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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状和突破

前兰州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   杨恕

    “丝绸之路”指古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同时也有文化交流的功能。

随着历史发展，丝绸之路一度衰落，然而并未消失。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建设使古

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交通运输实现接通，在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现状是呈“网球拍现象”，中国

西部、中亚等地区成为该经济带的发展瓶颈；经济带建设也必须考虑中亚和新疆

地区的稳定问题，中国、中亚到俄罗斯的铁路轨距统一问题和北极通道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油气管线、空中运输等基础设备的完善，

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就中国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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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应主要在新疆发展方面实现突破。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个可期待的目标，至少要制定三十年规划，分期分段来做。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第二亚欧大陆桥

　　“丝绸之路”是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指古代中国与

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同时也有文化交流的功能。丝绸之路一度繁盛，随着历史

发展，渐趋衰落，然而并未消失，一直在东西之间发挥通道作用，只是相对作用

降低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

演讲时提出的概念。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重要基础，就是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开

通，1985 年恢复建设，1992 年 9 月 12 日开通，1990 年接轨，1992 年正式客货运

通车。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的重要意义，从丝绸之路概念讲，就是丝绸之路与现

代铁路运输完全接通了，虽然在这个铁路贯通以前有航空运输、公路运输，但是

没有铁路运输，所以当时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在国内国外引起了高度关注，对

第二大陆桥开通以后，沿着第二大陆桥的经济发展和大陆桥本身建设提出了很多

具体的战略构想甚至计划。1993 年、1994 年，兰州大学和香港 21 世纪协会联合

举办了第一次第二亚欧大陆桥国际研讨会，当时中外学者对陆桥建设以及沿铁路

线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多构想。当时开通以后，得到很高的期待，陆桥多长，比海

路运输时间能节省多少，运输成本节约多少，做了很多这样的论证。当时国内从

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特别是作为陆桥终点的连云港市，连云港还在市中心修了

一个很大的第二大陆桥东端的纪念碑。江苏省、连运港市都做了很多工作，希望

借助大陆桥的开通能够把连云港市，特别是其港口功能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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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建设使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交通运输实现接通。第二亚欧

大陆桥基本上是沿着古丝绸之路而建，促进中国和中亚、欧洲等地区的贸易交流。

在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基础上，形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经济带是个经济地理学名词，是带状经济区的简称，其他比如环渤海经济区，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从地理角度来讲，它是带状分布的一系列城市。这个经济带

是有一定带状密度分布的城市，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指沿着丝绸之路、呈

带状分布的一系列城市所形成的经济带。

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困难

　　1.“网球拍现象”成为最大障碍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情况是，西边是欧洲密度很高的铁路网，东边（西安

以东）也形成了密度比较高的铁路网，而两者中间这段（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

由于人口密度低，产业密度低，经济发展贫弱，导致与两边很不协调，我把这种

现象比作“网球拍现象”。东边和西边就如两个网球拍的拍子，而中间这段则是

两个网球拍的把儿的对接。这个“网球拍现象”实际是经济带建成的最大障碍。

产业密度低，人口密度低，很难形成符合标准概念的经济带。

　　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的第三年，中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不到 3 亿美

元。虽然大陆桥开通了，但是没有生意可做，特别是民间投资很快下降。从区域

经济角度来分析来看，主要是西北地区对外交流能力不足，而且中亚最缺的是资

金、技术、人才，这也是西北最缺的，从这方面看两者根本没有互补关系。

　　再是沿线太长了，从连云港算起，陆桥干线达一万公里，其间存在诸多问题，

如海关问题、铁路轨距问题。前苏联国家铁路是 1.5 米的宽轨，比我们现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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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宽 10 厘米，造成运输过程中换轨又费钱又费时间，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

第二大陆桥尽管开通了，当时在学术界以及企业界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发挥作

用非常有限。好几年时间里基本没有直达的货运，列车到现在没有开，曾经开过

兰州到阿拉穆图的列车，开了几个月就停了，没人坐，货运也少，要从连云港直

达中亚国家的就更少。

　　中国西北地域广袤，人口平均密度低，从兰州往西，先是经过河西走廊，河

西走廊是个绿洲带，人口也比较少，然后新疆沿途基本是荒漠。加上经济欠缺发

展，这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使得形成城市带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中亚五个国

家总面积 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6000 万，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7 个人，

铁路经过这一段，大段是荒漠地区，同样难以形成城市经济带。

　　

　　2. 安全问题威胁经济带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问题，坦率讲就是国内新疆和中亚的恐怖活动威胁。

新疆这些年的稳定情况确实不太好，在投资环境上影响很明显，但新疆局势稳定

要有明显效果不是三五年之内可以做到的。

　　在这条经济带上阿富汗的情况比较严重。阿富汗一旦国内局势大乱，有几个

重要的外移效应：

　　（1）毒品不可控。全球两大天然毒品系列，一是可卡因系列；二是鸦片系列，

全世界这个系列的毒品 90% 出自阿富汗。现在每年有不少量进入我们国家，两条

通道，通过新疆，巴基斯坦和香港进入。

　　（2）恐怖主义对外输出。这是个威胁，阿富汗如果局势大乱，恐怖主义肯

定会往外扩散。

　　（3）中亚国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难民。难民不容易进入中国，但进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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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非常容易。特别是民族和语言关系，阿富

汗北部是塔吉克人，阿富汗北部有个名称叫北阿富汗斯坦，还有一个名字叫突厥

阿富汗斯坦。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乌兹别克人数量很多，塔吉克人也不少。塔吉克

这个民族在塔吉克斯坦的人口还不如在阿富汗的多。因为这种关系，造成它一乱

就往周边国家跑，这对周边国家的压力非常大。所以，阿富汗的问题现在是全世

界都关注的焦点，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了。

　　目前中国、美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已经很积极地合作，中亚不会出现大问题。

虽然这几年来中亚恐怖组织活动频度和强度比我们高，但基本是在一个国家范围

里，跨境活动很少。即便如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新疆这个地带发展过程中，

稳定因素是必须考虑的。

　　3. 轨距统一问题和北极通道 1影响

　　第二亚欧大陆桥干线约一万公里，接通过程中，中国、中亚、俄罗斯等铁路

轨距统一面临困难。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后，中西货运都要在沿途的换车厂频繁

换车轴、车轮，费时费力。目前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例如中哈铁路，就能否

通过只建设标准轨和宽轨中间第三轨的形式，加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哈

萨克斯坦曾有不建第三轨，就建标准轨的愿望，但当时由于存在改建问题，俄罗

斯坚决反对。所以，轨距统一问题也是建设经济带的困难之一。

　　北极通道的开通，对第二亚欧大陆桥存在负面影响。北极通道是季节性通道，

目前的技术局限也无法使其在冬天通行，但它在运输时间和经济成本上依然比第

二大陆桥具有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考虑北极通道带来的影响。

1 又名“北极航道”，由两条航道构成：加拿大沿岸的“西北航道”和西伯利亚沿岸的“东北航道”（又称“北方航道”）。由两艘德国货船，
开辟出一条商路，它西起西欧，穿过西伯利亚与北冰洋毗邻海域，绕过白令海峡到达中、日、韩等国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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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的发展和与中亚的合作成为建设经济带的有利条件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遇到这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经

济带的条件也有了一些明显变化。

　　首先，从国内情况看，西部大开发战略从 2000 年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

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铁路、高等级公路网、航空和大型油气管线等通道

运输设备比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时有了本质的改变。随着西部地区的铁路等级提

高，高等级公路网的建设，整个西北和新疆运输能力会成倍提高。这几年新疆的

发展速度非常快，新疆的对外交流功能大大提高，比如目前新疆的民营公司已经

有能力到中亚投资，这在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新疆 2012 年和中亚贸易总额已

经达到 175.8 亿，它的对外贸易总额是 251.7 亿，相差的 80 亿，有相当一部分是

俄罗斯的，新疆跟俄罗斯的贸易很多是通过中亚这个渠道。

　　其次，除了中亚地区本身正在发展（中亚和欧洲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发展，

大概现在中亚五国和欧洲国家贸易总额 100 多亿）之外，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

也为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我国和中亚是邻国，

有共同利益基础。国际关系环境领域里要凝聚诸好，这是我们古代的传统，外交

传统是朝贡体系，实际主要是邻国的关系。第二，现在的中亚和古中亚发生了人

类文明的大换代，中国与现在中亚诸国在本地区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这为我

们发展国家关系提供了基础。第三，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正是我国

所紧缺的。利用国外资源建立自己的战略储备是条思路，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和正

常商业活动介入，这是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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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发展新疆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突破口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具备了一些基础，但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主要的。

由于上述第二亚欧大陆桥铁路轨距统一问题、北极通道的影响等不利因素，暂时

难以取得明显突破，又由于“网球拍现象”的存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中亚和

我国西北地区。然而，虽然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都不错，但具体经济问题上，

牵涉到部门的、地方的、个人的、特别是国家集团的利益，很难协调。中亚国家

从独立到现在转型期，政治转型已大体结束，但经济转型很慢，他们国家内部政

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存在很多麻烦。所以，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最现实的是，把西

北和新疆的事情搞好。

　　首先，要加强对新疆等西北地区的经济投入力度，提高该地区的经济能力和

对外交流能力。如果现在新疆和西北几个省都有走出去的能力，如果新疆能有比

较大的技术、资金输出能力的话，那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肯定要好得多。现在

我们和中亚交流，新疆自身的交流能力不足，这不是短期内能够提升的。现在尽

管新疆 GDP 总量增加很快，发展速度也是两位数，但是从深层次上讲，虽然中

国这几年发展很快，已经成为 G2，但东西部差别还是在扩大，由于西部的特殊性，

如何在西部增加投入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新疆具体建设方面，中巴铁路线，从

喀什到瓜达尔港铁路，中巴之间石油管线，以及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矿产合作，都

在计划或准备。在对新疆和西北各省的经济投入的基础上再逐渐往东亚走。

　　其次，提高新疆地区的稳定度。根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的新疆恐怖活动是

近些年来最多最重的一年，这个问题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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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总体来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对的困难是不可忽视的。“网球拍现象”成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障碍，新疆和中亚的稳定安全问题、中国、中亚、俄

罗斯等地区铁路轨距统一问题和北极通道影响都是建设经济带必须考虑的因素。

　　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备了一些基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新疆

和西北各地区铁路、高等级公路网、航空和大型油气管线等通道运输设备的完善

以及对外交流能力的提高，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合作，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目前情况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应主要在新疆地区寻求突破，加大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投入力度，增强新疆等的对外交流能力。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比第二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范围要宽，所以它的问题会更多，丝绸之路经济带短

期内有大发展是不太可能，然而是个可期待的目标，至少要制定一个 30 年的规划，

分期分段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