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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进展如何？（更新版）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2023 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过去十年，“一带一路”

倡议对于共建各国的繁荣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党的二

十大以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央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也对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高质量要求。“一带一路”战略进展如何？本篇

报告对此进行研究。 

 

 风险提示：基本面超预期变化，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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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共建各国的繁荣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党的二十大以来，面对

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央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也对共建“一带一路”提

出了高质量要求。 

 

1. “一带一路”: 迈向新阶段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为

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

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

亚国会的演讲中阐述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随后“一带一路”倡议上升至国家战略。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点实施“一

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不难发现，在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

局中，“一带一路”位居三大战略首位，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两边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

的腹地国家蕴含经济发展潜力。从布局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

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

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之后，一是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

欧洲；二是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延伸。 

图1 “一带一路”：五大方向 

中国西北、东北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三大走向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两大走向

中亚、俄罗斯

中国西北

中国西南

向南太平洋延伸

中国沿海港口过
南海

欧洲、波罗的海

经马六甲海峡到
印度洋 延伸至欧洲

中亚、西亚

中南半岛

波斯湾、地中海

印度洋

 
资料来源：2017 年《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海通证券研究所 

2015 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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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框架。从“一带一路”走向看，陆

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共建中心城市为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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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此外，中巴、孟中印缅两个

经济走廊与共建“一带一路”关联紧密。这六大经济走廊也形成了“一带一路”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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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带一路”示意图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一带一路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 1 “一带一路”倡议：六大经济走廊     

经济走廊 涉及海外国家 路线 合作领域及依托 

中巴 巴基斯坦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红其拉

甫-巴基斯坦苏斯特-洪扎-吉尔吉

特-白沙瓦-伊斯兰堡-卡拉奇-瓜达

尔港 

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合作、瓜

达尔港为重点 

中蒙俄 蒙古国、俄罗斯 

1、华北京津冀-呼和浩特-蒙古和

俄罗斯 

2、东北大连、沈阳、长春、哈尔

滨到满洲里和俄罗斯的赤塔 

代表：中俄原油管道、中俄天然气管道 

中国-中亚-西亚 
中亚五国、伊朗、

土耳其等 

中国西北地区出境，向西经中亚

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

沿岸，辐射中亚、西亚和北非有

关国家 

中阿“1+2+3”合作：能源为主轴，基建、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核能、航天卫

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 

代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新亚欧大陆桥 

俄罗斯、白俄罗

斯、波兰、德国、

荷兰等欧洲国家 

江苏省连云港市到荷兰鹿特丹港

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国内由

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 

铁路等陆路物流为依托 

代表：中欧班列。中国运往欧洲：电子产

品、机械设备、家具建材等 53 大门类、5

万多种商品。欧洲运往中国：医疗器械等 

中国-中南半岛 

越南、老挝、柬

埔寨、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 

东起珠三角经济区沿南广高速公

路、桂广高速铁路，经南宁、凭

祥、河内至新加坡 

代表：昆（明）曼（谷）公路；中老、中

泰铁路、雅万高铁等 

孟中印缅 
孟加拉、印度、

缅甸 

中国西南地区出发，连接印度东

部、缅甸，最终连接孟加拉 
代表：中缅油气管道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海通证券研究所 

根据《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纳入统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63

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主要覆盖东盟、西亚、中亚、南亚、中东欧等地区。其中，印

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积聚了较多人口。从经济体量看，印度、俄罗斯、

印尼、土耳其、沙特、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位居前列。

从与我国的贸易往来看，东盟占据主导。总结来看，这些国家人口众多，基础设施需求

较高，但是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诉求也因此较强。此外，近些年，越

来越多的非沿线国家也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区域发展意义重大。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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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国对 18 个省重点布局，其中，新疆、福建分别

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此外，对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等 15

个港口重点建设。 

从区域布局看，西北是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东北是向北开放的重要

窗口。在西南地区，广西是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并且是“一带”和“一路”有机衔接的

重要门户。云南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从城市看，打造西安成内陆型改革开

放新高地，打造重庆成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支撑，打造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

合肥成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图3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资料来源：丝绸之路城市联盟，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2022 年“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量靠前的国家（亿美元） 

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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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GDP（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各国展开密切合作。在政策沟通的保障下，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分别成为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此外，还包括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内容。国

家发改委表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已累计与 150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内容涵盖互联互通、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

文、民生、海洋、电子商务等领域。 

随着合作越发密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协议合

作使得国家间的贸易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升级不仅使得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本身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学界对它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Suprabha Baniya 等

（2020）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使 71 个潜在参与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增加 4.1%，如果贸

易改革和基础设施升级相互促进，会把这一影响平均提升三倍
1
。François de Soyres 等

（2019）在考虑基础设施对贸易的影响基础上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参与国家 GDP

最高提升 3.4%，全球经济最高提升 2.9%
2
。 

 

2. “一带一路”：推动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对共建国家的经济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设施联通方面，共建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一是交运设施。

根据十四五规划，“一带一路”要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

络。根据 BMI 统计的全球基建项目数据，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2018 年交通行业新签

合同额较高，其中道路和桥梁占比 47.5%，铁路占比 39.2%。 

在公路方面，中蒙俄、中吉乌、中俄（大连－新西伯利亚）、中越国际道路直达运

                                                        
1
 Baniya S, Rocha N, Ruta M. Trade effects of the New Silk Road: A gravity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 

146: 102467. 
2
 De Soyres F, Mulabdic A, Ruta M. Commo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 quantitative model and estimate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 143: 10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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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试运行活动先后成功举办。在铁路方面，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

铁等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对于欧亚大陆，中欧班列是重要突破。截至 2022 年底，

中欧班列形成西、中、东三条通道，开通运行了 82 条线路，联通欧洲 24 个国家 200 多

个城市，累计运输货物货值 3000 亿美元。 

二是能源设施。主要包括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区域

电网升级改造等。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保持稳定运营，中俄天然气管

道东线将于 2019 年 12 月部分实现通气，2024 年全线通气。此外，中缅油气管道全线

贯通。 

三是通信设施。主要包括双边跨境光缆、洲际海底光缆、空中（卫星）信息通道等。

一方面，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另一方面，我

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启动了丝路光缆项目。 

图5  2018 年“一带一路”国家新签交通行业合同额：分项占比 

道路和桥梁
47.5%

铁路 39.2%

港口 6.9%

机场 6.3%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19)》，海通证券研

究所 
 

图6 中欧铁路运输通道：主要货源吸引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海通证券研究

所 
 

随着设施互通需求的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程建设和投资快速推

进，尤其是在沿线国家更为明显。根据商务部数据，在工程建设方面，2013 年到 2022

年，我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 1.2万亿美元和8000

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在投资方面，2013 年到 2022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2700 亿美元。

根据《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1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额 241.5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3.5%，主要投向新加坡、印

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从行业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主要

流向制造业、批零、建筑业，占比分别为 39%、13.8%、10%。 

图7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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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8 2021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金额分布 

制造
39.0%

批发和零售 13.8%
建筑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 9.5%

水电气生产和供应 7.7%

交运仓储和邮政 6.9%

金融 5.6%

其他 7.6%

 

资料来源：《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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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21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存量（前 20 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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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资引入形成支撑。根据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2》，2021 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76 万家，实际投资金额

1809.6 亿美元，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占比分别为 11.1%、6%。分行业看，批

发零售业的新设企业数目、投资金额的占比分别达到 47.5%、21.8%，领先于其他行业。

制造业、房地产业虽然外资企业数目较少，但是投资金额占比相对较高，分别达到 20.5%、

15%。需要说明的是，仅仅考虑沿线国家，可能会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资引入

的影响存在低估，毕竟参与共建的非沿线国家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图1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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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2》，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1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金额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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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2》，海通证券研究所 

 

为了保障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合作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

2014 年 11 月，由中国出资的丝路基金成立，初期设计规模为 400 亿美元。作为中长期

开发投资基金，丝路基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根据丝路基金网，

截至 2022 年底，丝路基金投资项目遍及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投资金额超过 200

亿美元。同时，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也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金融

支持。 

2015 年 12 月，亚投行成立，旨在为亚洲地区长期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提

供资金支持。截至 2020 年底，亚投行已成功吸纳 103 名成员国，批准投资 108 个项目，

投资总额达 220.2 亿美元。2022 年亚投行表示，到 2025 年末将每年贷款等资金投放量

提高到 100 亿美元以上。此外，亚投行还拟“走出亚洲”，面向东欧、中南美、非洲国家

大幅扩大贷款规模。此外，我国政策性银行也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专项贷款，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一带一路”的交通运输、石油装备、电力工程、通讯设备等重点领

域提供承保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力度的增强，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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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深入。以往，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海合作组织农业

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是共建国家在传统领域重要的合作平台。近几年，数字经济、

核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开始增加，比如中国－东盟和平利用核技术

论坛为共建国家开展核技术产业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图12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 

 

资料来源：《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中国政府网，新华社，海通证券研究

所 

 

3. “一带一路”：我国出口的新动能 

在贸易畅通的带动下，“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出口注入新动能。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3 年到 2022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的贸易额从

1.04 万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7.96%。进一步看，2022 年我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为 1.18 万亿美元和 8913.2 亿美元，较 2013 年

分别增加 107.5%和 89.1%。 

以人民币计价，2022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 13.83 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占比

56.8%，对东盟的比重达到 47.1%，对中亚 5 国、阿联酋和沙特等贸易伙伴的增速较高。

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总体的比重由 2013 年 25%升至 32.9%，对整体增速的拉动

较为明显。进一步从出口看，2022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 7.89 万亿元，其中中间产品

占比 56.3%，尤其是纺织品、电子元件、基本有机化学品和汽车零配件保持较高增速。

相比之下，进口方面，能源产品的占比较高，达到 41.4%。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基础

上，如果把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沿线国家也考虑进来，“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贸

的贡献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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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情况（人民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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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4 东盟十国进口总额：来自中、美的占比（12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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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海通证券研究所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面临一定调整压力，主因欧美需求的变化。从去年开始，欧、

美区域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呈现下行趋势，对我国进口的比重也持续回落。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前者主要在于通胀压力之下，货币政策逐步收紧，高利率的环境

导致外需降温。而后者或与加征关税等中长期的因素有关。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对我国出口形成有力支撑。其实过去十年，从东盟国家的进口结构看，来自我

国的比重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而来自美国的比重逐步回落。 

今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较为活跃。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以人

民币计价，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5.9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3.2%，占我国外贸规模的比重为 46.5%。进一步从出口看，由于东盟的制造业 PMI

保持韧性，2、3 月份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较强。3 月之后，俄罗斯对我国出口给予有

力支撑，但是欧、美势头较弱，对我国出口形成持续拖累。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出口 8.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高出同期我国出口整体增速

7.3 个百分点。 

图15 制造业 PMI：美、欧、日、韩、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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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我国向主要国家的出口：对整体出口增速的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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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2023 年 10 月，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我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八项行动。这也意味着，未来“一带一路”的合作方向更加明确。首先，合作领域

进一步延伸。我国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

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

限制措施。其次，在硬联通进一步深化的同时，民间交往、廉洁之路等软联通受到重视。

比如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建立“一带一

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等。再者，促进绿色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

际联盟的支持，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等。最后，本届论坛上

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智能向善”的宗旨。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我们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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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

安全是头等大事。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产业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未来要把维

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应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加强粮食、能

源、矿产资源、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等领域的开放与合作。 

其次，加快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多

个省份重点布局，涉及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

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当前我国沿边地区的开放仍落后于沿海开放，未来可以在资金投

入、项目布局等方面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完善我国东西共济、海陆并举的开放新格局。

比如在财政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专项资金支持，落实差别化的补助政策。

在金融方面，设立沿边重点地区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等。 

最后，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

新的引领。接下来我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把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等领域作为重大外资项目支持的主方向，积极引导“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外资企业在医疗机械、5G 通信技术应用等高技术领域加强投资。与此同

时，我国也要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扩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出口。 

风险提示：基本面超预期变化，政策不及预期。 

表 2 我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八项行动 内容要点 

构建“一带一路”

立体互联互通

网络 

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

航贸一体化发展。 

支持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 

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

准入；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开展务实合作 

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

3500 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800 亿元人民币；实施 1000 个小型民生援助

项目。 

促进绿色发展 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到 2030 年为伙伴国开展 10 万人次培训。 

推动科技创新 
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 5 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 100 家。提

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支持民间交往 举办“良渚论坛”；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 

建设廉洁之路 
会同合作伙伴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

究和培训。 

完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 

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

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新华社，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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