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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五国基于亚欧合作的“丝路战略”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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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日、韩、俄分别推出各自的基于亚欧经济合作的“丝路战略”，并
希望以此为契机带动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各国的“丝路战略”均聚焦于中亚地区，但覆盖范围不同，战略

意图和目标也不同。中国的“丝路战略”拟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合作共赢的内在价值；美国的“丝路

战略”强调其主导的“中亚阿富汗南亚”经济体；日本的“丝路战略”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站住脚跟，实现能
源重心转移；俄罗斯的“丝路战略”试图恢复其传统政治影响，由“俄白哈关税同盟”逐渐向“欧亚联盟”过

渡；韩国的“丝路战略”意欲通过中亚经济的繁荣寻求能源合作。中国要积极搭建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平

台，扩大“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盟，并重视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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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深度参与国际经

济一体化成为必然选择，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也

会日趋激烈。当下中国人赋予了“丝绸之路”崭新

的含义，“丝绸之路”成为众多国家博弈的平台，国

内外专家和学者们也都纷纷聚焦于此。目前国内

多数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丝绸之路”沿线地

区和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各国或地区发展的潜力

及其互利合作的前景。然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

背景下，“丝绸之路”不单单是中国热议的话题，围

绕“丝绸之路”，主要亚太国家纷纷提出不同的基于

亚欧经济合作的构想（以下统称“丝路战略”）。而

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甚少，有鉴于此，

本文将重点比较分析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韩

国所提出的相应战略的构想及其实现路径，探求其

共同点和差异，进而为更好地实施中国经济“新常

态”下的“一路一带”的战略提供参考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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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太五国“丝路战略”出台的背景

１．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最早起始于中国。早在２１００多年
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这对于连接

欧亚大陆，促进世界贸易交往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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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重要演讲

时提出，要用点面结合、示范引导的创新模式共同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习近平，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８日习近平主席在
ＡＰＥＣ会议上发表讲话也表示，我国要继承祖先在
古丝绸之路上同各国在“互联互通”上创造的业绩，

并将“一带一路”比喻成亚洲腾飞的两翼。

“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是缩小我国西部与中东

部区域差异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实施对外开往战

略的拓展和延伸。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部的亚太

国家和西部的欧洲国家紧密相连，自然被誉为“世

界上最长的经济大通道”（刘薇，２０１４）。在中国与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通过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

促进亚欧国家尤其是中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破解美、

日等国限制中国发展的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２．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随着美国页岩开采技术的突破，美国页岩油气

开发的平均成本由每桶８０美元降至６０美元。“页
岩革命”增加了美国的油气供给，这将导致美国减

少对中东、中亚能源的依赖（中国能源报，２０１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东和中亚能源的

进口。特别是最近一年多，石油价格下跌对美国页岩

气开发也造成了沉重打击。所以美国对中东、中亚的

能源进口需求仍然是很大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

２０１１年７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美国
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基

础上，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力图在美国主导

下形成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阿富汗—南亚”

交通经贸合作网络，实现这一区域的商品北上和能

源南下（吴兆礼２０１２），可看做是美国版本的“丝路

战略”。

首先，这一战略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补

充。“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韩
召颖 等，２０１２），为了这个战略的实施，美国把战略
重心从欧洲和中东地区撤退，加强亚太地区的战略

部署。其次，它有利于美国开发中亚地区的油气资

源，确保油气输送管线安全。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

国，消耗的能源量为全球最多，进口的石油占其消

耗总量的５０％左右，今后这一比例还会扩大。美国
除了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之外，今后还将扩大从中

亚地区的石油进口。中亚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

石油资源，据美国能源部的估计，中亚地区石油储

量大约在９００亿桶到２０００亿桶之间，约占世界储量
的８％；天然气储量达１４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
的４０％以上。因此，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有利于
保障美国未来的石油及天然气供给。最后，在美国

全球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这一战略有利于美国主

导地区发展进程，保持并强化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影

响，一方面针对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反恐组织，另一

方面弱化俄、中在该地区的影响，进而实现美国“重

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

３．日本的“亚欧新丝绸之路战略”

日本是较早提出有关丝绸之路的战略的国家。

“丝绸之路外交”新战略早在１９９７年就被日本内阁
提出，这一战略可称为“亚欧新丝绸之路战略”。根

据“亚欧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构想，日本将基于地缘

政治的考虑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谋求一席之地，增

强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同时，加强与

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速

度和国际化水平，进而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

的主导权，开发该区域丰富的油气资源，实现能源

来源的多样化，从而使日本的能源安全得到保障

（国土资源情报，２０１０）。
众所周知，中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各国

在其周边，尤其是在里海周边的石油和天然气争夺

越来越白热化。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工业发

展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严重依赖国外，是继美

国和中国之后的又一石油消耗大国，一次能源消费

中石油所占的比例高达４８．７％。以前日本的石油进
口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大约８９．４％来自该地区，其
中，沙特阿拉伯占２６．２％、阿联酋占 ２５．０％、伊朗占

３４

何维达，王　宇，敬　莉：亚太五国基于亚欧合作的“丝路战略”比较研究



１５．０％、卡塔尔占 ９．０％、科威特占 ７．４０％，５个国家
合计占了 ８２．６％（新华网，２００４）。但是，随着中东
地区局势动荡，日本石油进口开始多元化，关注中

亚地区就成为必然趋势。而且，如果能与中亚国家

建立密切关系，还可以对上海合作组织形成牵制。

此外，日本一直渴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也希望通过经贸合作获得中亚国家的支持，以

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４．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

早在１９９４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
曾提出“欧亚联盟”这一概念，他主张各独联体国家

应加强同欧盟的经济合作。２００２年，俄罗斯拉拢印
度和伊朗联合推出“南北走廊计划”，打算建设起始

于印度，途径伊朗、高加索、俄罗斯，最后直达欧洲

的铁路、公路和海运等。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俄罗斯总统
普京正式提出“欧亚联盟战略”，要同独联体国家一

同建立关税联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从而推动更高

层次的、更广泛内容的一体化组织（王树春 等，

２０１２）。这一战略被看做是俄罗斯版的“丝路战略”。
自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的发展不仅

仅依靠其自身，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援助和支持成

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俄罗斯与独联

体国家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如果俄罗斯处理不好

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军事各

方面都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建立一个具有保护

措施的联盟，从地缘上对俄罗斯具有保护屏障的作

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三国共同启动建立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俄白

哈关税同盟”，拟建立统一的关税制度。该同盟对

“欧亚联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有利于

欧亚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各

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构建（李亚龙 等，２０１１）。无论
从哪个角度来看，俄罗斯推行“欧亚联盟战略”都十

分有利于本国和独联体国家的共同发展。

５．韩国的“欧亚计划”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９日，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了
“欧亚计划”这一新的战略构想，并提出了“团结的

大陆”“创造的大陆”和“和平的大陆”三大“欧亚计

划”的方向。笔者认为，这一战略可以被认为是韩

国版的“丝路战略”。韩国版的“丝路战略”提出了

三个具体方案：一是要逐渐实现从釜山出发，贯通

俄罗斯、朝鲜、中国、中亚，直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快

车”，提出建设连接欧亚东北部的道路和铁路设施，

构建复合物流网，并积极将其延伸到欧洲；二是构

建“欧亚能源网络”，连接区域内的物流网、燃气管

道和输油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推动共同开发中国

页岩气、东西伯利亚石油与燃气等，实现欧亚能源

双赢合作；三是促进“欧亚经济统合”，将相关贸易

协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统合市场（中国新

闻网，２０１３）。
韩国本身矿产资源较少，主要工业原料均依赖

进口，特别是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让韩国感到不

安，希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实施韩国版

的“丝路战略”，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欧亚主

要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合作，解决韩国目前能源供给

的后顾之忧；又可以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合作，

特别是通过铁路贯通南北朝鲜半岛，提携朝鲜的国

际地位，促进其发展，也有利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

解决。从长期来看，这一战略可以使韩国面向俄罗

斯和中亚，打下自由贸易的根基，改变过去对美国

一边倒的外交（赵华胜，２０１４）；通过铁路、燃气管和
输油管连接到俄罗斯，将朝鲜纳入经济合作网，形

成一个共同经济体，引导朝鲜走向开放，从而实现

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外交构想。

三、亚太五国“丝路战略”比较

１．五国“丝路战略”的相似性

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的“丝路战略”

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共同之处或

相似性主要表现在：

（１）时代背景相同。尽管当前世界不是很太
平，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各国

所处的时代背景基本一致，即处于和平发展时期，

各国皆在谋求发展与合作。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新兴经济体经

济实力逐渐上升，各国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强

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并站在时代的高度，结合本

国实际，提出富有战略性的发展构想。

（２）聚焦核心相同。五国“丝路战略”覆盖的区
域面积都很广，有很多的重叠部分，其中“中亚五

国”是共同的核心区域或者聚焦点。中亚不仅是军

事要地，其能源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五国无一

例外地都将目光聚集在中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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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能源上，也都通过希望各自的战略将中亚各

国与自身紧密联系在一起。

（３）出发点相同。国家利益是国家一切活动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国的“丝路战略”都是各自

站在本国核心利益的立场上提出的发展战略。

（４）采取的基本方式相同。在实施“丝路战略”
中，各国采取的基本方式大致相同。例如，中国与

中亚国家构建铁路网；美国形成以阿富汗为中心的

“中亚—阿富汗—南亚”交通经贸合作网络；日本与

西方国家一起全面参与里海地区油气开发和管线

建设，控股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管线建设（肖斌 等，

２０１３）；韩国建设连接欧亚东北部的道路和铁路设
施；俄罗斯修建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俄罗斯直达

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由此可见，五国“丝路战略”

的实施路径都是以道路设施建设为基础，通过多边

合作，实现跨区域的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进而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惠宁 等，２０１４）。

２．五国“丝路战略”的差异性

五国的“丝路战略”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

（１）主导国家不同。五国的“丝路战略”是由不
同的五个国家基于本国立场分别提出来的，具有鲜

明的地缘政治印记，体现了不同国家对中亚地区的

战略争夺，即寻求建立不同的利益格局。

（２）覆盖范围不同。尽管中、美、俄、日、韩都突
出中亚五国是其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但是各自的

“丝路战略”覆盖和涉及的范围还是有所不同，美国

战略覆盖地区是中亚和南亚，日本战略覆盖地区是

中亚和高加索，俄罗斯战略覆盖地区是南亚、西亚、

中亚和东欧，中国和韩国战略覆盖地区是东亚、中

亚和欧洲（韩国战略覆盖面更加广泛）。

（３）战略目标和内容不同。中国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是要实现与中亚国家的“五通”，密切与中

亚的联系，将中亚引向中国，并重点建设中亚和中

国西北地区以及中蒙俄战略通道；而美国提出的

“新丝绸之路战略”是要实现“中亚—阿富汗—南

亚”的经济连接，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密切联系的经

济市场，将中亚引向南亚，并重点建设阿富汗和印

度地区；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强调通过加强关

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实现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

共同发展；日本的“亚欧新丝绸之路战略”是要谋求

日本的政治地位和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将中亚引向

日本，并重点建设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韩国的“欧亚

计划”是为了谋求贸易自由化，强化韩国在中亚的

影响力，将欧洲和中亚引向韩国。

表１　亚太五国“丝路战略”比较

名称 主导国家 性质 战略目标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 经济、贸易合作战略
构建与中亚、中蒙俄等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政策沟通、设施

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新丝绸之路 美国 军事、政治、经济战略
军事介入；构建“中亚—阿富汗—南亚”经济体，打造电力、交通、能

源网络；政治上抑制中俄。

亚欧新丝绸之路 日本 政治、经济战略
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站住脚跟，实现能源重心转移，建立长期经贸

合作。

欧亚联盟 俄罗斯
政治、经济和贸易合作

战略

强调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一同建立关税联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推

动更高层次的、更广泛内容的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

联盟新空间。

欧亚计划 韩国 经济、贸易战略
推出团结的大陆、创造的大陆与和平的大陆三大“欧亚计划”，促进

中亚经济和贸易繁荣，联合多国共同努力。

　　（４）战略意图不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意在
构建大国合作发展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美国战略重

心东移，加大对中亚石油天然气运输管道的控制力

度，其意图是抑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日本放弃

“安大线”，而转向“安纳线”，其目的也是企图抑制

中俄合作，离间中俄与中亚地区的关系；俄罗斯本

身的资源禀赋可以与西方国家抗衡，其重点是加强

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即防止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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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东扩，也意欲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而韩国一再加强同中亚的经济及能源战略合作，同

时看重同中国的关系，意在缓解韩朝局势，进而实

现朝韩统一。

四、亚太五国“丝路战略”实现路径比较

１．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现路径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

础上，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框架，以丝绸之路沿线的

经济贸易发展为契机，更深层次地丰富“新亚欧大

陆桥”这一中方提出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还

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并且强调加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国在这方面做出

了一系列的努力，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复兴，更

有助于中亚国家乃至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

发展。为了实施“一路一带”的“丝路战略”，目前中

国大体上采取了如下措施：

（１）修建高铁。目前，多条贯穿“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的铁路网络正在修建中和试运营中。兰新

铁路历经５年修建，跨越我国甘肃、新疆、青海，为西
北地区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同时也大大缩短

了西部省区通往内地的路程；中欧铁路是一条联通亚

太和欧洲的铁路，将实现跨国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对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泛亚铁路，多条线路共同修建，跨越众多国家，为中国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２）加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中国在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延续古丝绸之路的初衷，重视

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２０１１年以来，
新疆成功举办了四届亚欧博览会，这对于搭建中国

与中亚的贸易平台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中国在推动贸易交流的同时更加注

重人文交流，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后，陆续有大量中亚留学生看好中国的学习条

件，申请赴华留学。中国也在中亚国家建立了１０余
所孔子学院，联合国内机构通过文艺演出向中亚人

民传递友好情谊。同时，加强能源合作和资源优势

互补。中亚国家与中国毗邻，丰富的天然资源恰好

能与中国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一方面，中亚国家与

中国实现了能源出口多元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中

亚国家实现了能源进口多元化。中国在哈萨克斯

坦已建成３０００万吨的油气合作区，中国石油还建

成了天然气进口管道，横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哈斯克斯坦和中国。另外，中国也在中亚国

家积极建厂和投产，向这些国家提供先进技术，保

障能源安全。中国预计在２０１５年底和２０１６年底与
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共同投产奇姆肯特炼油

厂现代化改造项目，不但有助于实现资源有效利

用，还能缓解资源短缺的局面。中国—中亚天然气

管道Ｃ计划的年输气能力为２５０亿立方米，其中土
库曼斯坦１００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１００亿立方
米、哈萨克斯坦５０亿立方米。

（３）设立“丝路基金”。２０１４年ＡＰＥＣ会议中习
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出资４００亿美元成立“丝绸之
路基金”（简称丝路基金），为“一路一带”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

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丝路基金”正式成立，注册资本超过 ６００亿
元，并且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同推进“一路

一带”的建设，未来的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和国家的

蓬勃发展指日可待。

（４）成立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
称“亚投行”），是中国倡导和组织的金融机构，也是

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亚洲区域多边开发为宗

旨的政府间机构（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５）。亚投行法定
资本１０００亿美元。亚投行的设立，对促进亚洲国
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

推进“一路一带”建设的重要举措。

２．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实现路径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初衷是以阿富汗

为战略中心，逐步辐射起广大的交通网和密集的经

济联络网，最终将南亚和中亚构建成一个大面积的

区域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年间，美国通过一系列行

动推进这一计划。

（１）硬件方面。２０１２年５月美国 ＴＡＰＩ天然气
管道投产，起始于土库曼斯坦，途径阿富汗和巴基

斯坦，最终通往印度；设立强大的电力网络，美国于

２０１４年２月投产的ＣＡＳＡ１０００项目途径阿富汗，起
于中亚，终于南亚，现在虽然已退项，但另一个

ＴＵＴＡＰ电力项目又将要投产；美国开发署在阿富
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

投资７８００万美元用于贸易和运输等投资，促进这
些国家实现贸易增收。

（２）软件方面。美国不断鼓励中亚国家加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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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组织，给予这些国家精神支持；承诺给中亚国家

创造和谐的社会，构造开放安全的边界，并且定期

在中亚和南亚城市举办论坛节目，营造良好的和谐

氛围。美国还对中亚教育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早在

１９９０年，美国协同欧盟推出 ＴＥＭＰＵＳ项目，对中亚
五国实行学术援助，主要针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

展，促进中亚国家教育系统的国际化和信息化；同

时，西方文化在中亚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３．日本“亚欧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实现路径

日本版“丝路战略”，即“亚欧新丝绸之路战略”

主要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板斧”：

（１）加大财政援助。随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
化，日本必然分散对中国经济和资源的过度依赖，

中亚地区成为日本战略转移的焦点，日本承诺给予

这些国家财政上的扶持。近几年，日本投资重心不

断向中亚及南亚转移。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日本外相玄叶
光一郎在东京会见中亚五国的外长时承诺对中亚

五国投资７亿美元，从事天然气、石油、稀土等资源
的开发。日本已经与哈萨克斯坦达成协议，由哈向

日本出口稀土。中亚五国与日本外长于 ２０１４年 ７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展了对话会议，

并发布了联合声明，日本与吉方达成了 ２６００万美
元的无偿援助协议，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才的

培养。

（２）构建地缘框架。中亚国家同时连接中国和
西亚地区，日本想要利用中亚国家的地理优势，推

行“亚欧新丝绸之路”的地缘框架。安倍在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访问土耳其时提出修建从东京出发，途经土耳
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最后到达伦敦的铁路，这条铁

路将成为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重要贸易大动脉。

（３）注重外交和投资企业的本土化。自 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国家独立以来，日本随
即推出了“丝绸之路外交”这一构想，针对中亚各

国，加强政治对话，政府要人互访，在高加索地区设

立了大使馆。这些做法延续至今，十多年来日本从

未停止过对中亚的外交战略。日本一直以来都希

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对中亚国家

采取无偿援助、贸易投资、创造当地居民就业等一

系列有利于民生的做法，增强了日本在中亚人民心

目中的地位，中亚国家同时也支持和拥护日本成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日本在中亚

国家投资设立企业的时候，比较注意本土化战略，

即公司在中亚国家的子公司在东道国从事生产和

经营活动活动时，淡化企业的母国色彩，在人员、资

金、产品零部件来源、技术开发等方面都实施当地

化策略，为中亚国家解决了就业问题，从一定意义

上说争得了其在中亚国家的名声，这一点比其他国

家（包括中国）做得更为成功。

４．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的实现路径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原本就是一家，语言相通，

所以比较强调其政治影响，其“欧亚联盟战略”的具

体实现路径主要有：

（１）恢复传统政治影响。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
了亲近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俄罗斯的政治地位

受到了威胁。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联盟正式生效。俄罗斯希望作

为欧洲领土第二大国的乌克兰加入到联盟中来，俄

罗斯也做出一系列让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俄罗斯与乌
克兰达成合作协议，降低对乌克兰天然气供应的价

格，给予乌克兰１５０亿美元财政支持。俄这样做一
来可以扩大势力范围，二来可以带动其他独联体国

家，促使联盟吸纳更多成员，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一步推动区域政治整合。遗憾的是，由于俄乌

边界冲突，使得其战略受阻。

（２）增加贸易创收。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俄白
哈关税同盟”要求三国之间的对外贸易的进口税率

达到统一，这大大减少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的贸

易壁垒。由于贸易合作取得成功，使得三国贸易迅

速增长。

（３）循序渐进推动“欧亚联盟”。最初推出“俄
白哈关税同盟”，后来提出“欧亚联盟”。２０１４年俄
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欧亚经

济联盟条约》。根据条约，欧亚经济联盟的目标是

在２０２５年前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
力的自由流动，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２０１５年
１月１日，由俄主导的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即“欧亚
经济联盟”正式启动，旨在中亚乃至独联体国家积

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５．韩国“欧亚计划”的实现路径

（１）寻求能源项目推动。韩国版“丝路战略”，
即“欧亚计划”主要对准的是能源领域，近些年，韩

国不断与中亚国家签订各种能源投资协议。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韩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巴尔喀什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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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开发、融资、设计、施工、运行和维护协议》，两

国还将共同建设阿特劳天然气工程，项目总投资４５
亿美元；韩国也对乌兹别克斯坦国的石油天然气和

矿产领域进行投资，韩国国家石油公司（ＫＮＯＣ）将
在５年内对乌投资５０００万美元。

（２）拓宽投资领域。韩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涉
及多个领域，中亚国家也与韩国多家企业在汽车制

造业、食品加工业、化工、冶金等领域达成合资关

系。２０１４年６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对哈萨克斯坦进
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扩大两国的经济合作规模、实

现多领域合作等问题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一系列项

目合同。韩国计划向乌兹别克斯坦纺织企业

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Ｔｅｒｍｅｚ投资３０万美元，大量购置
现代生产设备，并且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韩国还准备在人文领域扩大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

资，参与筹建乌最大的公园博物馆。

（３）促进韩中两个构想相结合。“欧亚倡议”是
朴槿惠提出的经济外交构想，此构想与中国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２０１４年７月
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出席“韩中经济通商合作论坛”

时发表演说，称将考虑将韩国的“欧亚倡议”同中国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结合起来。此举借助中

国的地缘优势，共同提升韩中两国的竞争力；同时，

对朝韩问题的解决、缓解朝韩局势也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几点结论

（１）中国的“丝路战略”更加宏伟，拟构建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具有合作共赢的内在价

值；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采取修建高铁、推出“丝

路基金”、设立亚投行等积极有效的措施，但是在企

业对外投资时如何调动中亚国家政府和居民的积

极性方面尚存在不足。

（２）美国的“丝路战略”强调美国主导的“中
亚—阿富汗—南亚”经济体，构建电力、交通、能源

网络，打造军事枢纽和人文关怀阵营；在实施路径

上，双管齐下，既展现硬件的力量，同时也加强软件

方面的建设。美国在软件方面采取的措施，包括人

道主义援助、学术援助和信息化建设等，具有软化

人心的作用，值得中国警惕和借鉴。

（３）日本的“丝路战略”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地

区站住脚跟，实现能源重心转移，建立长期经贸合

作关系；在实现路径上，突出“三板斧”，特别强调投

资企业的本土化战略，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

不仅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而且深受当地居民的欢

迎，博得中亚国家的民心，这一点也许是日本吸引

中亚地区的“秘籍”，也是值得中国警惕和借鉴的。

（４）俄罗斯的“丝路战略”强调俄罗斯与独联体
国家一同建立关税联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推动更高

层次的、更广泛内容的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贸易联盟新空间；在实现路径上，试图恢复其传统

政治影响，通过建立关税联盟实现创收，并积极推动

由“俄白哈关税同盟”逐渐向“欧亚联盟”过渡。

（５）韩国的“丝路战略”突出团结的大陆、创造
的大陆与和平的大陆三大“欧亚计划”，推进中亚经

济和贸易繁荣；在实现路径上，寻求能源合作，拓宽

投资领域，并试图将韩国的“欧亚倡议”与中国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有机结合起来。

２．中国的应对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战略，

正在用资本输出的方式“走出去”，进入欧洲和亚

太，必将面对更多的国际竞争和挑战，必须积极应

对其他国家基于亚欧合作提出的“丝路战略”：

（１）要积极搭建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平台，扩
大“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号召更多国家参与进

来。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利用好中国与巴基斯坦

的天然关系，打好“亲情牌”，实现贸易的合作共赢，

化解美、日、俄等国对中国的限制和冲击。

（２）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
盟，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打通我国与中亚的交通命脉；通过创新驱动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优化开放格局，集中优势发展丝路产

业，在全面提升我国的竞争力的同时加强经贸合作。

（３）对外投资要做到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应借
鉴美、日等国家的经验，对外投资时实施“本土化”

战略，加强人文交流；充分考虑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和就业状况，将投资与带动当地就业相结合，并积

极帮助其改善民生。

（４）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及时
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突发的经济危机。在政治上

“求同存异”，在文化上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联

系，构建友好的丝绸之路合作局面，弘扬传统文化，

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亲情合作，化解美、日、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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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中国的限制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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