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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国际经济开

放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旨在各

方携手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共

同挑战，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

不断完善相关国际合作机制，继

续巩固双边合作机制，加强三方

合作机制，重点拓展区域合作机

制，做实专门领域合作机制，推

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成果落实的机制化，逐步形成

以高峰论坛为引领、以区域合作

机制为依托、以专门领域合作机

制为支撑的全方位、多层次国际

合作机制网络，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一、“一带一路”对全球

发展的贡献与定位

（一）“一带一路”对全球

发展的贡献

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发展问题，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依

然明显。2019 年 7 月，国际货币

基 金组织（IMF）最 新一期《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9 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2%，比

今年 1 月调低 0.3 个百分点。

当前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多边主义受挫。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摩擦、

美欧飞机补贴纷争、美日和美欧

贸易磋商、日韩贸易摩擦等日趋

激烈。2019 年 4 月，世界贸易组

织（WTO）《全 球贸易数 据与展

望》 报 告指出，2018 年全 球贸

易增长 3%，远低于预期 3.9% ；

2019 年增长预期由 3.7% 大幅调

低至 2.6%。

在全球经济呈现不确定性，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

击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让沿线国家和人民分享经

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1. 促进贸易便利化，降低贸

易成本

根据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4 月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 ：进 展、 贡 献与展 望》 报

告，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口岸通

关协调合作、提升通关便利，平

均查验率和通关时间下降 50%。

根 据世界 银行 近期关于“一 带

一路”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

项目使全 球货运时间平均缩短

1.2%—2.5%， 全 球贸易总 成 本

降低 1.1%—2.2% ；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运时间平

均缩短 1.7%—3.2%，贸易成本降

低 1.5%—2.8%。世行中国局局长

陶平生

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摘   要 ：“一带一路”是推动务实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边合作平台，旨在各方携

手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 年来取得积极而务实的进展，但也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正向纵深发展，现阶段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既重要

又迫切。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机制化水平较低、约束力不强。为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应一方面主动对接已有重要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   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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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泽认为，“一带一路”可使沿线

经济体的贸易增长 2.8%—9.7% ，

世界贸易增长 1.7%—6.2%。

2. 促进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

世行量化贸易模型显示，共

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

东亚及太平洋国家”GDP 平均增

加 2.6%—3.9%（ 上 述 国 家 2018

年 GDP 平均增长 6.3%，“一带一

路”对其贡献率达 41.3%—62%）；

因交通网络建设将使“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增

长 4.97%，其中东亚太平洋地区

外国 直 接 投 资 将 增 长 6.25%，

欧 洲和中亚地区增长 4.7%，中

东 和 北 非 增 长 3.37%， 南 亚 增

长 5.19%，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增

长 7.47%。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估

算，“一带一路”项目推动其成员

国人均 GDP 增长幅度达 2%，其

中乌兹别克斯坦增幅达 6%。

3. 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对亚非拉

和中东地区 138 个国家 3485 个

中国投融资项目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对外项目给有关国家带来更

多就业岗位和更大市场，缩小经

济差距，降低暴力骚乱风险。

（二）“一带一路”的定位

2019 年 4 月， 中 国 国 家 主

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上指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 ：

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

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

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不是大

国工具和地缘战略，而是推动务

实合作、促 进全 球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多边合作平台。“一

带一路”定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高度契合，均致力于消除

贫困，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

的经济增长，重振可持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等。

二、共建“一带一路”

进展与主要挑战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

进展

根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联合有关国际智库于 2014 年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首届“丝路国

际论坛”上倡议，并于 2015 年

10月28日在西班牙马德里第二届

“丝路国际论坛”上正式发起成

立的国际智库合作机制——丝路

国际智库网络（SiLKS）秘书处统

计，2013—2018 年 6 月， 中 国 在

亚欧非大陆国家 100 万美元以上

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已超过 2500

个 ；直接投资项目 1560 个，民营

企业在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金额

上均超过国有企业（见图 1）。

图 1  不同所有制企业“一带一路”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及金额

数据来源 ：SiLKS 项目库。

图 2  各大洲承接“一带一路”项目数量及总金额

数据来源 ：SiLKS 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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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亚洲各次区域承接“一带一路”项目数量及总金额
数据来源 ：SiLKS 项目库。

图 4  欧洲各次区域承接“一带一路”项目数量及总金额

数据来源 ：SiLKS 项目库。

图 5  非洲各次区域承接“一带一路”项目数量及总金额

数据来源 ：SiLKS 项目库。

数据来源 ：SiLKS 项目库。

图 6  “一带一路”项目行业分布图

从项目分布区域来看，亚欧

国家为“一带一路”重点，根据

德 勤 公司发布的《2018 年 非 洲

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动态》报告，

2018 年，中国为五分之一的非洲

基础设施项目出资，为三分之一

的项目融资，是基建领域出资、

融资 最多的单个国家，非洲项

目体量偏小但占非洲外资比重大

（见图 2）。

亚欧非次区域中，东南亚、

西欧、东非为重点地区（见图3-5）。

从 项 目 分 布 国 别 来 看，

2013—2018 年 6 月，承接“一带

一路”项目金额前几位国家分别

为 ：英国（1565.5 亿美元）、马来

西亚（868.5 亿美元）、巴基斯坦

（670.6 亿美 元）、意大利（613.4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597.9 亿

美元）。

从项目分布行业来看，主要

分布在能源，不动产、建筑业，

汽 车、 铁 路、 航 空、 船 舶， 金

融，制造业，电力等行业（见图6）。

（二）现阶段“一带一路”

面临的主要挑战

6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积极进展和一系列务实成

果，但也面临不少质疑、误解和

现实问题。

一是有关国家质疑“一带一

路”项目存在“债务陷阱”、不透

明、商业贿赂、破坏环境、影响

当地就业等诸多问题，干扰“一

带一路”进展。

二是“一带一路”项目多集

中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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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面临投资周期长、资金量

大、政治风险高和回报率低等诸

多问题，经济性差和投资风险大

并存。

三是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

路”能力不足，营商环境差，产

业配套欠缺。

四是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

对接乏力。现阶段，“一带一路”

推进过程中注重基础设施的“硬

联通”，而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

对接不完善。

五是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充

分。一些对“一带一路”表达积

极意愿的国家和跨国公司，不

知如何与中国有关政府和企业

就“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进行对

接，更不知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第三方市场合作。

六是开放型世界经济面临不

确定性增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

一体化深入推进受阻。

三、“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当前要有力有 效有序应 对

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各类挑

战，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机制建设显得既重要又迫切。

（一）“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一是建设“软联通”，实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客观

需要。当前，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重物质基础设施、轻制度

基础设施”的局面亟需改变，要

下大力气做 好国际规则和标准

对接、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方仲

裁、项目运营管理等软环境建设。

二是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汇

聚国际发展共识，助力相关国家

共同发展。

三是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的机制保障。克服部分国家在共

建“一带一路”中重权利、轻义

务的依赖心理，增强沿线国家和

地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

识，调动更多力量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为落实“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提供可持续的

机制保障。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性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机制和伙伴关系网的对话合

作，有利于消除分歧和质疑，不

断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

二是通过政府间双边合作

机制，明确共建“一带一路”的

合作领域、项目建 设内容和推

进方 式，有利于化解 项目的安

全风险，厘清有关参与方责任和

义务。

三是 通过与多双 边金融机

构建立合作机制，按照国际规则

和标准，为“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融资，有利于控制投融资风险。

四是通过多双边智库合作机

制为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提

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四、“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现状与挑战

（一）“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现状

从 多双 边关 系来 看， 目前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仍以

中国与沿线国家政府和国际组

织间的双边合作机制为主。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已与 160 多个

国家与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 190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

既有发 展中国家，也有发 达国

家，还有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

从合 作 领域 看， 直 接 服 务

“一带一路”“五通”议题的机制

较 少。 据 SiLKS 秘 书 处 根 据 公

开数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相关国家创设政

策沟通类合作机制 9 个、设施联

通类合作机制 4 个、贸易畅通类

合作机制 2 个、资金融通类合作

机制 7 个、民心相通类合作机制

22 个， 共 44 个。 第二 届“ 一 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创设

11 个国际合作机制，其中政策沟

通领域创设了“一带一路”会计

准则合作机制、税收征管合作机

制、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商

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地震减

灾合作机制，设施联通领域创设

了空中丝绸之路南南合作联盟，

资金融通领域创设了中国—拉美

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一带一

路”绿色投资基金，民心相通领

域创设了“一带一路”可持续城

市联盟、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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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网络。

从机制化 水平看，“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式化（明

确地阐述和公开地批准国家间的

行为规则，如国际条约）、集中化

（建立具体而稳定的组织结构和

行政机构以管理集体行动）、授

权化（授予第三方实施、解释和

运用规则、解决冲突和制定后续

规则的权威）程度均较低，机制

化水平不足，约束力不强。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一是 合作机制顶层设计欠

缺。当前共建“一带一路”仍缺

乏国际合作机制的顶层设计和战

略思考。比如缺乏对不同类型的

“一带一路”相关国际合作机制

的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没有形

成科学明确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机制战略规划。

二是部分 领域合作机制缺

失。比如缺乏独立、公正、有约

束力的争端 解决机制，促 进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投融资可

持续的有效保障机制尚未形成，

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存在的项目违约、环境保护、反

腐败等方面缺乏国际化的协商机

制，等等。

三是部分 领域合作机制同

质化和重叠。如智库合作领域，

相关机构发 起成 立 SiLKS、“一

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

等平台，各自发展定位尚不够明

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机制重叠

和同质发展。

四是对接现有重大国际合作

机制不足。一方面，许多重要国

际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常态化“一

带一路”工作机制。另一方面，

一些政府间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仅

将“一带一路”个别领域和相关

议题嵌入到既定议程中，并没有

把“一带一路”变成该机制的重

要工作内容。

五是现有合作机制为非正式

性且约束力低。“一带一路”向

纵深发展，仅局限于以合作备忘

录为核心的非正式协议已不能满

足当前需求，需要有更强约束

力、更正式化的国际合作机制。

五、加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的建议

（一）主动对接已有重要国

际合作机制

一是对于尚未建立“一带一

路”工作机制的重要经济合作组

织，主动协商对接其既有议程，

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二是完善已有全球和区域国

际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的对

接机制。

三是进一步加强与欧亚经济

联盟、澜湄合作机制、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东欧“17+1”

等在“一带一路”项目遴选、项

目融资建设等知识分享、项目合

作和议程等方面的对接。

四是继续加强与专业性国际

组织的对接，充分利用现有国际

规则和标准共建“一带一路”。



17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19 07

五是 对接已有重要国际合

作机制，重在凝聚共识，求同存

异，互利共赢。

（二）加强顶层设计，不断

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一是巩固拓展双边合作机

制。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差别大、整合难度高，

双 边合作仍是现阶段“ 一 带一

路”国际合作机制的主要方式。

应稳步扩大签署合作文件的范

围，重点吸收发达国家和重要国

际组织参与，加强“一带一路”

倡议同各方发展政策和规划的有

效对接。

二是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机

制。我国已与约 20 个发达国家

和跨国公司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

文件。如，2018 年中日签署《关

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

录》，设立跨部门“推进中日第三

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举办“中

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等。下

一阶段，应考虑设立第三方市场

合作企业联盟和合作基金，动态

更新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库。

三是建立健全专门领域合作

的支撑机制，主要包括设施联通

协调机制、投融资合作机制、标

准对接机制、智库合作机制等。

四是继续办好“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进论坛的

实体化。高峰论坛议题应主动与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对接，设立相关经济与社会民生

分论坛，宣布一系列支持沿线国

家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突出

“一带一路”有关发展与合作的

定位，明确参与方职责与义务 ；

参照现有重大国际合作机制的组

织框架，做实做强高峰论坛的秘

书机构和国际咨询委员会等智库

支持机构，重点加强高峰论坛的

协调机构建设，构建多层次政府

间发展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推动

高峰论坛议题设置和成果落实的

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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