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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的含义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简称

 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
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秉持的是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





（二）“一带一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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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
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
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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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
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

 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
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
益。

 将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陆上和海上经
济合作走廊为依托，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建
设中国同沿线各国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三）建设“一带一路”的目标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
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
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
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
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

 “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
济增长和平衡的问题





（四）建设“一带一路”的愿景展望

 为国际合作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力，有助
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

 促进和平、推动互利合作，尊重《联合国宪
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构建繁荣、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
的共同愿望



（五）建设“一带一路”的做法

 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
接、优势互补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
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
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更不会强加于人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
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
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
的大家庭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
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
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
际合作的伙伴





（六）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

 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平等透明、相互尊重的精神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本着法治、
机会均等原则加强合作

 强调以下合作原则：



1、平等协商原则：

 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各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基本准则；协商
制定合作规划，推进合作项目

2、互利共赢原则：

 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兼顾各
方的立场



3、和谐包容原则：

 尊重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所有文化和
文明都能够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4、市场运作原则：

 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
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
明、非歧视





5、平衡和可持续原则：

 强调项目的经济、社会、财政、金融和环境
可持续性，促进环境高标准，同时统筹好经
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七）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举措

1、加强对话协商，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促进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之间伙
伴关系的努力

2、就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完善现有
多双边合作对话机制，为务实合作和大型项目
提供政策支持



3、加强创新合作，支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
智慧城市、科技园区等领域的创新行动计划，
鼓励尊重知识产权，加强互联网时代创新创业
模式交流

4、推动在公路、铁路、港口、海上和内河运
输、航空、能源管道、电力、海底电缆、光纤、
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欢迎等多
模式综合走廊和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构建
国际性的基础设施网络



5、通过借鉴相关国际标准、必要时统一规则
体制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实现基础设施规划和
建设协同效应最大化；为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
施建设培育有利的环境；欢迎国际金融机构加
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和投入

6、深化经贸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7、通过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
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方式扩大贸易，欢
迎有兴趣的国家开展自贸区建设

8、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和供应链联接，增加
双向投资，加强新兴产业、贸易、工业园区、
跨境经济园区等领域的合作



9、加强环境、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抗灾、减灾、提高灾害风险管
理能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等领域合作

10、加强通关手续等方面信息交流，推动监管
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加强海关合作，
通过统一手续、降低成本等方式促进贸易便利
化，促进保护知识产权合作



11、合作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体系；

加强金融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投融资模式和平

台平；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积极作用。



12、为构建稳定、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作贡献；

通过推动支付体系合作和普惠金融等途径，促

进金融市场相互开放和互联互通；鼓励金融机

构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推动签署

双边本币结算和合作协议，发展本币债券和股
票市场。



13、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纽带，深化教育、科
技、体育、卫生、智库、媒体以及包括实习培
训在内的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14、鼓励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促进
旅游业发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八）“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省区

1、西北、东北地区：

 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
黑龙江

2、西南地区：

 广西，云南，西藏



3、沿海和港澳台地区：

 上海，福建，广东，港澳台地区，浙江，海
南，山东

4、内陆地区：

 重庆，四川等省市



（九）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1、第一个层次—国内层次：

 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我国形成东强西弱的
经济发展格局。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
改变东强西弱的现状，实现经济发展的东西
部平衡

 把中国的高新企业及优质产能外溢到西部地
区，寻求新的市场和资源

 促进整体性改革，把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西
部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



2、第二个层次—地区层面：

 实际是指周边层面。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国
家，有漫长的边界线。但过去形成了海陆不
均的局面

 搞“一带一路”是为了实现海陆平衡、实现
南北并重与东西兼顾



3、第三个层次—全球层面：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再平衡，也是对俄罗斯“欧亚经济联
盟”的新平衡

 “一带一路”主要是贯彻了欧亚大陆的中心
和边缘，是中国周边战略和欧亚战略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是地区经济合作的创新版
和经济外交的升级版。它不具有强制性，提
倡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
理念，是中国外交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
新尝试。它排除过去以强凌弱的模式，为国
际社会提供一条具有包容性的共同发展的新
路线



（十）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1、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推动沿线国家
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
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2、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
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
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
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



3、实现既定战略目标：

 建立一个政治互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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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十九大报告关于“一带一路”的表述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
发展新动力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
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
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何为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说法的由来：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
把汉朝与中亚、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作丝绸
之路。丝绸之路的说法因简洁、生动，逐渐
被中外学者接受

2、丝绸之路的定义：

 泛指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欧洲之间的交
通干线



3、对丝绸之路有不同的理解：

对丝绸之路及其作用，不同视角有相应的解读

丝绸之路的功能，以元代为界，前后期发生明
显的改变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有联系，但不是
一回事



（二）丝绸之路的种类

1、北方丝绸之路

 经河西走廊至中亚、欧洲的道路：

自华北启程，经过河西走廊，穿过塔里木盆地，
经过帕米尔高原，至阿姆河流域。另一路抵达
北印度与阿富汗





 赴中亚及阿富汗的道路：

 往西达伊朗，分别至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
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另一路至伊拉克，
前行达地中海





2、南方丝绸之路

 经缅甸至南亚、欧洲的道路：

 史称“永昌道”，自成都经西昌、大理、德
宏入缅甸北部，经印度北部达地中海沿岸

 史称“伊洛瓦底江道”。由今成都入缅甸北
部，走水或陆路沿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
海

 经四川、云南至越南出海的道路：

 史称“交趾道”，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
越南河内，经海防出海





3、海上丝绸之路

 从东部沿海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至南亚、欧
洲的道路：

 自今广州或泉州出海，至交州（今越南河内）
或越南中部补给

 绕行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赴印度洋沿岸，
远端可达波斯湾与红海





（三）丝绸之路的功用

1、前期主要是便利周边势力向中原王朝朝贡：

 朝贡制度是中原王朝经营边疆的利器

 朝贡制度包括朝贡、赏赐两个方面

 朝贡制度的基础是农业社会与封建等级制度

 朝贡制度体现以我为主、和谐共存、远交近
攻等观念





2、厚往薄来是朝贡制度的主要特点：

 中原王朝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对朝贡者重在赏赐与封爵，换取边疆地区的
和平

 通过朝贡，构建以华夏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





（四）丝绸之路的演变

1、不同时代道路格局的变化：

 汉唐时期：北方丝绸之路最兴盛，南方丝绸
之路次之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北方丝绸之
路衰落

 元明清时期：丝绸之路的格局、功能均发生
改变





2、丝绸之路功用的改变：

 汉唐时期：朝贡制度取得较大成功

 元明清时期：朝贡制度出现转型

 宋元明清时期：对外贸易趋于活跃，明清大
量出口金银器、瓷器

 朝贡制度趋于衰落



3、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的功用之一：

 为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构建重要桥梁

 便利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传入中国

 便利各地进行物产、作物品种的交流





（五）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1、丝绸之路是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基石

2、丝绸之路构建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

3、丝绸之路促进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

4、体现中原王朝睦邻安边的治边观

5、为构建一带一路提供历史基础





（六）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

1、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
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
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
议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与提升，为沿线各
国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提供了新的重大契机，
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各国的积极回应



2、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
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
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
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
人民的聚居地。

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
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





3、沿着丝绸之路，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

阿拉木图、撒马尔罕、长安等重镇和苏尔港、
广州等良港兴旺发达，罗马、安息、贵霜等古
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古丝绸之路
创造了地区的大发展大繁荣





4、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
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理念

5、“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丝绸之路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
代特质，战略意义十分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