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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现有研究在战略融合方面的不足 ，从与既有国家区域战略融合和省际间融合

两个视角 ，探讨“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的意义 。结合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情况 ，提出江苏“一带一

路”战略融合发展路径 ：一是由连云港节点城市向沿海地区 、沿东陇海线区域融合 ；二是将江苏“一带一路”

战略与江苏沿海大开发战略 、江苏“长江经济带”建设 、江苏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总体规划以及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进行融合 。最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五通有机协调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向节点区域融合

与“一带一路”战略跟既有国家地方战略规划融合 ，加强省际间“一带一路”战略协同以及成立两个联席会

议机制等 ４方面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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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２０１３年 ９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了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同年 １０ 月 ，习近平出席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提出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枠第七部分“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中 ，明确提出我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海上丝绸之路 ，即“一带一路”建
设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 “一带一路”战略旨在解决
以往过度依赖投资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产能过剩 、房
价虚高 、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 ，使区域发展更加均衡 ，

贸易渠道更加多元 ，开放格局更为平衡 。目前已有文
献大部分集中在“一带一路”政策解读上 ，还有一小部
分文献着重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发展思路 、对策
等展开研究 。柳思思［１］根据次区域合作理论认为 ，“一
带一路”具有次区域合作特点 ，应注重中微观领域 ，关
注中介效应与跨境区位经济功能的构建 ；刘国斌［２］在
明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定位基础上 ，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规划 ，并提出打造经济协作圈桥头堡计划 ；申
现杰［３］基于国际合作新形势 ，分析了“一带一路”的重要
战略意义 ，并从“五通”建设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 、

优化区域开放格局等 ４个方面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
思路 ；杨柔坚［４］重申了连云港独特的地理优势 、先行优

势和理念优势 ，认为应发挥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辐射作
用和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 。本文通过对“一
带一路”战略与既有国家战略融合 ，以及省际间融合发
展的意义进行分析 ，对江苏“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
路径进行重点研究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对
策建议 。

1 　 “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意义

目前 ，学者针对“一带一路”战略本身谈发展意义 ，

没有站在融合角度谈其战略思路 ，“一带一路”战略融
合发展是对其战略本身的重要完善 。本文从“一带一
路”战略与既有国家区域战略融合及省际间融合两个
视角 ，探讨“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的意义 。

1 ．1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区域战略融合

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已实行了很多国家发
展战略 ，如西部省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关中 —天水经
济区发展规划以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等 ，中
部省份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中原经济区规划以
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等 ，东部省份
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
规划以及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等 。不难看
出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既有国家战略属于区域性
振兴战略 ，着眼于解决本地区问题 ，没有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战略融合 。 “一带一路”战略不但融合国内二十余



个省份 ，横跨东中西 ，而且融合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带 、

南亚经济带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和东北亚经济带 ，通
向非洲 、欧洲 ，最终形成欧亚非 ３个大洲海陆闭环经济
圈 。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时代性 、开放性和全局性特
点 ，是对我国既有开放格局的重新布局 ，发展模式的重
新思考 ，省际间联动合作的再平衡 ，是我国改革发展与
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应将既有国
家区域战略积极融合到“一带一路”战略上来 ，防止既
有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割裂与并行 ，不仅仅考虑“一
带一路”战略本身 ，还应重点思考战略融合问题 ，形成
国家区域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合力 。

1 ．2“一带一路”战略省际间融合

“一带一路”战略省际间融合 ，一方面可以解决目
前东部省份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和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等较为显著的问题 ；

另一方面 ，也可带动中西部吸引域外资本 ，是产业承接
与转型升级 ，经济 、人文 、交流等快速发展的重要契机 。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东部 、中部和西部 ，共计二十
余个省份 ，省际间经济总量不平衡 、地区间贸易非均
衡 、贸易渠道单一 、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以及资源禀赋
存在差异等 ，为“一带一路”战略加强省际间融合提供
了可能 。 ①省际间经济总量不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
东部省份经济总量远远高于中西部省份 ，具体如表 １

所示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融合 ，给予中西部地区政

策优惠 ，吸引东部省份民间投资向西部倾斜 ，加强中西
部产业承接力建设 ，合理引导东部产业转移 ，带动中西
部经济快速发展 ；②贸易渠道单一 ，东部省份基本上依
赖沿海港口 ，进出口对象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主 ，

２０１３年占比依然高达 ３３ ．５％ ，东部省份贸易渠道向内
陆通道转移 ，中西部省份向沿海港口通道转移 ；③地区
间贸易非均衡 ，目前进出口贸易依然集中在东部 ，通过
表 ２不难看出 ，东中西部地区贸易非均衡化程度非常
严重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融合 ，在互联互通基础上
通商 ，可以带动中西部地区贸易快速发展 ；④ “一带一
路”沿线东中西部省份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 ，

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达 ，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居多 ，

二三产业相对比较发达 ，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 ，劳
动密集型产业相对集中 ，农业占比相对较高 。通过“一
带一路”战略融合 ，形成东部 、中部 、西部产业深度融
合 ，可使东部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东部带动中西
部省份民营经济发展 ，带动中西部地区由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

表 1 　 2013 年我国东中西部代表省份生产总值情况
单位 ：亿元

　 地区

项目 　

东部

江苏 浙江 广东

中部

湖北 安徽 河南

西部

新疆 云南 陕西

生产总值 ５９ １６２ 腚３７ ５６８ 烫６２ １６４ �２４ ６６８ い１９ ０３９ 厖３２ １５６ g８ ３６０ L１１ ７２１ >１６ ０４５  
占比（％ ） ５７ 寣２７ E１６

表 2 　 2013 年我国东中西部进出口贸易情况
　 项目

地区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增长（％ ） 占比（％ ） 出口总额（亿美元） 增长（％ ） 占比（％ ）

东部 ３５ ９７７ 换６  ．６ ８６  ．５ １８ ７０７ a６ 汉．４ ８４ 北．６

中部 ２ ８４４ 换１１  ．３ ６  ．８ １ ６１１ a１４ 汉．２ ７ 北．３

西部 ２ ７８１ 换１７  ．７ ６  ．７ １ ７８２ a１９ 汉．８ ８ 北．１

2 　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路径

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规划 ，其融合不脱离“一带一路”总体规划 ，但江苏“一
带一路”战略又不能形成路径依赖 ，而应基于江苏实际
情况 ，走融合发展新路线 。其融合发展路径是“一带一
路”战略由节点城市向沿海地区 、沿东陇海线区域融
合 ，江苏“一带一路”战略与江苏沿海大开发战略 、江苏
“长江经济带”建设 、江苏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总体规划
以及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进行融合 。

2 ．1“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向区域融合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明确将连云港确定为新

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节点城市 ，连云港成为“一带一
路”交叉点 ，被国家赋予了门户功能 ，具备了东西双向 、

海陆转换枢纽作用 。 ２０１５ 年 １月 ，连云港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出台了枟关于推进 ２０１５“一带
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实施方案枠 ，连云港自身正抢抓国
家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一历史性机遇 。目前 ，江苏省“一
带一路”战略落脚点放在连云港 。但连云港的经济体

量还不具备“一带一路”交叉点新要求的规模 ，其行业
产值与经济情况如表 ３所示 。除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在
全省居于中游外 ，其它产业总产值均处于下游水平 ，整
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江苏倒数第二位置 ，即便是连云
港作为“一带一路”战略通道经济核心的交通运输仓储
物流业产值也处于江苏倒数第三位置 。不难看出 ，连
云港承担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主体 ，一是自身经济
实力不够 ；二是战略布局过于路径依赖 ，还没形成融合
发展思路 。

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应利用连云港地理位置的
优越性 ，向南沿濒海地区 、向西沿东陇海线进行纵深拓
展 ，节点城市向节点区域融合 ，落脚点应放在沿海地区
和沿东陇海线这一区域 ，原因在于 ：①这一区域经济体
量比连云港增加了 ７倍多 ，具体如表 ４所示 ；②这一区
域也在江苏铁路网“三纵四横”布局的沿海铁路大通道
和东陇海铁路形成“∟”型 ，贯穿了苏北与苏中 、内陆与
沿海 ；③这一区域集中在江苏苏北 、苏中地区 ，属于江
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 ，也是江苏经济均衡发展新的增
长极 。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应由目前连云港节
点城市单体申报中韩自贸区 、丝绸之路经济带连云港
贸易园区拓展为连云港联合盐城等沿海城市成立中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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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先行区 ，连云港联合徐州等城市创建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东陇海线贸易园区 。

表 3 　 2013年连云港各行业生产总值与全省排名情况 单位 ：亿元

　 类别

结果 　
全行业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交通运输物流 、仓储等

产值 １ ７８５  ．４２ ２５９ {．１７ ８０７  ．４２ ７１８ 洓．８３ ９９ 6．４９

全省排名 １２  ５ 弿１３ *１２ 哪１１ s
表 4 　 2013 年沿海地区和沿东陇海线生产总值与排名情况

单位 ：亿元

　 地区

类别 　
连云港 徐州 宿迁 盐城 南通

生产总值 １ ７８５ 谮．４２ ４ ４３５ t．８２ １ ７０６  ．２８ ３ ４７５ è．５０ ５ ０３８ B．８９

全省排名 １２ 後５ f１３  ７ 殮４ 4
2 ．2 　江苏省“一带一路”战略同其它战略融合

枟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枠２００９ 年获得国务院批
准 ，江苏沿海大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重点发展沿海港
口群建设 、城乡一体化 、现代农业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 、滩涂资源开发等 ８ 个方面 。江苏沿海地区
区位优势明显 ，人口 、面积占全省近 １／４ ，经济增速连续
５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二三产业
比重高达 ８８％ ，较 ２００９年提高了 ５个百分点 。但江苏
沿海地区 ２０１３年经济总量只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１／６ ，

与其人口 、面积 、资源及经济地位不匹配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相当于全省人均水平的 ６５％ ，相比于江苏沿海
大开发战略之前虽有所进步 ，但仍处于江苏省中下游
水平 。江苏沿海大开发战略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区域振
兴效果不明显 ，尤其是处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交叉

点的连云港 ，其经济总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长期居
江苏省下游 。

“长江经济带”建设将我国东 、中 、西部天然联系在
一起 ，向西又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了东西双向新
格局 ，江苏“长江经济带”建设处于这一格局的龙头 ，江
苏省经济总量近 ６万亿元 ，居“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首
位 ，占“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的 １／４ 。江苏“长江经济
带”处于江苏省发达地区 ，苏南地区产业转移升级和结
构优化需要借助长江航道和沿江综合运输体系进行
“腾笼换鸟” ，目前长江航运量 ３／４集中在江苏沿江地
区 。江苏“长江经济带”建设面临着三大潜力 ：①江苏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重新定位 ，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 ，腾出充足的资源 、环境承载量 ，着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② ２０１３年江苏进出口总额
达 ５ ５０８ ．４４亿美元 ，据江苏海关统计 ，仅有 １１％ 进出口
总额依赖江苏口岸 ，江苏枢纽功能还没建成 ；③ 江苏
“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不仅应开展国家战略层面上的
省际间合作 ，也应该深入到江苏地区间融合发展 ，目前
江苏地区间经济差异特征明显 ，具体见表 ５所示 。可
通过苏南沿江带动苏中沿江发展 ，进而辐射苏北地区 。

表 5 　 2013 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经济总量与分产业情况
　 类别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苏南 ３６ ３８６ i８３５ 父１８ ３０８ u１７ ２４３  １１０ ０５１ 佑
苏中 １１ ２９８ i７７６ 父５ ８９１ u４ ６３１  ６８ ８９７ 佑
苏北 １３ ５５８ i１ ６８８ 父６ ３６０ u５ ５１０  ４５ ４４４ 佑

　 　 枟江苏省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建设总体规划枠是江苏
省 ２００４年提出的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 、加快苏北振
兴的重要举措 。江苏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是江苏苏北地
区对外开放的先导区 ，其战略目标是新兴产业的密集
带 ，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发挥沿东陇
海线港口 、铁路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势 ，广泛吸纳苏
南与苏中以及省外资本向东陇海线转移 ，加快形成东
陇海新兴产业密集带 、东陇海城镇一体化发展轴 、“一
带一路”战略中心物流网和绿色生态经济走廊“带 、轴 、

网 、廊” 空间格局 。经过近 １０年发展 ，东陇海区域在机
械 、医药 、资源型加工等产业形成集聚 ，城市化水平得
到提升 ，初步建成港口 、铁路 、机场 、高速等区域性立体
物流体系 ，但相比江苏其它区域 ，沿东陇海线区域属于
江苏省经济洼地 ，具体见表 ６所示 。

２００８年枟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枠 ，从国家层面上
明确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长三角区域规划 。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

是 ：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 、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
市群 。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省份 ，江苏省的发展水
平直接影响长三角一体化水平 ，具体情况见表 ７所示 。

不难看出 ，江苏在吸引外商投资 、人才 、技术储备等方
面整体具有领先地位 ，但将苏南 、苏中与苏北分区域进
行比较 ，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还没有实现 ，区域不平衡
特征较为明显 。

表 6 　 2013 年江苏区域经济主要指标情况

　类别

地区 　

地区生产总

值（亿元）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元）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外贸依存

度（％ ）

沿江地区 ３１ ２９６ 噰９９ ０５２ !２ １８８ Ё１ ７２４ A４３ k．３

沿海地区 ８ ６６３ 噰５７ １９６ !３８９ Ё４４７ A２７ k．８

沿东陇海线 ４ ５７６ 噰６０ ６６０ !１０９ Ё２４５ A１２ k．１

　 　 江苏沿海大开发战略南北纵横 ，北至连云港 ，南至
南通 ；江苏“长江经济带”建设东西纵横 ，东至南通 ，西
至南京 ；江苏沿东陇海线区域经济属于苏北东西纵横 ，

东至连云港 ，西至徐州 ；江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面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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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涵盖了江苏所有区域 。江苏“一带一路”战略同江
苏沿海大开发战略 、江苏“长江经济带”建设 、江苏沿东
陇海线区域经济以及江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形成了
“ ㄈ ”型面 ，贯穿了江苏苏南 、苏中和苏北 ，通过“ ㄈ ”型面
上方的一横带动“∟”型发展 。江苏“一带一路”战略应
同江苏既有战略相融合 ，形成战略合力 。江苏“一带一
路”战略应同江苏既有战略进行串联 ，形成战略联动机
制 ，发挥战略协同效应 ，将江苏“一带一路”战略融合由
连云港节点城市向沿海地区 、沿东陇海线区域融合 ，其
目的是通过与既有战略融合 ，将所有战略落脚点 、着力

点放在苏中 、苏北等欠发达区域 ，形成江苏经济新的增
长极 。江苏加快推进连云港与大丰港联动进程 ，以及
南通国际陆港整合 ，形成江海联运 、海陆联运新格局 ，

发挥江苏“一带一路”战略通道港口经济作用 。江苏
“一带一路”战略联合的核心是通商 ，将江苏既有战略
与“一带一路”战略联动 ，合理引导省内产业转移与转
型升级并轨 ，域内外资本向“∟”型集中 ，而江苏“一带
一路”战略区域在制度 、技术 、人才和产业园区等 ４ 方
面形成对接 ，全面协调和提升江苏苏南 、苏中与苏北的
发展水平 ，以上分析具体见图 １所示 。

表 7 　 江苏主要经济指标占长江三角洲的比重情况

　 类别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专利申请受理量（万件）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万人）

长三角总体情况 １１８ ３３２  ．４ ４４ ０７４ 寣．０ １３ ２７８ �．６ ８８ 珑．５ ３１４ f．９

江苏比重（％ ） ５０  ．０ ４７ 寣．２ ４１ �．５ ５７ 珑．０ ５３ f．５

图 1 　江苏“一带一路”战略同其它战略融合路线

3 　 “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可能面临的问
题 ，基于江苏“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路径共性问题 ，

延伸到其它省份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的 ４

个对策建议 ：① “一带一路”战略要在互联互通基础上
实现通商 ，其关键是实现政策沟通 、道路联通 、贸易畅
通 、货币流通 、民心相通“五通”有机协调均衡发展 ，而
目前重心在前两通上 ，后三通进展比较缓慢 ，没有后三
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欧亚非 ３个大洲海
陆闭环经济圈 ；② 各省作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向节
点区域融合 ，“一带一路”战略与既有国家地方战略规
划融合 。前文已经分析江苏“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发展
路径 ，其它省份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干线节点城市向干
支线区域融合 ，各战略之间形成联动机制 ，形成战略合
力 ；③加强省际间“一带一路”战略协同 。省际间“一带
一路”战略协同可以拓宽省域范围产业分工和合作 ，各
省份都面临着产业链重新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两大并
行问题 ，产业定位与转型升级需要各省份明确本省比
较优势 ，避免产业定位雷同 、区位优势不明显等问题 。

产业链重新分工需要省际间协同 ，将国家完整产业链

分工进行省际间协同 ，要求在一个更大空间进行资源
优化配置 ，使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得到加强 ；④成立两
个联席会议机制 ，“一带一路”省际间联席会议机制和
不同战略省份内部联席会议机制 。发挥战略联动机制
和战略协同效应 ，避免省际间零和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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