一带一路” 债务可 持 续 性分 析 框 架»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０４ / Ｐ０ ２０１９０４２６４１２３７１０３２８１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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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和财政支出超常规增长ꎬ进而拉升了政府财政赤字率和公

共债务率①ꎻ另一方面ꎬ经济不景气也导致相关项目难以形成“投资—增长—
偿债”的良性循环②ꎮ 对此ꎬ中国政府积极同国际社会一道帮助困难国家应对债

务挑战ꎮ 例如ꎬ中国同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其他成员国通过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

务偿付协议»ꎬ并核准了«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ꎬ这也是中国首次参与

国际多边债务协调进程③ꎮ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ꎬ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债务问题集中表现为债务

风险问题ꎬ即债务方难以向债权方按时、足额偿债而导致债务违约ꎬ并可能由

此进一步引发债务危机ꎮ 同时ꎬ相关债务问题还包括因债务风险而衍生出的

债务舆论问题ꎮ 例如ꎬ一些境外势力借新冠疫情导致相关国家出现债务困

难ꎬ加码将“一带一路”炒作和污名化为所谓的“债务陷阱”④ꎮ 除此之外ꎬ西
方国家还在债务减免中积极构建“抗债集团”以增加中国的减债压力ꎬ并执行

歧视性的债务减免顺序ꎬ反对债务国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来偿还对华债

务⑤ꎬ从而给“一带一路”项目的债务可持续制造了人为困难ꎮ
对此ꎬ中国政府一再强调ꎬ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而陷入

债务危机⑥ꎮ 中国政府更进一步点明ꎬ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成
因复杂ꎬ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ꎮ 同时ꎬ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及其对世界经济

的冲击又进一步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⑦ꎮ
(三)人员往来

人员往来与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在人文维度的重要内涵ꎮ 新冠疫情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２０２１ 年度报告»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３３ 页ꎮ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经济学分析»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１７４ ~

１７５ 页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３ / ｃ＿１１２６７７２６６２ ｈｔｍ
Ｂｒａｈｍａ 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ꎬ Ｃｈｉｎａ ' ｓ Ｄｅｂｔ － 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ｃｈｉｎａ － ｏｎｅ － ｂｅｌｔ － ｏｎｅ － ｒｏａｄ － ｌｏａｎｓ － ｄｅｂｔ － ｂｙ － ｂｒａｈｍａ －
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 － ２０１７ － ０１

王金强、黄梅波、崔文星:«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主权债务治理困境及其应对分

析»ꎬ«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罗照辉:«“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ꎬ«旗帜»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就对华债务问题答记者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ｄ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３０ / ｃ＿１２１１１３７１２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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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ꎬ由于各国政府普遍收紧了交通运输、出入境和海关管理政策ꎬ并对大规

模聚集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ꎬ导致人员和货物等实体的跨国流动在数

量、速度和频率上大幅降低ꎬ包括“一带一路”项目在内的各类人员交流活动

不得不取消、推迟、收缩或改为线上进行ꎮ
在公务活动方面ꎬ受疫情影响ꎬ“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官方活动比疫情之

前大幅收缩并转为线上或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ꎬ同时导致活动举办

的机会成本(线下形式)和协调成本(线上形式)相应增加ꎮ
在商务活动方面ꎬ受疫情蔓延以及各国防疫政策限制ꎬ中方派员赴国外

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技术交流、人才引进、园区考察、海外合作伙伴及供应商

拜访等活动受阻ꎬ原计划在境内外开展的招商考察、交流学习、各类展会、人
才招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①ꎮ

在民间交流方面ꎬ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中外科技、学术、教育、体育、文化、
艺术、青年、妇女、媒体、宗教、地方等各领域的人员往来均大幅收窄ꎬ旅游往

来更是呈现断崖式下跌并基本停摆(见图 １、表 １)ꎮ 在此背景下ꎬ“云交往”
正在成为疫情期间“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主要途径ꎮ 从效果上看ꎬ虽然有各

种软件技术应用的加持ꎬ但线上交往目前仍无法替代线下交往ꎬ尤其是对于

人文交流而言ꎮ

　 图 １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中国民航国际航线的运输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２０１８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ꎬ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第

３ ~ ４页ꎻ中国民用航空局:«２０１９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ꎬ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第 ３ ~ ４ 页ꎻ
中国民用航空局:«２０２０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ꎬ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第 ３ ~ ４ 页ꎻ中国民

用航空局:«２０２１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ꎬ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第 ３ 页、第 ５ 页ꎮ

—３４—

①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ꎬ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和

发展改革工作系列丛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市场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２０８ ~ ２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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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中国旅行社出入境旅游组接情况 (单位:万人次)

年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入境旅游外联人次 １ ２２７ ２９ ４１ ３１ １ １７

入境旅游接待人次 １ ８２９ ６２ ６６ １５ ２ ２０

出境旅游组织人次 ６ ２８８ ０６ ３４１ ３８ ０ ９４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 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ｘｘｇ
ｋｍｌ / ｔｊｘｘ / ２０２０１２ / ｔ２０２０１２０４＿９０６４９３ ｈｔｍｌꎻ«２０２０ 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ｔｊｘｘ / ２０２１０４ / ｔ２０２１０４１６＿９２３７７８ ｈｔｍｌꎻ«２０２１ 年度全国旅行社统

计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ｘｘｇｋｍｌ / ｔｊｘｘ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０＿９３２９０８ ｈｔｍｌ

综合来看ꎬ由于新冠疫情以及各国防疫政策直接的限制作用(降低幅

度)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减少意愿)ꎬ“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人员往来呈现萎

缩态势ꎬ并对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跨境活动造成不同程度上的负面连带

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动荡失序使国际社会

遭受了前所罕见的巨大冲击ꎮ 与此同时ꎬ这一世纪疫情也在项目进度、债务

问题和人员往来等多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严峻挑战ꎮ 对此ꎬ中国

积极与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携手因应ꎬ以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发展条件下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ꎮ

二　 新冠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建设进展

虽然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诸多挑战ꎬ但“一带一路”合作

伙伴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化危为机ꎬ使得共建“一带一路”在疫情期间仍然体

现出十足的弹性、韧性和活力ꎮ
在高级别活动方面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举办了主

题为“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ꎬ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①ꎬ并在会后发表了以建设“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互

联互通、推动经济恢复和推进务实合作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声明②ꎻ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举办了主题为“加强抗疫合作ꎬ促进经济复苏”的“一带一路”亚太

—４４—

①

②

«王毅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９ / ｃ＿１１２６１３２５７８ ｈｔｍ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联合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９ / ｃ＿１１２６１３７２０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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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①ꎬ并于会后发布了«“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

伴关系倡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②ꎮ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ꎬ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叠加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等

其他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和服务

贸易额、工程承包的新签合同份数、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直接投资额

(流量、存量)虽然增速放缓或有所下滑ꎬ但总体来看还是呈现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见图 ２、图 ３、图 ４、图 ５、图 ６ 和图 ７)ꎮ

　 图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

(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

告(２０２１)»ꎬ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第 ２７ 页ꎮ

　 图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ꎬ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第 ２８ 页ꎮ

—５４—

①

②

«王毅主持 “一带一路” 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４ / ｃ＿１１２７５９２３３１ ｈｔｍ

«“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ꎬｈｔｔｐ: / / ｍ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４ / ｃ＿
１１２７５９２３０２ ｈｔｍ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４ / ｃ＿１１２７５９２２８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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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工程承包合同数

(单位:份)
资料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统计数据ꎬ ｈｔｔｐ: / / ｈ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ａｔｅ /

　 图 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承包合同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ꎬ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第 ４２ 页ꎮ

　 图 ６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２１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ꎬ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第 １９ 页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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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而得ꎮ

具体来说ꎬ在新冠疫情背景下ꎬ“一带一路”的建设亮点和突出进展主要

表现在防疫合作、“丝路电商”、中欧班列和绿色复苏四大方面ꎮ
(一)防疫合作:“健康丝绸之路”的突出内涵

“健康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新冠疫情暴发

之前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已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疾病防控与防治技术

交流、医疗援助与应急医疗救助、传统医药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

医疗卫生合作①ꎮ 面对突如其来又延宕反复的疫情ꎬ“一带一路”共建各方积

极开展防疫合作ꎬ并为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注入新的内涵ꎮ 具体来说ꎬ中国

与其他“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的防疫合作主要分为

防疫政策协调ꎬ抗疫物资援助ꎬ防疫物资出口ꎬ加快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ꎬ
防治技术交流ꎬ疫苗研发、生产和使用ꎬ中医药推广等多个方面ꎮ

第一ꎬ防疫政策协调ꎮ 为了加强防疫政策协调和对口部门协作ꎬ中国积

极同韩国(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蒙古国(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巴基斯坦(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马尔代夫(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阿富汗(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７４—

①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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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１３ 页ꎻ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４５ ~ ４６ 页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进展、贡献与展望»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第 ２８ ~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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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等“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建立了应对新冠疫情联

防联控合作机制ꎬ并进一步充实了“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与“一带一路”医疗

卫生合作的具体内涵ꎮ
第二ꎬ抗疫物资援助ꎮ 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是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

重要医疗物资ꎮ 为了与“一带一路”共建各方一道抗击新冠疫情、携手打造

“健康丝绸之路”和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ꎬ中国政府(中央、地方)向
多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国际组织)进行了防疫物资的运送和援助ꎮ
据统计ꎬ中国已向 １２０ 多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提供抗疫援助①ꎮ

第三ꎬ防疫物资出口ꎮ 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防疫需求ꎬ中国政府在满足

国内疫情防控需要的基础上ꎬ为各国防疫物资的采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和便利ꎬ积极打通需求对接、货源组织、物流运输、出口通关等方面的堵点ꎬ畅
通出口环节ꎬ有序开展防疫物资出口ꎮ 同时ꎬ中国政府还采取有力措施严控

质量、规范秩序ꎬ发布防疫用品国外市场准入指南ꎬ加强防疫物资市场和出口

质量监管ꎬ保质保量向国际社会提供抗击疫情急需的防疫物资②ꎮ 此外ꎬ中
国政府还应求对外提供商业采购协助③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上旬ꎬ中
国已累计向 １５３ 个国家和 １５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 ４６ 亿件防护服、１８０ 亿人份

检测试剂、４ ３００ 余亿个口罩等抗疫物资④ꎮ
第四ꎬ加快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ꎮ 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防疫

抗疫的硬件需要ꎬ中国与有关方面携手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相关公共卫生基

础设施项目施工ꎮ 例如ꎬ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提前开工ꎬ
毛里塔尼亚国家医院传染病专科门诊楼、多米尼加中多友好医院专家宿舍楼

等项目提前竣工使用⑤ꎮ 此外ꎬ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布基纳法索等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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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王毅国务委员在第五
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论坛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８７５００５ 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ꎬ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８１ 页ꎮ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介绍ꎬ一些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商业采

购协助的请求ꎬ中方向他们推荐了出口商ꎬ中国商务部还公布了监管部门认证的医疗物资
生产企业名录ꎬ为合规物资的清关提供了便利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
持例行记者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７６８２６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３＿１０６８５８４９ 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ꎬ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４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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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临时隔离医院以及完成了医院隔离房改造①ꎮ
第五ꎬ防治技术交流ꎮ 为了加强新冠疫情防控与病患救治的技术交流ꎬ

中国派出多个援外专家工作组并举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活动ꎮ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的官方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中国已累计向 ３４ 个国家派出 ３７ 支抗疫专家组ꎬ同时指导长期派驻

在 ５６ 个国家的中国援外医疗队协助驻在国开展疫情防控ꎬ并向驻在国民众

和华侨华人提供技术咨询和健康教育②ꎮ 此外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还充分

发挥“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作用ꎬ推动成员之间就新冠病毒研究和新

冠肺炎治疗开展科技合作③ꎮ
第六ꎬ疫苗研发、生产和使用ꎮ 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就新冠疫苗展开国

际合作ꎮ (１)疫苗研发ꎮ 在技术路线方面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国共有 ２１
款新冠疫苗在境外获批开展Ⅲ期临床试验④ꎮ 在合作对象方面ꎬ中国部分疫

苗研发单位已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巴基斯坦

等 ２０ 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Ⅲ期临床试验⑤ꎮ (２)疫苗生产ꎮ 据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中国已同 １３ 个国家开展新冠疫

苗联合生产⑥ꎮ 得益于此ꎬ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分别成

为本地区首个拥有新冠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⑦ꎮ (３)疫苗使用ꎮ 目前ꎬ中国共有

３ 款疫苗获批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国药疫苗ꎬ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ꎻ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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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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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巴基斯坦新冠隔离医院落成启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０ / ｃ＿１１２６２１８７９２ ｈｔｍꎻ«中国援助布基纳法索雅尔加多医院隔离房改造项目举

行竣工仪式»ꎬｈｔｔｐ: / / ｂｆ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ｓｂｊｗ / ｔ１７９５２１７ ｈｔ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ｃｓ / ｓ３５７４ / ２０２２０９ / ８０９６ｄ２ｆ４ｃ４ｅｅ４６５０ａ３ｄ５９３４８７６ｅｃ６３ｄ１ 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ꎬ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８２ 页ꎮ
«多条技术路线并行ꎬ我国新型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这些新进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２ / ｃ＿１１２９０６１８９２ ｈｔｍ
«中国新冠疫苗“为什么能”? ———新华社记者专访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

新»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０７ / ｃ＿１１２７５３５９３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２０２２０９ / 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１＿１０７６９２２６ ｓｈｔｍｌ
«驻亚历山大总领事赵丽莹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加强疫苗国际合作ꎬ携手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ｄｓｚｌｓｊｔ ＿６７３０３６ / ｔ１８９９８４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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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ꎬ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ꎻ康希诺疫苗ꎬ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①ꎮ 另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国已向 １２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２２ 亿剂新冠

疫苗②ꎮ
第七ꎬ中医药推广ꎮ 中国传统医学中“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

“治未病”理念可为新冠肺炎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发挥自身独特优势③ꎮ 鉴于

此ꎬ中国积极同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就中医药参与新冠疫情防控救治开

展国际合作ꎬ如发布和分享多语种版本的新冠肺炎的中医药诊疗和康复方

案ꎬ宣传和推介“三药三方”等有效抗疫中药方剂④ꎬ促成发布«世界卫生组织

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⑤ꎬ从而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发挥了中

医中药的重要作用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中方已向 １５０ 多个国家

和地区介绍中医药诊疗方案ꎬ向 １０ 多个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医药产品ꎬ
选派中医专家赴 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帮助指导抗疫⑥ꎮ 此外ꎬ中国还同近 ３０ 个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支持中医药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倡议»⑦ꎮ
(二)“丝路电商”:数字经济的新兴动能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ꎬ是世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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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在紧急使用清单中增加一种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疫苗ꎬ并发布临时政策建

议»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ｚｈ / ｎｅｗｓ / ｉｔｅｍ / ０７ － ０５ － ２０２１ － ｗｈｏ － ｌｉｓｔｓ －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ｖａｃｃｉｎｅ － ｆｏｒ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 ｕｓｅ － ａｎｄ －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ｉｍ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ꎻ«世卫

组织批准科兴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疫苗紧急使用ꎬ并发布临时政策建议»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ｚｈ / ｎｅｗｓ / ｉｔｅｍ / ０１ － ０６ － ２０２１ － ｗｈｏ －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 － ｓｉｎｏｖａｃ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ｖａｃｃｉｎｅ － ｆｏｒ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 ｕｓｅ － ａｎｄ －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ｉｍ －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ꎻＷＨＯ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 １１ｔｈ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ｎｅｗｓ / ｉｔｅｍ / １９ － ０５ － ２０２２ － ｗｈｏ －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 －
１１ｔｈ － ｖａｃｃｉｎｅ － ｆｏｒ －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 / ２０２２１０ / ｔ２０２２１０２４＿１０７９０９８７ ｓｈｔｍｌ

«中医药发挥独特优势ꎬ “防、治、康” 全程助力抗疫»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９ / ｃ＿１１２８６６６４６０ ｈｔｍ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进中医

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ꎬｈｔｔｐｓ: / / ｇｚｌｘ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ｏｍ / ｃｈｌ /
１ｆ３５７ｅｃｄｅ４３ｄ１１９０ｂｄｆｂ ｈｔｍｌ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Ｍａｒｃｈ ３１ꎬ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２０２２０４ / ｔ２０２２０４０８＿１０６６５７９６ ｓｈｔｍｌ

«中医药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论坛成功举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３ / ｔ２０２１０３３１＿９１３６６５７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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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方向①ꎮ 例如ꎬ国际贸易出现了传统贸易、价值链贸易之后数字贸

易的新形态②ꎮ 为此ꎬ中国同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积极发起“数字丝绸

之路”倡议③ꎬ旨在深化和拓展“一带一路”数字合作ꎮ
疫情期间ꎬ各国为了有效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扩散ꎬ对线下活动采取不

同程度的物理限制ꎬ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字方式的社会交往④ꎮ 由此ꎬ以
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非接触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迎来新的快速增长空间ꎮ
其中ꎬ电子商务作为催生数字产业化和拉动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引擎⑤ꎬ正在

成为疫情时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兴动能ꎮ 在此背景下ꎬ作为“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与“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国际合作重要平台的“丝路电商”⑥也迎来

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发展机遇⑦ꎮ
具体来说ꎬ“丝路电商”较好地适应了新冠疫情期间世界经济的发展样态

和现实需要ꎬ并主要表现在克服空间限制和降低经济成本两个方面ꎮ
第一ꎬ“丝路电商”较好地克服了来自地理和物理的限制ꎮ 新冠疫情期

间ꎬ与以往相比人们显著地减少了线下活动并缩短了活动半径ꎬ代之以线上

活动和数字交往ꎮ 受此影响ꎬ线下经济遭受严重冲击ꎬ而线上经济以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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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

与展望»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第 ５６ 页ꎮ
盛斌、高疆:«数字贸易:一个分析框架»ꎬ«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ꎮ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上的演讲»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０ 页ꎮ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ꎬ全球化进程已开启数字化转型ꎬ而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则

进一步加快和扩大了数字全球化的速度和范围ꎮ 在一份面向全球 ２ ５６９ 名公司决策者的

问卷调查报告中ꎬ９７％的受访者表示ꎬ疫情加快了其组织的数字化转型ꎮ 其中ꎬ表示大大

加快的占 ６８％ ꎮ Ｔｗｉｌｉｏꎬ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ｐ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十四五” 电子商务发展规划»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ｃｆｂ /
ｚｃｗｇ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２０３２８２００１ ｓｈｔｍｌ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ꎬ“丝路电商”是按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

中国电子商务技术应用、模式创新和市场规模等优势、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国际合作的重要

举措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释义»ꎬ中国计划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３６７ ~ ３６８ 页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中国已与 ２６ 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

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ꎮ «“丝路电商”———电子商务国际合作»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ｚｓｗｇｆ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ｓｌｄ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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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线上转型(如内容电商、社交电商、生鲜电商、直播电商)则乘势而

起①ꎮ 在此ꎬ“丝路电商”等新兴电子商务业态依托数字技术、网络平台、便携

终端、移动支付和现代物流ꎬ较好地克服了地理距离和物理条件的限制②ꎬ降
低了企业主体ꎬ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ꎬ相对有效地将不可贸

易品变为可贸易品ꎬ并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③ꎬ故而在因新冠疫情而改变

的新经济环境下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ꎮ
第二ꎬ“丝路电商”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经营和交易的成本ꎮ 新冠疫情期

间ꎬ企业主体面临实体营收萎缩、用工成本和物流成本上升等现实困难ꎮ 对

此ꎬ“丝路电商”等新兴电子商务业态借助数字媒介和各类线上平台ꎬ有效地

降低了市场主体进行创业和参与贸易的启动成本ꎬ以及企业在实体门店和物

流仓储的运营成本ꎮ 同时ꎬ“丝路电商”等依托信息技术的交易平台凭借强大

的数据收集与整合能力(算力和算法)ꎬ能够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更加

便捷地找到合意的交易对象并直接确定交易细节ꎬ特别是对于差异化需求市

场而言)ꎬ从而减少了交易过程中的“搜寻—匹配”成本ꎬ并借助平台监管降

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信用风险④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商务部为推动“丝路电商”国
际合作ꎬ还组织了“丝路电商”论坛、“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政企对话会、电
子商务研修班、交流对接会等多种形式的专题活动⑤ꎬ以减少参与各方的沟

通成本、学习成本和行动成本ꎮ
得益于以上因素所激发的发展动力ꎬ“丝路电商”及其各项配套建设在

新冠疫情期间不断取得新的进展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中国(海关验放

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呈现高速增长的发展势头(见图 ８)ꎮ 另据报道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国海外仓的数量已超过 ２ ０００ 个ꎬ总面积超过 １ ６００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８ ４１ 亿ꎬ占网民整体的

８０％ 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５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ｃｎｎｉｃ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２２ / ０９１６ / ｃ３８ － １０５９４ ｈｔｍｌ

在电商平台易贝( ｅＢａｙ) 上ꎬ地理距离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平均降低了 ６５％ ꎮ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Ｌｅｎｄｌｅ ｅｔ ａｌ ꎬＴｈｅｒｅ Ｇｏｅ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Ｂ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２６ꎬＩｓｓｕｅ ５９１ꎬ２０１６ꎬｐ ４０８

裴长洪、刘斌:«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ꎬ«经济研

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张宇、蒋殿春:«数字经济下的国际贸易:理论反思与展望»ꎬ«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精雕细琢“丝路电商”锦绣画卷»ꎬ«经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ꎻ«中国和乌兹

别克斯坦举行“丝路电商”交流对接会»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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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①ꎮ 与此同时ꎬ“一带一路”共建各方还在数字教育、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移动支付系统、网络安全与信息保护、知识产权确权与

保护、跨境结算与电子汇兑、跨境税收协调等相关领域积极合作ꎬ从而为“丝
路电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ꎮ

　 图 ８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

注:２０２０ 年中国海关总署增列监管方式代码 ９７１０(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直接

出口)、９８１０(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ꎬ相关数据按可比口径计算ꎮ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２０１９)»ꎬ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５０ 页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

息化司:«中国电子商务报告(２０２０)»ꎬ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４６ 页ꎻ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２０２１)»ꎬ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第 ３６ 页ꎮ

(三)中欧班列:国际物流的有力保障

中欧班列是指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ꎬ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全程

运行时刻开行ꎬ运行于中国和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集装箱等国

际铁路联运列车②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中欧班列(渝新欧) 首次开行③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ꎬ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即带有统一标识的

—３５—

①

②

③

«跨境电商培育外贸新增长点»ꎬ«经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海外仓具有

“四快一低”(即清关快、配送快、周转快、服务快ꎬ成本低)的特点和优势ꎬ是跨境电商的重

要境外节点和新型外贸基础设施ꎮ «稳步推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２７４７１ ｈｔｍ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ｚｇｇｗ / ｊｇｓｊ / ｋｆｓ / ｓｊｄｔ / ２０１６１０ / Ｐ０２０１９０９０９６７７８７３８６２４６ ５ ｐｄｆ

«渝新欧大事记»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ｕｘｉｎｏ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ｈ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ｌｉｎｅｔｉｍｅ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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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①ꎮ 经过有关各方多年来的共同努力ꎬ中欧班列已经成为国际物流的

知名品牌和国际运输合作的代表性成果ꎮ
在价值内涵上ꎬ中欧班列旨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ꎬ将自身打造为促进内

陆地区对外开放(中国中西部地区、欧亚大陆腹地、欧洲中东部地区)和欧亚大陆经

济整合(横跨欧亚大陆的物流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和投资平台)的支柱产业

和战略产业②ꎬ并得到了中国政府(中央、地方)、企业(国有、民营)以及国际合作

伙伴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③ꎬ同时也带动了沿线相关口岸和陆港城市的蓬勃发

展ꎮ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行政协调和前期的财政补贴)以及由此所带动的

市场拓展ꎬ中欧班列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ꎬ堪称穿行在欧亚大陆的“钢铁驼队”ꎮ
新冠疫情暴发和全球扩散后ꎬ相比空运和海运等其他运输方式ꎬ中欧班列在

运输能力和运输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集中显现ꎬ并成为国际物流的有力保

障ꎮ 具体来说ꎬ中欧班列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运输能力和运输成本两个方面ꎮ
第一ꎬ运输能力优势ꎮ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ꎬ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ꎬ铁路

运输的稳定性优势比较明显ꎮ 在空运方面ꎬ受各国政府出入境政策限制以

及各国民众出行意愿下降的影响ꎬ各航司客运航班ꎬ特别是国际航班数量

锐减ꎬ导致航空货运能力连带下降④ꎮ 在海运方面ꎬ远洋船运较长的航行时

—４５—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共同出席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达欧洲(波兰)仪式»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１ / ｃ＿１２９０７７４８７ ｈｔｍ

高柏、甄志宏等:«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２ 页、第 １６１ 页、第 １６４ 页ꎮ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相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跨国行政合作ꎬ如将中

欧班列确立为沿线铁路运输的最高等级班列ꎬ协调运输收费标准ꎬ开行“五定”班列[即定

点(固定装车地点)、定线(固定运行线路)、定车次(固定车次)、定时(固定到发时间)、定
价(固定运输价格)]与实现“六个统一” (即统一品牌标志、统一运输组织、统一全程价

格、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经营团队、统一协调平台)ꎬ实行“三互”大通关协作(即信息互换、
监管互认、执法互助)ꎬ开通邮政班列(即铁路运邮)ꎬ合力保障运输安全等ꎮ 黄奇帆:«推

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ꎬ«全球化»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ꎮ
当然ꎬ民航业也在通过发展全货机、客机改货机等方式积极恢复运力ꎮ 据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的分析数据ꎬ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全球航空全行业可用货运吨

公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ａｒｇｏ Ｔｏｎｎｅ －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ｓꎬＡＣＴＫｓ)分别减少了 ２３ ３％ 和 １０ ９％ ꎮ 其中ꎬ国
际运力分别下降了 ２４ １％和 １２ ８％ ꎮ ＩＡＴＡꎬＡｉｒ Ｃａｒｇ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ｏｂｕｓｔ Ｅｎｄ ｔｏ ２０２０
ｆｏｒ Ａｉｒ Ｃａｒｇｏ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ｔａ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ｉｒ －
ｆｒｅｉｇｈｔ － ｍｏｎｔｈｌ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２０２０ / ꎻ ＩＡＴＡꎬＡｉｒ Ｃａｒｇ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ｉｒ
Ｃａｒｇｏ Ｅｎｄ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Ｙｅａｒ 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ｏｔ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ｔａ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ｉｒ － ｆｒｅｉｇｈｔ － ｍｏｎｔｈｌ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２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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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密闭的工作环境导致船员面临更高的染疫风险ꎮ 同时ꎬ一旦船舶出现疫

情ꎬ相关运输活动不得不中断而难以保证稳定运力ꎮ 因此ꎬ铁路运输在疫情

当下具有在运时、运量、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较之于空运和海运的比较优

势①ꎬ并正在大力承接来自空运和海运的转移货物ꎬ以及进行公铁联运、海
铁联运、空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和“铁海公空邮”综合运输一体化融合发展ꎮ
例如ꎬ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下ꎬ亚欧物流中“日本港口海运 ＋ 中欧班列铁

运”的 海 铁 联 运 已 经 从 作 为 日 本 企 业 的 业 务 连 续 性 计 划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对策的应急手段逐渐发展为日本国际物流的第三个重

要手段②ꎮ
第二ꎬ运输成本优势ꎮ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ꎬ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ꎬ铁路运

输的成本优势比较明显ꎮ 受国际供需结构变化影响ꎬ国际货运价格相比疫情

之前大幅攀升ꎬ甚至一度出现集装箱“一箱难求”的局面ꎮ 在此背景下ꎬ铁路

运输在运输成本(费用成本、时间成本)方面相比空运和海运ꎬ其比较优势更

加明显ꎮ 与此同时ꎬ铁路运输也更为绿色环保③ꎮ 据测算ꎬ中欧班列的运输

费用约为空运的 １ / ５ꎬ运输时间约是海运的 １ / ４ꎻ中欧班列的平均碳排放量为

航空运输的 １ / １５ꎬ公路运输的 １ / ７④ꎮ 因此ꎬ在国际社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

及可持续交通运输的新约束条件下ꎬ铁路运输因低碳排放而带来的成本优势将进

一步显现ꎮ
得益于此ꎬ中欧班列在疫情当下取得了长足发展ꎬ并在运力、运量等方面

—５５—

①

②
③

④

与海运和空运相比ꎬ中欧班列实施分段运输(在边境线进行换装和值乘交接)ꎬ
不涉及人员检疫ꎬ因而具有人员检疫限制相对较少、运行相对安全稳定的优势ꎮ «国铁集

团:中欧班列口岸交接顺畅ꎬ在主要国家间稳定运行»ꎬｈｔｔｐ: / /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４１８ / ｃ１４７３９ － ３１６７８８７６ ｈｔｍｌꎻ«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

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ｙｒｂｔ ＿ 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 ＿ ６７３０２５ / ２０２００４ / ｔ２０２００４２４ ＿ ５４１８８
６５ ｓｈｔｍｌ

汪婉:«日本对中欧班列的认识和利用»ꎬ«东北亚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根据欧亚铁路联盟指数的追踪数据ꎬ２０２１ 年前 １０ 个月ꎬ经过俄、白、哈的中欧班

列货物量超过 ５７ ３１８ ８ 万标箱ꎬ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３ ８ 万吨ꎮ 作为对比ꎬ同等条件下

海运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 １８ ３ 万吨ꎬ公路运输约为 ３４０ ５ 万吨ꎬ航空运输约为 ２ ０２０
万吨ꎮ «中欧班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访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总裁格罗姆»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６ / ｃ＿１１２８２０１８０５ ｈｔｍ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欧

班列发展报告(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ｚｇｇｗ / ｊｇｓｊ / ｋｆｓ / ｓｊｄｔ / ２０２２０８ / Ｐ０２０２２０８１８
３１１７０３１１７０３１１１６９７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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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创新高①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５ 万列ꎬ运
送货物超 ４５５ 万标箱ꎬ合计货值达 ２ ４００ 亿美元ꎬ通达欧洲 ２３ 个国家的 １８０
多个城市ꎮ 其中ꎬ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５％ 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８％ ②ꎬ综合重箱率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７ ２％ 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９８ １％ ③ꎮ 另据

统计ꎬ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起ꎬ中欧班列单月开行超过千列已成为常态ꎬ有力地

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④ꎬ为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此外ꎬ中欧班列还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开启常态化

衔接ꎬ从而进一步保障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

间的贯通运输⑤ꎮ 综合来看ꎬ中欧班列通过打通、整合与盘活亚欧大陆桥ꎬ
构建了一条亚欧大陆的运输新通道ꎬ并深刻地改变了中欧班列沿线地区的

生产格局和消费空间⑥ꎬ有力促进了枢纽经济、口岸经济和通道经济的繁荣

发展⑦ꎮ
与此同时ꎬ中欧班列正在与“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中的防疫合作以及“数

字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丝路电商”有机结合ꎮ 对于前者ꎬ中欧班列为国际社

会抗击疫情发挥了生命通道的重要作用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底ꎬ中欧班列已

累计向欧洲发运防疫物资 １ ４２０ 万件、１０ ９ 万吨ꎬ成为防疫物资运输的重要

物流通道⑧ꎮ 对于后者ꎬ中欧班列为“丝路电商”平台所带动的跨境物流发挥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综合来看ꎬ铁路运输比海运快捷、比空运便宜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欧班列的主要

运输目标是具有较高附加值但不足以支持空运、对运时有一定要求但又不是极其敏感ꎬ而
且又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马斌:«中欧班列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应对»ꎬ«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由于新冠疫情对传统国际货运结构造成显著冲击ꎬ铁路运输在海运和

空运之间的市场空间得以进一步扩大ꎮ
客观地说ꎬ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运输还是在中欧贸易运输ꎬ铁路货运目前都仍只

是空运和海运的一个补充而非替代方案(单婧、张乔楠:«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

试验场»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９ 年版ꎬ第 ２２３ 页)ꎮ 但是ꎬ经过前期的市场培育以及新冠疫

情的刺激催化ꎬ中欧班列在物流方面的潜力和竞争力已经得到充分展现以及进一步的

提升ꎮ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五万列»ꎬ«经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９ 日ꎮ
«中欧班列连续 ２６ 个月保持“月行千列”»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ꎮ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常态化衔接中欧班列»ꎬ«广西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６ 日ꎮ
陈向明:«物流型国家:物流体系的空间力量———中欧班列对欧亚大陆枢纽城市

的影响»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京召开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五周年工作

座谈会»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ｚｇｇｗ / ｊｇｓｊ / ｋｆｓ / ｓｊｄｔ / ２０２１０６ / ｔ２０２１０６２１＿１２８３６４４＿ｅｘｔ ｈｔｍｌ
«中欧班列“跑”出新纪录»ꎬ«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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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运输保障的重要作用ꎬ并形成了“‘丝路电商’ ＋ 中欧班列”的新业态①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中欧班列开行首列跨境电商专列②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中欧班列开

通首条跨境电商专线③ꎮ 在新冠疫情对跨境电商业务和中欧班列运输需求的

双重刺激下ꎬ中欧班列的跨境电商专列、专线正在实现进一步的快速增长ꎮ

表 ２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中欧班列开行情况 (单位:万列)

年份 西行 东行 总计

２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７

２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４ ２

２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８ ０

２０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３０ ８

２０１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０２６ ５ ０ ０８１ ５

２０１６ ０ １１３ ０ ０ ０５７ ２ ０ １７０ ２

２０１７ ０ ２３９ ９ ０ １２７ ４ ０ ３６７ ３

２０１８ ０ ３６９ ６ ０ ２６６ ７ ０ ６３６ ３

２０１９ ０ ４５２ ５ ０ ３７０ ０ ０ ８２２ ５

２０２０ ０ ６９８ ２ ０ ５４２ ４ １ ２４０ ６

２０２１ ０ ８３６ ４ ０ ６８１ ９ １ ５１８ ３

资料来源:«中欧班列大事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０３０１５７３ꎻ«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１ ２４０ ６ 万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９ / ｃ＿１１２７００１１９１ ｈｔｍꎻ«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１ 月份新闻发布会ꎬ介绍宏观经

济运行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ｗｓｚｂ / ２０２２１ｙｕｅ / ? ｃｏｄｅ ＝
＆ｓｔａｔｅ ＝ １２３

(四)绿色复苏:“绿色丝绸之路”的新赋使命

当前ꎬ世界经济正在进行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孪生转型( 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④ꎮ

—７５—

①

②

③

④

这种新业态又分为两种国际贸易模式:一种是“境内企业 ＋ ‘丝路电商’ ＋ 中欧

班列 ＋ 境外企业”ꎬ另一种是“境内企业 ＋ 中欧班列 ＋ 海外仓 ＋ ‘丝路电商’ ＋ 境外购买

者”ꎮ «跨境电商 ＋ 中欧班列为“黔货出山”探新路»ꎬ«科技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中欧班列首列跨境电商专列抵达重庆»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６ / ８３４０７０９ ｓｈｔｍｌ
史锋华:«国内首条中欧班列跨境电商出口专线开通»ꎬ«大陆桥视野»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史丹、汪崇金:«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世界产业“孪生转型”»ꎬ«财经智库»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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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一方面有助于

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振受新冠疫情影

响而低迷的世界经济①ꎮ 就此而言ꎬ“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在时下担负着推动

世界经济绿色转型与绿色复苏的双重使命②ꎮ
疫情前ꎬ共建“一带一路”在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立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合作平台、实施绿色“一带一路”项目③、开展

“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等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ꎮ 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ꎬ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已然具有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ꎬ在
投资贸易中强调生态文明理念ꎬ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丰富内涵和重要使命④ꎮ
疫情当下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积极在此基础上继续共同促进绿色经济

发展ꎬ助力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ꎮ 其中ꎬ在绿色金融领域ꎬ中资金融机构积极

通过贷款、股权、债权等多元化渠道参与“一带一路”绿色项目ꎬ并面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推出绿色产品和创新服务ꎬ还与多家机构合作开展了一

—８５—

①

②

③

④

根据郑馨竺等人构建的全球疫情自适应模型核算ꎬ与传统复苏方案(以化石燃料

和传统碳密集型行业刺激为主)相比ꎬ绿色复苏方案(发展清洁能源、能源清洁化和经济

数字化)具有同等甚至更强的经济拉动效益、同等强劲的就业拉动效益和长期减排效益ꎮ
就此而言ꎬ绿色复苏方案在经济、就业和环境领域存在协同效益ꎬ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并不

对立互斥ꎮ 当然ꎬ绿色复苏方案也存在短期内碳排放回弹(但比同等经济刺激量下的全年

碳排放量少５％左右)和劳动力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拖慢经济恢复速度(跨行业就业门槛导致

劳动力转型困难以及结构性失业)等问题ꎮ 郑馨竺、张雅欣、李晋、王灿:«后疫情时期经济

复苏与绿色发展:对立还是共赢»ꎬ«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另据国际金融

论坛和«中央银行»杂志联合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一带一路’”专题调查ꎬ８７％
的受访央行认为ꎬ“一带一路”项目有助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ꎮ 其中ꎬ７５％ 的受访央行

认为ꎬ这些项目有助于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ꎮ 国际金融论坛、英孚数码公司:«国际金融

论坛 ２０２１ 中国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ｆ ｏｒｇ ｃｎ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ＦＦ２０２１ / ｒｅｐｏｒｔ － ｃｎ ｐｄｆ
例如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建议ꎬ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绿色转型ꎬ通过建设“绿色丝绸之路”进一步带动世界经济

绿色复苏ꎮ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ꎬ构建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研究成

果和建议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１１２ / Ｐ０２０２１１２２２３２５４７７６３９９１０ ｐｄｆ
据路孚特(Ｒｅｆｉｎｉｔｉｖ)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年ꎬ“一带一路”项目总价值达到 １ ７１ 万

亿美元ꎬ项目数量为 １ ３５３ 个ꎮ 其中ꎬ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光伏、核能、风电)总价值达到

１ ０４９ ５亿美元ꎬ项目数量达到１０２ 个ꎮ ｈｔｔｐｓ:/ / ｎｅｗｓ ｓｏｕｔｈｃｎ ｃｏｍ/ ｎｏｄｅ＿ｆ７ｃ５８７ａｅ６ｂ/ ５ｆ３ｆｃ４９６８０ ｓｈｔｍｌ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之路分论坛在京举行»ꎬ«中国环境

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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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一带一路”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工作①ꎮ 例如ꎬ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匈牙

利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１０ 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熊猫债ꎬ这也是

境外主权国家首次在中国发行绿色主权熊猫债②ꎮ 此外ꎬ“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国际联盟研究团队还发布了«“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系列政策研

究报告ꎬ为“一带一路”项目的绿色投融资提供了实用工具③ꎮ
为了实现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与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协同增效ꎬ中

国政府作出了重要政治表态并提供了配套政策支持ꎮ 在政治表态方面ꎬ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

演讲中提出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ꎬ要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ꎬ让
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④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

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宣布ꎬ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

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ꎬ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⑤ꎮ 在政策配套方面ꎬ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中国商务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

作指引»ꎬ强调要在对外投资合作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⑥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５ 日ꎬ
中国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

南»ꎬ以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⑦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印发

—９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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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青年课题组:«以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ｈｓｌ / ｇｎｚｊｇｄ / １６８３７９ ｈｔｍ

«匈牙利在中国发行 １０ 亿元绿色主权熊猫债»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研究团队:«‹“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基

线研究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ｇｃ ｎｅｔ / ｚｃｙｊ / ｙｊｋｔ / ２２１１ / ２１２０２０１１２９７６４４４４３８８３５２ ｐｄｆꎻ“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研究团队:«‹“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二期专题 Ｉ:企业

及金融机构应用手册»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ｇｃ ｎｅｔ / ｚｃｙｊ / ｂｇｘｚ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１２０２１１０２５５９６４２４１
１９３３１ ｐｄｆ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研究团队:«‹“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
二期专题 ＩＩ:铁路公路行业绿色发展指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ｇｃ ｎｅｔ / ｚｃｙｊ / ｂａｘｚ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１０ /
Ｐ０２０２０１１０２５５９５８８９０６０４３４ ｐｄｆ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ꎬ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开

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７ 页ꎮ
习近平:«坚定信心ꎬ共克时艰ꎬ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生态环境部:«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０７ / １９ / ５６２５９５５ / ｆｉｌｅｓ / ａ５４ｃ１ｅｃ８３ｄａ７４ａ７ｂａ８０ｂｂ３３ｄｄ１ｃ３１１０ａ ｐｄ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

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２０１８ / ｘｘｇｋ / ｘｘｇｋ０５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０＿９６６５７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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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ꎬ并确定了绿色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绿色标

准、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绿色发展的重点合作领域①ꎮ 此外ꎬ中国进出口银

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积极落实中

国政府的“退煤”承诺ꎬ并着力构建以清洁能源为支柱的绿色出口信贷体系②ꎮ
综上所述ꎬ虽然新冠疫情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难以忽视的阻碍和困

难ꎬ但是共建各方积极把握疫情期间的新形势和新常态ꎬ在以防疫合作、“丝
路电商”、中欧班列和绿色复苏为代表的重点领域取得突出进展ꎬ从而使得共

建“一带一路”成为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合作的一面旗帜ꎮ

三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ꎬ“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ꎮ 一方面ꎬ高质量发

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在当前阶段的主要方向和基本要求ꎮ 另一方面ꎬ虽然新

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诸多挑战和负面影响ꎬ但也为有关各方共建

“一带一路”带来切实需求和新的契机ꎮ 因此ꎬ后疫情时代和高质量发展共同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双重背景ꎮ 具体来说ꎬ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在后疫

情时代的高质量发展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开展相关工作ꎮ
(一)推进应急行动措施向常态机制合作的转化工作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可持续性ꎬ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基本路

径在于机制化③ꎮ 新冠疫情期间ꎬ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间在卫

生医疗、人员往来、货物进出口等方面提出和开展了许多临时措施和特别行

动ꎬ如健康检测互认ꎬ参与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建设ꎬ便利商务人

员、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ꎬ畅通货物跨境流动的绿色通道ꎮ
在后疫情时代ꎬ可以通过相应的过渡安排和对接工作将这些应急性的行动措

施转化为常态化的机制合作ꎮ 在此基础上ꎬ可以进一步推动有关各方间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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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关于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ｔｚ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２８ ＿
１３２０６２９ ｈｔｍｌ

陈翰、沈威:«中国“停止新建境外煤电” 承诺一周年:进展与展望»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ｎｅｔ / ｚｈ / ４ / ８８０２８ /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

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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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性合作向相关部门间的机制性合作发展转变ꎬ从而实现“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在范围上的拓展以及在程度上的深化ꎮ
与此同时ꎬ疫情的暴发、扩散和反复也为疫情期间的国际合作创造新的

条件和注入新的动能ꎬ如卫生安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ꎮ 对此ꎬ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组成部分的“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

丝绸之路”可以与之实现有效对接①ꎮ 具体来说ꎬ有关各方可以将新冠疫情

在这些领域所催生和释放出的合作需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化拓展

有机结合起来ꎬ从而将各方在疫情期间的适应性安排和新合作举措纳入“一
带一路”的建设框架ꎬ进一步实现这些合作方案的常态化和机制化ꎬ并配套打

造与之对应的工作平台与合作体系ꎮ
( 二)统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与安全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ꎬ中国政府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主

张②ꎮ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来说ꎬ这一主张同样适用并且更为深刻ꎮ 在发展

和安全的辩证关系中ꎬ安全是发展的前提ꎬ发展是安全的基础ꎮ 一直以来ꎬ中
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树立和贯彻发展安全的理念ꎬ即以经济发展

带动安全环境改善ꎬ同时还强调安全发展的理念ꎬ即确保安全生产并为经济

发展提供全面、充分和可靠的安全保障ꎮ 新冠疫情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影响凸

显公共卫生安全、债务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大宗商品安全等安全因素在

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影响ꎮ 由此ꎬ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并呈现相互

交融的态势ꎮ 越来越多的合作议题开始兼具发展和安全的双重属性ꎮ 对此ꎬ
相关各方有必要在观念和行动上统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和安全ꎮ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与安全的统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要避免对于发展和安全的偏废ꎮ 发展和安全之于“一带一路”的共

优先性决定了二者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ꎮ 因此ꎬ要避免非此即彼

式的为了发展而牺牲安全或为了安全而牺牲发展ꎬ而是在发展议程和安全议

程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和有机协调ꎮ 换句话说ꎬ发展和安全在“一带一路”的合

作设计中应是兼顾的而非互斥的ꎮ
第二ꎬ要注重实现发展和安全的互促ꎮ 发展和安全之间并非必然对立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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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成绩斐然———二○二一年共建“一带一路”进展综述»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版ꎬ第 ９ 页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

纲要»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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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关系ꎮ 在此ꎬ发展安全和安全发展的辩证关系反映出发展盈

余对安全效益的积极作用ꎬ以及安全盈余对发展效益的积极作用ꎮ 就此而言ꎬ
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ꎬ既要重视经济建设的安全投入ꎬ也要注

意安全建设的经济影响ꎬ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消ꎮ
第三ꎬ要树立“发展 ×安全”的复合思维ꎮ 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之间的融

合态势决定了过去以“发展 ＋安全”的加和思维日益难以适应新的时代变化ꎮ
对此ꎬ要树立“发展 ×安全”的复合思维ꎬ并贯彻于形而上的概念和逻辑以及

形而下的组织和行为ꎮ 具体来说ꎬ“发展 ＋安全”的加和思维将发展和安全视

为彼此独立的两项基本事务ꎬ因而以平行主线的方式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安全

问题以及安全过程中的发展问题ꎮ “发展 × 安全”的复合思维将发展和安全

视作相互交织的双重基本事务ꎬ因而以融合主线的方式通盘考量发展问题和

安全问题及其相互关系ꎮ
(三)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

中国政府提出ꎬ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ꎬ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

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①ꎮ 就此而言ꎬ“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与促进经济全球化以及践行多边主义之间具有深层意义上的价

值联结ꎮ 新冠疫情在客观上造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休克”和“倒转”ꎬ并显著增强

了本土本位主义和自给自足模式的吸引力和传染力②ꎮ 对此ꎬ“一带一路”合作

伙伴在疫情之前业已强调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
容和普惠的全球化③ꎬ重申加强多边主义对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④ꎮ

后疫情时代ꎬ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回潮和逆流以及一些国家对于多边主义

的后撤和反动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更应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ꎬ积极引领

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的时代风潮⑤ꎮ 例如ꎬ中国政府强调ꎬ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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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４８７ 页ꎮ
Ｇｏｏｄｂｙ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Ｖｏｌ ４３５ꎬＮｏ ９１９４ꎬＭａｙ １６ꎬ２０２０ꎬｐ ７
«习近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讲话»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５７ 页ꎮ
«习近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讲话»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４２ 页ꎮ
合作性多边主义与对抗性多边主义相对ꎮ 其中ꎬ前者通过促进多边协调的方式

加强国际合作ꎬ是体现和捍卫多边主义宗旨和精神的多边主义实践ꎬ是真正的多边主义ꎻ
后者则通过拉帮结派的方式挑起国际纷争ꎬ是对多边主义的操纵和反动ꎬ是虚伪的多边主

义ꎮ 具体来说ꎬ中国政府认为ꎬ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ꎬ就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ꎬ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ꎬ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ꎮ 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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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形态ꎬ但全球化发展大势没有改变ꎬ搞“脱钩”“筑墙”
“去全球化”ꎬ既割裂全球也难以自保①ꎮ 尤其是考虑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

冠疫情已然造成“一个问题即所有问题、一个地方即所有地方”的现实效

果②ꎬ各国事实上已经没有从全球化中进行线性倒回的可能、空间和本钱ꎮ
因此ꎬ眼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倒车ꎬ而是如何

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继续推动全球化和捍卫多边主义ꎬ并在此过程中有效应

对新的威胁和挑战ꎮ 就此而言ꎬ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超级流动及其伴生风

险ꎬ比起诉诸绝对速度意义上的“慢下来”ꎬ更应重视在相对速度意义上的

“慢下来”ꎬ即动态提升自身足以匹配这种流动能量的承受力和适应力ꎮ
对此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回答和行动是ꎬ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彼此之间

的互联互通(“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三位一体)ꎬ以此方式提高各自和

共同应对疫情及其他各类风险的能力和韧性ꎮ 在本质上ꎬ共建“一带一路”的理

念和实践说明ꎬ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所带来和伴生的问题只有通过各方继续推进

全球化和践行多边主义才能得以真正解决ꎮ 具体来说ꎬ后疫情时代共建“一带

一路”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可以分为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ꎮ
第一ꎬ双边层面ꎮ 双边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ꎮ 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ꎬ中国同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继续深化拓展既有双边合作ꎬ一方

面充分保障“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继续推进建设和保持正常运营ꎬ另一方面努

力克服疫情造成的诸多不利影响ꎬ大力挖掘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合作空间和

新增长点ꎬ以期优化合作存量和提升合作增量ꎮ 综合来看ꎬ在国际形势因世

纪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大国博弈而发生重大变化并日趋严峻的复杂背景

下ꎬ中国同其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携手应变局、治乱局、开新局ꎬ既为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ꎬ也为国际社会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推进经济

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提供了宝贵信心ꎮ
第二ꎬ地区层面ꎮ 面向次区域、区域的地区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支撑ꎮ 当前ꎬ新冠疫情的延宕反复进一步凸显地区合作在应对各类跨境风险挑

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与之呼应ꎬ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加强了与相关地区机

制、地区国际组织以及地区互联互通安排(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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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ꎬ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８４ 页ꎮ
赵汀阳:«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ꎬ«文化纵横»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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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协同联动ꎬ以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补益和相互增益①ꎮ 在本质上ꎬ共建“一
带一路”所倡导和践行的地区合作是开放包容的ꎬ既鼓励域内国家的深度融入ꎬ也
欢迎域外国家的广泛参与ꎬ更乐见地区合作产生跨地区合作的溢出效应ꎮ 与此同

时ꎬ这种理念及其实践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有所保留和褪色ꎬ反而愈益笃定而坚决ꎬ
这也使其更加鲜明地有别于那些鼓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地区合作”ꎮ

第三ꎬ全球层面ꎮ 促进全球合作和改善全球治理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愿景ꎮ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及其深远影响再一次昭示全人类已然生活在

一个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地球村ꎮ 鉴于此ꎬ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②ꎬ旨在同世界各国一道ꎬ携手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

全的共同事业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其中ꎬ“一带一路”自然成为落实

这些主张的重要实践平台ꎮ 换言之ꎬ惠及各方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

要向国际社会证明和宣示ꎬ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单边主义、对抗性多边主义

没有出路ꎬ经济全球化和合作性多边主义才是正道ꎮ

结　 语

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系统运转的表层方式和底

层逻辑ꎮ 虽然这一世纪疫情的暴发和全球蔓延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多方面的

冲击和挑战ꎬ但是也在客观上为“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新的内涵和动能ꎮ 在后疫情

时代ꎬ“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继续沿着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方向ꎬ同时根据新的环境、条件和需求ꎬ携手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防控疫情

的抗疫之路、恢复经济的复苏之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之路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

力将“一带一路”打造为促发展、保安全、谋合作的繁荣之路、平安之路和团结之路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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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如ꎬ在次区域合作方面ꎬ中国继续同有关各方推进澜湄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等多边合作ꎬ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充实合作内涵ꎻ在区域合作方面ꎬ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同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上海合作组

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地区国际组织开展对接合作ꎬ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ꎮ 此外ꎬ中国还积极开展对中东

欧、太平洋岛国等其他地区的整体外交ꎬ并与之就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务实合作ꎮ
习近平:«坚定信心ꎬ共克时艰ꎬ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ꎻ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ꎬ合作开创

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２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