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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预期管理、风险规避及战略应对

苗　吉＊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领导层统筹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的

主要政策框架。本文旨在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预期收益，分析该倡议需

持续关注的潜在风险，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应对方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多

维政策框架，中国对其预期收益有四：第一，回应“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软实

力；第二，通过广袤地域的经济整合，获取中国持续崛起的动力；第三，缓解美国

海洋霸权对中国贸易和能源生命线的威胁，维护中国外交与战略权益；第四，重

建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和“支配地位”的区域秩序。笔者认为，应合理管理对“一

带一路”预期，防止高估该倡议的潜在收益，更不能低估该倡议所包含的政治、经

济和安全风险。与之对应，中国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管理自身对倡议的预期及其

现实风险：悉心经营国家形象；严格依照经济学原理而非政治决断建立和发展项

目，防止过分战略化倾向；降低其军事与安全意涵，谨慎参与军事和战略活动；通

过多边框架徐图修正令自己受益颇丰的制度。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风险　国际秩序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统称“一带一路”倡议）

是新时期中国领导层统筹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的主要政策框架。它代表了中国

欲以其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多的政策工具、日渐丰盈的智识经验整合周

边地区，并进一步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努力。进入２０１６年以来，倡议逐步

做实，“在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下，沿线各国战略对接、互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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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产能合作硕果累累。”①联合国安理会第Ｓ／２２７４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有关阿

富汗问题的第Ａ／７１／９号决议更是先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敦促各方

通过该倡议加强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

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②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新型治理框架获得

了世界最权威国际组织的认可。“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当前工作和未来发展

方向高度契合，与联合国所承载的多边主义精神高度契合，与联合国会员国的共

同利益高度契合。③晚近国际政治的发展，无疑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更为重要

的意涵。以美国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为标志，世界

展示出一股“逆全球化”潮流。“当今世界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

守旧的重要抉择”④，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和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重

要力量，理应担当起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之责，成为“乱局中的稳定器、变局中的正

能量”。而“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中国承担全球治理新角色的重要抓手和政策

工具。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着丰厚的预期收益，但与此同时，也蕴

含着潜在风险。中国需为这一恢宏计划投入巨量经济与外交资源，而其最终的

成功有赖于慎重的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对相关地缘政治与安全

风险的有效规避以及全面的外交统筹和微观的项目管理。

一、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新的软实力工具？

（一）“中国威胁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开展贸易和友好交往的两条主

要通道。相比两条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彼时的中国要远为强大，但中国选择以和

平方式开展平等经贸往来。这是人类交往历史中以和平、合作、融合为主题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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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通道。因此，“一带一路”代表着中国热爱和平与合作的传统与智慧。新一届

领导层希望通过复兴“一带一路”，应对时下颇为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藉

此向世界表明，它愿意以其新获得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和平地与世界各国接触，

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因此，该倡议对沿途发展中国家来说堪称是战略上

的“强心剂”。

该倡议出台的时机值得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正值东海、南海岛

屿争端激化，中国正 当 的 维 权 行 为 被 外 界 视 为“咄 咄 逼 人”①，甚 至 认 为 中 国 要

“以实力改变现状”②，受到国际社会的误解。一方面，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尤

其是美国的关系摩擦不断；另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着挑战，

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性质和动能在

发生某种改变，往常的“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大团结”的政策表述已经不足

以解释当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关系的变化，这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表现尤

甚。“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西方为遏制中国而炮制出的一场阴谋，在许多非西

方国家也颇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召开建国以来首

次周边工作会议，意欲调整周边工作思路，重拾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动力。其对外

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中国决意对周边投入更多资源，决不会因过度重视大国关系

而厚此薄彼。

中国希望通过支持相关沿途国家道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开发，密切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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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投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

关系，缓解这些国家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扩大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消除

“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开始就具有

解决问题的性质。无疑，这一策略是“以经促政”的传统智慧在新时期的运用，①

也凝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广泛经验。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合作与人文

交流能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并成为政 府 间 关 系 的 基 础，对 此 我 们 深 信 不 疑。

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将在“贸易促安全”理念的指导下，②全力争取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程度不一的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ｓ）。有研究表明，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间更易于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乃至军事同盟。③ 至少，此

类协定有助于扩大共同利益，打消有关国家的“中国威胁论”。

（二）经济合作与中国形象：来自现实的分析

总体而言，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能促进其政治关系的发展，改善民众之间的相

互认知。但是需知二者之间有着远为复杂的互动机理，而非线性关系，需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更不可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关系好了，政治关系就自然会好了”。

如何将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转化成国家间的政治润滑剂和民众感情

的催化剂，对中国外交而言，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现实情况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在过去有了长足发展，但各国对中国的

焦虑似乎并未因此得到缓解。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６８０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４年的３４３７亿美元，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２０．５％。④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

６６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３年的９１亿美元（２０１２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１３０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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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峰值），累计 直 接 投 资 高 达９８１亿 美 元。① 然 而，一 项 由《中 国 日 报》和 言

论ＮＰＯ共同实施的民 意 调 查 显 示，日 本 民 众 中 对 中 国 持 负 面 印 象 的 比 重 从

２００５年的３７．９％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９０．１％（２０１４年 更 是 高 达９３．０％）。而 中 国

民众中对日本持 负 面 印 象 的 比 重 从２００５年 的６２．９％升 至２０１４年 的８６．８％
（该比重 在２００７年 时 降 至２４．４％，２０１３年 时 又 升 至 十 年 来 的 峰 值９２．８％）。②

中国占韩国和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但两国民众对华友好度均不高。③

菲律宾也不例外，其出口商品的１２．１％销往中国，进口商品的１３．１％来自中国。

甚至有研究指出，中 国 经 济 增 长 每 下 滑１％，菲 律 宾 的 经 济 增 长 也 会 随 之 下 滑

０．５２％。④ 经贸往来密切如是，然而中菲政治关系一度僵持，民众间还存在广泛

的误解。⑤

中亚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基本上都支持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对

“一带一路”倡议反应积极，但地方媒体、反对团体，甚至普通百姓对中国劳动力

的涌入以及可能的领土争端表示担忧，民间对政府同中国达成的商业协议也常

常提出质疑。⑥ 日益增多的中国商业活动，尤其是中国劳工的涌入以及中小企

业数量的增加，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引起反弹。为

缓解本国民众对国家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哈萨克斯坦政府已宣布限制中

国在本国能源领域的投资，决定将中国在本国油气生产领域的份额从２０１３年的

２５％削减至７－８％左右。⑦ 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主义派系、青年组织和反对派

团体声称，中国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营行为将威胁其国家利益。近年来，一些

新生的反华组织非常活跃，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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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值得一提。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中东地区

大国土耳其占有重要地位。但皮尤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３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土耳其

国内民众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一直很低（２００９年时正面看法为１６％，２０１３年时正

面看法为２７％）。① 该民意调查还表明，中国一向支持的巴勒斯坦人民对中国的

正面看法 在２０１１年 至２０１３年 间 甚 至 下 滑 了１５％左 右（２０１１年 正 面 看 法 为

６２％，２０１３年支持率为４７％）；以色列人民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下滑１１％（２０１１年

正面看法为４９％，２０１３年正面看法为３８％）；埃及人民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下滑

１２％（２０１１年正面看法为５７％，２０１３年正面看法为４５％）；②３９％的菲律宾人和

意大利人以及３６％的土耳其人将中国视为其本国的敌人。③ 相反，中国虽然与

俄罗斯、巴基斯坦的贸易联系不甚密切，却 与 这 两 个 国 家 保 持 着 良 好 的 政 治 关

系，且民众对彼此的看法也都很正面。

即便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经济交流与政治关系和民众感情的关

系也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仅以过去十年为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在过去十年间

获得了飞速发展，双边贸易由２００４年的７８３亿美元飙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９８３亿美

元。同时，大陆还超过美国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

在２０１４年高达１０５８亿美元。④ 然而，相当数量的台湾精 英 与 民 众 仍 将 大 陆 视

为其主要安全威胁。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１９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人对中国

大陆的态度颇为冷淡，其对大陆亲切度逊于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韩国等亚洲国

家，仅仅优于朝鲜。⑤ 台湾学生激烈抗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海

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担心二者会“损害台湾经济的独立、民主和安全”，尽管中

国大陆已经对台湾做出了诸多单边让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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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影响人们对中国认知的因素很多。通常而言，对中国市场更感兴

趣（但同时又担心所涉政治风险）的企业家与倾向于对中 国 更 加 焦 虑 的 普 通 百

姓，对中国的看法差别总是很大。① 而且，近期各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很大

程度上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比如，中国在涉及巴勒斯坦、埃及和以色列的国

际事务上的姿态被某些国家视为单边主义。② 再如，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

为也部分影响了外界对中国的看法。③ 以上例子揭示了经贸关系和民间交流的

强化并不意味着彼此的认知就一定会得到改善，二者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

至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增多就一定

能改善中国在这些国家眼里的形象，改善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地理位置的临近

和文化传统的相似，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东 亚 各 国 民 众 间 更 应 相 互 持 有 良 好 印

象，更易于相互理解而非相反，但是事实上远非如此。相对而言，大多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以及人文交流都 不 甚 密 切，文 化 背 景 也 大 相 径

庭。因此，中国仍需学习和探索将其经济力量转变成软实力和国际号召力的有

效手段，并需要长期的悉心经营，而非一蹴而就。

二、“长远收益”：“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经济学？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面子”工程。在政治领导层和学术界普遍存在着这样

一种信念：对“一带一路”的巨大投资将会带来长期经济收益。前中共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ＣＣＩＥＥ）副理事长郑新立指 出 了 建

设“一带一路”的四大战略意义：（１）建设“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同步实现小康的

需要；（２）建设“一带一路”是和平稳定周边外交关系的需要；（３）建设“一带一路”

是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需要；（４）建设“一带一路”也是完善中国开放型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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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Ｉｓｓｕｅ　６，ｐｐ．５－２４．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２０１３／０７／１８／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０８－０２．
Ｓ．Ｒ．Ｎａｇｙ，“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４，２０１３，ｐｐ．４９－５７；Ｓ．
Ｒ．Ｎａｇ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ｌｉｖｅ　ｉｎ　Ｂｉｔｔｅｒ　Ｓｅａ，”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Ｄｒａ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ｐｐ．３１－３６．



系的需要。① 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一位负责人在总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时，特别提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八个陆上经

济走廊和规划项目。② 仅印度尼西亚一国就计划建造２４个海港，１５座机场，１８

个特别经济区以及近１万公里的铁路和公路，“这些工程都向中国企业开放”③。

国内方面，中国计划加大在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设施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缓解

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缓慢但可持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增强中国东

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以及中国西部内陆与东盟国家、中亚各国的互联互通，将会提

高中国国内的融合与竞争力，而且还将促进各个地区、国家间的平衡发展。

（一）促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

作为一个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内容

包括三方面：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中国是贸易大国，２０１４年对外贸易的依存

度高达４１．５％。④ 扩大与６４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是该合作倡议最直

接的收益。“一带一路”６５个国家人口达４４亿，占全球总人口的６２．５％；⑤国内

生产总值高达２１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２８．６％。⑥ ２０１３年，中国与这６４

个国家的贸易总额 达 到 了１．０４万 亿 美 元，相 当 于 中 国 对 外 贸 易 总 量 的 四 分 之

一。⑦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与这６４个沿线国家的贸易年增 长 率 为

１９％，高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率４个百分点。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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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郑新立：《建设“一带一路”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２０１４全球资产管理论坛（天津峰

会）主题致辞，天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这八个领域是：（１）促进宏观经济增长；（２）大 型 建 筑 工 程 和 互 联 互 通；（３）国 际 产 能 合 作；（４）贸

易与投资；（５）自由贸易区和便利化；（６）金融新平台和人民币国际化；（７）海 洋 经 济 和 旅 游 业；（８）能 源 合

作和环境保护。详见刘劲松：“一带一路将给工商界带来 八 大 机 遇”，在 亚 洲 合 作 对 话 共 建“一 带 一 路”合

作论坛暨亚洲工商大会发言，福州，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８日。

刘劲松：《“一带一路”将给工商界带来八 大 机 遇》，在 亚 洲 合 作 对 话 共 建“一 带 一 路”合 作 论 坛 暨

亚洲工商大会发言，福州，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８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２０１４年全年国内生产 总 值 为６３．６４万 亿 元，全 年 货 物 进 出 口

总额为２６．４３万亿元。见中国国家 统 计 局：《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５０２／ｔ２０１５０２２６＿６８５７９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 行 动（完 整 版）》，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１５－０３

－２８／１４００３１６５５７８０．ｓｈｔｍｌ。

同上。

同上。

杨洁篪：《自信互 信，共 襄 盛 举———博 鳌 亚 洲 论 坛２０１４年 年 会 讲 话》，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ｅｎｇ／ｚｘｘｘ＿６６２８０５／ｔ１２５０５３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６－２０．



“一带一路”倡议将给中国企业带来重大海外投资机遇。① 经过近４０年 的

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成长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在过去十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５６００亿美 元。② 仅２０１４年 一 年，中 国 对

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高达１０２９亿美元。③ 截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已经累计吸引来自中国方面 的 投 资１６１２亿 美 元，占 中 国 总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的

２０％左右。④ 中国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为其在高

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带来新兴市场。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４年，

中国已建成超过１．６万千米的高铁网络，居世界首位。⑤ 这些铁路途经多种地质地

貌，经受住了各种气候考验。许多国家已表现出对中国高铁的浓厚兴趣。中国意

识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将会转化为中国高铁技术和设备的巨大市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为中国的过剩产能、充足的劳动力、雄

厚的资本以及在建筑领域的丰富经验，提供了理想舞台。尤其是中国传统制造业

产能普遍过剩的形势有望缓解。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以及船舶产能利用率仅为７２％、７３．７％、７１．９％、７３．１％和７５％，尚不算在建、拟建

项目。⑥ 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过度投资已导致以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为

特征的经济严重失衡。一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将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称为中国第一

大经济挑战。⑦ 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指出，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是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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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新立：《“一带一路”战略为海外 投 资 提 供 重 要 契 机》，第 二 届 中 国 跨 境 投 资 并 购 峰 会 发 言，上

海，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８日。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ｅｉ．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０１／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ａｖｅｌ．ｘｌｓ，２０１５－０６－２２．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ＤＩ　ｏｆ＄５８１．３Ｂｉｌｌ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４．

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

商务部：《“一带一路”约 占 中 国 对 外 投 资 总 额 两 成》，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ｈｏｔ／

２０１５－０７／６９４１８５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６－２２．
高铁指的是时速大于或等于２００千米／小时的铁路和铁路网络。见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李克强在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ｔｗｏ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５－０３／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７２９６６３．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国务院：《关于 化 解 产 能 严 重 过 剩 的 指 导 意 见》，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

１０１５／ｃ１００１－２３２１０７２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许小年：《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是政府负债、银行坏账和产能过剩》，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ｑｄ．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ｘｉｎｗｅｎｚａｏｂａｎｃ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５／４１９４０４０＿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的“关节”。“作为为数不多的同时满足具备资本、产能和

技术这三个条件的国家之一，中国有责任通过与沿线各国的对接联通，实现共同富

裕。”①李克强总理在对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巴西以及欧

洲访问时，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② “一带一路”将

会把中国和高度工业化的欧洲以及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连接在一起，而产能合作又

有助于创造统一的产业网络，以便在确保中国工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消化其多余的

产能。然而，中国也必须意识到这一合作倡议所涉及的经济风险。

（二）中国投资的问题

中国投资的第一大问题就是，投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２０１０年，中

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总对外直接投资的６１．６％，而中国国有企业所

控制的外国投资存量占了全国总存量的６６．２％。这一投资方式不仅颇为国际社会

所诟病，而且还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 （Ｍ＆Ａ）的一大障碍，因为被并购企业

母国担心这些并购的政府背景损害其经济安全，虽然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在系列

大规模的海外并购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ＣＮＯＯＣ）以１８５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

科公司以及中国铝业向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注资１９５亿美元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除了法律和程序审查障碍之外，“国家安全”问题通常是这些并购所面临的主要障

碍。③ 事实上，即便是中国民营公司也受到了外国政府严密的安全审查。在经过

数月的调查之后，美国国会最终裁定中国通信业领军企业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是

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建议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进行严密审查。而且鉴于二者

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ＣＦＩＵＳ）“必须阻止华为公

司和中兴公司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接管或者兼并”。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由于

自身的薄弱性，可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超大规模投资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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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许小年：《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是政府负债、银行坏账和产能过剩》，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ｑｄ．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ｘｉｎｗｅｎｚａｏｂａｎｃ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５／４１９４０４０＿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２．
《李克强力推国际产能合作：升级版中国“走出去”》，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

０７／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９９８８２．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Ｄｉｃｋ　Ｋ．Ｎａｎｔｏ，Ｊａｍｅｓ　Ｋ．Ｊａｃｋｓｏｎ，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ＮＯＯＣ　Ｂｉｄ　ｆｏｒ　Ｕｎｏ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Ｕｐｄａｔ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２００６．
Ｕ．Ｓ．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ｕａｗｅｉ　ａｎｄ　ＺＴ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ｉｋｅ　Ｒｏ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Ａ．Ｄｕｔｃｈ　Ｒｕｐｐ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１２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２．



如何确保中国的投资为目的地国家的普罗大众接受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

务。中国国有企业通常通过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获得合同。而超大规模的工程往

往倾向于惠及政治、经济精英，却很难直接惠及普通老百姓。同时，少数中国企

业也由于卷入当 地 官 僚 腐 败、失 业、环 境、产 品 质 量 和 劳 资 纠 纷 而 成 为 众 矢 之

的。① 此外，考虑到中国能源进口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②且中国早期

投资大多集中于资源领域，中国将很容易因能源采掘和“新殖民主义”而招致国

际社会的批评，一如中国在非洲所经历的。③ 这一国家形象难题会因资源富足

国和资源匮乏国之间的贫富悬殊而加重。在建筑业这一中国最具优势的领域，

中国公司因本国劳动力相对更有经验、易于管理以及薪资更低而较少雇佣当地

劳动力，常为人诟病。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私有企业都需要提高中国商品

和服务的质量，在促进就业、保护环境等社会倡议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此

外，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以监督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

为。如果设立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尚有困难，那么中国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经济

部门应该对此负责。可持续性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大挑战。在中国国

内，许多超大规模建筑工程也因资金不足、人员变动或者政府政策变更而未被全

部实施。④ 中国海外投资 面 临 风 险 更 大。中 国 计 划 发 展 的 超 大 规 模 投 资 项 目

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被搁置、中止或彻底告吹，“尤其是在阿富汗、尼日利亚、菲

律宾、斯里兰卡，以及正处于动荡之中的中东地区和北非。”⑤有外国学 者 估 计，

大约８０％的中国矿产协议未能实施。这一数据有夸大的嫌疑，但是较大比例的

投资计划未能最终付诸实施却属实情。一旦外国也出现大规模烂尾楼甚至“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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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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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００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ｓｉｎｇｌｅ／ｅｎ／７４１，２０１５－６－２２；Ｘａｎ　Ｒ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虽然目前尚没有可信数据，但一位“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谋划者暗示，中国６８％的石油、４２％的

煤炭、３５％的棉花以及１１％的矿物质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

Ｅｒｉｃａ　Ｓ．Ｄｏｗｎ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ｂａｔ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７７，２００４，

ｐｐ．２１－４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ａｇ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ｏｍ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ａｃＮｅ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ＣＳＩＳ，Ｎｏ．３８，Ｊｕｌｙ　７，２０１５．
Ｉｂｉｄ．



城”，①中国的投资形象将进一步受损。

（三）过度投资与目的国有限偿付能力

沿途发展中国家的财务状况、市 场 容 量 及 其 经 济 管 理 能 力 是 制 约“一 带 一

路”倡议经济前景的另一个因素。即便中国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经济力量和巨大

的外汇储备，它依然要依靠国际金融组织、国内银行、民间注资和股票市场为其

国内建设融资。在总值４００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成立，以及２０１５年６月末价

值１０００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之后，“一带一路”基建项目

的融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中国如何从这些巨额投资中实现预期收益仍是

难题。而对于投资目的地国家来 说，宜 量 入 为 出，防 止 落 入 重 债 国 的 不 良 债 务

循环。

尼泊尔、老挝和斯里兰卡是最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国

在２０１３年超越印度，成为这三个国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仅２０１３年

后半年，中国在尼泊尔的投资就高达１．７４亿美元，占尼泊尔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的６０％。② 到２０１３年，中国对老挝和斯里兰卡累计直接投资均达５０亿美元左

右。③ 而且中国很快就会成为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

源国。但是，由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容量有限，而中国海外投资者通常青睐大

型项目，考虑到从项目规划到产出往往有一定的周期，“一带一路”倡议在落实的

过程中需避免过度投资的风险。

对某些投资目的地国 家 来 说，则 需 综 合 考 虑 其 经 济 承 受 能 力，防 止 债 务 风

险；中国还需考虑项目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运营。比如老挝已对长约４２０

千米的中老高铁（泛亚高铁的一部分，计划时速每小时２００千米，包括１５０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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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许多中国地方政府建造了不少新居民区，开发区和新城镇，却几乎没有多少人住在那里，因此被

称为“鬼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ＦＤＩ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４－０１／２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２５３０５３．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６－２４；“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ＦＤＩ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Ｎｅｐａｌ，ｏｖｅｒｔａｋｅｓ　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ｈｉｎｄｕ．ｃｏｍ／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ａ－ｉｓ－ｌａｒｇｅｓｔ－ｆｄｉ－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ｎｅｐａｌ－ｏｖｅｒｔａｋｅｓ－ｉｎｄｉ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６１８０８１．ｅｃｅ，

２０１５－０６－２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ＦＤＩ　ｉｎ　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３－１２／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１５０９９２．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６－２４；Ｓｕｗａｔｃｈａｉ　Ｓｏｎｇｗａｎｉｃ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ｏｓ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Ｌａｏｓ－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ａ－ｔｒａｎｓ－３０２６１８２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６－２２．



桥和７６条地下隧道）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老挝政府需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举债

７２亿美元，这几乎与老挝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

曾告诫老挝慎重其事，毕竟老挝尚位列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即便中国可

以战略投资的形式向老挝提供建设资金，老挝政府仍需要设法经营好这条铁路，

并从中获利。斯里兰卡的情况与老挝相似。该国因需偿还众多超大项目的债务

和利息而承担着巨大压力。有西方媒体曾报道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汉班托特

港口，以及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亏损的情况。① 不容否认，“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能力制约着重大投资的效果和可持续性。

（四）投资主体、决策及其结构性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易于引发目的地国精英与大众的担

忧。有外国批评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不用对其股东负责，因此它们为了赢得商

机，往往会采取更加大胆进取的措施。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国有企业也可能依据

地方长官的指令而非预期的市场收益去 进 行 投 资。这 种 决 策 方 法 可 能 相 当 冒

险，毕竟任何宏观政治和社会动荡，投资者对本地宗教、文化了解不足或者判断

失误都可能导致投资失败，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利比亚、叙利亚和苏丹的惨痛

教训。

“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遵循了典型的自上而下路径。它由政治领导人根据

其杰出的政治和战略意识提出来的，由官僚系统负责总体设计和具体实施，学界

陆续跟进，进行解释性研究、公众宣传和技术性支持。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倡议相

当大程度上属于理念和战略方向上的，官方最初也并未有一个发展蓝图，②学术

界则从一开始就是缺位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倡议的提出，无疑主要是

政治考量，但是在其落地的过程中，则由企业或个人负责实施，后者需基于经济

学原理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与管理。如果这种解释属实，那么中国国有企业的

体制优势以及其所谓的前瞻性和进取性都会受到质疑。事实上，由于欠缺国际

经验和无视潜在的政治、金融和法律风险，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

不胜枚举。

３１第３期 　　苗吉：“一带一路”倡议：预期管理、风险规避及战略应对

①

②

Ｓｍｒｕｔｉ　Ｓ　Ｐａｔｔａｎａｉｋ，“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５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２０１５／０６／０５／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ｓ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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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份蓝图直到２０１５年３月才正式被宣布。



在西方发达国家，投资 主 体 主 要 是 私 有 企 业，需 基 于 成 本－效 益 的 严 密 分

析，考虑总体风险，并严格遵守透明的法律程序以确保投资的合法性。在中国政

治和知识精英的话语中，常常更为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而非其经济

意义。① 该倡议的战略性毋庸置疑，但危险在于，许多巨型工程的建立是出于政

治考量而非经济收益。而且如果经济利益妨碍了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就要服从

战略利益。经济决策的战略化，意味着可以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或

者为了政治、战略利益牺牲经济利益，也意味着基于综合利益的预期，甘愿承担

更大的经济风险。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但是风险在于，这意味着理应通过纯

经济学分析做出的决断，因被“战略化”而变得冒进而有失审慎。因此，真正地发

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利比亚发生动乱之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胆识和成功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艳羡。

据报道，仅２００８年一年，中国的企业就与利比亚签订了１８０份合同，涉及建筑、

工程设计和劳动服务，总价值高达１００．５亿美元。②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中国在

利比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等传统产业领域，战乱发生后，中国的巨额投资几

乎荡然无存。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像是政治精英而非商业精英，他们不仅有

着一定的行政级别，还与相关政府机关进行着人事互调。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

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考虑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需考虑国家内外总体需要，并

且后者常常重于前者。这使其决策常常缺乏专业、可靠的技术性风险评估。据

中国矿业协会会长估计，中国２０１３年海外矿业投资中８０％失败。③

（五）沿线国家的对冲与国际竞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相互信任，这些中小国家在和平时期游离

于中国与美国之间，两面下注，不选边站队。但一旦发生安全危机，它们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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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清华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就认为，“一带一路”战略除了经济属性之外，其外交属

性和政治属性也较强。“一带一路”主 要 的 目 标 就 是，打 造 互 利 共 赢 的“利 益 共 同 体”和 共 同 发 展 繁 荣 的

“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要想取得成功的话，就必须优先考虑战略关系。见《阎学通：“一带一路”

的核心并非交通设施，而 是 战 略 关 系》，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ｖｉｅｗ．ｃｎ／ｈｔｍ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ｆｏ＿４０６９．
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２．

Ｄｍｉｔｒｙ　Ｓｏｌｏｖｙｏｖ，“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ａｌｓｔｏｒｙ．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ｌｉｂｙａ－ｗｈａｔｓ－ｒｅａｌ－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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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ｖａｉｌｂａ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６／ｔｈ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会选择亲近美国。“经济上靠中，安全上靠美”的双轨局面在“一带一路”中殊为

明显。甚至在经济领域，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它们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比

如２０１３年柬埔寨峰会之后，东盟国家意识到与中国市场“过度”融合的风险，因

此，它们开始寻求那些有助于扩展其经济联系的活动，防止过分依赖中国。① 迫

于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柬埔寨政府以环境因素为由，推迟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在该国建造一座总值４０００万美元的大坝工程。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另一个主

要投资项目———缅甸密松大坝工程也于２０１１年在缅甸改革派上台之后被叫停。

此外，中国公司承建的总值１４０亿美元的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港口建设工程，也

于２０１５年１月被叫停。新的西里塞纳政府公开改变其亲华政策，努力改善斯里

兰卡与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关系。②

沿线国家引入其他国 际 力 量 的 努 力，无 疑 将 使 中 国 投 资 面 临 来 自 美 国、日

本、欧洲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竞争。因为这些国家尚处经济起步阶段，中国的人

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显得较为突出，但是随着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同上述国家在 “一带一路”的竞争将会加剧。

三、“以陆制海”：地缘政治的新突破？

（一）被夸大的海上风险和被高估的陆上通道

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之一是 相信该倡议有助于缓解中国对美

国海洋霸权的担忧：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断马六甲海峡这一中国重要的能源

与贸易通道，倡议有助于减少中国在突发事件中的脆弱性。③ 许多中国学者认

为，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封锁是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

年世界油价飙升期间，这一点尤为突出。④ 中国在缅甸铺设油气管道也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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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国际战略通道研究》，博士论文，中央党校，２００５年，第５９－６７页；张洁：《中国能源安全中

的马六甲因素》，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李金明：《马六甲海峡与南海航道安全》，载《南洋问题

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汪海：《从北部湾到中南半岛和印度洋：构建中国联系东盟和避开马六甲 困 局 的 战

略通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规避“马六甲困局”所做的努力之一。也有人提议在泰国修建克拉运河，直接连

通安达曼海与泰国湾，以形成一条新的能源线路。① 但此运河开通的可行性及

其后果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讨论。就连新兴的北极路线也引起了中国学

者的高度关注。② 这种思路虽有其合理性，然而，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 个 事 实：

只要它们仍然依赖于海上路线（缅甸油气管道和克拉运河的两端都依赖于海上

线路，而北极路线本身就是一条海洋线路），就可能无法克服无处不在的美国海

军力量的挑战。

相比之下，横跨中亚的 铁 路 网 络 显 得 较 为 可 靠，因 为 倘 若 南 海 发 生 突 发 事

件，这一铁路网可以成为对中国存亡发挥关键作用的能源大动脉。而且，考虑到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中国则具有一定地缘优势，美国在这一地区

部署军力或实施封锁，将会面临重大的外交和法律制约。

然而，“马六甲困局”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③ 航行自由是美国的 核 心 利

益之一，任何在和平时期有损自由航行的军力部署都将极大损害美国作为世界

领导国的形象和声誉。即便在非正常情况下，美国也不一定会选择封锁马六甲

海峡。有中国学者认为，就算美国真的封锁了马六甲海峡，中国受到的影响也是

很有限的。④ 重要的是，倘马六甲海峡封闭，缅甸的油气管道以及克拉运河也难

当大任，因为美国可能还会封锁印度洋和泰国湾。还可以选择损坏或彻底摧毁

这些铁路和油气管道。考虑到这些铁路和油气管道的长度，如果没有强大的军

力部署，要保护它们不受损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减少中国臆想或实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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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３期；朱明亚等：《世界经济贸易格局视角下 的 北 极 巷 道 战 略 价 值 分 析》，载《海 洋 开 发 与 管 理》，２０１５
年第１期；李振福：《地缘政治理论演变与北极航 线 地 缘 政 治 理 论 假 设》，载《世 界 地 理 研 究》，２０１０年 第１
期。

赵宏图：《“马六甲困局”与中国能源安全再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３６页。

薛力：《“马六甲困境”内涵辨析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第１３１－
１３６页。



安全感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建造一支强大海军，并精心谋划出一个海洋战略予以

指导。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并非解开“马六甲困局”的钥匙。

（二）升温的地缘政治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中国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时代基于自身实力与经验

开辟一种崭新国家实践的努力。除中国外，其他大国也纷纷推出了相似的倡议。

俄罗斯宣布构建欧亚联盟———基于其自苏联时代起对中亚地区所具有的传统影

响力，组建一个具有活力的新经济集团。该联盟有助于缓解美国和欧洲为俄罗

斯带来的战略压力。虽然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示出谨慎支持，但俄

罗斯之前曾因担心中国的金融实力会削弱其影响力，拒绝了中国与之共建上海

合作组织银行的提议。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之间

寻求平衡。

日本正努力通过经济与军事援助、外交拉拢、同盟改革加强与澳大利亚、印

度、越南和菲律宾的协作，重振其领导作用，抵御中国影响力的过快扩展；在经济

领域，日本至今仍未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反它提出了一个

与亚投行相当的基础设施资助计划，摆出同中国竞争的架势。对中国而言，仍需

考虑“一带一路”中日本的合适地位，毕竟同日本的战略竞争并非中国主要隐忧

和战略方向，而日本的金融和技术实力、海外投资管理经验及其软实力战略都将

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发挥积极作用。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谓“又爱又恨”，将之视为经济机遇和战 略 挑 战。

它提出了自己的“季风计划”和“香 料 之 路”等 倡 议，以 反 制 中 国 的“一 带 一 路”

倡议。② 一位有影响 力 的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甚 至 断 言，印 度 已 经 将“一 带 一 路”倡

议视为威胁，而非机遇，从而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障碍之一。同 时

该 学 者 提 出，作 为 回 应，中 国 应 该 宣 称 自 己 为 南 亚 国 家，且 印 度 洋 的 航 行 自 由

符合中国的利益，正如南海的航行自由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样。③ 倘中国果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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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择，不仅 中 印 两 国 的 战 略 猜 疑 会 升 级，中 国 将 同 时 在 印 度 洋 和 南 海 面 临

挑战。

韩国也推出了其所倡导的“欧亚倡议”，该倡议旨在将欧亚大陆和远东以及

朝鲜半岛连成整体，促进韩国与朝鲜在经济领域的接触，服务于朝韩统一的长期

愿景。同时，韩国力图避免被排斥在欧亚进程之外，并在连接东北亚和欧亚大陆

方面发挥桥梁作用。

这些计划、倡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所依赖的都是欧亚合作而非

美国。这表明，各大国都试图在“去美国化”的 世 界 里 重 新 调 整 其 对 内、对 外 政

策。话虽如此，上述亚洲大国中没有一个将中国视为地区领袖。亚洲是一个竞

争与对抗日益激烈的多极化地区。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规模

等方面确拥有优势，但尚算不上主导大国。在实现其“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

中国应着力于分享而非主导。

（三）局势动荡的中亚与中东

很重要的一点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身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而且还可能

进一步招致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贯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动

荡不安的欧亚腹地，这些地区长期受到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困扰。恐

怖主义活动的死灰复燃，以及恐怖势力（如伊斯兰国组织）的重组依然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在安全上的重大挑战。随着交通网络和互联互通的改善，中亚地区的

恐怖势力可能会寻求与中国境内的“东突运动”分裂势力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

这将使恐怖主义问题更难以应付，特别是恐怖主义与民族问题彼此纠缠时更是

如此。①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世界最繁忙的贸易、能源通道，大国竞争激

烈、海盗活动频繁，毒品生产、人口贩卖等跨国犯罪也很猖獗。因此，中国需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力合作，共同管理好这两条路线，促进地区和平、发展和

繁荣。

（四）慎用军事力量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在建造港口、铁路、运河、乃至军事基地时需要使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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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和战略杠杆。①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样，中国扩大其军事参与并向世界展现出保护其海外

投资和公民安全的积极姿态，就 是 再 自 然 不 过 的 事 情 了。然 而，考 虑 到 中 国 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缺乏互信，中国在沿线国家建造军事基地的需要和应

对多样性军事威胁之间存在矛盾。军事介入很可能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怨恨，

尤其是涉及民族和宗教因素的时候。中国应在建立海外补给站时小心行事，严

格限制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军事参与，毕竟中国在沿途的任何举动都会

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要说服中亚和中东地区

的国家允许中国建造军事设施将殊为困难。数量和规模有限的军事设施也难以

形成协同效应。即使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增强，其地区影响力也会受到美

国海军霸权和印度海军的制约。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虽将有助于扩展中国在

沿途地带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也有助于中国与沿途国家展开军事合作与互信

建设，但是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有限，并存在难

以预料的安全与社会风险。对于中国来说，明智之举是确保有限的军事目标并

使之与手段相适。海外军事设施应侧重提供补给、维护公共产品和打击海盗等，

除保有有限的威慑力量，应尽量避免将其直接用于安全和战略目的。审慎应是

中国在“一带一路”所涉军事领域的首要原则。

四、国际秩序：中国未言明的宏伟计划？

中国对改革现存的国际秩序有持续的需求。作为现存秩序的主要受益者，

中国有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责任。同时，中国要求与之国力相匹配的发言

权。“一带一路”被认为可服务于中国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甚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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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正计划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吉布提和肯尼亚等国家建造多个军事基地。了解更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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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努力。国际社会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力推“一带一路”背后的目的是重建

国际秩序。①

（一）中国所追求的国际新秩序

直至近年，西方学者开始高度关注中国崛起及其对西方的影响，中方意识到

其改革国际秩序 的 潜 力。② 为 了 确 保 中 国 承 认 并 遵 守 以 美 国 为 中 心 的 国 际 秩

序，美国已经在多个领域试图兼顾中国利益，防止后者另起炉灶。这种政策延续

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遏制”的长期策略。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中国最终

会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因此中国会维护而不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③

作为一个曾经长期被国际体系排除在外的国家，中国不仅吸取了历史教训，而且

也正在努力与现存国际体系深度融合。基辛格博士甚至呼吁，中美两国应通力

合作，共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④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

所见略同，他也强烈支持“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⑤

中国的领导层曾先后数次 提 出 其 国 际 秩 序 理 论 和 主 张，较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三个世界”理论、冷战后的多极世界以及晚近基于中国的传统观念提出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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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世界”主张。① 但中 国 是 在 最 近 几 年 才 开 始 逐 步 习 得 领 导 改 革 国 际 秩 序 的

能力和经验。与前任相比，中 国 新 一 届 领 导 人 改 革 现 有 国 际 秩 序 的 愿 望 更 为

强烈。② 中 国 学 界 也 对 后 美 国 时 代 或“去 美 国 化”的 世 界 秩 序 展 现 出 浓 厚

兴趣。③

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成功实施，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基于中国资本、专

长、理念驱动的高度融合的经济集团。通过将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紧密连

接，该倡议有助于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加强中

国作为其周边国家经济伙伴的重要性，提高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筹码。④ 在“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不会挑战仍由美欧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现有国际制度、

规范和价值观，但会以“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利益和经验为

基础，尝试创设区域性的秩序和制度安排，并在机会允许时对现有的制度进行补

充和改革。中国还可能会以上海合作组织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基础，提议建立一

个包括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组织。

（二）美国的持续霸权和中国的领导力赤字

现有国际秩序的突出特征是美国在经济、安全、制度和观念领域的绝对支配

地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会改变这 一 秩 序，而 将 在 这 一 秩 序 框 架 内 实 施。

所以，该倡议主要是对现有秩序的补充和局部修正，而非完全颠覆。即便该倡议

得以成功实施，中国也需要数十年才能具备挑战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实力。更

重要的是，中国很可能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但在军力或科技方面仍会存在巨大

差距。在制度、价值观、文化或广义上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方面，中美差距更

大。中国自身尚不确定能否成功发展出一种可持续、可复制的中国模式，也缺乏

将其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经验。因此，尚难判断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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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３页；王 金 强：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 结 构 变 迁 与 国 际 制 度 改 革———基 于 八 国 集 团 改 革 的 理 论 思 考》，载《当 代 亚 太》，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４２－４６页；周方银分析了东亚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对东亚未来秩

序的影响。很显然，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果。见周 方 银：《中 国 崛 起、东 亚 格 局 变 迁 与 东 亚 秩 序 的 发

展方向》，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２４－３０页。

Ｓｃｏｔｔ　Ｋｅｎｎｅｄｙ，Ｄａｖｉｄ　Ａ．Ｐａｒｋｅ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ｃｓｉｓ．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带一路”倡议创设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为接受的地区新秩序。经济上，世界

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蕴含的价值原则都将继续在现有国

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发挥支柱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ＡＩＩＢ）①虽被

美国视为中国对其金融霸权的挑战，但该银行难被中国左右。相反，亚投行仍将

美元作为其主要货币，并根据国 际 准 则 运 营。若 非 如 此，中 国 的 声 誉 会 受 到 损

害，中国一直以来释放善意，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努力就会招致广泛质疑，并就

此断送中国在未来构建自己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大好机会。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和价值观体系以及领导层独特的思维方式为国际社会

广泛接受尚需时日。中国领导层在近十年间尝试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刻画其对

未来秩序的图景，无论是胡锦涛前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与“以人为

本”观念，还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和“亲诚惠荣”等原则都有鲜明体

现。这些观念虽与所谓普世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却难以取代后者成为主流

世界的价值观。中国在海外的孔子学院招致了来自美欧国家的批评，原因之一

就是这些国家普遍担心中国会通过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扩张。② 另一方面，需要

说明的是，作为崛起时代的领导者，中国领导阶层自然肩负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

重任。这也是新的领导阶层不断强调中国的独特性、特色以及北京共识的原因。

但事实是，中国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现代化和工业化③，而这种现代化

和工业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无二致。因此，中国仅凭借其近年积累的物质力量

并不足以领导国际秩序改革，中国真正缺失的还是软实力。

（三）“一带一路”倡议并非“马歇尔计划”

总的来说，现有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虽然美国当初迅速攫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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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括印度、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 大 利、韩 国、澳 大 利 亚 在 内 的５７个 世 界 主 要 大 国 已 经 申

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此亚投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组织，并将于２０１６年初投入

运营。

Ｊ．Ａｄｌｅｍ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Ｇｒａｎｔ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Ｓ．Ｃａｌｉ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２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ｔｉｒ　Ｏｕｔｒ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Ｎｅｗｓ，Ｓｅｐ．２５，

２０１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ｅｄ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４／０９／２５／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１５－０４－２７．

Ｓａｔｏｓｈｉ　Ａｍａｋｏ，“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２，２０１５．



领导权及其塑造国际秩序的企图的确都与美国在二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有

很大关系，①但我们却不能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

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大相径庭。“马歇尔计划”提出时，世界正处于美苏两

大阵营尖锐对峙的时代。② 由于受到苏联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臆想的还

是实在的———当时的同盟国亟须美国的核保护和经济援助，战胜的英国和法国，

以及战败的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而美国由于其强大的

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在二战中的突出贡献，在罗斯福时代就已经荣登世界领袖

的宝座。

“一带一路”倡议则大不相同。如果说当初欧日诸国普遍接受马歇尔计划是

迫不得已，那么“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而言，更多是一种选项而非必需。在马歇

尔计划中，美国是各国安全与经济的唯一赞助者，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

做法则是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靠近中国，两面下注。通常情况下，一国会因

安全考量唯他国马首是瞻，很少因经济原因对他国俯首听命。当前，中国受内政

与外部环境制约，在领土和主权等多个事项上让步空间较为有限，而中国由于体

量巨大，又身处国际政治漩涡中心，外界对中国未来战略态势的担忧只增不减；

未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利益分歧与冲突，中国承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外界预期的

差距，大国间的复杂互动，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持中国建立地区新秩序的意

愿可能会有所下降。即便上述国家给予中国足够支持，中国也难以构建一个将

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新秩序；另一方面，中国难以在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领域主

导国际议程。美国势难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向中国做出重大让步。

另外，如上文所述，一个可持续的地区或世界秩序有赖于一种普遍接受的价

值观。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其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国很难让这些国家

接受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中国对此也了无兴趣。没有一个与西方迥然相异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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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Ｔｉｅｚｚｉ，“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０６，

２０１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ｈａｎｎｏｎ－ｔｉｅｚｚｉ／，２０１５－０６－１５；Ｄｉｎｇｄ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Ｉ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１４／１１／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ｌａｎ－ｉｓ－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２０１５－０６－１５；Ｍｉｃｈｅｌｅ　Ｐｅｎｎ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Ａｌｌ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２０１４．

金玲：《“一 带 一 路”：中 国 的 马 歇 尔 计 划？》，载《国 际 问 题 研 究》，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第９１－９４页；
《“一带一路”绝非中国版“马 歇 尔 计 划”》，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６／１６／ｃ＿

１２７９２２２６３．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一个中国特色或中国主导的地区或

国际新秩序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成长为一个兼具硬软实力的可持续大国之

前，中国应将“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

五、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统筹其国内发展与外交政策的宏大战略。除了中国

公开表述的实现共同发展、地区整合和建立公共产品的目标以外，中国官方与民

间对“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更多预期。通过审阅官方公告、文件、领导人演讲和

学术研究成果，本文认为，中国期望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四个方面的利益：

第一，回应“中国威胁论”；第二，获取长期经济利益；第三，降低美国海洋霸权对

中国贸易和能源通道的威胁；第四，重新建立区域秩序，使之朝着有利于维护中

国国家利益和“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上述预期收益与现实的比较，作者试图客观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

潜在收益及其局限，并进一步系统阐释“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和安

全风险。首先，难以确定“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人文交

流的扩大会最终转化成中国在南亚、中亚和非洲的良好形象。相反，该合作倡议

可能会因为中国国有企业问题而消极地影响各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其次，

该倡议有助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中国产能过剩的状

况。但以政治为导向的决策方法以及“一带一路”本身潜藏巨大风险，如过度投

资、投资对象国偿付能力有限导致投资失败；“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作为中国

替代性能源线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部分缓解美国海权优势对

中国能源与贸易通道的威胁，纾缓 “马六甲困局”，并使中国在地缘政治新变化

中获得更多筹码。但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学者倾向于高估了海上风险，低估

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身孕育的风险。最后，正如美国在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

重建国际秩序，中国也同样有可能通过“一带一路”重塑地区国际秩序。然而二

者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日益升温的地缘政治竞争、美国霸权的维持以及中国领

导力的缺乏决定了中国难以藉“一带一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中国需要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面而巧妙的接触，妥善管理好其国

家形象：应依据经济学原理而非政治意愿经营各大项目工程；有限度地展开军事

计划，控制建设海外军事设施的数量，并严格限定其用途，谨慎进行军事接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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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公共产品属性；主要将“一带一路”倡议限定于经济领域，避免给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造成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印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远大前程”

在于谨慎和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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