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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萍  卢 伟

2018 年 8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

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工作的基本要求。而南亚地区是

我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方向之一，及时根据国际国内

形势变化推动合作重点再聚焦、

路径再优化，是确保共建“一带

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应有

之义。

一、南亚地区在我国维护

周边地缘安全、构建跨国生

产网络、拓展经贸投资空间

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南亚

和印度洋地区在我国周边属于西

南战略方向，涉及我国国家核心

利益的问题主要是中印边境领土

争端和南疆安全问题。总体而

言，南亚地区首要矛盾是印巴矛

盾，其在转移和减轻印度对我地

缘压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

而言，尽管印度基于其国内政治

需要会不时挑起洞朗对峙类似

的“擦枪走火”事件，并将削弱

我国在其周边地区影响力作为战

略目标，但中印领土争端风险总

体可控。因此，我国与南亚共建

“一带一路”应重点着眼以有限

的战略性资源投入维持整体态势

稳定，确保以更多资源投入到应

对西太平洋战略方向的压力和挑

战。同时，为确保南疆的和平稳

定，与巴基斯坦等国加强安全和

反恐合作也是我国在这一地区必

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市场规模和贸易增长潜力

看，2020 年南亚地区人口为 18.57

亿人 ；2019 年，我国与南亚 8 国

外贸总额仅为 1362.8 亿美元（其

中印度占 68.2%），占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额的 3.0%。与周边其他地

区相比，南亚是与我国通达性最

差的地区，长期以来制约双方贸

易发展的基础设施、通关便利化

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有时

甚至会因为中印边境争端出现倒

退。但从构建跨国生产网络条件

来看，我国是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南亚

特别是印度拥有巨大的市场、丰

富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企业

“走出去”构建跨国生产网络最为

重要的地区。WTO-GVC 统计工

作组最新测算结果表明，在与印

度全球价值链（GVC）前向联系

国家中我国排名第一，后向联系

中我国排名第三，表明其与我国

构建跨国生产网络的潜力较大。

因此，在印度不参与甚至不承认

“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提下，我国

仍不应忽视印度市场在构建全球

跨国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意义。

二、与南亚共建“一带一

路”风险逐步暴露升级，安全

风险、政局更迭、地方利益争

夺、印度掣肘、债务担忧成为

主要影响因素

2013-2019 年，我国对南亚

高质量推进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

思路及对策建议

摘  要 ：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南亚始终是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过去 8 年

来，我国与南亚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投资合作规模显著扩大，但政治、

安全、债务等维度风险挑战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剧。未来，应将缓和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对称性失衡加剧

趋势、挖潜南亚市场为导向，加大市场化合作和安全领域合作，推动产能合作结构升级，支撑推动我国

在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转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建设   南亚   高质量发展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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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从 4.6 亿美元增长到 18.0 亿美元，在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流量中占比从 0.43% 提升到 1.32% ；对外直接存量从 58.1 亿美元增长

到 112.5 亿美元，但在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中占比却由 0.88% 下降至 0.51%

（图 1）。工程承包领域增长尤为迅速，完成营业额从 2013 年的 129 亿美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216 亿美元，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占比

从 9.4% 到 12.5%（表 1）。

在巴基斯坦，截至 2021 年 5 月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达到 70 个，其

中 46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或完工 ；走廊建设累计为巴带来 254 亿美元直

接投资及约 7.5 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巴最大投资来源

国和最大贸易合作伙伴，2013-2019 年我国对巴直接投资流量累计 31.7

亿美元，是同期我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 1.4 倍，是 2003-2012

年我国对巴直接投资总量的 1.6 倍。2019 年我国对巴承包工程营业额达

到 96.7 亿美元，比我国对印度相应承包额高出 2.8 倍。2019 年 12 月 1

日，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巴两国间相互实施零关

税产品的税目数比例从此前的 35% 逐步增加至 75%，自由化水平将提

高 1 倍以上。但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也在

不断上升和累积。一是近年来巴国内针对中巴经济走廊和在巴中国人的

恐怖袭击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今年，7 月中企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

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并造成多名中方和巴方

人员遇难。8 月位于俾路支省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项目中，一辆载有中

国公民的车辆，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造成人员伤亡。二是一些早期收

获电力项目的投资回收可能出现问题。截至 2019 年 4 月，中巴经济走

廊框架下的能源项目已为巴新增 3340 兆瓦电力，占巴电力装机总量的

11%，巴基斯坦发电已实现盈余。但因为困扰巴基斯坦电力行业的电力

盗窃、腐败和电费收缴困难问题

仍未解决。截至 2018 年底，其电

力循环债务已增长至 1.4 万亿卢

比。在对国家经济运行带来巨大

挑战的同时，也影响了走廊电力

项目的投资回收。同时，巴工业

化、城镇化推进速度要远落后于

电力产能形成速度，未来在一定

阶段局部地区会出现电力产能过

剩、项目投资不能获得持续回报

的情况。此外，巴各政党之间、

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无休止

的利益之争导致走廊建设放缓。

在印度，由于中巴经济走廊

穿越印巴具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

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穿过较为

敏感的印度东北部地区、印度认

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构建围堵

印度的“珍珠链”战略，其长期

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事

实上，印度政府拒绝的仅是“一

带一路”这个标签，从其积极加

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出资参股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等

举措看，印度某种程度上已参与

了“一带一路”建设。目前，特

变电工绿色能源产业园、青山实

业 60 万吨不锈钢冷轧、隆基股份

1GW 太阳能光伏制造项目正在建

设或运营 ；2015 年以来，美的、

海尔等传统行业制造商，小米、

OPPO、vivo 等手机制造商和阿里、

腾讯等互联网龙头企业纷纷在印

度投资建厂，华为在印度的班加

罗尔研发中心已成为其最大海外

中心。但由于印度对中企及中国

资本的歧视政策、高昂的生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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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19 年我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及在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占比情况

表 1　 2013-2019 年我国在南亚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及在对外承包工程总额占比

（a）投资流量 

数据来源 ：2013-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b）投资存量

年份 / 类型

完成营业额（亿美元）

占比（%）

2015

113.7

7.4

2013

129.0

9.4

2014

111.1

7.8

2016

130.0

8.2

2017

199.7

11.8

2018

214.3

12.7

2019

215.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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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成本、复杂的宗教文化等因素

影响，我国企业对印度投资水平

与两国经济总量严重不符，明显

落后于同周边其他大国间经济交

往水平。2019 年，我国对印度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5.3 亿美元，

较 2013 年增长了 2.6 倍，但仅占

我国对亚洲各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0.48% ；截至 2019 年底直接投资

存量为 36.1 亿美元，仅占我国对

亚洲各国直接投资存量的0.24%。 

在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

卡纳普里河底隧道工程顺利推

进，帕亚拉燃煤电站项目一期工

程已过半，建成后将占孟全国发

电量的 1/4。2013-2019 年我国对

孟累计直接投资流量（11.6 亿美

元）是 2003-2012 年相应总量近

14 倍 ；2018、2019 年孟连续成为

中资电力企业签约项目金额最多

的国家。但长期以来，政治对抗

和宗教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贪腐

问题极为严重、经济受外部冲击

风险高、法制不健全、基础设施

运转效率低下等因素都会对在孟

项目的实施形成阻力。

在尼泊尔，吉隆至加德满都

跨境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已明确

启动，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前期

工作正在开展，加德满都至黑托

拉高速公路、中尼友谊工业园正

在建设。2013-2019 年，我国对尼

累计直接投资流量（3.8 亿美元）

是 2003-2012 年相应总量的 16.7

倍，主要集中在能源（特别是水

电）、交通及农业领域。但其经济

政治高度依赖印度、基础设施建

设严重滞后且依赖我国援助、国

内政治不稳均会对在尼中资项目

推进产生一定影响。

在斯里兰卡，承担其全国

45% 发电量的普特拉姆燃煤电站

项目建成运营，科伦坡港口城填

海造地工程建设完工，汉班托塔

港于 2017 年 12 月被招商局接管

后，2018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

增长了 1.6 倍。但受斯多党制政

治生态影响，我国在斯项目建设

成为其常态化政治论战工具，“债

务陷阱”问题也被美西方、印度

和斯各党派反复炒作。此外，由

于我国在斯的投资合作基本采用

“中方贷款 + 中方央企 + 大型基建

项目总承包”的模式，导致斯方

参与程度低且项目透明度不高，

更容易受到各方质疑。

在马尔代夫，我国对其投

资实现零的突破，马首座跨海大

桥——中马友谊大桥竣工通车，

马累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完工。

短期来看，2018 年马尔代夫政权

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形

成一定冲击，萨利赫政府已多次

提出要查清前总统亚明执政期间

与中资企业签署商业合同时的腐

败行为。但从长期来看，其不可

能将中资完全拒之门外，更大可

能是通过在中印之间抬高要价来

推动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阿富汗，尽管此前其经济

有所改善，但今年以来，随着美

国仓促撤军以及 8 月 15 日塔利班

全面接管阿富汗，其经济社会发

展前景陷入迷雾，也为“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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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合作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

为避免陷入“大国坟场”，就必须

掌握好与阿共建“一带一路”的

力度和节奏，探索更多“轻资产”

的合作方式。在不丹，由于印度

至今仍然控制着不丹的外交和国

防事务，导致其在“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上难以有真实的态度。

此外，由于南亚国家新冠肺

炎疫情总体形势严峻，导致“一

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受到疫情

的即时和长期影响。例如，2020

年 10 月之后，反对派联盟万人示

威叠加疫情影响，对中巴经济走

廊项目二阶段推进造成一定影响。

三、在南亚地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思

路和对策建议

下一阶段，应将缓和南亚地

区经济发展不对称性失衡加剧趋

势、挖潜南亚市场为重要目标，

以加大安全合作力度作为确保经

济合作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以

双边合作为主要方式，进一步优

化调整与南亚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点和路径模式，推动我国在

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转向

高质量发展。

（一）以港口作为经略南亚

互联互通网络的关键，推动其逐

步向港—产—城—体化方向迈进

在瓜达尔港建设上，近期应

以瓜港自贸区为抓手，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转口贸易和商贸物流

业发展，努力将其建设成为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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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展示、运输、仓储、配送、信

息处理、流通加工为一体的商贸

物流园区，引导中资企业加大对

自贸区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

日用消费品生产等领域的投资力

度，推动出口加工区建设。中远

期着眼推动形成以石化—钢铁—

建材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产业集群

和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装备制

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的制

造业集群，并依托临港园区建设

临港新城。在汉班托塔港，要依

托中国—斯里兰卡产业园区和中

斯自贸区建设，共同推动船舶服

务、海产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

等加工制造业发展，通过产业和

贸易带动港口货运量的增长，推

动其向着世界航运的中转中心迈

进。针对孟加拉国吉大港港口承

载能力缺口巨大、运输效率低、

港口成本高等问题，可推动我东

部沿海地区港口集团与其加强合

作，参与其港口升级改造和物流

设施建设。

（二）以日喀则和喀什作为

面向南亚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窗

口，探索建设辐射周边地区的重

要边境城市

以日喀则和喀什为关键支

点，加快完善陆上贸易通道和边

跨境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推动扩

大贸易投资规模，以开放引领带

动我国西藏新疆地区发展。一方

面，要把吉隆口岸交通通道建设

作为重中之重，尽快开工建设日

喀则—吉隆铁路，谋划开辟日喀

则铁路口岸，全线改造中尼公路

和吉加公路，完善吉隆通道物

流、商贸和口岸查验设施，打造

中尼跨境公铁联运通道。以吉隆

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关键，重

点发展尼、印、孟需求较大的汽

摩、家电、电子产品组装等加工

贸易和能源贸易，推动建设面向

南亚地区的吉隆油气能源储备基

地、中尼电力投资和工程承包产

业基地。以农畜产品加工、纺织

服装加工、商贸物流为重点，推

动共建加德满都（中尼）境外经

贸产业园区，与日喀则经开区形

成加工组装—贴牌生产的产业链

条，借力印度对尼泊尔零关税政

策优势打入印度和孟加拉国市

场。另一方面，加强红其拉甫口

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喀什为

中心的南疆公路网和以伊斯兰堡

为中心的巴方公路网的对接 ；依

托喀什经济开发区和喀什综保区

等平台，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

设工程，加快培育农机装备、新

能源装备、纺织服装、新材料、

轻工食品、生物药品等产业并与

巴拓展上述领域产能合作。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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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托各国资源禀赋及

迫切需求，差异化、分层次推动

我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投资合作

针对市场规模大、经济增

长势头较好的印度，一方面要加

大对电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

品以及信息服务及设备、装备制

造、医药等印度具备比较优势产

业投资，密切中印双方经济联

系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电子商

务、物联网、智能技术等前瞻性

产业以及先进制造业、必要基础

性行业的提前投资布局，积极输

出及推广我国技术标准，提升对

其长期发展的影响力。针对与我

合作意向较强的国家如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要

加强对关键港口及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同时鼓励国内企业向其适

度转移部分技术门槛较低、劳动

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帽、办公

用品、工艺品生产等）及生产环

节。充分发挥中国 - 马尔代夫

自贸协定优势，加大对马尔代夫

旅游、酒店、餐饮、航空等服务

领域投资，扩大双方在教育、医

疗、卫生等领域合作。针对尼泊

尔、不丹等安全环境不容乐观、

市场规模较小、合作基础薄弱的

国家，应以提升民众对我认同感

为首要任务，适度加大民生类援

助项目投放，特别是适当提高必

要防疫物资投放或生产保障能力

等 ；针对政治安全局势动荡的国

家，如阿富汗，应适当放缓“一

带一路”推进节奏，待政治局势

和开放政策趋于稳定后酌情探索

以更加灵活可靠的方式开展项目

合作。

（四）以适度缓解双边贸易

失衡、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提

高双边贸易依存度为目标，适当

扩大对南亚国家商品进口水平

重点提升我国与印度贸易

合作水平，加强产业内合作，有

序放宽我国药品市场准入，适当

扩大对印度大米、糖、豆粕及油

菜籽等农产品、药品、文化产品

以及软件服务贸易进口。推动中

巴自由贸易协定升级尽快生效实

施，加大对巴水产品、坚果等优

势产品进口规模，适度提高对巴

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及技术外溢

水平，帮助其提升出口能力及参

与全球生产网络水平。推动降低

我国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贸易

壁垒，扩大双方在纺织服装等领

域产业合作，通过开拓细分市场

将竞争转化为密切合作。推动执

行好中国 - 马尔代夫自由贸易协

定，扩大对其水产品等优势出口

产品进口。考虑加大对尼泊尔、

不丹贸易优惠安排，不断提高中

阿贸易便利化水平，酌情扩大对

三国优势产品进口，提升其对我

出口贸易依存度。

（五）汲取过去八年我国与

南亚各国合作的经验教训，确保

下一阶段在南亚“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的顺利推进

系统优化调整中巴经济走

廊合作框架、规模和重点，将资

源重点投放在东线旁遮普和信德

省等经济基础较好地区，推动巴

有限安保力量的有效布控，慎重

考虑规划建设中巴铁路等大型基

建项目 ；多措并举协助巴提升防

范打击恐怖主义能力。对印交流

宣传时突出中印双边合作和两国

同其他南亚国家的多边合作，强

调与印度提出的区域合作计划开

展对接 ；引导我国企业对印度市

场及合作伙伴加强前期调查，充

分了解印度的法律环境、投资政

策、税收制度、外汇监管政策，

降低企业投资印度的进入、经营

与退出风险 ；推动我国民营企业

或国企与民企联合体以市场化方

式到印度开展投资。此外，积极

争取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

为中印合作项目融资，鼓励采用

多边融资机构和第三方合作方式

在印进行投资，有效防范降低在

印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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