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经济专题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 / 18 

 
 

2023 年 02 月 13 日 

 

 

 

  
《当下宽信用关键点在居民端—宏观

经济点评》-2023.2.12 

《真实春运不差，节后消费不弱——

疫后复苏跟踪 2 月第 1 期—宏观经济

点评》-2023.2.6 

《各省市召开稳经济扩需求会议—宏

观周报》-2023.2.5  

蹄疾步稳启新程——“一带一路”十周年系列报告

之一 
——宏观经济专题 

   
何宁（分析师） 潘纬桢（联系人）    

hening@kysec.cn 
证书编号：S0790522110002 

panweizhen@kysec.cn 
证书编号：S0790122110044 

   

 
⚫  “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根本原则，以“六廊”、“六路”、“多
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共有 5 大走向和 5 项工作重点。中国政府还成立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来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目
前已经有 151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是中国向全
球提供的重要方案和国际合作平台。 

⚫ “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重点取得积极进展 

1. “一带一路”大家庭不断扩容。截至 2021 年底，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协议的 151 个国家 GDP 总值为 20.03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为 23%。人
口总数为 36.8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为 47%。除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多之外，如数字经济、税收合作、能源合作相
关的专业领域合作也在稳步展开。 

2. 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升，中国企业市场空间广阔。作为“一带一路”共建的
优先方向，近年来各参与国设施联通的水平大幅提升。六大经济走廊、铁路、
公路、港口等方面的建设均有了长足进展，一个更加高效且促进跨区域资源流
动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特别是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营与发展，对于促进基
础设施联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2 年底，中欧班列已连接中国境内 108

个城市，可以触及欧洲 25 个国家共 208 个城市。此外，近些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0%左右，是我国对外承包工
程的主力军。预计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减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推进，
对外工程承包业务也将恢复增长。 

3.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点内容，投资贸易合作亦取得长足发展。一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以美元计，2013-2022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由 1.04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7 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
率为 7.1%，同期我国整体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复合增长率为 4.25%，对我国整
体的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
贸易也在蓬勃发展。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已与 17 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 23 个国家建立了“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 ，未来
发展空间广阔。 

4. 投资规模逐年攀升，资金融通渠道不断拓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支撑，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资金融通合作取得良好进展。一是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逐渐上升，2013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投资金额为 126.3 亿美元 ，2021 年为 241.4 亿美元，8 年间共增长
91.1%，同期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增长幅度为 65.8%；二是我国与沿线国家金融
投资的政策合作程度不断加深；三是多边合作机制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特别
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和丝路基金的运营，为相关的建设提
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5. 人文交流不断深入，疫后往来有望快速修复。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社会根基，新冠疫情之前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不断深入。
预计随着防疫优化，人员往来也将快速恢复。 

⚫ “一带一路”发展空间仍然充足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空间仍然充足：一是数字经济合
作空间广阔；二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或将持续；三是贸易规模预计将保持较高
速增长；最后，“一带一路”的建设或也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 

⚫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超预期反复、俄乌冲突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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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题为

《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回

顾过去九年，“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中国已

经与 151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本报

告从“一带一路”的原则框架、五大工作重点进展等角度来对“一带一路”的成果

进行分析，并展望“一带一路”的未来前景。 

1、 “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与框架 

2015 年 3 月，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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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

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总体而言，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

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

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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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1：“一带一路”建设原则与主要框架内容一览 

“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 

共建原则 

根本原则：共商、共建、共享。                                                                         

基本原则：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

赢。 

核心理念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建设目标 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五大方向 

1.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大走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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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印度洋。                                                                                  

2.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

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 

主体框架 

“六廊”——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六路”——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            

“多国”——一批先期合作国家，争取示范效应，体现合作成果。                                                    

“多港”——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繁荣海上合作。 

合作重点 

政策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组织领导和工作机

制 

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担任组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 

 
1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2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xgcdt/639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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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 29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与会，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的 1500 多名代表参会，覆盖了五大洲各大区域。通过高

峰论坛各国之间形成了共 5 大类、76 项、270 多项的成果清单。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形成了共 6 大类 283 项成果清

单。 

国内参与 
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建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出台“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方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2、 从五大合作重点看“一带一路”建设进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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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规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合作重点，因此我们从这几大合作重点来观察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进展。 

2.1、 “一带一路”大家庭不断扩容 

作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

之路”文化内涵打造的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目前“一带一路”已

经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自 2015 年“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

后，“一带一路”的大家庭不断扩容，在全球经济与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截至 2021 年底，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 151 个国家 GDP 总值为 20.03 万

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为 23%。人口总数为 36.8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为

47%3。目前很多国际组织已经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自身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如

2017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 2344 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

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除去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

组织不断增多之外，如数字经济、税收合作、能源合作相关的专业领域合作也在稳

步展开。政策沟通的成效正在不断体现。 

图1：“一带一路”参与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不断增多 

 
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3 由于部分国家数据不可得，2021 年古巴、土库曼斯坦、科威特 GDP 采用过去五年复合增速估算而来。此外，人口数据中不包含索

马里、叙利亚、纽埃、库克群岛、南苏丹、厄立特里亚、委内瑞拉七个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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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47%  图3：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占全球 GDP 的 23%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2：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已有 151 个国家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区域 参与“一带一路”国家 

亚洲 

韩国、蒙古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文莱、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

泊尔、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伊朗、伊拉克、阿富汗、阿

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利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 

欧洲 

塞浦路斯、俄罗斯、奥地利、希腊、波兰、塞尔维亚、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

山、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北马其顿、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马耳

他、葡萄牙、意大利、卢森堡 

大洋洲 
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纽埃、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库克群岛、汤加、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基里

巴斯 

南美洲 智利、圭亚那、玻利维亚、乌拉圭、委内瑞拉、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 

北美洲 
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多瓦、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巴巴多斯、

古巴、牙买加、尼加拉瓜 

非洲 

苏丹、南非、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科特迪瓦、索马里、喀麦隆、南苏丹、塞舌尔、几内亚、加纳、赞比亚、莫桑比

克、加蓬、纳米比亚、毛里塔尼亚、安哥拉、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乍得、刚果布、津巴布韦、阿

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布隆迪、佛得角、乌干达、冈比亚、多哥、卢旺达、摩洛哥、马达加斯加、突尼斯、利比亚、埃

及、赤道几内亚、利比里亚、莱索托、科摩罗、贝宁、马里、尼日尔、刚果（金）、博茨瓦纳、中非、几内亚比绍、厄

立特里亚、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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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升，中国企业市场空间广阔 

作为“一带一路”共建的优先方向，近年来各参与国设施联通的水平有了大幅

提升。六大经济走廊、铁路、公路亦或是港口等方面的建设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一

个更加高效且促进跨区域资源高效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特别是中欧班列

的成功运营与发展，对于促进基础设施联通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新冠疫情的全球

大流行使得部分国家对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展需求程度有所下降，但是随着全球疫情

影响的逐渐降低，相关的需求再度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公司承担相关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与合同预计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图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疫情后稳步上升 

 
数据来源：《“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2.2.1、 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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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的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城市为支撑，以经贸产

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海上则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按照这两条线路，沿着六大经济走廊进行重点合作和建设。自“一带一路”倡议启

动以来，相关的合作项目建设不断展开，无论是陆上的公路、铁路、产业园区，还

是海上的港口运输等，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同时，在全球疫情期间，这些基

础设施建设对于疫情物资的运输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往后看，我国同相关国家的

基础设施的建设预计将会持续展开，不仅会进一步的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要素

流通以及人员往来，同时也会给相关的建筑企业带来充足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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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六大经济走廊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表3：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成果不断涌现 

经济走廊名称 部分签署的重要文件/合作机制 部分重要建设项目/成果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2021 年《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成果清单》（共

形成 35 项政府间合作文件、53 项商业合作文件）                                                                                

2021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划》                                                                                    

2019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 

匈塞铁路                                                       

中国西部－西欧国际公路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 

中蒙俄经济走廊 

2018 年《关于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联合推进机制的谅解

备忘录》，并于 2022 年 9 月确认延期 5 年，正式启动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

商定积极推进中俄天然气管道过境蒙古国铺设项目。                                                                        

《关于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                                              

中蒙俄（二连浩特）跨境陆缆系统                              

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                            

蒙内铁路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

廊 

与沙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愿景”对接实施

方案 

卡姆奇克隧道项目                                             

安伊高铁二期项目                                           

“瓦赫达特—亚湾”铁路项目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                                                                                          

澜湄合作机制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 MS）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 

昆（明）曼（谷）公路                                        

雅万高速铁路                                                  

中老昆万铁路                                                           

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                                

中巴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 

瓜达尔港                                                      

喀喇昆仑公路二期                                                    

巴基斯坦 PKM 高速公路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                                                                              

中缅经济走廊联合委员会 
孟加拉国卡纳普里河底隧道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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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欧班列成为亚欧陆路运输的重要通道 

中欧班列 2011 年起源于重庆，后续慢慢发展成为沟通中欧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重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相较于空运，铁路运输的价格相对便宜；相较

于海运，铁路运输时间较短，因此适合用来运输货值相对较高、体积较小、对于物

流时间有一定要求的产品4。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中欧班列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高度欢迎，目前已经被打造成为了富有韧性的国际物流供应链。 

中欧班列目前由三大通道构成，西部通道由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经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相连；中部通道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境，

经蒙古国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相连；东部通道由内蒙古满洲里、黑龙江绥芬河口

岸出境，接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三条通道都最终与欧洲各国相连接。 

图6：中欧班列经由 3 大通道与欧洲相连 

 
资料来源：《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钢铁驼队”，截至 2022 年底，中欧班列目前已经连接中

国境内 108 个城市，可以触及欧洲 25 个国家共 208 个城市。此外，我国还推动了

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的建设，希望能

够促进中欧班列的运行从“点对点”转向“枢纽对枢纽”。欧洲方面目前波兰、德

国均有专门的相应物流集散中枢，从而大大提升了中欧班列的运输能力和效率。 

自 2013 年以来，中欧班列已经从年运行不到 100 列，发展成为每月运输在

1000 列左右的庞大运输队伍。截至 2022 年底，中欧班列已经累计运行 6.5 万列。

运行列数快速提升的同时，运送货物的数量和价值也在不断上升。根据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2022 年中欧班列共发送了 160 万标箱货物， 2021 年为

146.1 万标箱，2020 年为 113.5 万标箱5，整体呈现出较为持续的发展态势。 

 

 

 

 
4 根据《中欧班列报告（2021）》中数据显示，中欧班列运输费用是空运的 1/5，运输时间是海运的 1/4，且受自然环境影响小、稳定

性高。在满足高附加值、强时效性的物品运输时有比较优势。 
5 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zx/mtjj/xhs/xinhuanet/202301/t20230104_125012.html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