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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①

 

裴长洪
*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一个行动方案，而且也

是以世界发展为目标的一个重要方案。该倡议更深刻的内涵是揭示了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揭示了

在以资本为中心驱动下国际垄断资本布局的“全球价值链”的局限性、霸权主义治理的落后

性、“文明优越”和文明冲突观念的谬误性；并指出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共建“一

带一路”对于解决世界生产力发展、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向、目标及其

重大意义；勾画了争取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动员力的实践内容和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探索其科学内涵是我们落实党的二

十大报告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命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我

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

个方案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实践检验，它的巨大成效已经引起愈来愈多国家和地区的热

切关注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具备了实践内容的理念，其科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其科学内涵是我们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②

中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命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时代背景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

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③

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

                                                        
① 写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 

* 裴长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邮编：10002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编：100836)，E-mail：Peichhcass 

739@163.com.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7.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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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如此，研究世界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这个逻辑。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从而使生产和

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世界市场不断取代地域性的小市场，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世

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统

治、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呐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向世界扩张的状况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仅产

生在民族国家内部，而且日益具有世界性。因此，马克思在 1859 年撰写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

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①

可见，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世界性的理论。实际上

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

盾是如何表现的呢？习近平指出：“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

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习近

平，2017)。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制造业国际生产分工深化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制

造业的国际生产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公司内分工不断深

化，产业不断被细分。制造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成为产业，各行业内部的不同产品成为

产业。产品生产过程的技术可分性也使各个工序、各个生产环节成为产业。各个产品

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细化，推动了产业内、产品内、公司内贸易的发展，

进而推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引发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巨大需求和动力。经济全

球化加速发展演化表现为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大资本

流动和产品内、公司内贸易，其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的作用日趋重要。跨国公司的全

球性生产网络使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它垄断了全球生产的 60% 和全球贸易的 80% 以

及国际直接投资的 90% 。
②

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

国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跨国公司，但这些跨国公司也主要

集中在少数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中。其次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扩大了经济全球化

的版图。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扩大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性相遇，广袤的中国疆域

和庞大的中国人口进入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极大拓展了国际分工的能量，扩大了全球

贸易投资的规模，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加速器，也成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

最大推动因素，同时也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再次是在美西方国家的

推动下，国际经贸政策、国际规则日益趋向自由化。无论是国际经济贸易政策的协调，

还是国际交易的规则制定，都围绕制造业国际分工深化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以不断开

辟新的经济地理，不断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扫清障碍，不断为美元制造范围更大的

“特里芬”难题。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树立了全球经济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② UNCTAD(2013)，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nvestment and Value Added Trade in the Global Econ-

omy(A Preliminary Analysis)，Geneva，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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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两大里程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时

期，世界 GDP 稳步增长，1993 年至 1997 年世界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3.14% ，

2003 年至 2007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98% ；
①

世界贸易增速更是 GDP 增速的将近

两倍。随着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

各国纷纷取消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方面的壁垒，这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爆发

性增长态势，FDI 的增速远远快于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增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

管是对于世界整体、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FDI 增长率基本上都以两位数增长(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除外)，且 FDI 的增速远远快于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增速，FDI 占 GDP

比重稳步快速增长。这使得世界各国经济从产权属性来看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提高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西方政治精英开始欢呼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体系

的胜利。美国政界和学界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是资本主义制度完胜世界的利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将借助经济全球化不战而胜。1993 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在

中国演讲说，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真正成

为全球的抽象(阿里夫·德里克，1993)。他们预见，美国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

因出版《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而受到全球热捧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

曼曾傲慢地说：“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是唯一居于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所有国家都

不同程度上从属于它。我们不是老虎，全球化才是老虎。但是我们最会骑老虎，而且我

们正在对其他所有的人说，要么骑上来，要么滚开。我们之所以最会骑老虎，是因为我

们把它从虎崽子养大成老虎。”(李世安，2005) 

  但是，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 GDP 实际增长率在 2008 年至 2015 年间，

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2.3% ，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见表 1)。世界直接投资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增长，2007 年世界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空前的峰值(1.98万亿美

元)。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后，其连续 7 年处于下降并呈恢复乏力状态，仅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出现反弹(见表 2)。 

表 1 世界 GDP和进出口增长率(单位：%) 

时间/年 名义出口增速 实际出口增速 名义进口增速 实际进口增速 名义 GDP 增速 实际 GDP 增速 

1978—1982 11.50 3.13 11.33 2.41 09.65 2.53 

1983—1987 07.16 5.00 06.34 5.30 08.88 3.57 

1988—1992 11.03 5.36 09.53 4.92 08.32 2.90 

1993—1997 06.87 7.50 07.22 7.37 04.47 2.94 

1998—2002 03.06 4.87 03.35 5.21 01.98 2.85 

2003—2007 16.51 7.28 16.40 8.04 10.80 3.98 

2008—2012 06.74 2.71 06.84 2.52 05.46 2.01 

2013—2015 -2.03 3.18 -2.12 2.71 -0.16 2.60 

  数据来源和说明：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计算而得。 

                                                        
①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计算。 



 

裴长洪：“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解读 

 

 

 

 

 

6
   

表 2 2008—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流入量 16974 10403 11220 15238 13360 14563 14039 20418 19835 17005 14952 15399 9239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TPP

夭折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多，美西方国家出现了逆经济全球化的思

潮。WTO 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 成员自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

2100 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美国更是充当保护主义的先锋，仅 2015 年就实施贸易保

护措施 624 项，为 2009 年的 9 倍。
①

2008 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给美国精英们大大

浇了一桶冷水，他们忽然醒悟过来，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完胜，相反，中国的发展却

很成功；美国也不是大赢家，相反，中国成了大赢家。“失算”的心态引动了民粹主义

的潜流，加上失落群体的不满，美国率先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从 2008 年 8 月至 10

月，美国媒体发表了大量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言论，其中《华盛顿邮报》52 篇、《新闻

周刊》43 篇、《时代》杂志 19 篇、《芝加哥评论》14 篇，
②

这在美国新闻史上罕有 

其匹。 

  为什么出现世界生产力的停滞？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之问，也是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时代之问。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重要原因。 

  第一，从一般经济学原理分析，国际分工停滞必然导致交换和交换价值增长放缓，

引起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放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提速很大程度归功于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

和发展，不仅促进了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发展，而且刺激了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投资

以建立国际生产网络。但是，当这种国际分工细化到一定程度之时，继续分工的成本就

会大于收益，进而使得分工停滞。有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世界贸易的

快速增长是源于中间品产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中间品垂直专业分工的深化。世界贸

易增速趋缓的根本原因在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和世界生

产网络已经成熟。
③

因此，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放缓了。从 1998 年以来，世界中间品贸

易的总金额是增长趋势，但 2012 年以后的增长明显放缓。在 2000—2008 年的 9 年间，

世界中间品的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达到 13.1% ，而 2009—2013 年 5 年间，年均增长降

为 4.6% ；进口贸易从 13.6%降为 4.2% ；产业内和产品内以及垂直专业化分工动力的减

弱还表现在世界直接投资势头的减速。从 20 世纪以来，世界分工促进贸易发展愈来愈

依赖全球直接投资的增长作为媒介因素，世界直接投资推动了国际化生产网络的形

成，使世界新的分工格局得以形成。因此，世界直接投资也是世界分工发展状况的重要

表现(裴长洪，2015)。还有研究表明，在世界总出口中，国外增加值占国内增加值的比

                                                        
① 张茉楠. “特朗普主义”下的逆全球化冲击与新的全球化机遇[N]. 中国经济时报，2017-2-16(5). 

② 王 平. 年度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国外篇)[J]. 社会科学报，2008(12). 

③ Constantinescu，C.，A. Mattoo & M. Ruta.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Cyclical or Structural?[R]. IMF Work-

ing Pap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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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 1995—2005 年上升了 8.5 个百分点，但是在 2005—2012 年只上升了 2.5 个百分

点。
①

对于中国，自 2005 年后，国外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对于美国，进

口中的零部件比重也开始下降。这些事实都说明国际分工基本成型，全球产业链和供

应链已经基本成熟定型。 

  第二，新科技革命对全球产业分工的作用尚在孕育之中，其对国际分工的创造性

作用尚需时日。 

  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化新技术，虽然已经对产业产生重要影

响，特别是近十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智能化制造、工业互联

网、低碳化和 3D打印技术等都在一些国家的产业发展中成为先驱，但许多技术在产业

应用中并不完全成熟，尤其没有成为世界标准化技术，因此还很难延伸为技术环节细

分的国际加工制造分工，具有广泛和大规模国际分工的新的最终产品尚未出现。然而，

新科技革命创造性的一面尚未形成，其毁灭性的一面却已有所表现，其对于旧的最终

产品的国际分工延伸扩大的预期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此时的贸易、投资都呈现降速

趋势。即便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已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被广泛运用，即将

全面覆盖制造业技术进步，从而创造网络经济和制造智能化经济的新空间，但这个过

程将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发的，因而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也将是渐进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既有产品和服务结构的世界贸易和投资在数量上的增长将明显 

减速。 

  第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换挡以及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使世界

经济进入新常态。 

  在以往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

工业体系和低成本劳动力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中国还提供了广阔且有

待继续开发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因此，中国经济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加速

器。但是，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新常态，投资需求开始下降。此外，中国经济结构也在

发生变化，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由于服务业的贸易和投资密集度相对于制造业来说

都更低，这不可避免将降低中国对世界消费品和投资的需求程度。中国也越来越由出

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中国的对外需求虽然仍然强

劲，但国内供给体系的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其对外依赖度也开始下降。由于中国

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以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转向高质量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趋

势，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规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全局性，所以世界经济也

进入新常态。对此，习近平在 2015 年就有论断：“全球经济发展都已进入新常态。”
②

 

  经济学固然可以解释以往发生的事实，但往往无法解答面临的实际问题，按照当

时西方国家的实践，“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正在加码升级，反对此政策者又似乎认为

问题无解，无解的问题容易让人产生消极态度和宿命论。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① Frankel J.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Growth：Ends of Trends?[M]. In：Onofri P II Grande Sconvolgimento. Bo-

logna：II Mulino，2016.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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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立场上也是找

不到出路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仅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而且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实践方案。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答案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主要表现在汽车、笔记本电脑、电子

及通信设备产品等主要最终产品上。由于这些产品的技术可分性最强，生产环节最容

易被分割并安排在不同的区位，因此其分工细化和深化表现得最突出。西方学者把这

种国际性生产网络称为“全球价值链”，并由此演绎出全球价值链理论。
①

这种全球价

值链的区位和价值链特征是：欧美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拥有品牌，负责标准制

定、产品研发和系统集成，控制着核心产品和新产品的生产。日本是世界消费电子产品

的霸主，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精湛的生产工艺。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处于

中端，具备较好的生产技术，正发展成为集成电路等部分关键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并生

产部分高端产品和新产品。其他具有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处于价值链的低

端，主要从事一般元器件的生产以及整机的加工和组装。由这些产品分工细化深化所

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在 1995—2008 年发展最为迅速，由此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简称

GVC)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 2008 年其贸易额已超

过全球贸易额的一半(江小涓和孟艳君，2021)。 

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实际上它是围绕西欧、北美、东亚的部分制成品的国际分工

体系，该体系是全球价值链整合程度最高的三个区域，其网络密度和平均节点大小表

明了这一点。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全球价值链中心，是该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者，主要

采取前向牵引方式，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设备、运输设备、互联网及其软件、金

融服务和制药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俄罗斯和东

欧，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低收入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都十分有限。可

见，全球价值链理论仅仅是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跨国经营理论，并非全体人类福祉的

世界经济理论，它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翻版。由这三大区域组成的以三大产品为核心

的国际分工网络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构成了世界生产方式和分配

方式的主要架构，是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主要体现，它与世界生产力发展

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以资本为中心驱动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

网络分布不均衡，甚至遗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利

益不均衡。 

                                                        
① 1994—2008 年，全球最大的 100 家跨国公司境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从 41%上升到 57%，境外销售占总销售

的比重从 45.6%上升到 62%，跨国公司愈来愈成为全球公司，企业的价值链日益演化为全球价值链。为了适

应这种发展，西方学者格里芬(Gereffi，1994，2003)和赫得逊(Henderson，1998)等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

论，回答全球经营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等核心命题，以满足全球垄断资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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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西方学者的全球价值链(GVC)分析，在这种国际分工中攫取绝大部分收益的

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1995 年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收益的 73.8%属于少数高

收入国家，尤其以美国、日本、德国所占份额最大，美日两国所占份额就超过所有中低

收入国家的份额。从 1995—2008 年，全球价值链收益的这种不平等分配状况虽然有所

改善，但也主要是由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在东亚的扩展，其中导致少数几个新兴经济

体崛起，特别是中国融入了这个价值链体系，其占制造业价值链收益的份额上升到

12.8% ，是中低收入国家份额提高的主要贡献者；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占制造业价值

链份额仍只有 17.5% ，增加幅度非常有限。
①

此外，仍然有许多低收入国家游离于这个

国际分工体系之外，难以享受世界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收

益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严重不平衡的。而就要素报酬分配来看，所谓的全球价值

链分工体系给予了资本最大利益，而劳动要素报酬，特别是中低技术的普通劳动者的

收益，呈现下降趋势。跨国垄断资本布局的国际分工体系自然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其结果必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收益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即最高收入阶层的群体)

所占有，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承认；而占总人口数 50% 的低收入阶层群体获得的收益

非常少。如表 3 所示，在所谓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被资本家和

高技术劳动力占有，中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不增反减。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当然

也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技术程度的劳动力、不同阶层的人对经济全球化的感

受是不同的，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和态度更是差异巨大。 

表 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各类生产要素所获份额 

增加值 1995 年 2008 年 2008—1995 年变动幅度 

总增加值(十亿美元) 6586 8684 2098 

资本份额(% ) 40.9 47.4 06.5 

高技术劳动力份额(% ) 13.8 15.4 01.5 

中等技术劳动力份额(% ) 28.7 24.4 −4.2 

低技术劳动力份额(% ) 16.6 12.8 −3.8 

  资料来源：Timmer 等(2014)的文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多数沿线

国家和地区恰恰是西方国家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低甚至是被遗弃的区域。沿

线国家涵盖了东南亚、南亚、东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等地区 65 个国家，其地域

面积占全球 1/3 以上，其人口总量占全球 60% 以上。其包括了东亚、南亚和中亚的中低

收入国家以及西亚北非 19 国和中东欧 20 国的中低收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

标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福祉发展为中心。“一带一

路”倡议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扩大了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弥补了西方国家“全球价值链”的缺陷，扩

大了世界市场，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对国际分工的扩大，不仅表现为经济地理疆域的扩展，而且也表现为各类商

                                                        
① Timmer，M. P. et al.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4，28(2)：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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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和投资的扩展。2013—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近

11 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 2300 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近 7300 亿

美元。
①

其中，2021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 11.6 万亿元，创八年来新高，同比

增长 23.6％，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 29.7％。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

批海外仓建成并投入运营。首个海外仓供需对接的海外智慧物流平台——“海外仓服

务在线”正式上线。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5 万列，运送 146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22％、29％。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
②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

国中西部省份也利用区位优势参与了国际分工合作，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而扩

大了世界市场。2013—2020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由 126.3 亿美

元增加到 186.1亿美元，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累计直接投资达到 1359.2亿美元。与此

相对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上升，2020 年已经达到

14% 。
③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多数都落户在合作园区中，形成新的

生产性企业，带动了就业，为当地政府提供了税收。截至 2019 年底，纳入中国商务部

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 113 家，累计投资 419 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合作区累计投资 350亿美元，占比达到 83.5% 。当年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 30 亿美

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33 万个。
④

此外，还有一批未进入商务部统计，由地方政府统

计的境外合作园区，在 57 个国家建设 201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 138 家位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达到 68.7% (刘洪愧，2022)。中国企业的投资促进了世界生产力

的发展。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大大增加了世界基础设施

的公共产品，而且为沿线国家的生产潜力提供了释放的可能性。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为西方跨国公司所不为。但是，不能指望基础

设施建设短期就带来很大收益，这需要一个过程。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是有利的。

理由很简单，一个基础设施当时建设的成本非常低，但过几年可能就建不起了。基础设

施从长期来看，它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对此，一般发展中国家为此只好申请使用国

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而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根据合作伙伴的需要，多方筹

措资金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施工和初期的运营，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资金和技

术力量，承担了最大的经济风险和压力。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GTT)的资

料，2013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共 2836 项，其中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投资项目占比达到 62.7% 。从更长时间段看，2005—2022 年，中国海外投资中

                                                        
① 郭婷婷. “一带一路”加强经贸往来 合作走深走实[N]. 人民日报，2022-8-10.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商务运行

情况。 

③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

社，2020；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2021[R/OL]. (2021-08-

11)[2021-08-25].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811/c1002-3218992. 

④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2020[R/OL]. (2020-09-07)[2021-07-

30]. http://www.caitec.org.cn/n5/sy_gzdt_xshd/json/5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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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投资共 347 项，占投资总项目数 9.0% ，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现问题

投资 224 项，占比为 7.9% ，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问题投资占比 5.3% ，

低于总体水平。在 14 个行业中，能源和交通投资最集中，但在沿线国家出现的问题投

资只有 94项，比 2013 年前下降了。造成问题投资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并非全部是由

债务违约引发。从这些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的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而且收益大于风险。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释放了合作伙伴的生产制造和贸易的

潜能；有的释放了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潜能；有的释放了粮食供给的潜能。例如，中国

与刚果(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在释放前者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同时，为后者生产全球超过 2/3 的钴矿提供了机遇。 

  第三，中国发起并占有最大股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基

础设施投资中创新融资安排，关注债务可持续性和民生问题，其融资支持的项目为成

员国提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 

  2020 年 1 月 16 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五周年的日子。五

年来，亚投行成员从最初的 57 个增加到 103 个，为 28 个成员的 108 个项目提供了金

额为 220 亿美元的融资，有效满足了成员在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融资需求，促进

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特别是积极应对了新冠疫情的挑战，有效地促进了国际

金融治理的完善。亚投行的业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贷款，包括直接贷款、联合融资或

参与贷款；二是股权投资；三是提供担保。此外，亚投行还建立了特别基金，并为成员

提供技术援助。为保证有效运行，亚投行确定了与其他机构有区别的战略重点领域，制

定了高效透明的运营规则，并积极回应了成员广泛急切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对融资需

求确立了三个优先考虑，一是可持续发展领域，即绿色发展领域；二是跨境互联互通设

施，此类项目必须在满足财政可持续性、环境保护和社区介入的前提下才发放；三是能

够动员与激活私人资本参与的项目。亚投行强调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撬动社会资本参

与进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从融资活动的结构分布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亚投行的主要

宗旨和重点领域。其中，能源、交通、水利占了很大的比重。 

  截止到 2020 年底，在 220 亿美元融资中，南亚成员应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中印度

的项目数最多，有 20 个项目获得了 50.89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占总金额的 23% ；项目

数第二位的则是孟加拉国，11 个项目获得了 18.29 亿美元的支持；巴基斯坦有 6 个项

目，获得了 12.68 亿美元的支持。西亚的土耳其有 9 个项目，获得了 21.38 亿美元的资

金支持。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有 5 个项目，获得了 9.33 亿美元的支持。东亚除了印尼

有 8 个项目获得 20.899亿美元支持和菲律宾获得较多支持以外，其他成员项目普遍较

少。俄罗斯有共计 8 亿美元的两个项目申请获批。作为出资最多的中国，获批的项目

只有 4 个，共计 11.35 亿美元(欧明刚，2021)。显然，亚投行不是在实现中国自身的经

济利益，而是中国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亚投行还关注迫切的民生问题，2020 年 4 月决定为应对新冠疫情投入资金。到

2020 年底，有 21 个“新冠疫情危机恢复便利”项目获得批准，金额高达 62.099 亿美

元，这些资金有效帮助了这些国家防控疫情、缓解疫情对宏观经济、企业和金融体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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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不利冲击。亚投行十分关注项目所在国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亚投行总是希望基

础设施投资能给这些国家创造增长的条件，而不是增加其债务负担。因此，鼓励项目所

在国对融资计划做出适当调整，有的要适当放缓政府投资，更多地运用私营部门的资

金。亚投行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帮助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一是对非主权担保项

目提供长达 18 年的贷款，二是适当参与股权投资，三是新开发了 ESG 增强信用管理

投资组合。
①
亚投行不断研究各种不同方式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因

此，在亚投行投资只占项目总投资额的 20%左右(差不多是五倍的杠杆率)
②

的情况下，

对项目的启动却至关重要，增加了私有投资者对项目的信心。私营机构认为，多边开发

银行更有能力与当地政府商谈项目条件，其参与的项目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这

样，私营机构自然愿意跟随多边开发银行共同投资。亚投行成立七年多的实践，有力驳

斥了一些西方媒体对共建“一带一路”中的融资安排造成项目所在国债务陷阱的诬蔑。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答案之二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包括治理理念和各种公共

品，是当今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2019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

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

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习近平，2020)。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范围资本主

义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治理赤字”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

表现为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首先，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程度明显降低，国

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裴长洪，2014)。以官方对外发展援助为例，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呈不断增长态势，而美国官方对外发展

援助出现了明显减少。尽管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意愿程度下降，但仍然想维系国际

经济治理的“一言堂”话语权。其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希望提升本国在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也愿意主动分担一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国

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国际公共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当前全

球公共产品主要是由霸权国美国提供，导致强制性消费，可供其他国家选择的“全球治

理”公共产品不多。二是全球公共产品存在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矛盾，而且全球公共产品

的空间可达性越来越低，难以传导到“神经末梢”，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基层民众被“边

缘化”。世界银行、WTO 的发展援助条款政治色彩浓厚，非政府组织不能直接参与

WTO 决策等。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反映了霸权治理与民主化要求的矛盾，全球集中

                                                        
① ESG 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是一种新兴的关注企业环境、

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② 亚投行今年有望放贷 40 亿美元，多管齐下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基建投资[N].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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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区域特点之间的矛盾，等级化治理架构与网络化延伸要求的矛盾，集中起来就

是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上层建筑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

的矛盾。 

  “信任赤字”和“和平赤字”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的另一矛盾，即经济活动与观念、意识形态的矛盾。“信任赤字”表现为单边主义

的兴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各国贸易保护壁垒

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西方媒体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

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全部归咎于经济全球

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主张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

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 

  “和平赤字”表现为霸权主义制造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为代表的陈旧理念根深蒂固，

霸权霸道霸凌危害深重，大国博弈、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能源争夺、网络安全等问题

相互交织，全球地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

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其核心是表达西方文明高于其他

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

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学者由此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

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这些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

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发展赤字”表现为贫富悬殊的拉大。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

大地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跨国垄断资本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价值

链”的国际分工网络的局限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其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

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

入“贫困化增长陷阱”。国际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

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发展，导致国家间、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矛盾，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都作出了科学回答并提供了实践的方案。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其覆盖的局限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

的最主要矛盾。 

  在西方跨国公司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许多发展中

国家很难进入既有国际分工体系。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国际分工，但参与分工

的程度和形式既不平衡，也不合理。这种状态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制约了世界生产

力的发展，也限制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中国方案是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内涵是：其一，不是另起炉灶，也并非颠覆和取代现行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但对其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二，改革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提高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承认并允许内部各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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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并且追求以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其三，致力于扩大世界经济

的产业链供应链，扩大世界经济地理和国际分工网络，克服西方布局的全球价值链覆

盖面的局限性，扩大世界市场，缓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矛盾。“一带一路”倡议

所贡献的中国方案，就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践与行动。其理念和实践围绕三个方

面进行：一是扩大国际分工网络和世界经济链条的覆盖面，让更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

扩大世界市场。二是缓解中国内部在融入世界经济中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中国和世界

市场。三是主要方向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坚持“基于而不限

于”的原则，构建第三方市场，实行不排外的区域或双边合作。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还包括改革和完善当今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的上层建筑。 

  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这个上层建筑的最主要体现，其缺陷主要是：其一，治理

民主性缺失，霸权主义依然盛行。美国习惯于“一言堂”的作风没有改变，对全球治理

往往持双重标准，反对别人搞贸易保护，自己却率先挑起贸易战。其二，治理包容性不

足，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某些区域组织的排外性。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基于何种

规则进行治理。美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是指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

和国际秩序，实际上是指每个国家的历史宿命，不允许穷人改变命运。其三，治理面较

为局限。当今世界最缺乏的是贫困治理，还缺乏金融治理、能源粮食治理、网络数据治

理、公共卫生治理、地区安全治理。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坚定地维护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多边贸易体制，这就是抓住当下最主要的矛盾：只要 WTO 不宣布解散，它永

远是一面旗帜、一个阵地。因为它的存在就代表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即国际交易需要

规则和商业交易道德。只要坚持与维护好这个阵地，就能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

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能够批判维护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弘扬国际政

治中的民主理念和多边主义。WTO 运行体现了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

与消费方式，其治理理念也是各类区域组织的参照。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认真

履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民主理念，所有项目都是中国与沿线合作伙伴共同商议和规

划，共同建设并力求互利共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它属于世界。政策

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根本前提。政策沟

通的前提是价值认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因而形成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认同是进

行有效政策沟通的重要基础，这需要建立“开放民主包容”的政策制定机制。将“一带

一路”倡议的价值理念具体化，形成具体的政策内容，需要与参与国在不同相关领域进

行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只有“开放民主包容”的政策制定机制，才能将不同国家

的不同需求转化为发展的科学战略和规划纲要，并将这些战略和纲要具体体现在政策

内容上。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成效为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所表达的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完善是

建设性的，不是冷战，更不是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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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

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但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是和平与发展，中国顺

应历史的大潮流，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两者紧

密联系又互相矛盾。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多极化并催生了世界经济体系自身改革的内在

动力。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各种矛盾：这里既有中国经济与世界不同经济体的矛

盾，也有各国民族主义经济与西方国际垄断资本的矛盾，还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之间

相互勾结利用的矛盾。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跨国公司布局，以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为纽带的世界性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

关系之和。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方式虽然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但真正具有组织载体和

生产运营功能的国际分工网络只局限于北美、西欧和东亚，由此形成国际经济的大循

环，包括各个区域内部的小循环。这就是迄今为止所谓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网络，也是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面貌。俄罗斯、中东国家和南美石油输出国是这个国际分工网

络的外围。由此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是不合理和片面的，但是其存在对于现行世

界经济的稳定又是必要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并非要否定和替代这个体系，也不

是对这个体系的挑战或宣战。“一带一路”倡议要弥补其缺陷，顺应世界经济多极化

的趋势，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用民主理念代替霸权理念，用区域和双边治理经验补充全

球集中治理，用网络化治理实践弥补等级化治理架构的不足。 

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后，美国

独家霸权治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持续，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是必然趋势。

世界百年大变局最突出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中国和平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而且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世界的矛盾是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已经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中国的开放型

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融为一体下产生的矛盾，实质上它反映了

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更加开放，它必然与原有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

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最终是两种世界历史观的矛盾

和较量；这些矛盾比以往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复杂，谈判妥协的难度更大，但又极大

地关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前途。因此，只能争取在不对抗、不冲突的前提下，

对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不相适应的世界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而“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性意义就在这里。  

  第四，价值观和观念变革是改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基本内

容，“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文明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是适应开放型世界

经济发展的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多样性必然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正如习近平

所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

源泉。”
①

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各国各地区的需求不同，这种多方面性造成了人类文明

                                                        
① 习近平 2017 年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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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这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有 2500 多个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有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习俗，多重的差异孕

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

会的基本特征，不同人群和民族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文化的认同也是多样的。由此产

生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

追求，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文化

特征和民族气质，使世界文明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交流和

互鉴，是人类文明追求进步的价值取向，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

发展。这是人类文明永续的价值观；尤其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殖民掠夺和种族杀戮的

罪恶历史并且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

普遍认同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带有偏见的一些学者则把不同国家的矛盾和文明差异

夸大为文明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系统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他把冷战之后的世界矛盾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否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价

值观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既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是旧殖民时代和冷

战时代的挽歌。习近平的结论是：“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

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可以为人

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习近平，2020)。 

  文明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当今各国共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和必然性，这是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此也是当下世界的价值观。

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个行动口号。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各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这是中

国共产党处理当今世界性基本矛盾、处理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处理经济与

政治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和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

义的伟大理想，但也从不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看作是虚无缥缈的宗教，而看作是现实

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具有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组成的未来方向。其远

大理想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崇

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是在当

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为争取全人类利益而提出的现实目标。这就是“一带一路”

倡议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以上的论述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建设方案，

包含许许多多的建设项目和具体内容，但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表达。这个外在形式的内涵就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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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指出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解决世界生产力发

展、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向和目标；勾画了争取最大公约数和最

大动员力的实践内容和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对世界经济和人类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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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rves as both an action plan for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s well as a 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ts significance lies 

in its ability to uncover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ithin today©s capitalist-dominated world economic system. Additionally, it ex-

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riven by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 

the shortcomings of hegemonic governance, and the fallacy of civilizations© supposed supe-

riority and their clash. Moreover, the initiative to jointly build the ªBelt and Roadº  pro-

vides a roadmap and objectives for enhancing the world©s productive forces, reforming the 

global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and holds great importance under the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era. This initiative encompasses practical measures

that aim to engage a wide range of conventions and achieve broad mobilization. It is a sig-

nificant achievement resulting from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Understanding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position in fulfilling the goals outline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

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emphasiz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jointly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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