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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中 国 新提 出 的
“
丝 绸 之路经 济 带

”

的 战 略构 想 , 不 仅 是 新 时期 中 国 对 外 开放 的 新 举措 , 


也是 亚 欧 区 域经 济
一体化 和世界 经 济全球 化 的 新要 求 。 以 中 国 新提 出 的 丝 绸 之路 经 济 带 空 间 区 


位为 依托 , 以 产 业 空 间 布 局 理论模 式和 产 业布 局 原 则 为 依据 , 以 经 济 带局 部 与 整 体协调 发 展为 目 


标 , 分析 当 前 经 济 带 沿途 区 域 与 国 家 的 优势 产 业及 特 点 , 从经 济 带 、 国 家 和 节 点 三 个层 面 构建 丝 


绸 之路经 济带 的 产 业 空 间 布 局 战 略 , 为 经 济 带 的 迅速 崛 起与 协调 可持续 发展提 供产 业 支撑 , 从 而 


打造世界 经济 增 长 的新 引 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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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产业空 间布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规	之路 , 陆上古 丝绸之路是一条 自 中 国长安 (西安 ) 通 


模效应和扩散效应 的基础 , 沿途区域及辐射区域应 往西方直达罗马帝国长达 7 0 0 0 英里长 的贸易通道 , 


以各 自 比较优势产业为切人点 , 遵循产业布局的原 包括北路 、 中 路和南路三条主要线路 ,
这些线路都 


则 , 进行优势产业层次划分与 布局 , 处理好经济带	由 中 国长安 ( 西安 ) 出 发 , 经过中 国甘肃的河西走 


局部与整体的产业发展关系 ,
避免产业布局同质化 廊 , 到达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的中 国敦煌 , 


和雷 同化 , 造成产能过剩与恶性竞争 , 从全局视角 从南北两个方向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人中亚
, 途 


三个层面以创新的合作模式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 经西亚
,
最终到达地中海和波 罗的海沿岸的欧洲 国 


业空间布局 , 让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勾 画世界经济 家及南下到非洲部分国 家 ( 图 1 ) 。 随着时代的变迁 , 


新版图的新动力 。	这些线路也发生着变化 。 陆上古丝 绸之路承载着包 


括丝绸 、 茶叶 、 瓷器等商品 的运输与贸易 , 是当时 中 


一

、 丝调之路经济带地理空间界定	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的 


主要陆上通道 。 


自 1 8 7 7 年李希霍芬 ( F .  v o n R i c h t h o fe i i ) 提出丝	海上古丝绸之路始于 秦汉 、 兴盛 于唐宋 、 明初 


绸之路概念和 1 9 6 7 年 日 本学者三杉隆敏提出海上丝 时达到顶峰 ,
明朝 中 叶 因 海禁而衰落 , 是古代 中 国 


绸之路概念以来 , 几经沉浮 , 关于丝绸之路的经济 、 进行海外贸易的连接延伸 ,
主要有三大航线 ( 图 2 ) : 


文化 、 历史等研究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问题之 由 中 国沿海港 口 至 日 本 、 朝鲜 的东洋 航线 , 到达东 


—

。 从丝绸之路 的地理空 间来看 , 丝绸之路经济带 南亚诸国 的南洋航线 , 以及抵至南亚 、 中 亚 、 西亚和 


就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 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 东非沿海诸 国 的西洋航线组成 。 陆上古丝绸之路与 


展区域 , 结合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 的历史阶段和地 海上古丝绸之路相得益彰 , 成为当时中 国 与世界各 


理空间范围 , 从空间与时间维度清晰界定丝绸之路 国 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 


经济带对后续研究与经济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	(
二

)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现实意义 。	2 0 1 3 年 9 月 7 日 中 国 国家 主席 习 近平在 哈萨 克 


(

一

) 古丝绸之路经济带	斯坦纳扎尔 巴 耶夫大学提 出共 同建设 “ 丝绸之路经 


古丝绸之路包括陆上古丝绸之路和海上古丝绸	济带
”
的战略构想 , 从广义 的地理纬度来看 , 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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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带应包含陆上 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 之路两个 达经济体 ,
初 步形成了 以 新亚欧大 陆桥 ①为 主的北 


空 间范畴 。 陆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端连着充满活 力 线 、
以 石油天 然 气管道为 主 的 中 线 ( 阿特劳一阿塔 


的亚太地区 和 中 国东 部 , 中 间 串 着资源 丰富 的 中亚	苏一 阿拉 山 口
) 和 以跨国 公路 ( 欧洲 E 4 0 号 公路和 


地 区 和发 展潜力 巨 大 的 中 同丙 部 ,
西边通 往欧洲 发	亚洲 A H 5 公路 ) 为主的南线三条线路 ⑴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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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陆上古丝 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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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  B 国西部 提供
一

个开放通道
, 实 现西部再次大开发与 


M
	大开放 ,

促进西部 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缩小东 


OT S "

f
K S

	r 	西部 发展差距 。 2 0 1 3 年 1 2 月 1 4 日 中 国 国 家发展和 

" "

4
?	T  改革委 员 会和 中 国外交部联合召 开的推进丝绸 之路 


^	
# 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座谈会 ,

初步人围丝绸 


⑶贿侧相省
、

顺 ;
) 匕 5 龍 ( R 


^	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續 ) 、 西南 4 省区市 ( 四 川 、 


- 4	 ^  a  #	重庆 、 云南 、 广西 ) 和东部 5 省 (江苏 、 浙江 、 广 东 、 


福建 、 海南 ) 共计 1 4 个省 区市 M
 ( 图 4

) 。 因 此 , 狭义 


图 2 海 上古丝 绸之路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仅限于中 国 1 4 省 区市与中 亚五国 


及部分区域 ( 图 4 ) , 是 目 前通往中 东与 欧洲 和连接 


由 东 到 西 沿 途 经 过 东 亚 5 国 、 中 亚 5 国 和 西 亚太与欧洲经济圈 的陆上大通道 。 


亚 2 0 国 共 3 0 多个 国 家 近 3 0 亿人 口 , 沿线国 家经济	从国 家层面来看 ,
主要包括 中国 与 中亚 五国 ( 哈 


互补性 强
,
互利 共赢的合作潜力 巨 大

, 并且 辐射欧 萨克斯坦 、 塔吉克斯坦 、 土库曼斯坦 、 乌兹别 克斯坦 


洲 、 东南 亚 、 非 洲 1 0 余国
,
是 目 前世界上最 长 、 最 东 、 吉尔吉 斯斯坦 )

;
从地域层面来看 , 主要是新亚 


具发 展潜力 的经 济大走 廊 。 而与 陆上丝 绸之路经济 欧大 陆桥 中 国 一 中 亚段沿线地 区 ,
中 国 西部 9 省 区 


带相 对应 和连接 的海上丝绸之路 ,
以 中 国东海和南 市和东部 5 省 ( 图 4 )

,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省

, 塔 


海 为起点 , 东通 日 本 、 朝鲜半岛 , 西经东南亚
, 印度 吉克斯坦北部地区

,
土库曼斯坦西南部 , 乌兹别 克 


洋地 区 , 直至西 亚
、 东 北非 、 穿 越地 中海 和黑海 进 斯坦东 南部 地区 , 吉尔 吉斯斯坦中 部地 区 , 最后 达 


入欧洲
,
沿途经 过 2 0 余国超 过 1 5 亿人 口 的海上 贸 易 到荷 兰的 鹿特丹港

;
从节点层 面来看 , 重要 节点 城 


大通 道 , 最终与陆上 丝绸之路形 成一个闭合 的经济 市从中 国 的东南 沿海到 中 亚五 国依次有
:
海 口 、 昆 


圈 ( 图 3 ) 。	明 、 南宁 、 广 州 、 福州 、 杭州 、 成都 、 重庆 、 连 云港 、 


( 三 ) 狭 义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南京 、 西 安 、 银川
、
兰 州 、 西 宁 、 乌鲁木 齐 、

阿拉山 


中 国新提 出的丝绸 之路经济 带的战略 构想主要 口 、 阿拉木 图 、 比 什凯克 、 塔什干 、 杜 尚 别 、 阿什哈 


是为 了 加强 中 国 一

中 亚互联互通 和 贸易往来 , 为 中 巴 德等 2 0 多个城市 。 


①新 亚欧大陆桥 : 东起 中 国 日 照和连 云港 等港 口
, 西 经陇海 、 兰 新线的徐州 、 哈密 到乌件木齐 , 再向 西经北 诹铁路 到达我 国边境 


的阿拉 山 口
, 进人 哈萨克斯坦 , 再经 俄罗斯 、 白俄 罗 斯 、 波 六 , 德闻 , 西至荷兰 的世 界第

一

大港鹿特丹港 , 这 条大陆桥跨越 亚欧两大洲 , 


联结 太平洋 和大西洋 , 全长约 1 0 8 0 0 千米 , 通 向 中国
、 中 亚 、

西亚 、 东欧 和西欧 3 0 多个 国家和地 K .
是世界上 最长 的一

条大陆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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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 义丝绸之路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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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狭 义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长期 发展战略来看 , 丝 绸之路经济带 是将亚	式 , 适用于地区或国 家初级发展 阶段 ⑷
。 丝绸之路经 


太经济 圈和欧洲 经济圈 通过陆路和海路连接起来的	济 带被提 出 以来 ,
整 个经济带处于构 建当 中 , 经济 


经济大 通道
,
是 2 1 世纪世界经济增长 的新引 擎 。 从	带 沿途地区 与 国家处 在不同 的经济发 展阶段

, 自 然 


短期来 看
, 实 现中 国

一 中 亚互联互通 是丝绸之路经	资源 、 经济发展 水平 、 文化水平 、 风俗习惯等都具有 


济带的先期 目 标 ,
以 新亚欧大陆桥为轴线 , 以 上海 、 很大 的差异性 , 虽然 形成 了

一些增 长极 , 但都是 以 


连云 港 、 郑州 、 西 安 、 乌鲁 木齐 及 中 亚 核心 城市 为	国 家 为界 限 , 整个经济带 的 增长极分布松散
, 缺乏 


节点 ,
以沿途辐射区域和国 家已有 的城市群为域面

,
规模效应

,
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不强 。 因 此 , 从 整个 


形成点 、 线 、 面协调 发展 的经济圈 。 本文将以 狭义丝 丝 绸之路经济带 的 角 度
,
需要重 新定 位增 长极 的功 


绸之路经济 带为研究范围
,
从战略 角 度对丝绸之路 能 与规划 , 优 化原有优势产业聚集 区和形成新的产 


经济带的产业空间布 局进行探索分析 。	业聚集 区 , 培育经济带新 的 增长 极 ,
以 发挥对经济 


带的 辐射带动作用 , 为经济带点 轴产 业空 间布 局奠 


二 、 经济带产业空间 布局模式理论选择	定 基础 。 


( 二 )点轴 布局模式 


(

一

)增长极布局模式	点 轴模式是增 长极 布局模式的延仲 , 随 着经济 


增长极理论是由 法 国经济学家佩鲁 在 1 9 5 0 年首	的发展
,
增 长极或增长点 会逐渐增 多 , 由 于 空间 生 


次提 出 的
,
该理论认为一

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
不同产 产要 素流动性的需要 ,

铁路 、 公路 、 管线等交通基础 


业的增 长速度是 不同的
,
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会在	设施会得到 快速 发展从而将增长极的点 相互连接起 


一个地区优先发展 、 聚集 , 然后 向 周边地区扩散
, 通	来 , 形 成点轴产业布 局 , 并通过吸 引周 边产业不 断积 


过极化效应 、 支配效应 、 扩 散效应和 乘数效应对周	聚最终形成点轴 系统 ,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W
。 由 于分 


边地区形成强大的辐射 力 , 带动周 边地区 的发展 W
。	布 在点轴 上 的城市或产业的 梯度差异

,
就会形成不 


这种产业 空 间布 局 模式是一种 据 点式开 发 布 局模	同等级和规模的点轴 系统
,
从而 对周边地区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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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因此
,
该模式适 用于整个经 体而言 ,

产业布局还处在增 长极成长与 点轴布局形 


济带和空 间产业布 局 , 尤其是未形 成产业带的经 济 成阶段 ,
经济带 上的经济 技术梯度未形成之前 , 就 


区域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由 于沿途区域或国家 经济 需要对整个经济带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各 自 的优劣 


发展 能量不 同 , 现有 的增长极 或区域点 轴系统还 未 势制 定 中 长期 的经济技术梯度发展规划 , 将经济带 


形成以 点带轴 或以轴促面的经济带 ,
就需要 以 整个 置于全球经济发展战略之 中 ,

以此为依据进行产业 


经济带为背 景 , 选取具有比较优势 和区域优势 的产 空 间梯度推移 布局 , 在经济带上形成各 自 的绝对优 


业
, 依托核心 城市 或城市群形成增长极 ,

通过经济 势产业和全球相对比较优势产业 。 


带的交通网络将这些增长极或产业点连 接成线 , 采	_ 


取渐进式觀雜开麵 B & , 麟雌点轴綠I 	三 、 


为经济
^

的产业网络布局奠定基础 。	丝调之路经济带被提出 以来 , 沿线地区
、 国家和 


( 三 ) 网络布局模式	省 区市纷纷制 定 了发展战略 , 加强区际交流与合作 。 


网络布局 是点 轴 布局模式进一 步发展 的结果 。 中 国 和中亚五国 几个大城市举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随着 经济的发展 , 点轴 的 密度会不断扩大 , 将形成 城市论坛
; 陕西省 的排头兵与枢纽战略

;
甘肃省 的 


不同等级的点轴系统
, 各个等级的点轴为 了 商品生 黄金段和大景 区战 略

;
新疆的 支点定位战略

;
连 云 


产 、 流通 、 销售等需要 , 与周 围 的其他点轴发生横向 港和乌鲁木齐东西 桥头堡战略 ; 兰州新区 的国 家增 


与纵向 的各种联系
, 在点与 点 、 轴与轴 、 点轴之间形 长极战略 。 这些区域大都围绕仓储运输 、 商贸物流 、 


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布 局模式 。 网络布 局模式是区域 区域金融 、 旅游集散和文化交流等产业进行空 间布 


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 产业空 间布局往往表 局
,
但在布局中 由 于沟通不足 , 定位不准 , 缺乏整体 


现出集 中与分散的 多重良好组合 ,
网络组成节点较 战 略 , 难免出 现产业布 局重复雷同 。 因此 , 找准优 


好发挥 了各 自 的 比较优势 ,
反 过来促进 区域内 生产 势 , 准确定位不但有利 于区域经济发展 , 对推动丝 


要素交流的 广度和深度 , 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 区 绸之路经济带整体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域经济技术优势的交互辐射 , 促进生产要素 的合理	 (

一

)经济带层面优势产业分析 


调整 与组合网
。 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增长极布局模式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层面分析沿线国家所拥有的 


为驱 动 , 以沿途大城市 和核心经济区为 节点 , 通过 优势产业及发展状况对制定经济带产业空 间布局 战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 , 形成丝绸之路经济 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从地理地形来看 , 中亚五国 


带的多条差异化点轴 系统 , 带动周 围产业与经济发 既有处于亚欧通商要道 的汇合点 ,
也有以高 山著称 


展 , 推动经济带产业布 局向 网络化模式过渡
, 从而 和被沙漠覆盖的 内 陆国 家 , 几乎涵盖了平原 、 髙原 、 


实现经济带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
, 在 经济 沙漠 、 绿洲 、 盆地等所有 地形地貌 , 总面积 4 0 0 . 8 万 


带上形成梯度产业布局 , 为后期经济带产业梯度推 平方千米 , 总人 口 6 0 0 0 万 , 矿产资 源丰 富 , 在世界 


移和产业转移升级奠定基础 。	版图中 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 , 发展潜力 巨 大 。 从资 


( 四 )产业梯度推移布局模式	源与 能源分布来看 , 中亚五 国和 中 国西部地区大都 


增长极模式通过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逐渐发展	以石油 、 天然气 、 有色金属 、 稀有金属 等为 主
, 由 此 


而来 的点轴产业布局
, 经过进

一步的扩散效应和规 带来了 以 石油化工 、 采矿 、 电力 、 有色金属 、 机器制 


模效应
,
形成了 互联互通 的 网络布局

, 由 于每个增 造等为主 的重工业和加工工业产业格局
,
工业占 比 


长极或点轴 系统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 , 将导致产业 较高 ( 表 1  ) , 而且中亚 五国 的资源密度远远高 于中 


空间发展不平衡 , 在某一区域形成了 经济技术梯度 ,
国 西部地区 。 


而根据经济技术梯度推移理论 , 梯度一旦形成 , 产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 2 0 1 3 年世界各国人均国 内 


业布 局将会从高 梯度向 低梯度以此推进 。 因 此 , 产 生产总值排名报告 》 , 哈萨克斯坦人均 G D P 为 9 7 3 0 


业空 间布局需要从本地区的现实梯 度出 发 , 优先发 美元 ,
属 于 中 等发达 国 家行列

; 土 库曼斯坦 和 中 


展高梯度地区 , 通过产业梯度推移模式带动低梯度 国 的人均 G D P 大体相 当 , 同属 于发展 中 国家 ,
而 


地 区产业发 展 。 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整体而言 , 虽 然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 吉 尔 吉 斯斯 坦 、 塔 吉 克斯 坦人 


在沿途形成了 以 大城市 或城市群为节点 的增 长极和 均 G D P 在 1 0 0 0 美元左右 ,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 


以交通干线为轴 线的点 轴产业系统 , 但还未形 成完	中 亚五 国 的 自 然 条件 、 地形地貌 、 资源分布 、 经济 


备的产业网络 和产业梯度 , 沿途地区与 国 家 只是在 发展水平等与 中国 西部 , 尤其是 中 国西北部十分相 


小范 围 内 进行梯度推移与产业的转移升级 , 但就整 似 , 加之 中 国 和 中 亚的双边 贸易 不断发展 ,
2 0 1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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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和 中 亚五国 双边贸易 总额达到 4 6 0 亿美元
, 同 大贸易 伙伴 。 因此 ,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不仅为 


比增长 了 1 3 . 7 % , 目 前中 国 巳成为 哈萨克斯坦和土 中 国 一 中亚经贸往来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 ,
也为亚太 


库曼斯坦最大的贸易 伙伴 ,
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 和欧洲发达经济体互联互通和优势互补提供了 广阔 


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三 的合作空间 。 


表 1 中 国与 中亚 五国资源 与产业状况 


国家或地区	资源状况	优势产业	工业 占 比 / % 


哈 萨克斯坦 石油天然气 、 钨 、 铀 、 铬 、 锰 、 铅 、 铁 、 铜 、
石油天然气 开采 、 冶金和深 加工 ,	 3 9 


锌 、 铝 、 金	交通运输和通讯
、 电力工业 


塔吉克斯坦 水 资源 、 铅 、 锌 、 锑 、 相 、 钨 、 铜 、 银 、 金 、 采矿业 、 冶金 、 水电 、 化学工业 、 轻 2 6 


煤 、 铁 、 岩盐 、 萤石	工业 


土库曼斯坦 石油 、 天然气 、 芒硝 、 碘 、 有色及稀有金属 石油天然气 开发 、 电力 、 化学 工业 、 4 8 


纺织业 、 农牧业 


乌兹别克斯坦 天然气 、 石油 、 煤炭 、 有色金 、 非金  矿 石油化学工业 、 冶金工业 、 机械制造 3 2 


产资源	工业 、 电力 、 化学工业 


吉 尔吉斯斯坦 金 、 钨 、 锡 、 汞 、 锑 、 铁 、 水 资源	采矿业
、 电力 、 煤炭 、 机械制造	 2 6 


中国西部 煤 、 石油 、 天然气 、 铁 、 锰 、 铬 、 金 、 铜 、 铝 石油化工 、 采矿 、 冶金 、 建筑装 备制 3 9 


	

等有色金 、 稀有 金  和非金 矿产 造等
	 


资料来源 : 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商务厅 门户 网站 :
h t t p :

/ /
w w w

.
x

j
f t e c

. g
o v . c n

;
世界银行数据库 (

2 0 0 9  

—

 2 0 1 3 )
; 


中经 网统计数据库 ( 2 0 1 3 ) 。 


(
二

 ) 国家层面优势产业分析	源优势大力 发展电力 、 航空 、 机械制造 、 金属加工 、 


从国家层面来看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包括哈 建材 、 轻工等产业
;
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吉尔吉斯 


萨克斯坦 的阿拉木图省 、 塔吉克斯坦北部地区 、 土 斯坦中部地区利用地理优势发展交通运输业 、 食品 


库曼斯坦西南部 、 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地区 、 吉尔 加工和 纺织业
;
中 国的新疆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陕 


吉斯斯坦中部地区 、 中 国西部九省区市和东部五省 。 西 、 四川及重庆 , 利用丰富的 自 然资源
,
形成了 以石 


途经区域大部分都是一国 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 心 油化工 、 采矿业 、 有色金属加工 、 装备制造业等为主 


或者能源资源 汇集地和交通交汇点 ,
具有丰富的资 导的优势产业 , 还有各省 区市根据各 自 优势条件形 


源和区位优势 (表 2 ) 。	成的特色农畜 产品 及加工产业和特色旅游业 , 而 中 


哈 萨克斯坦的 阿拉木 图
, 依靠区位优势形成了 国东部地区主 要以金融 、 交通运输等产业为 主

, 为 


以金融业 、 商业 、 轻工业 、 机械制造 、 交通运输业等 西部地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撑 。 从优势产业的相似 


为主的产业体系 ; 塔吉克斯坦北部地 区处于三国 的 性来看 , 中亚五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 国段西部省 


交汇处 , 机械加工制造 、 交通运输 、 食品加工等产业 区市都主要集 中 在石油天然气 、 采矿 、 资源开发 、 机 


得到较好发展
; 以 阿什哈巴德为 中 心的土库曼斯坦 械加工制造 、 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 (表 2 ) 。 


西南部形成了 以 电力 、 食 品加工 、 轻工业 、 机械制造	中 亚五国 与中 国 西部九省 区市在能源资源等领 


和金属 加工 、 交通 运输 、 文化产业等为 主的产业体 域高度的相似性将为经济带能源合作提供平台 ,
而 


系 ; 以塔什干为 中心 的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 , 利用资 中 国东部相对发达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对生产要索 


表 2 丝绸之路经济带途经 区域发 展优势及优势 产业 


地区	发展优势	优势产业 


阿拉木图省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中心 金 融业
、 商业

、 轻工业
、
机械制造 、 交通运 输等 


塔吉克斯坦北部地 区 三国交汇 区	机械加 工 、 机器制造 、 交通运输 、 食 品加 工等 


土库曼斯坦西南部 阿什哈巴德为 中心	电力 、 食品加工 、 轻工 、 机械制造 、 金  加工 、 交通 


运输 、 文化产业等 


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 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电力 、 航空 、 机械制造 、 金属加工 、 建材 、 轻工等 


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地区 欧亚大陆 的腹地	交通运输 、 食品加工 、 纺织业等 


中国西北 5 省 区	自 然资源
、 旅游资源等优势	石 油化工 、 煤电产业 、 原材料加工 、 特色农牧业

、 旅游业等 


中 国西南 4 省 区	自 然条件 复杂
, 资激丰富	冶金 、 机械 、 化工 、 军工 、 林牧业 、 水电 、 特色旅游等 


中 国东部 5 省 区	区位优势
	

交通运 输 、 金融等第三产业
	 


资料来源
: 根据 中国地区发展报告 ( 2 0 1 2

—

2 0 1 3 ) 和中亚国家发展报 ( 2 0 1 3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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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需求 , 不仅为 中亚 及 中 国 西部地 区提供了广	尚 别 、 阿什哈 巴 德等 2 0 多个重要城市 ,
这些城市一 


阔 的商品供给 和要素需求市 场 , 也为亚太经济 圈对	般都是 经济带上 国 家的首都所在地或省 区市首府所 


接经 济带 奠定 了 经济 基础 。 因 此 , 经济 带沿途区域 在地 , 是重要 的政治 、 经济 、
. 文化中 心

, 具有较强 自 


与 国 家应该以 各 自 优势产业为出 发点 ,
加强 产业政	我发展能力和 辐射能力 的大城市或城市群 ( 图 5 ) 。 


策沟通 , 求同 存异 ,
互惠互利 、 优势互补 、 协同合作 ,	从地理空 间上看 , 这些节点城市将经济带划 分 


实现经济带产业布局的 合理化与科学化 。	为 以连 云港 、 西安 、 兰 州 、 乌鲁木 齐 、 中亚节点城市 


( 三 )节点层面优势产业分析	为节点 的经济带北线和 以南京 、 杭州 、 福州 、 广 州 、 


丝 绸之路经济带从东到 西沿线途经的重要 节点	南宁 、 海 口 为节 点 的南线 ,
并通过成都和重庆 两个 


城市有 : 海 口
、 昆明 、 南宁 、 广 州 、 福州 、 杭州 、 成都 、 节点城市 连接起 来 , 形 成一个横跨西北五省 , 对接 


重庆 、 连云港
、 南京 、

西安 、 银川 、 兰 州 、 西 宁 、 乌鲁 东部五省
,
连 通西 南 四 省

,
辐 射中 部省份进人中 亚 


木 齐 、 阿拉山 口 、 阿拉木 图 、 比什凯克 、 塔什干 、 杜	的
一

点一带两群的空间格局 (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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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 城市 、 城 市带 和城市群 


阿拉木图是哈 萨克斯坦最大 的商业 中心
,
是中	力发展高新 技术 产业 和航空航天工业

, 加 上丰 富的 


亚的金融 中 心 和交通 枢纽 ;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 古迹旅游资 源
, 成为经济带上 的 核心城市 ; 郑州 四 


凯克 是全 国 的 政治 、 经济 、 教 育 、 文 化中 心
,
也是	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成为 东部地区嵌人丝绸之经济带 


连 接 中 国 与欧洲 的交通中 心
;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和连接海上 丝绸 之路经济走廊的 大通道 ; 作为 丝绸 


什干是 中亚最大的交通枢纽 之一和该国 最大 的工业 之路经济带东方桥 头堡的连 云港
, 位于中 国东南 沿 


城市 ,
四通八达的 交通 网 络 和发 达 的 工业使其成 海 的 中 部 , 东 临东北亚

, 南 连长三角 , 西连 中西部 ,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 的节点城市 ; 沙漠绿洲 之 北接渤海湾 ,
处于 贯通南北 、 连接东 西的 战略节点 , 


城—— 杜尚 别是塔吉 克斯坦的首 都 ,
主要 以 纺织 、

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调之路经济走廊无 


食品 加 工和 机械制造 为 主要产 业 '
是人 口 少 、 城市 缝对接 ,

打通亚太经济圈 与欧洲 经济圈 的基础保障 。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 城市 ; 土 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 因 此
,
经济带建设应以 节点城市优势产业为基础

,
以 


德 也是 中 亚 的重要 交通要 道
, 电 力 、 机械制 造和食 交通 网 络 为轴线 , 通 过产业分工与协作发挥节点城 


品加工等 轻工业较为发达
;
从中 亚进人 中睡第 - 	$ 或— _ □与 扩散效应 。 


个大城市 乌 鲁木 齐□□□□地 ' □□	四 产业空间布局 的几个关系协调处理 

丰 富的石油等 自 然 资源

, 乌鲁 木齐不仅是新驰的商 


品 集散地也是中 亚 地 区重要 的 贸 易集 散地 , 是丝 绸	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空 间布局不仅要立足 于各 


之路经济带的 西桥 头堡
; 中 国 内 陆城市 兰州 、 两安	区域的 比较优势 , 更 要在市场导 向 与政府调 节 、 效 


和郑州 , 依靠各 自 的 区位优势和产 业优势都成 为经	率优先和发挥比 较优势 、 资源 节约 与可 持续发展 的 


济 带不可 或缺 的重要 节点 ;
国 家级新 区兰州 新区正	原则 下处理好以 下几个 方面的关系

,
以确保经济带 


成为甘 肃乃 至西部经济增 长的新引 擎
;
西安正 在大	产业空 间布局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
从而避免产 业空 


①一点一带 两群 :

一点指 川 渝经济 K ; 
一带 明 、 兩宁

.
广州 , 榀州 、 杭州

、 成都 、 重庆 、 连 云港 、 南京
、 西安 、 银 川 、 兰州 、 西 


宁 、 乌鲁木齐 、 阿拉 山 口 、 阿 拉木图 、 比什 凯克 、 塔 什干 、 杜 尚 别 、 阿 什哈巴德沿 线城市构成 的经济带 ;
两群指 长 =

□ 角 城市 群和珠三 角 


城市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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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布局的 同质化 。	发展 。 因 此
,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 区域或国 家的产 


(

一

) 统筹经济带全局发展与产业空间定位	业布局都是以 提高 自 身经济效益优先考虑 , 在局部 


产业活动 是以不同的空 间为支撑 ,
而异质性是 效益和 经济带整体效益相悖的情况下 , 如何重新整 


空间的 基本特征 , 包括 自 然环境的差异 , 资 源分布 合原有 的优势产业 , 以 形成增长极 , 通过极化效应 


的差异
,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等 , 从而决定 了空 间	和扩散效应带动经济带及辐射区域点 、 线 、 面经济 


产业布局需要从全局 出 发 , 统筹兼顾 , 实现 区域或 全面协调发展就尤为重要 。 


国家产业 分布合理化与整体综合利 益最优化 从 ( 四 ) 比较优势利益与经济带整体经济利益 


国家层面来看 ,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各国 , 基本上 产业空间 布局应该以 发挥经济带沿途区域比较 


都是发展中 国家 , 部分还 是转轨国 家 , 经济发展 尚	优势与促进经济带整体经济利益提升相结合 。 产业 


处起步阶段 , 资金 、 技术普遍匮乏 。 因此
,
沿途各国	布局 时 , 应充分借助交通物流网 络 , 以 自 身优势资源 


必须根据 自 身优势产业 ,
明确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	为布局依据 , 以所处经济带的空 间功 能为 基础

, 从 


的 角色与地位 , 加强政策沟通
, 尤其是产业政策沟 经济效益最大化出 发 , 择优选择产业区位 , 从经济 


通 , 避免产业布局的同质化 , 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和 带全局视角进行产业布局 , 避免布局 的 同 质化 , 防 


综合利益最大化 。	止布局不当造成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 。 中 国西 部与 


( 二 )优势产业优先与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	中亚五国在产业空间布局上既 有竞争 又有合作 的基 


由 于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的差异
,
经济带上各 础

, 借助 中亚丰 富的 资源
,
西部地区在进行资源 能 


区域 、 国家和各省 区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 源合作的 同时 , 应加 强仓储运输与经济合作交 流软 


同的优势产业
, 中亚五国 除了哈萨克斯坦属 于中等 硬件建设

, 为经济带西能东输创 造条件 。 因此 , 合理 


发达 国家之外 , 其他四 国都属 于发 展中 国 家 , 经济 的产业空间布局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迅 速_ 起与发 


发展水平较低 , 石油 天然 气等 自 然资源丰 富 ,
形成 展的重要前提 , 也是沿途区域与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 


了 以 石油化工 、 机械制造 、 采矿加工等为 主的主导 和经济增长 的主要驱动力 。 


产业 , 轻工业和 第三产业相对落后
, 而丝绸之路经	 ( 五 )经济带经济利益与可持续发展 


济带中 国段 , 除了 经济发展水平较髙的东 部省 份 ,	产业空 间 布局 不仅仅 只追求经济效益的 最大 


广阔 的西部地区和 中亚五国在 自 然条件 、 自 然资源 、 化 ,
而且还应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 的提 


经济发展水平 、 优势产业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相似 高 ,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丝 绸之路经济带 


性 , 因此 , 在定位各 自 主导产业和产业布局方面 ,
既 沿线及辐射区域大都是资源密集型 的 区域 ,

生态环 


要照顾经济效益和投资效率较好的产业
, 优先发展 、

境脆弱 , 甚 至属于 国 家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区 , 资 


重点 布局 , 在产业空 间布局上也要尽可能地照 顾产 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下
,
石油 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 


业之间 的互补作用 【叫
, 优先发展能够形成经济带内 源的开发产生 了大量废弃物 , 自 然生 态环境面 临着 


部有效价值链链接的优势产业 , 加强政策沟通 , 进 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与损害 ,
甚至到 了 无法进行 自 我 


行统筹协调布局
,
既 减少产业对有限优质资源 的浪 修复 的临界点 , 从 中摄取的经济利益可能会远远小 


费与 冲 突 ,
又要尽量避免区域之间产业布局的无序 于将来对生态修复的成本 。 因此

, 经济带产业空 间 


低效竞争 , 促进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 。	布局在考虑经济利益的 同时 , 必须注 意节约资源和 


( 三 )经济效率优先与经济带协调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 , 防止 资源的过度 开发 和对环境 的过 


产业 的空间发展过程总是先在某一区域聚 集 ,

度破坏 , 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处 理经济带生态 


然后再向 其他区域扩散 。 自 然 环境 、 资源状况和经 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在获取经济带最大经 


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 了产业空间布局的非均衡 济利 益的 同时 , 应以 自 然 、 经济 、 社会的协调可持续 


性 , 某些地区或 国家只适合一种产业或
一组产业 的 发展为出 发点 , 进行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 。 


发展 , 只能选择相对 比较优势最大的产业作为区域 


的基础产业或主导产业 …
】

, 在经济带整体发展水平	五 、 丝调之路经济带产业空间布局 


较低阶段
, 经济发展往往表现出 集 中发展的极核形	战略思路 


态
, 形成了 若干个以 节点城市或产业区为 核心的增 


长极
,

以获取经济带的规模效应和极化效应
; 到 了	以产业空 间布局理论模式为依据 ,

以产业 空间 


经济带发展的髙级阶段
, 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就会缩 布局 原则为指导

, 以经济带空 间优势产业为依托 , 以 


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 促进经济带辐射区域的经济 构建睦邻友好带和战略稳定带作为 主要 支撑 , 以双 




郭设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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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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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及 多边大小合作 项 目 为基 本载体 , 以 实现互联互	扩 大 了 东 西部经济发 展差距 。 因 此 , 从经济带的 角 


通 为 基 本内 容 ,

以 上海合 作组织 为平 台 ,
从丝 绸之	度进行产业空间 布局

,
应遵循市场导向 与政府调节 


路经济 带所涉及 的 区域 、 国家 和重要 节点及 辐射 区	的原 则 , 探寻将资 源优势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
, 加 


域进行产业 空间 布局
,
处理好经济带整 体发展与局	强产业政策沟通

,
避免产业布局 同质化 。 


部利益之间 的关系 ,
推动开发投资 、 能 源合作 、 商品	从经济带 的产业空间 布局 来看 ( 图 6 )

,
以 中 国 


贸 易 、 人文交流 ,
以点带面形成国 家经济增长带 , 从 西北五省 区 和 中亚五 同 为 资源能源开发与 加工 的西 


线到 片形成 区域经济大 合作 , 以产业协调和 区域协	部区 域和东部五省 区 与西南沿海两省 区形成的东部 


调发展 为 目 标 , 实现两大 经济体 的互联互通
, 推动	区域 , 通过 四 川 和重庆连接起来 ,

形成资 源 、 市场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全球经济增 长和 中 国西部大 开	要素 互补 的合作通道 和东西呼 应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发与大开放 的新引 擎 。	产业梯度格局
,
这 样中 国和 中 亚五 国不但能够形成 


(

一

) 经济 带层面产业空间 布局战略思路	能 源合作的共赢机制
,
更好发挥各 自 的 比较优势 , 而 


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途各 国
,
基本 上都是 发展 中	且中 亚五 国 可 以 利用 中 国 相 对的 资金 和技术优 势 , 


国 家或转轨国 家 , 自 然条件复杂 , 矿产 资源丰富 , 生 为其在 资源开 采开发 方面提 供强有力 的支持 , 帮 助 


态环境脆弱
, 经济发展 尚 处起步 阶段

,
资金 、 技 术普 其搭乘亚 太经 济快车 。 与此同 时 , 在丝 绸之路经济 


遍 匮乏 , 从产业结构 来看 , 主要 以采 矿 、 石 油化 工 、 带中 国段也应该借助 中 亚和中 国西部资源优势形成 


机械制造 等产业为 主
,
产业同 质化 现象 严重

,
比 如	以交通 、 邮 电 、 纺 织 、 化工 、 食品 、 制药 、 机械制造 、 


中 亚五 国 大 都以 石 油 天然 气 、 采矿 、 冶 金 、 有 色 金 农产 品加工 、 消 费品生 产等行业的产业布局
, 并与 


属 、 装 备制 造等产业为 主导 产业
, 中 国 西 部地区也 这些国 家在农业 、 沙漠 治理 、 环境保护 、 太阳能等方 


是 以 自 身 资源优势进行产业布局 ,
形成 了石油化工

、
面 进行合作 ,

形 成相互促进的 网络 产业布 局模式和 


采矿冶 金 、 装 备制造 等 主导 产业
, 然而 资源 的开发 优势互补的产业梯度 推移模式 ( 图 6 中 三个梯度 )

, 


输 出并没有 获得预期 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 益 , 甚 至	通过 产业互补与合作获取经济带的协同效应 。 


-

一

、 八	俄 罗 斯 一
^

、 


图 6 东西呼应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
二

) 国家层面产业空间布 局战 略恩路	利 亚盆地 、 滨里海盆地和 田 吉 兹盆地 。 丝 绸之路 中 


从经济带所涉及 的 国家层 面来 看 , 产业空 间布	国 段的西 部地 区 也是 以 资 源能源 密集 型产业为 主
, 


局 就是如何处理好局 部与 整体的关系 问题 。 中亚 五	通 过 与 中 、 东 部地区的产业互补来促进西部地 区经 


国 都 以 区域资源 优势形 成 了 各 自 的产业 布局 。 像 石 济 发展 , 但以 上 区域在进行 产 、

I k 布局时只 是 以 自 身 


油 天然气主要分布在 哈萨克 斯坦境内 的 田 吉 兹 、 卡	资源优势为 出 发点 ,
很 少或很难站 在大区域高度进 


拉查干 纳克
、
阿克托别 、 曼格 什套 以 及 乌津等两 部 行产业空间布 局

, 实现产业 协调发 展与 IX 域的 可持 


地冈 和里海 地 K 的卡沙干 和库尔 曼加齐地区
, 乌兹	续发 展 。 


別 克斯坦两部 的乌斯 秋尔特髙原 , 土 库 曼斯坦的 两	W 此 , 丝绸 之路经济带 上 _ 家层 面产业布 局应 


部 西土库曼 盆地 ; 煤炭 资源 主要分布在 巴甫 洛达尔 、 该以 贸 易 畅通 为 内 容 ,
以 公路 、 铁路 和管道等交通 


科斯塔奈 、 卡拉干达等地区
,

以及 阍 尔盖盆地 、
丙伯 网络 为轴线 ( 图 3 ) ,

以原有优势产业为基础 , 更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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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区位 、 资源优势 , 统筹各国区域产业空 间布局 , 形 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 实现地区与经济带的可 持续 


成以 资源能源输出 和深加工为基础 , 髙新技术资源	发展
,
经济带沿线及辐射国家和省 区市获得更多发 


精细加工产业为主导 , 以 科研 、 教育 、 医疗 、 金融 、 展动力 , 将 中 国
一

中 亚 五国建成连接亚太经济圈 和 


贸易 、 特色旅游为未来发展方向 的可持续发展的产 欧洲经济  的战略通道和经济腹地
, 发挥丝绸之路 


业空间布局模式 (表 3 )
, 使地 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带的产业带动效应 。 


表 3 中 国西部地 区和 中 亚五 国产业状 况与发展方 向 


基础产业 产业	主 导产业方向	未来产业 方向 


石 油天然气工业 、 化工 稱细化工 、 工程塑料 、 合 成橡胶 、 有机化工 、 煤化 工等 高新技术補加 工产业

“ “

科研 、 教育 、 金融 、 


采矿冶金 、 装备制 建材 新型绿色建材制品 、 新型合成环保材料 、 新型复合钢制 材料及管材等	贸易 、 生物制药 、 特 


造 、 机械加工等 电子 电子陶瓷 、 石英晶体 、 新 型元 器件 、 仪器仪表等	色旅游等 


机械制造 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 机械加工业 和功能 部件生产 、 高 新技术装 备制造业等 


新能源 核电 、
风 电等新能源产业 


	

其他 航天技术 、 港 口 贸易 、 新型材料 、 冷轧技术产业等
	 


资料来源 : 根据中 国地 区发展报告 ( 2 0 1 2
—

2 (U 3
 ) 和中亚 国家发展报告 ( 2 0 1 3

) 整理。 


(
三

)节点层面产业空 间布局战略思路	之间产业沟通 , 强化城市合作 , 找准切入点 ,
避免城 


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途一级节点城市主要包括中	市之间产业布局雷同与 无序竞争 , 打造 中 国 西部 和 


亚五 国的首都和中 国 1 4 省 区市的省会城市及重要交	中 亚五国重 要节点城市 为核心的能源加工与 交易 、 


通枢纽城市 ( 图 5 )
丨

1 2
1

, 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节点层面 仓储物流 、 交通运输 、 金融服务 、 特色旅游 为一体 


体现的就是经济带上城市集 中协调发展的思路 , 如	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 形成丝绸 之路经济带北线 的 


果沿线城市无法形成城市群 , 经济带沿线地 区仅仅 城市 带 ( 图 5 ) ; 以 中 国东南沿海城市和城市群为核 


是
一个贸 易交流的过道 , 没有相应 的产业支撑 , 城 心 的金融 、 商贸流通 、 信息文化 、 成套设备制造 、 汽 


市 的 发展就会是无水之源 。 因此 ,
处于丝绸之路经	车制 造等轻工业和第三 产业产业链或产业集群 , 形 


济带上的节点城市发展与探寻 自 身优势产业
, 并进 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的城市群 ( 图 5  ) , 利 用川渝 


行产业合理布局形成城市群或城市带将是获取经济 经济区的节点 ( 图 5  ) 将北城市带和南城市群连接起 


带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的基础 。	来 ,
形成一点

一

带两群的点 、 线 、 面产业空间 布局
, 


从 节 点 层面 来 看 , 丝 绸 之路经 济 带 分 为 中 发挥 以 点带面 、 点轴互通 、 轴面驱动 的经济带产 业 


国 一

中亚节点城市连接而成的北线和中 国东南沿海 协同效应 , 促进中 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和 中亚国家在 


地区节点城市形成的南线及中 国 西南交汇连接点成 要 素 流动 、 能源交易 、 技术交流 、 产业分工 等方面 


都和重庆三部分 ( 图 5 ) 。 以丝绸 之路经济带 中 国段 的合作 , 实现经济带产业间的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 。 


的东桥头堡连云港为起点 , 途经 中 国 中部交通要道 


郑州
, 穿越古丝绸之路的起 点 中 国西安 , 进人丝 绸	产业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崛起的重要支撑点 , 要 


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中 国甘肃 , 到达经济带的西桥 实现经济带的 快速 _ 起与可持续发展
, 就必须进行 


头堡乌鲁木齐 ,
出 中 国新疆进人亚欧腹地中 亚五国 ,

科学合理的产业空 间布 局与规划
, 遵循产业布局原 


抵达欧洲 的北线 ;
连云港 、 上海 、 福州 、 海 口 、 北海 则 , 结合各 自 优势 ,

整 合经济带上 区域与 国 家的现 


等东部沿海城市和城市群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有优势产业 , 加强 产业政策沟通 , 以优势产业合作 


南线 , 在承接华南华 中 、 连 接西南西北的节点 成都 为契机 , 以
“

五通
” ①为交流合作基础 , 实现丝绸之路 


和重庆交汇并人北线 , 形成了
一

个推 动 中 国西 部 ,

经济带经济
一

体化和 “
区域大合作

”

。 欧亚大 陆各 国 


带动中 部 , 提升东部 的经济圈
, 并与 中 亚五国 的 节 是一个整体 , 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潜力 的地区 , 


点城市 (图 5
) 形成 了互联互通的经济通道 , 实现 了	开展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 通过丝绸之路 


更大范围的要素流动 、 资源重组和产业分工 。 但在 经济 带把欧亚大陆各个地区连接起来 , 把不同 国家 


看到机遇 的同时 , 节点城市也应该清楚丝 绸之路经 的利 益缝合起来 , 分享机遇
, 优势互补 ,

不仅有利 于 


济带所带来的挑战 , 从 自 身的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 推动经济带沿途及辐射区域 、 国家的经济发展 , 也 


出发 , 依托经济带的战略思路 , 准确定位 ,
加强城市 有利 于维护欧亚大陆和平稳定与世界经济 的可持续 


~

①五通
: 是指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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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大学发表 题为 《 弘扬人 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 > 的 


重要演讲时 , 提出 以政策沟通 , 道路联通 , 贸易畅通 , 货 币 流通和 民心相通为主要 内 容 , 共同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创新合作模式 。 




郭最常
,
毛補 風 . 益鑭之路後济带 : 优夯产此空间廉 与产此曳间布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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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 引 领欧亚大陆整 体合作 , 加快推动 区域经济 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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