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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6年1
月，*的中东三国行，从推进“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到五大领域交往合作，打开了中国
梦与中东梦相融合的“筑梦空间”。2016年8
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8
项要求，从统一思想到统筹落实，从金融创新到人文合作，从话语体系建设到安全保障
，面面俱到。可以说，本书切实把握住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和精髓，从更开阔视
野和更深层次去观察“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平等互惠性，论述“一带一路”
对世界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从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到中俄蒙经济走廊，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欧盟“容克计划”，从国内微
丝路建设到国际大动脉基础设施建设，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印尼雅万高铁⋯⋯无不彰
显着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密切关联，这些都在作者笔下
得到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内容简介

作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姊妹篇，本书在其基础上延展开来，详细阐释
了中国国内的“微丝路”建设，包括自贸区建设、基础设施对接以及国内经济区域一体
发展形成的更大对外开放格局，亚投行的成功筹建运转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成果；国
际方面，论述了中欧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和地中海的重要国家全面
建立了发展伙伴关系；并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描述了“八大通道”以及六个主要跨国经济
合作板块。

作者从更开阔视野和更深层次观察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平等互惠性。提
出：“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理念深度契合，六大板块两条经济带发展走向深
入；冲破暂时的认识差异，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中外经济发展进入合作的新阶段，经
济全球化获得新的动力，中外合作模式、国际贸易模式相应发生新变化，从而引发传统
世界秩序的悄然改变；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破解货币危机还需要依靠“一带一路”战
略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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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国际
公共关系协会与中国生产力协会副会长等职。

作者长期从事经济新闻工作和经济研究，著有《新叶集》《经济随笔》《冯并通讯集》
《冯并杂文选》《冯并评论选》《即铭随笔》《改版》等；曾主编《市场经济》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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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中外经济体制比较丛书》《改革问答录》
等；撰写了“西行随笔”“大战略”“大陆桥”“东北纪行”系列文章和大量经济评论
。所著《”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在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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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出版以后，我原计划抽出时间对该书做一次修
订，借以补充一些内容并纠正一些错误包括文字的粗疏。但在修订准备的过程中，愈来
愈感觉到《“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主要还是基于对“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构想的轮廓论述，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一带一路”对世界和
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对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平等互惠性等
等，做了一些粗线条的思考。我尽力去阐述古丝绸之路与新丝绸之路在推动世界文明发
展中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特质，又有哪些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呈现出的新的特点和新的
生长点。对于“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联结走向及其对全球发展的影响范围，也做了大
体的分析，甚至对全球战略中一直处于主导和统治支配地位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继续扭
曲着世界发展趋势，成为后者的对立物和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做了一些解剖。但总的
看来，由于成稿时间仓促，也由于笔者水平所限，许多需要从更开阔视野和更深层次去
观察的点与层面，还需要在继续学习中不断地去研究思考。想来想去，限于《“一带一
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原书的结构，似乎可以把修订略略推后一点儿，把需要和
想要继续补充的内容，作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的续篇，再次呈献
给读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思想产生的广泛巨大影
响，远远超过了一般预想。“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战略实践在全球许多国家推进
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任何一种战略思想所能被接受的速度。在短短三年里，“一带一路
”得到了丝路沿线绝大部分国家的明确认同，有的国家用自身总结的“丝路”和新丝路
概念，与“一带一路”相向对接。它们运用的具体概念及切入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认知角
度或许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全球化中寻求共同发展的核心内涵是完全相同的。从实操性
来讲，新丝路联通已经不只是一种相同相似的愿景，而是坐言起行携手同行的前进目标
。从中国的视角去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跨国道路联通取得了许多关键性进展，中国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井喷”，中国国内的“微丝路”建设，包括自贸区建设、
基础设施对接以及国内经济区域的一体发展形成了更大的对外开放格局，亚投行的成功
筹建运转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成果，为国际资金的融通奠定了新的基础。尤其是中欧
之间的经济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和地中海的重要国家全面建立了发
展伙伴关系，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地理标志和重要里程碑。中国通向欧亚
大陆乃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八大通道”不同程度地开启，世界六个主要的跨国经
济合作板块都在进行新的经济发展拼合，并为未来几年“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拓宽了路
基和航道。

但也要看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经济战略，也会是预防与抵
御各种发展风险的主要途径。和平与发展毕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虽然有时高昂
，有时低回，只要经济全球化的节奏不会被中途打断，“一带一路”发展中固有的和平
、发展和发展成果共享的旋律，仍旧会是世界最有感召力、最让人深受鼓舞的时代强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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