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解析中国的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吴泽林

　 　 【内容提要】 　 全球史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

代的本质特征。 人、财、物、智的自由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正迈入互

联互通的世界。 新的世界不再追求征服和殖民，不再将势力范围作为目标，而是通过与

市场、高科技、原材料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为此，能力政治比权力政治

更为重要，其中，为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互联互通产品的能力更是处于关键位置。 中国

国内互联互通覆盖广泛且发展快速，反映了中国较强的国内互联互通能力。 全球互联互

通能力在国内规划能力、基建能力、投融资模式等要素基础上拓展与延伸，在一般意义

上，以规划对接能力、装备的国际化运用、资金支持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为基本能力；在

更高层面上，以规划援助能力、标准的国际化运用、资金动员能力、国际化的评价体系为

核心能力。 能力强弱体现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联互通产品

的能力限度。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互通产品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已经具备全球

互联互通的基本能力，正在逐渐显现和提升全球互联互通的核心能力。 中国倡议推动的

“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石是互联互通理论，应在中国广泛的互联互通实践中，继续总结中国

的新经验和新路径，将其提炼为概念、范式和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互联互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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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体”至“通”：互联互通的世界

冷战结束就流行起来的“全球化”，可以说是各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
然而，每个人对全球化的理解并不相同，全球化有时被认为是要素的自由流动，有时被

看作一个同质化过程，有时被认为是国家的现代化追求，有时还被理解为是西方化、美
国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 全球化在被反复解释及反全球化运动的助推下，逐渐成为一

个令人似懂非懂的宏观词汇，成为一个既空洞又无边界的过程描述。 全球化正在失去

自己的内核特征。 由中国倡议和积极推动的互联互通正当其时，有效充实了全球化的

概念根基。 可以说，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互联互通既是

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过程，也是全球化追求的目标。
全球史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只是不同历史阶段对互联互通的认识有一定差

异。 在荒古时代，在现在中国境内，已有人种上之混合。① 而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美索

不达米亚王朝的城邦就开始管理内部贸易以及与埃及和波斯之间的贸易。② 在历史

长河中，人类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包括部落、城邦、王朝、王国、帝国、主权国家

等，无论何种实体，互联互通建设始终是重要任务。 互联互通可以基于保卫疆界的需

要。 比如，从公元前 ２２０ 年开始，秦朝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面

和东南辐射的被称为驰道的公路，总长度达到 ６８００ 千米，这对于巩固统治至关重

要；③同样的情况还出现于波斯帝国④和奥斯曼帝国历代诸王修建的道路网络和一些

水路系统。 互联互通也被当作扩大对外影响、征服他国领土的工具，这对于许多帝国

来说尤为如此。 罗马帝国修建了从首都通向帝国远方的道路系统，却是为持续的对外

征战服务；欧洲殖民帝国从 １５ 世纪开始相继在全球伸展其供应线并设立海外统治中

心，建立了多个垂直整合的殖民体系，以统治和压迫的方式争夺资源、瓜分市场，这样

的互联互通只为宗主国利益服务，丑化了互联互通的阶段历史进程。 另外，一些地理

位置极佳并积极推动互联互通的王国能够从中获得比较优势甚至是垄断优势。 比如，
最终将索宁克王国提升到帝国的因素是它对地区贸易和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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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① 当然，曾经的互联互通既有征服领土和维护统治的一面，也有互通有无和文化

交融的一面。 两汉开辟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也带回了罗马的玻璃、珍

珠、亚麻布和黄金；在古希腊，畅通的海上贸易使比雷埃夫斯成为全希腊最大的港口和

最便利的城市之一；②８ 世纪初，穆斯林从中国学到了造纸术，纸张的日渐普及使书写

文字一时兴起；③１６ 世纪至 １９ 世纪中期，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角，中国生产的商品源源

不断地传到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白银纷纷流向中国。 在互联互通的道路上，财富、

文化、宗教、征战在星星点点中传播开来。 虽然曾经的互联互通具有局限性，处在较为

分割的地区或次地区中，但正如克里斯托弗·蔡司—邓恩（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ｈａｓｅ⁃Ｄｕｎｎ）所

言：“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正是曾经孤立的地区和文化体系相互激荡的结果，新技术、

资本和地缘政治野心不断驱动并深化世界的联通。”④

冷战结束后，世界基本上已由垂直整合的帝国和殖民体系让位于扁平的民族国家

体系，建立主权国家这个“体”的任务基本完成，主权制度对国际秩序来说成为一项具

有根本性原则的制度。 一些国家喜好对抗、结盟、军备竞赛、分而治之、划分势力范围

以及滥用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的做法越来越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如何

在主权制度基础上推动国家之间更加平等、有序的互联互通成为一项新的议题，由

“体”至“通”的转型正在推动国际秩序的进一步演化。 如果我们将当今的互联互通定

义为“主权国家之间搭建以设施联通、政策协调和人员互动为合作内容的关系网

络”，⑤那么可以发现，这样的合作模式并非亚洲的独特现象，欧洲、拉美、非洲等区域

都自始至终把互联互通建设作为中心环节。 欧洲区域合作以搭建欧盟政治架构和推

动政策趋同为主要标志，单一市场的建立基本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

动，社会、安全、司法等其他事务也缓慢向“共同体化”发展。 目前来看，欧盟发展路向

并非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分配资源的“共同体”，而仍旧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自

下而上沟通协调的“共通体”，⑥寻求互联互通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南方共同市场、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发展中地区曾视欧盟为区域合作典范，把重点

放在制度性障碍的消除上，希冀于尽早建成关税同盟、单一货币或统一市场。 如今，在

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后，这些地区开始制定地区性基础设施规划，把更多资金投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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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寻求设施联通。 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发布

了互联互通规划和蓝图。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理解全球发展及区域合作的核心概念。

当今，互联互通终于延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丰富的互

联互通实践，人、财、物、智的自由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现在的互联互

通很难再以征战和殖民为目的，而是要求建立在一个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共生

共赢模式之上，帝国体系、宗教世界、朝贡体系、殖民体系、霸权体系、联盟体系都不能

适应互联互通的时代要求。 新的互联互通正在以功能性的发展合作建立起一个“合”

的世界。 世界各国正在通过互联互通激发出更大的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同时尽力规避

互联互通中的一系列风险。 互联互通创造了治理和秩序的新可能，①这也使互联互通

具有更为积极与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因此，与其说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不如更

准确地说，我们已迈入互联互通的世界。

二　 “通”中之“力”：互联互通能力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元模式。 苏长和对互联互通世界做出了概括：“互

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

基石；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

制度体系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

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

化。”②在世界经济相互渗透、高度融合，国内国际经济的联动效益日益突出的今天，可

以将互联互通世界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内外联动、关联共生”。 “内外联动”是纵向协

调，即对于任何国家，都要从更高层次统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国内的制度设计与国

际环境之间应当渐进调适、相互衔接、适度匹配。 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推动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良性互动。 “关联共生”是横

向协调，即对于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各国发展不能仅仅注重本国利益。

国际政治越来越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联政治”，强调在关联主权、关联责

任、关联利益中构建集体理性的国际秩序，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为最终目标。 在这个内外联动、关联共生的互联互通世界中，“能力”成为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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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政治

一直以来，权力始终是政治的主要面向，大多数对政治的界定涉及权力，政治总被

认为是围绕获得、保持和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活动。① 用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的

话来说，权力意味着“行为体在社会关系中居于这样一种地位的可能性，即哪怕遇到

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② 权力和政治的

紧密联系让我们对“权力政治”这一连用词习以为常。 围绕权力概念，不同的国家创

造了千差万别的政治制度，并在符合国情的基础上对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作为政治

学科的分支，国际政治同样被认为是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追求权力的斗争，特别是一

些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国家，总是善于或不自觉地运用转化而来的权力对其他国家的

行为施加影响，甚至很多时候权力在现实中体现为军事力量的使用，军事力量也常被

认为是国家实力的最好体现和权力使用的最佳手段。

然而，政治不仅是权力政治，也是能力政治。 权力和能力是政治的两个面向，往往

具有正相关关系，权力的提升必然带来能力的增强。 因此，仅探讨权力是不够的，还应

该探讨以权力为基础的能力。 互联互通正在推动各国从更加聚焦权力转向更加聚焦

能力。 事实上，国家能力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家的发展

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家能力的提升。③ 乔尔·米格代尔（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凭借计划、政策和行动达成其领导人所寻求的社会变化

的能力。 强大的国家总是有较强的能力完成这一任务。④ 中国学者更多从国家能力

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切入这一概念，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

实的能力，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四类，其中，汲取能力即国

家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⑤ 由此，许

多研究把国家能力等同于政府能力，将其与征税直接联系起来。⑥ 在互联互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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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大有可为。 当今，发展成为各国的中心议题，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成为各

国思考的首要问题。 国家发展必须依托围绕权力的制度设计和有效治理国家的能

力，其中，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① 制度需要

能力的匹配，能力推动制度的革新、成熟和持久，两者应当相互促进。 中国在发展过

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制度和能力均需要现代化。② 治理能力的主体包括政府、

市场与社会，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是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划分好三者之间的

边界，推动各自能力的发挥。 因此，国家能力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可以被认为是政

府、市场和社会相互协调配合，积聚资源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其中，政府要发挥

主导作用。

（二）互联互通能力

互联互通世界中，“流动”是一个关键词，人、财、物、智的自由流动需要交通、管

网、通信等基础设施作为载体，设施联通成为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提。 流动的速

度越快、范围越广，产生的能量就越大。 因此，互联互通能力在国家能力中至关重要。

从国内维度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见表 １），全

球竞争力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其设施水平和质量也较高。 一方面，基础设施本身

的发展可以直接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变革；另一方面，作为中间投入物和提

高生产率的媒介间接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 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聚焦

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援助国的“指导”

下，对国家制度结构进行调整，却较少注意到发达国家内部的互联互通网络。 就产业

园区建设来说，一些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消除投资壁垒、出台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期吸引

资本进入，却忽视了对道路、铁路、通信、水、电、煤、排污等设施的铺设和维护，致使有

些园区的入住率较低，甚至荒废。 当前，几乎所有非洲的工业园区都存在这一束缚，只

是程度不同。③ 基础设施是社会先行资本，必须先建立通畅、便利的运输通道，加速资

源的跨区域流动，进而促进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④ ２０１６ 年，全球基建投资额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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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中国不仅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者

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

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参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２１８ ／ ｃ１０２４－２４３８６１４９．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曾智华：《经济特区的全球经验：聚焦中国和非洲》，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８ 页。
范欣、宋冬林、赵新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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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到 ４１３０ 亿美元。① 各国越来越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新，这已成为政府的一

项突出职能。

表 １　 全球竞争力前 ２０ 名国家 ／地区的基础设施排名情况

国家 ／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全球竞争力排名 基础设施排名
国家 ／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全球竞争力排名 基础设施排名

瑞士 １ ６ 挪威 １１ ３１

新加坡 ２ ２ 加拿大 １２ １４

美国 ３ １１ 丹麦 １３ ２２

德国 ４ ７ 卡塔尔 １４ １８

荷兰 ５ ３ 中国台湾 １５ １２

日本 ６ ５ 新西兰 １６ ２８

中国香港 ７ １ 阿联酋 １７ ４

芬兰 ８ ２５ 马来西亚 １８ ２４

瑞典 ９ ２０ 比利时 １９ ２１

英国 １０ ９ 卢森堡 ２０ １７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制
作。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从国际维度看，紧密的联通使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 当今的世界秩序

不再追求征服和殖民，不再将势力范围作为目标，而是通过与市场、高科技、原材料建

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更大程度的互联互通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总体层面或某一领

域，与国际社会有着紧密连接的国家往往能够成为体系的中心，扮演突出角色，大国、

小国皆是如此。 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金融核心竞争力的支柱；联通中国和

欧洲的铁路和管道的修建夯实了土耳其作为欧亚要冲的地位；没有国内市场、没有腹

地、没有资源的新加坡在充分利用其天然海港后，逐渐发展为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

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炼油中心，获得远超过其国土规模的影响力；②国土面积狭

小、地理位置偏僻的挪威，通过开采石油积累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已居世界第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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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球股票市值的 １％和欧洲股票市值的 ３％。 现在挪威主权基金计划将新兴市场投

资占比提高到 １０％，这毫无疑问将提升该基金在上千家大型跨国公司中的话语权。①

总体来说，越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程度就越是紧密。 欧洲内部有着纵横交错

的道路、铁路和水路网络，拥有星罗棋布的机场和港口，有着数量众多的天然气和石

油管道，人、财、物、智等正是凭借这些媒介自由流动，这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与整合

至关重要，一点也不亚于欧盟的制度建设成果。 可以说，一国的互联互通程度决定

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说过去全球需要的是国际安全，那么今天全球更加迫切

需要以交通、管网、通信为主的“互联互通产品”。 纵观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对互联互通产品的供给意识和能力是不足的，这涉及资金、民族宗教、技术水

平、政府能力等许多问题。 由于未能有效互联，有些国家虽然看上去是一个赋有主

权性质的整体，但内部的割裂程度远比地图上显示出来的严重。 跨国和跨区域互联

互通产品由于涉及多个国家，供给效率更是低下。 因而，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些全球

性或地区性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互联互通产品，而是否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互联互通

产品就成为全球互联互通能力的核心。 笔者认为，国内互联互通能力以规划能力、

基建能力和投融资模式为核心能力，三者强弱程度反映了一国为国内提供高质量互

联互通产品的能力水平。 从国内互联互通能力中生发和拓展，全球互联互通能力一

般以规划对接能力、装备的国际化运用、资金支持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为基本能

力，在更高层面上，以规划援助能力、标准的国际化运用、资金动员能力、国际化的评

价体系为核心能力，能力强弱体现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

联互通产品的能力限度。

三　 中国国内互联互通能力

（一）中国国内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能力表层体现为互联互通程度，一般来说，拥有较高互联互通程度或互

联互通提升较快的国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互联互通能力。 中国历来重视公路、铁路、机

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巨大，总额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２．７２ 万亿元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０．３８ 万亿元，年均增长 １１％，②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７％左右提高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５％左右。 在这些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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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８．６％，与此同时，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数据仅为 ２．５％。 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

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关键所在。① 中国国内互联互通程度在较短时期达到了较

高水平。 首先，互联互通在国内已形成基本网络。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

达到 ４６９．６３ 万千米，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１３．１ 万千米，居世界第一；共有颁证

民用航空机场 ２１８ 个，其中，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１００ 万人次以上的有 ７７ 个，定期航班

航线里程达 ６３４．８ 万千米；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３０３８８ 个，其中，万吨及以上泊位

２３１７ 个；②２０１５ 年，水电设施的配置能力已超过 ２９００ 亿瓦，世界排名第一。③ 其次，互

联互通程度的提升极为迅速。 比如，中国高速铁路的营业里程从 ０ 到 ２．２ 万千米仅用

了 １０ 年，已占到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６０％以上；油气管道里程已达 １２ 万千米，这一数字

在“十五”计划末为 ３．２ 万千米，到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２４ 万千米；光缆线路总长已达 ３０４１

万千米，其中有 ６０％都是近 ５ 年铺设的；中国已经将 ５Ｇ 商用时间锁定在 ２０２０ 年，从

４Ｇ 到 ５Ｇ 仅用 ７ 年。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基本上处于国家中心地区，不少国家在这些地区之间往

往互联互通程度较高，但中心与边境却未能有效连接。 互联互通不仅是中心地区之间

的连接，也是全国整体性的联通。 “联通到边界”成为考察一国互联互通程度的另一

个面向。 口岸是国际对外开放的门户，人员和经贸往来的桥梁，连接和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重要渠道。 但一些公路和铁路口岸往往地处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地区，

其设施水平就成为互联互通能力的重要体现。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中国已拥有 ２９５ 个

一类口岸，其中，铁路口岸 ２０ 个、公路口岸 ７０ 个。④ “十二五”规划期间，为适应对外

开放新形势新要求，中国不断加大口岸建设。 其一，建设或升级一些新口岸。 ２０１１

年，勐康口岸正式建成，被国务院批准为一类口岸；２０１４ 年，集安口岸升格为国家对朝

一类口岸；２０１６ 年，平孟口岸在历经五年改造后正式开通，升级为对越一类口岸。 其

二，增强口岸通过能力。 满洲里口岸是实行 ２４ 小时通关的国际口岸之一，经过扩建，

年通关设计能力达到 １０００ 万人次，车辆 １２０ 万辆，货物 ６００ 万吨；⑤绥芬河口岸在

２０１２ 年整体改造后，过客能力从年 １００ 万人次提升至 ６００ 万人次，铁路年过货能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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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 ／ ｚｉｚｈａｎ．ｍｏｔ．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ｘｘｇｋ ／ ｂｎｓｓｊ ／ ｚｈｇｈｓ ／ ２０１７０４ ／ ｔ２０１７０４１７＿
２１９１１０６．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７ 日。

林毅夫、王燕：《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版，第 １２７ 页。
中国口岸协会：《中国口岸年鉴 ２０１６》，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７ 页。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笔者在满洲里口岸进行调研获知。



不足 １０００ 万吨提升至 ３３００ 万吨。① 其三，加强与边境口岸的设施联通，通向口岸的公

路基本达到三级以上，大部分口岸联通了铁路，有些还接入高铁（见表 ２）。 今后几年，

中国还将续建、开建和规划更多连接边境口岸的铁路和公路，并对现有的等级公路和

铁路进行升级，推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的互联互通。

表 ２　 中国联通至沿边口岸的公路和铁路情况

公路
口岸

口岸名称 铁路 公路 口岸名称 铁路 公路 口岸名称 铁路 公路

马鬃山 无 三级公路 拱北 高铁 高速公路 沙头角 高铁 高速公路

福田 高铁 高速公路 罗湖 高铁 高速公路 文锦渡 高铁 高速公路

皇岗 高铁 高速公路 深圳湾 高铁 高速公路 珠澳 高铁 高速公路

横琴 高铁 高速公路 友谊关 普速 高速公路 龙邦 无 高速公路

平孟 无 二级公路 水口 无 二级公路 东兴 无 高速公路

爱店 无 二级公路 天保 无 二级公路 河口 普速 高速公路

金水河 无 二级公路 孟定清水河 无 二级公路 磨憨 无 高速公路

打洛 无 二级公路 瑞丽 无 高速公路 畹町 无 高速公路

勐康 无 三级公路 腾冲猴桥 无 二级公路 都龙 无 二级公路

樟木 无 三级公路 普兰 无 三级公路 吉隆 无 三级公路

密山 普速 高速公路 虎林 普速 二级公路 东宁 无 高速公路

绥芬河 普速 高速公路 开山屯 普速 二级公路 集安 普速 二级公路

长白 无 二级公路 珲春 高铁 高速公路 沙坨子 无 二级公路

古城里 无 二级公路 临江 普速 二级公路 圈河 无 高速公路

南坪 无 二级公路 三合 无 二级公路 丹东 高铁 高速公路

额布都格 无 一级公路 珠恩嘎达布其 无 普通公路 满洲里 普速 一级公路

黑山头 无 一级公路 甘其毛都 无 普通公路 满都拉 无 一级公路

阿尔山 普速 一级公路 策克 普速 一级公路 室韦 无 一级公路

二连浩特 普速 一级公路 阿日哈沙特 无 二级公路 老爷庙 无 三级公路

卡拉苏 无 二级公路 吐尔尕特 无 三级公路 塔克什肯 无 二级公路

红山嘴 无 二级公路 伊尔克什坦 无 高速公路 吉木乃 无 一级公路

霍尔果斯 普速 高速公路 阿黑土别克 无 三级公路 乌拉斯台 无 三级公路

巴克图 无 二级公路 木扎尔特 无 三级公路 都拉塔 无 二级公路

红其拉甫 无 三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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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绥芬河口岸对俄通过能力大幅提升》，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ｌｊ．ｇｏｖ．ｃｎ ／ ｚｔｚｌ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０ ／ ０１０８４１８４２．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续表 ２

铁路
口岸

口岸名称 铁路 公路 口岸名称 铁路 公路 口岸名称 铁路 公路

东莞 高铁 高速公路 广州 高铁 高速公路 上海 高铁 高速公路

深圳 高铁 高速公路 佛山 普速 高速公路 霍尔果斯 普速 高速公路

肇庆 高铁 高速公路 凭祥 普速 高速公路 北京 高铁 高速公路

郑州 高铁 高速公路 绥芬河 普速 高速公路 河口 普速 高速公路

哈尔滨 高铁 高速公路 图们 高铁 高速公路 二连浩特 普速 高速公路

珲春 高铁 高速公路 集安 普速 高速公路 阿拉山口 普速 二级公路

丹东 高铁 高速公路 满洲里 普速 一级公路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自制。
注：高铁包括动车和高速动车。

虽然目前铁路网的布局尚不完善，中国仍有 ９００ 个县没有国道连接。 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的机场还不多，油气管网的规模也较小，但基于较快发展速度而不断拓展的

覆盖面，中国国内互联互通产品供给已成为世界典范，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
如今，中国交通运输的基本网络已经形成，紧张状况已得到有效缓解，瓶颈制约基本消

除，互联互通有效促进了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

争力；油气管网的布局基本成型，建设和运营水平大幅提升，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基本适应和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较强的国内互联互通

能力。
（二）国内互联互通能力

从中国经验看，国内互联互通能力以规划能力、基建能力和投融资模式为核心要

素。 第一，规划能力。 互联互通产品供给涉及面大、影响深远，需要顶层设计和精心规

划。 政府是主权国家的合法代理者，对互联互通产品起主导作用。 中国政府具有较强

的布局能力、规划能力和执行定力，各个政府部门均设有规划司，特别重视规划在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特点。 中国擅于对互联互通产品做

出中长期规划，仅是规划编制就探索出一种机制性程序：（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

输部、国家能源局、中国民航局等与互联互通产品有关的政府部门组建编制工作小组，
启动修编工作；（２）征求相关地方政府、企业、专家等各方意见，就交通需求、路线布

局、环境影响等进行评估；（３）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再次听取各方意见；（４）形成规划

送审稿，上报国务院审议；（５）国务院审议通过后，正式印发。 目前，中国互联互通产

品都已制定中长期规划，包括《国家公路网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３０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十三五”现代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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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及各地方的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十三五”规划等，这些纲领性文件对公路、铁路、油气管网的建设做出

了系统性、科学性的指引。

第二，基建能力。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产业的主体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政府规划

的重要承担者和实施者。 设施联通、管网铺设都需要以企业的工程施工能力、技术创

新能力和装备制造能力为依托。 国有企业凭借世界领先的建设能力，成为生产互联互

通产品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工程设备和零部件也正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过沪昆高铁、青藏铁路等国内所有主要铁路的建设，公司桥梁钢

结构、铁路线路铺设成套设备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①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了共玉高速公路、珠港澳大桥等一系列超级工程；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水泥

生产技术及装备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４０％；②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年

新造检修高速动车组超过 ６００ 组、年新造铁路客车超过 ３０００ 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下属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可在山区、沙漠、高原、沼泽、滩海等各种条件下敷设多

介质管道，年陆上管道施工能力 ６０００ 千米（按 １０１６ 毫米口径计算），年海洋管道施工

能力 ８０ 千米。③ 从具体领域看，在通路方面，中国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高速公路建设、

特大型桥梁防灾减灾与安全控制、滨海地区粉细砂路基修筑与长期性能保障技术等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交通运输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道路建设技术水平大幅提高；④在

造桥方面，中国已拥有千米级斜拉桥设计施工成套技术、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

关键技术等多项尖端技术；在联通口岸方面，许多边境口岸受较大地理和气候环境限

制，建设难度较大。 比如，马鬃山口岸地处沙漠戈壁地区，年均降雨量 １５０ 毫米，年均

气温 ６．３ 度，缺少水资源，地表植被稀疏，风沙大；新疆的老爷庙、乌拉斯台、塔克什肯、

红山嘴、阿黑土别克、吉木乃、巴克图、霍尔果斯、都拉塔、木扎尔特、阿拉山口等 １１ 个

边境口岸虽然坐落在阿尔泰山西部、天山北部和准噶尔盆地周边而植被良好，但因地

处北温带和北寒带交汇区域，气候极其寒冷，有些路段还要穿越盐渍土、戈壁滩、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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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中铁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ｅｃｇ．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ｚｔ ／ １３０ ／ １５０ ／ ５２２７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吕建中、杨虹、王轶君、赵旭、钟文新、余功铭：《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建立企业主导与政府推动

的协同机制》，载《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４ 页。
中国 石 油 管 道 局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官 网， ｈｔｔｐ： ／ ／ ｃｐｐ． ｃｎｐｃ． ｃｏｍ． ｃｎ ／ ｇｄｊ ／ ｙｗｙｌ ／ ２０１７０３ ／ ｄ５ｅ３６９９３９１ｅｃ４９ｄａａ

４ｃｅ４５３２９１８ａ５８２ｆ．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一带一路”助企业走出去 海外交通建设如火如荼》，ｈｔｔｐ： ／ ／ ｏｂｏｒ． ｃｈｉｎｃａ． ｏｒｇ ／ ｓｃｄｔ ／ ５７８５３． ｊｈｔｍｌ，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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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漠。① 在这种情况下，央企及各省交通投资集团、路建公司、建工集团、口岸建设

开发公司、规划设计院等凭借高效的指挥领导、优质的规划设计、长期的建设经验、强
大的基建能力、拼搏的施工队伍和精神承担起这些建设任务。

第三，投融资模式。 资金是顺利实施互联互通项目的关键条件，各国都在思考筹

集资金的对策。 就中国公路建设的经验看，要在公益性 ／经营性、收费 ／非收费的双重

维度上，实施多元化的筹资途径，完善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相结合的多渠道、
多层次、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收费公路以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为主，可以分为经营性

公路和政府还贷公路两类，经营性公路实行特许经营制度，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投资

者，投资主体是国内外经济组织，资本金主要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配以政府补助

资金，债务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 政府还贷公路以省级政府为投资主体，资本金来源

主要是财政资金和公路专项资金，债务融资同样是银行贷款。 总的来看，作为收费公

路的高速公路，２０１２ 年投资到位资金为 ６０１９ ７ 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及国债 ４ ２ 亿

元（０ １％），地方预算内及转贷 ４０ ６ 亿元（０ ７％），车购税 ６６５ ９ 亿元（１１ ０％），地方

自筹 ８５８ ８ 亿元（１４ ３％），企事业单位资金 ５５９ １ 亿元（９ ３％），国内贷款 ３７２８ ４ 亿

元（６１ ９％），利用外资 ４１ ７ 亿元（０ ７％），其他资金 １２１ 亿元（２ ０％）。 非收费性公路

以国省道中的二级及以下公路、县道、乡道为主，基本上均由政府投资，充分发挥政府

提供互联互通产品的职能。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一般性公路项目投资到位资金为 ３６７７ ５ 亿

元，其中，中央预算内及国债 １５ ３ 亿元 （ ０ ４％），地方预算内及转贷 ７５ ３ 亿元

（２ １％），车购税 ６４９ ５ 亿元（１７ ７％），地方自筹 １６１６ 亿元（４３ ９％），企事业单位资金

３７３ ２ 亿元（１０ １％），国内贷款 ８８６ ５ 亿元（２４ １％），利用外资 １ ９ 亿元（０ １％），其
他资金 ５９ ８ 亿元（１ ６％）。②

表 ３　 公路类型与供给划分

经营性 公益性

收费
经营性公路

（部分高速和一级公路）
政府还贷公路

（部分高速和一级公路）

非收费 — 普通公路
（二级及以下公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７４·



①

②

徐黎丽、杨亚雄：《论西北边境口岸的特点及发展路径》，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７８—７９ 页。

罗仁坚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８—３９ 页。



对于其他互联互通产品，比如铁路建设，基本上采用合资铁路模式，由中国铁路

总公司和沿线各省及战略投资者按一定资本金出资比例组建项目合资公司，作为业

主进行建设。 比如，为建设京沪高铁项目而创立的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由中

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上海

申铁投资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单

位共同出资，其中，当时的铁道部出资 ７８ ９％，其他出资方占 ２１ １％。① 对于油气管

网等战略性项目，主要由中国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 目

前，这两家中央企业的运营总里程已占到中国油气管道总里程的 ８６ ６％，而中国石

油运营的里程已接近 ７０％。② 近年来，国务院积极探索新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管网建设。 ２０１２ 年开工的西气东输三线工程除中国石油直接投资外，首次引入社会

资本，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宝钢集团等参与其中。 ２０１３ 年中国石油引入来自保险、
养老金、银行、公益基金等合资方的 ６００ 亿元社会资本，共同成立中国石油管道联合

公司，运营西气东输西一线西段、西二线西段等油气管线。③ 虽然中国互联互通产品

的资金缺口仍然较大，但对于不同属性产品的不同运作，体现出政府与企业在各自

领域的正确定位，也适应了不同地方的区情，使高速公路、公路、铁路和管道建设能

够协同发展。
（三）国内互联互通能力的制度基础

能力与制度相互匹配，无论是国内互联互通能力还是全球互联互通能力，都以一

定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为依托，有效的制度是互联互通能力的形成基础，能够为互联

互通能力的发挥提供动能。④ 中国较强国内互联互通能力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经济制度，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议行合一的政府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

济制度是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为规划能力、基建能力、投融资模式提供较为强大的制

度支撑。 首先，互联互通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引领性、支撑性作用，这就

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力量作为核心，统领、统筹、协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 中国共产党拥有坚强的凝聚力、领导力、号召力，可以为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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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铁账本：京沪高铁是怎样建成的》，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９０４８４７．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度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ｐｃ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运营西气东输管线 中石油引入社会资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ｙ ／ ２０１３ ／ ０６－２７ ／ ４９７４１５２．ｓｈｔ⁃

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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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政治保证，确保规划制定后，能够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推动建设，取得成

效。 其次，与西方一些国家以分权制衡原则构建“打拳击”式的政治体系不同，中国

议行合一的政府体制以协商合作为原则，使规划制定后不受部门牵制的影响，保证

规划执行的持续性。 再次，由于互联互通产品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较

少等特点，市场一般不愿意投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 在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支柱性作用，是作为实现一定

的重大经济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而存在的，①其中，互联互通产品供给是国有企业的

重要职责，国有企业对互联互通产品的建设不仅是一种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活动，
更是一种政治责任的承担。 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互联互通产品供给积聚了强

大的基建能力，在装备、技术以及某些全产业链方面具有优势。 此外，党的领导和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能够促进政府对于公益性互联互通产品的积极供

给，不让其因为外部性问题而缺失在国家建设之中，保证互联互通产品供给的普遍

性和整体性。

四　 中国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

世界不只需要安全产品和制度产品，也需要互联互通产品。 当前，世界对交通、能
源、通信等互联互通产品的需求正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供给意愿和供

给能力却相当有限，很多时候自身还有很大的更新需求。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和牛津经

济研究院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估计：（１）
２０１６—２０４０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 ９４ 万亿美元。 为满足需求，全球要将

对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提高到 ３．５％，而在目前投资趋势下，这
一比例为 ３％。 （２）亚洲仍将主导全球基础设施市场，２０４０ 年，亚洲占全球需求的比例

约为 ５４％，仅中国就占 ３０％。②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互联互通与世界互联互通紧

密联系，互联互通产品供给一方面要统筹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实现内外市场深

度融合；另一方面要立足周边，以亚洲国家为主要方向，积极开拓非洲、拉美和欧洲

市场。
中国互联互通产品供给最明显的例子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援建的坦赞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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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有企业要发挥制度优势担当政治责任》， ｈｔｔｐ： ／ ／ ｄａｎｇｊ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１０２１ ／ ｃ１１７０９２ －
２３２７７０２６．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 （ ＧＩＨ）：２０４０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展望》，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６２１８９８２０ ＿
８１０９１２，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路，这条铁路帮助内陆国家赞比亚获得了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将赞比亚

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世界市场连接了起来。 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全

球互联互通产品的最大贡献者之一，正在创建和开拓一种新的世界组织方式，以此为

基础的互联互通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一大亮点，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中的

优先议题之一。 近年来，中国大力加强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其一源自全球发展困

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基建热潮带来的巨大机遇；其二源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充足的外

汇储备能力；其三源自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规划、设计、装备、技术、施工、管理以及某

些领域全产业链一体化的优势；其四源自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的共生理念和大国的责任

担当。 总结来说，就是有机遇、有能力、有优势、有责任。 全球互联互通产品包括跨国

互联互通产品、跨区域互联互通产品以及为其他国家提供的互联互通产品三类，中国

在这三类产品供给中均积极作为。

从跨国互联互通产品来看，由中国承建的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亚吉铁

路、蒙内铁路、中塔公路、塔乌公路、喀喇昆仑公路、尼泊尔沙拉公路、尼日利亚与喀麦

隆跨境公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等合作项目，既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扩大了当地就业，也更好地连接了沿线国家内部市场；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

气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则将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市场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联通与缅甸电信关于威双登陆站的合作将成为中国拥有

的首个印度洋国际通信出口，除中国和缅甸自用外，还将缩短日本、韩国等与中东、非

洲、欧洲的传输距离 ３０００ 至 ４０００ 千米，并降低通信延时，提高传输质量。①

从跨区域互联互通产品来看，最明显的例子是中欧班列。 作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经

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中欧班列的开通无疑是联通中国与欧亚市场的重要举措，②也使

铁路成为海运、空运之外连接欧洲的第三条运输大通道。③ 自 ２０１１ 年开行以来，班列

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满洲里口岸开通的中欧班列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列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４６ 列，线路增加到 ２８ 条；二连浩特口岸则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列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６６ 列，

线路增加到 １０ 条；经阿拉山口口岸往返的中欧班列 ２０１６ 年更是达到 １１２３ 列。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４０００ 列，运行线路 ５１ 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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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将拥有首个印度洋国际通信出口》，ｈｔｔｐ： ／ ／ ｍｏｂｉｌ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１２３ ／ ｃ１８３００８－２６０７６５９５．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事实上，之前欧亚之间就已有这样的尝试，比如 ２００５ 年的“如意号”和 ２００８ 年中、蒙、俄、白、波、德六国

国际联运专列，但都没有发展为定期开行的班列。
Ｐｅｔｅｒ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Ｈｏ—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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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到达欧洲 １２ 个国家 ３１ 个城市。① 同时，愈来愈多的欧洲企业开始将班列作为中

欧物流供应链的重要选择，返程数量迅速增长，这反过来也巩固和强化了欧洲一些城

市的物流枢纽地位。 中欧班列的货物不断扩大，由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逐步扩大到

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等品类，②已实现贸易总额 ２００ 多亿美元。 值得一

提的是，除中国货物外，来自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的货物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中欧班

列输往欧洲。③ 为进一步将亚洲与欧洲市场联通起来，中国还于 ２０１６ 年编制《中欧班

列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年开行 ５０００ 列左右，回

程班列运量明显提高。④

从为他国国内提供互联互通产品来看，由中国承建的斯里兰卡南部铁路、塔吉克

斯坦“瓦赫达特—亚湾”铁路、利比亚沿海铁路和南北铁路、安哥拉本格拉铁路、乍得

铁路、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中西标段、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格鲁吉亚 Ｅ６０ 高速公路、

刚果（布）国家 １ 号公路、印尼雅万高铁、土耳其安伊高铁、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塞尔

维亚泽蒙—博尔察大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等，均被视为这些国家国内的交通大

动脉和提升地区枢纽作用的关键举措，解决了这些国家历史性的大问题，正在助推他

国现代化建设，在缓解国内交通瓶颈、增强国内市场联通的同时，也增强了它们与周边

国家的联系。 正在建设的摩洛哥努奥光热电站、越南永新燃煤电厂、巴基斯坦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已经建成投产的 ２３０ 千伏老挝北部电网工程、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

站、几内亚凯乐塔水电站、柬埔寨达岱水电站、尼日利亚宗盖鲁水电站、厄瓜多尔科卡

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加纳布维水电站、埃塞俄比亚泰可泽水电站、委内瑞拉新中心电

厂等，均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丰富的电力供应，摆脱能源困境，有些项目还可以让一些国

家把富余的电能出口到他国，向能源出口国转变。 中国对埃及塞得东港二期码头、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色列海法新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

港的建设或运营也将推动其占据未来国际大通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对这些国家

来说具有战略意义。 “道路通，百业兴。”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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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新进展 迈上新台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ｘｗｆｂ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８＿
８５８０７７．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谱写丝路新传奇———中欧班列发展纪实》，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ａｉｌｗａｙ．ｃｏｍ．ｃｎ ／ ｇｊｈｚ ／ ｇｔｊｌ ／ ２０１７０５ ／ 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６４８９４．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邹磊：《“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９７ 页。
《中 欧 班 列 建 设 发 展 规 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ｂ ／ ｚｃｆｂｇｈｗｂ ／ ２０１６１０ ／

Ｐ０２０１６１０１７５４７３４５６５６１８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市场的互联互通网络，解决无路可通、有路不通、虽通不畅的问题，①通过互联互通产

品供给引领世界走向“合”的世界、“通”的世界，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

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

五　 中国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反映出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联互通产品的能力。
结合中国国内互联互通能力和中国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可以拓展与延伸出中国

全球互联互通的基本能力与核心能力，其中，全球互联互通的基本能力包括规划对

接能力、装备的国际化运用、资金支持能力、建立国际评价体系，这是中国为国际社

会提供全球互联互通产品的初级阶段，是中国积极平等介入全球互联互通进程、融
入全球互联互通事业的第一步。 全球互联互通的核心能力包括规划援助能力、标准

的国际化运用、资金动员能力、国际化的评价体系，这是中国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

的高级阶段，是中国引领世界互联互通进程的阶段，是中国作为全球型国家追求的

目标。
（一）规划能力的国际延伸

１．基本能力：规划对接能力

如果说在国内互联互通中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制定规划，那么全球互联互通要求政

府提高对接规划的能力。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接不是一国政府要求另一国政府接受

其规划，而是“相关国家意志自由、自主的表达，利益自由、自主的实现；它与历史上曾

经长期存在、集中反映少数宗主国意志和利益的殖民主义分工体系及其各类变种，在
本质和实现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②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曾经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上指出：对接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与合作点，进而制定共同规

划。③ 因此，全球互联互通能力更加依托软性的对接方式，而不是政府在国内互联互

通中呈现出的一定的强制力，这是国内和全球层次上的一个区别。 现代化建设是各国

的共同愿景，在多样化的路径中制定和依照不同的发展规划。 国家发展规划对接就是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将发展战略确定的愿景明确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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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分步骤地实现发展目标。① 其中，沟

通能力是对接能力的核心，具体包含机制化的沟通渠道和充分的政治沟通，强调政府

在对话协商中促进一国“发展需求”与另一国“优质资源”有效结合，助力两国各自的

发展道路。
就沟通渠道来说，中国政府已经与各国政府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的沟通渠道，从

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合作委员会机制和高级别对话机制，比如，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

会、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中哈合作委员会、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中白政府间合

作委员会、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中印尼高层经济对话、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等

均为副总理级，中国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建有总理级定期会晤机制，
此外还包括数目繁多的部长级对话网络。 当前，基础设施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对话的一

项重要议题，在此平台上对接战略和规划，寻求发展的契合点。 一般而言，顺畅的渠道

至少可在三方面提升互联互通产品供给的沟通能力。 第一，有助于双方集中确定优先

合作议题。 第二，政府高官的参与有助于缓解僵硬的官僚作风及部门间协调不畅等问

题，在协商基础上尽快达成共识。 第三，政府高官的参与代表了较高的权威性，能够增

信释疑，提高沟通有效性。 机制搭建后，充分沟通就成为贯穿互联互通的始终环节，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沟通必须建立在双方发展需求上，特别是需求迫切又具

有吸引力的项目，既能照顾到一国发展要求，也能符合市场化运作；（２）沟通往往既有

政府高官和部门负责人的参与，也有企业的参与；（３）如果有国家领导人的参与，将更

加有利于互联互通能力的提升。 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其中，共商是前提，符合两

国共同利益的沟通能够形成合作发展规划或对接合作文件。 就“一带一路”建设而

言，与中国签署共建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达 ６９ 个。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

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土耳其中间走

廊、蒙古国发展之路、越南两廊一圈、波兰琥珀之路、沙特阿拉伯 ２０３０ 愿景、英国英格

兰北方经济中心、欧洲容克计划等正在加速启动对接进程。 这些积极的成果以协商谈

判为基本原则，体现出中国的规划对接能力。
２．核心能力：规划援助能力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不仅体现为规划的对接能力，也体现为帮助他国编制规划的能

力。 从对接到向国际社会提供知识援助是一个大国成熟发展的特征。 互联互通世界

对国家的内外联动提出更高要求，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互联互通做出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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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对大国帮助其编制发展规划的需求与日俱增。 而无论是中国政府、企业还是规

划院，都具有较强的规划设计能力、经验、技术和知识。 因此，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在更

高维度上要求大国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规划设计等咨询服务，帮助他国实现内部和跨

国的互联互通，这本身对中国的服务“走出去”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也是国家的核心竞

争力和一种制度性话语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曾经谈道：“我在过去一

段时间接触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官员，他们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帮它

编规划。”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咨询”。② 发展规划等咨询服务正在“走出

去”中逐渐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使发展中国家在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有了

明确的目标图景和切实的发展路径。 特别是伴随着国有企业参与全球互联互通产品

建设，凭借着良好的设计资质和优秀的规划设计人员，发展规划和设计咨询已经成为

许多国有企业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 ２０１３ 年，受柬埔寨邀请，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

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赴柬开展高速公路规划的编制工作，于 ２０１４ 年完成《柬埔寨王国高

速公路总体发展规划》，并交付柬运输部实施。 规划至 ２０４０ 年，柬埔寨高速公路网总

规模约 ２２００ 千米，包括 ６ 条金边放射线、２ 条纵线、２ 条联络线和 １ 条金边环线。③ 规

划得到了柬运输部部长的高度评价，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又委派该设计院承担柬埔寨干

线路网的规划项目，对柬干线路网未来发展目标及路网规模、布局方案、建设标准、实

施序列及发展策略等进行研究，规划期限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３０ 年，这对于柬完善综合运

输体系、充分发挥公路交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导作用，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强化国

际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④ ２０１４ 年，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历时两年帮助缅甸完

成国家电力发展规划。 这是首部系统反映缅甸目前和未来 ２０ 年电力系统发展的规划

报告，得到了缅甸有关部门的好评与认可。⑤ 此前，中国电建已于 ２０１２ 年完成了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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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共和国的水电规划。① 此外，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委内瑞拉、塔吉

克斯坦、加纳、斯里兰卡等国家电力规划研究。 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以“规划先行”，产

品供给不仅限于实体产品，也包括发展规划等咨询服务。 中国应继续从规划阶段入

手，协助有需求的国家做好发展规划，根据他国国情，研究最急需的互联互通产品，创

造合作机会，为他国互联互通的顶层设计提供支持。

（二）基建能力的国际延伸

１．基本能力：中国装备的国际化运用

互联互通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既要发挥好政府在对外指引、规划制

定、平台搭建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

也就是说，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的顶层设计和助推力在政府，而具体项目的承担

主体仍是企业，两者是协同共进的关系。 全球互联互通不仅解决世界问题，也是解

决中国问题，更是中国要素走向全球舞台的重大机遇。 一个大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

遍布全球的大型企业。 过去 ３０ 年，中国企业大规模参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在极具

挑战性的大型项目中练就了以较低成本实施项目的能力。② 凭借国内复杂环境下积

累起来的优势，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具备了布局全球市场的能力，与交通、能源、

通信有关的企业均有“走出去”的需求。 目前，中国的铁路装备已经实现了六大洲全

覆盖，轨道车辆整车产品已进入北美发达国家市场；③中国港机装备全球份额已经从

五年前的 ７０％增长到 ８２％；中国已经有 ６５ 家企业上榜全球最大 ２５０ 家国际承包商

名单，其中排名靠前的均为中央企业。 ２０１５ 年，国资委发布《“一带一路”中国企业

路线图》，展示了“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进展情况，涉及中交集团、中国中铁、中国海

运、中远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中

国石油、中国石化等，这些企业承担了国际上一系列战略通道和战略支点项目，是全

球互联互通产品建设的主力军。 当然，国有企业以大型互联互通产品建设为先导，

也为民企“走出去”创造了完备的路线、交通、资源等基础条件，形成“国企搭台，民企

唱戏”的格局，华为、联想、吉利、万达等大型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均获得了不错的

成果。

如果说国内互联互通产品依托强大的基建能力，那么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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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出口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的全球互联互通不再是单纯的国际工程承包，而是要

向集技术、资本、管理、标准、服务输出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承包转变，企业也从工程承

包商向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推动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加

快铁路、电力等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开放型

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中非‘三网一化’合作等重大战略”。① 许多

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对互联互通产品的需求很大，但国内公路和铁路的

运输能力很低，水泥、平板玻璃、钢铁等产能的生产线也很少，难以支撑现代化建设。

中国有很多装备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应致力于扩大产品出口，并推动产品叠加

产业出口，这就涉及核心层面的标准问题。

２．核心能力：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运用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已发生深刻变化，高端机械

制造业占比不断提升，完全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 中国标准化事业虽然取得了显

著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为中国标准国际认可度不高、主

导国际标准制定的数量不多（仅占国际标准总数的 ０．７％）、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有限、国际标准化人才缺乏等。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欧洲标准在国际市场的主导地

位。 欧洲标准存在时间较长、体系较为完善，不仅发达国家采用，作为历史上欧洲列强

的殖民地，非洲和美洲很多国家也普遍采用。 这对于中国标准国际化和装备“走出

去”带来巨大挑战。 比如，由中国铁建中标的土耳其安伊高铁项目，由于采用欧洲标

准，在中国国内采购的设备费用仅占全部费用的 ２４％，而占全部设备费用 ７６％的高铁

主要装备，包括钢轨、道岔、轨枕、电气化、信号等，则按欧标在欧盟市场采购，这还不包

括合同外由土方铁路总局直接向西班牙采购动车组的费用。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同样由中国铁建承建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由于从设计到施工全部采用中国铁路

的建设标准，钢轨、水泥等建筑材料以及通信、大型机械设备等全部从中国采购，包括

铁路建成投入运营后的机车、车辆等，共带动进出口贸易达 ３０ 多亿元。③ 蒙内铁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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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０５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７７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中国装备走出去的前提： 中国标准走出去》， ｈｔｔｐ： ／ ／ ｃｐｐｃ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２２３ ／ ｃ３４９４８ －
２６２５５８３６．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全长 １３４４ 公里安哥拉本格拉铁路竣工》，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ｇｍｗ．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８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５１１４５８．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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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确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的大型机械、钢轨等硬件设备就不远万里海运而来，“当时

合同中签订，我们 ４０％的原材料在当地采购，而剩下的都是来自国内”。①

可见，采用中国标准，就有中国装备，标准是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口提升的关键，

而标准的国际化就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中国标准本身拥有

巨大优势。 当前，中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克服阻力，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

化运用。 ２０１５ 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

出要增强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方案》和《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也都要求结合海

外工程承包、重大装备设备出口和对外援建，推广中国标准，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

动中国产品、技术、装备、服务“走出去”。 而《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更是提出了具体措施，如制定完善中国标准“走出去”专项规划和政策措施，组

织翻译优先领域急需标准外文版，加强沿线国家标准化专家交流及能力建设，实施标

准化互联互通重点项目等。 对于标准国际化，国际标准化组织始终是一个重要平台。

中国从 ２００８ 年起就担任常任理事国。 截至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中国有 ４６ 位专家担任技

术机构主席职务，承担技术机构秘书处 ７０ 个，以积极成员身份实质参与了 ６５６ 个技术

机构工作，提交并立项的标准提案达 ３４０ 项，其中 １８９ 项已正式发布为国际标准。② 值

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３ 年，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钢铁协会副主席、鞍山钢铁集

团总经理张晓刚得到全部成员支持，成功当选新任主席，这些都是推动中国标准国际

化的契机。

（三）投融资模式的国际延伸

１．基本能力：资金支持

资金是互联互通产品供给的重要资源，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很多大规模互联互通

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离不开政府。 政府对于互联互通产品的资金可以通过财政支持

和吸引社会资本两方面展开，但大多数国家的财政能力有限，引资难度也较大，很容易

陷入缺乏基础设施—经济困难—投资少—更加缺乏基础设施的怪圈，成为互联互通的

瓶颈。 麦肯锡公司预测，２０３０ 年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将高达 ４６ 万亿—６７ 万亿

美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为 ９ 万亿美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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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衍、漆菲：《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强攻非洲》，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０３１２ ／ ４３３２６７９７＿０． ｓｈｔｍｌ，访问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为世界奉献一场成功的 ＩＳＯ 盛会———专访第三十九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筹委会主任、质检总局局长

支树平》，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９ 日。



度为 ２．７ 万亿美元，俄罗斯为 ２ 万亿美元，巴西为 １ 万亿美元。① 据世界银行测算，非

洲要缩小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每年需投入 ９３０ 亿美元，约占非洲

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 １５％，超过目前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金额约一倍。② 在这种

条件下，互联互通产品迫切需要拥有较大经济实力和一定经济剩余的大国和中等强国

为其他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充足，中国已具备“走

出去”的资本条件，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产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作为

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在想方设法将直接投资、商业贷款、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

贷款等多种方式相捆绑来缓解这一问题。 这些举措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能力，拓

展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方式，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西方之外的一个融资来源。 国家开

发银行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中

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累计向境外能源项目发放贷款

２１３０ 亿美元，支持了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委内瑞拉、巴西、安哥拉、厄瓜多尔等国家一

批石油天然气项目合作以及周边 ８８００ 千米油气管线建设、４２００ 万千瓦发电装机、９０

万千瓦光伏组件和 １５ 万千瓦风机设备出口；对于境外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发放贷款

６６５ 亿美元，支持了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哥伦比亚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改扩

建、中远希腊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斯里兰卡公路改造等项目。④ 中国进出口银行

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

银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承办行。 近年来，该行不断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余额超过 ５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⑤

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优势显现，中国工商银行是目前沿线国家覆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

行，已在 １８ 个国家建立 １２３ 家分支机构，截至 ２０１６ 年累计承贷 ２２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承保沿线国家项目 ３０３ 个，承保金额高达 １１３３ 亿美元。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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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霍建国、庞超然：《国际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新模式》，载《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４ 页。
《商务部援外司司长王胜文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合作研讨会”上的发言》，ｈｔｔｐ： ／ ／ ｙｗ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ｚ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１３０４ ／ 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０９６０７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Ｌｉｎ，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ｎｔ．Ｅｃｏｎ．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５８９．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业务宣介手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ｄｂ．ｃｏｍ．ｃｎ ／ ｙｗｇｌ ／ ｘｄｙｗ ／ ｇｊｈｚｙｗ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 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ｇｏｖ． ｃｎ ／ ｔｍ ／ Ｎｅｗｌｉｓｔ ／ ｉｎｄｅｘ＿３４３＿

２７９７７．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傅梦孜、徐刚：《“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应对》，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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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多次在国际场合做出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资金承诺（见表 ４），一方面，为他国国

内和跨国互联互通及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

中国的技术、标准、服务、管理、经验、知识“走出去”创造条件。

表 ４　 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与基础设施有关的资金支持额度

国家与地区 提出时间与场合 资金支持额度

非洲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
３０ 亿美元优惠贷款
２０ 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２００９ 年中非合作论坛 １０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

２０１２ 年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０ 亿美元贷款额度

２０１４ 年非盟总部 １００ 亿美元贷款额度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
５０ 亿美元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
３５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信贷额度

东盟

２００９ 年博鳌亚洲论坛 １５０ 亿美元信贷（其中 ６７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

２０１１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１００ 亿美元信贷（其中 ４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１００ 亿美元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１００ 亿美元第二期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澜沧江—
湄公河

２０１６ 年澜沧江—湄公河领导人
会议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信贷额度

中东 ２０１６ 年中阿合作论坛

１５０ 亿美元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商业性质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

拉美 ２０１４ 年中拉领导人会晤
２００ 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

中东欧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
论坛

１００ 亿美元专项信贷额度

上海合作
组织

２００９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

１００ 亿美元信贷

２０１２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

１００ 亿美元信贷

２０１４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

５０ 亿美元贷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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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心能力：资金动员能力

互联互通产品的建设资金仅靠极少数国家是有限的，仅靠政府投资也是不够

的。 全球互联互通产品供给需要大国和中等强国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发挥资金

的杠杆撬动作用，更好地调动其他国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以及私人资本。 世界

银行和地区性的开发银行都是如此。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不仅体现为大国的资金支

持能力，还体现为大国通过搭建平台，引导、组织、调动其他国家和社会资本加入的

动员能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已经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资金筹措平台以更好地满足互联互

通产品的资金需求，并借此撬动更多资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由中国倡议成立、５７ 国共同

筹建的亚投行正式成立，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政府间性质的多边金融机

构，重点为亚洲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支持，法定资本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

亚投行分三次接纳加拿大、爱尔兰、阿根廷等 ２３ 个新成员加入，使成员总数扩大至 ８０

个。 截至目前，亚投行已经批准了 ２８ 个投资项目，发放贷款总额约 ３０ 亿美元。① 在

吸引各国政府资金的同时，“催化私人资本”也是一项重要原则，许多项目均有私人资

本参与合作。 金立群在提交给理事会的报告中称，亚投行成功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在

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私人部门资金，这将是该机构未来业务的重点。 要促进基建

投资较快增长，撬动私人资本是根本出路。② 而亚投行的投资正对各国公共与私人资

本起到引领性作用，既能尽可能多地动员和引导商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和相关生产领

域，又能先导地为私人资本培育和建立更广泛的市场。③ 中国宣布成立的丝路基金同

样如此。 作为专门性的中长期开发投资机构和具有国家背景的专业投资者，丝路基

金以股权投资为主，具有显著的杠杆作用，可以为一些融资数额比较大的项目解决

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从而提高项目的融资能力，成倍地撬动包括债权在内的其他资

金进入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一季度，丝路基金已签约 １５ 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累计

约 ６０ 亿美元。④ 据粗略估算，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已达到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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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亚投行：自开张以来已批准 ２８ 个投资项目 发放贷款总额约 ３０ 亿美元》，ｈｔｔｐ： ／ ／ ｍ．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２ ／ ＡＲＴＩ３ＷＦｘＭｍ２Ｉｑ７ｊｌＦＲＭＬｙｘａＵ１７０９１２．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亚投行：撬动私人资本 实现联合融资》，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ｅｎ．ｃｏｍ．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５９６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金立群：亚投行将提升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能力》，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０８２５ ／
３８７６７０３．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央 行 解 读： 丝 路 基 金 缘 何 新 增 资 金 １０００ 亿？ 怎 么 用？》，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５ ／
ＡＲＴＩＬｘｏＧｂ５ｌＺｋＣＭＫｇＹｊｘｊ１ｂｌ１７０５１５．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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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在 ２０１７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

１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这对于撬动各方资金是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比资金支持本身更为

重要。
（四）新增的能力：国际评价体系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的第四项涉及评价，基本能力是建立自己的国际评价体系，核
心能力是推动这一评价体系的国际化，提升本国评价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在国

内能力中是没有的。 苏长和指出：“在国际经济中，定价体系最为关键；而在国际政治

中，评价体系至关重要。”①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官员和学者们对国际评价

体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也深刻感受到穆迪、标普、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巨大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 同时，国际评级机构已受到较大诟病，许多时候不仅难以起到市场“守门

人”的作用，还时常加剧、催化风险和危机，甚至可以通过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世

界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关建中认为，西方的信用评级体系正面临制度问题、评级思想

问题、立场和道德的错误等三大问题，存在“体系性风险”，已被证明不能承担世界评

级责任，必须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② 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已经开始通过建立或

引入新的评级机构，来冲抵三大评级机构过大的影响力。 金砖国家的政策性银行也在

２０１７ 年年会上签署多边合作文件，彼此共享信用评级结论，借此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

体系。③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要求对一国国内、跨国和全球互联互通程度做出评价，并对各

国的互联互通能力进行评估。 更为重要的是，要推动这一评价体系的国际化，以一致、
公平、透明的标准使其被多数国家认可。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一项重要的

任务就是以此为契机，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内的评价体系，率先实现评价体系

的互联互通，以评价体系为跨国流动铺设道路，推动更具内生动力的新区域经济。 目

前，中国越来越重视这一能力建设，密集发布了一系列互联互通指数。 ２０１５ 年，北京

大学海洋研究院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报告的指标体系由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５ 个一级指标，１５ 个二级指标和 ４１ 个

三级指标构成。 根据测算结果，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哈萨克斯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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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长和：《国际评价体系须重构》，载《解放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关建中：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需要形成世界共识》，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６ ／ ３０ ／ ｃ＿

１２７９６８７３６．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金砖国家自建评级体系：经济发展不再受制于发达国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６９６０３４５３ ＿

９９９３８８０３，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国家“五通”情况总体较好。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指导，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编撰完成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２０１６）》正式发布，作为中国首部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成

效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构建了包括“国别合作度指数”和国内“省区市参与度指数”的

“一带一路”发展成效综合评价体系。② ２０１７ 年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还增加了

“一带一路”国别贸易合作、省市外贸竞争力、企业影响力、智库影响力、媒体关注度、

信息化发展六大指数。③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布“海上

丝路贸易指数”，其由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航运经济指数、海上丝路贸易指数等一系

列指数共同构成，用来衡量和反映国际航运和贸易市场整体发展水平和变化趋势，这

一指数将进一步丰富海上丝路指数体系，为各国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和政

策调整提供重要依据。④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发布首期“一带一路”国

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２０１７）和《指数报告（２０１７）》，对过去十年的数据指标进行分析

测算，旨在系统整理“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数据信息，评估发展前景、发现投

资机遇、提示潜在风险，助力基础设施项目的国际合作。 报告认为，印尼、伊朗、印度、

越南、新加坡入列发展指数前五名。 这是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的第一个综合

发展指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从此有了“晴雨表”。⑤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上海航运交

易所发布“一带一路”航贸指数，其由贸易额指数、货运量指数、运价指数等大类组成，

细分为煤炭、矿石、原油、集装箱等四个货种，不仅能反映贸易发展情况，还能直接反映

贸易额、货运量、运输价格三者之间的变化和相互关系，为港航企业走出去、发现商机

提供参考。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和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推出“一

带一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指数，综合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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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发布》，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５ ／ １２１４ ／ ｃ１５７２７８－
２７９２６３７５．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这份报告已经出版成书，参见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２０１６）在京发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ｔｈｉｎｋ ／ ２０１６－１０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９６０２３８５．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７“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发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１０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１３９２．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海上丝路贸易指数正式发布》，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０５ ／ １２ ／ ｃ＿１２９６０３１６４．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２０１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ｉｉｃｆ．ｏｒ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ａｓｅａｒｃｈ ／ ４１１２．ｊｈｔ⁃

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一带一路”航贸指数正式发布》，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７１３ ／ ｃ１００４－２９４０１２２７．ｈｔｍｌ，访

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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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况，客观分析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环境，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其中，新加

坡指数最高，达到 １７２．７８，沿线国家的平均指数为 ５８．６１。① 可以说，“一带一路”范围

内的新区域经济正在由中国构建的新型国际评价体系加以确立，中国也将此作为构筑

国际评价体系和推动评价体系国际化的突破口，在增强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同时，

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发展。

中国的互联互通倡议着眼于内外联动、关联共生、互利共赢，寻求构建利益、责

任和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现代化。 以往发挥于国内的规划能力、基建

能力和投融资模式正逐渐作用于国际舞台，为世界带来新的选择。 中国正在同许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接发展需求，签订合作发展规划，并且帮助有迫切需求的国家编

制交通、通信和能源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的技术、装备、零部件甚至某些全

产业链正在中国标准的支撑下走进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有些已进入欧洲和北

美市场；中国不仅广泛投资、援助全球互联互通产品的建设与运营，还积极动员大国

和中等强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融资，并且努力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中国正

尝试建立和完善多种类型的互联互通评价体系，并且正逐步推动其走向国际化，使

国际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公平与透明。 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互联互通的

基本能力，正在进一步提升基本能力的基础上，逐渐显现和提升全球互联互通的核

心能力（见表 ５）。

表 ５　 中国全球互联互通能力的构成

国内互联互通能力
（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能力） 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核心能力 基本能力 核心能力

规划能力 规划对接能力 规划援助能力

基建能力 装备的国际化运用 标准的国际化运用

投融资模式 资金支持能力 资金动员能力

建立国际评价体系 国际化的评价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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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带一路”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指数发布》，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６ ／ ｃ ＿
１３６６１３８７７．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六　 结语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

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中国对外

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需要中国在

全球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倡导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也需要构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并以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基础，这既是中国和平

发展的知识准备，也是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的新动力。 ２０１３ 年 ９—１０ 月，习近平相继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 四年来，全球 １００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

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经过多方努力，“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

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以互联互通产品为核心研究对

象，发展出“互联互通能力”“能力政治”“互联互通世界”“互联互通外交”等概念，对

中国供给互联互通产品实践进行分析。 在理论意义上，试图跳出既有区域合作国际关

系理论，从能力视角尝试构建中国的互联互通理论，这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互联

互通领域的初步理论探索。 在政策意义上，以能力要素为维度，在评估当前中国国内

和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基础上，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能力提出了初步的要

素框架。 中国学者应继续着眼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广泛实践，在

实践中总结和归纳更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将其概括和提炼为新的概念、范式和

理论，并注重概念的相互转化，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互联互通知识产品，

为互联互通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添砖加瓦。 在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迈向互

联互通世界中的全球型国家的同时，推动互联互通理论既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世界

意义。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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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１１ ／ ２９ ／ ｃ＿
１１１３４５７７２３．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