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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建设“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长期的国

家战略，必将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分析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现状特点的基础上，从全方

位对外开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能源供应系统的变化、贸易畅通和人文交流与合作等几个方面探讨了

“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途径和方式。重点论述了陆上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海上国际大通

道建设等“一带一路”具体行动对区域国土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空间格局将产生

重要影响，不同国际经济走廊影响的重点区域不同，有助于促进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②“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内

陆地区形成若干个大都市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同时，强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相对接的国内开发

轴线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土空间格局；③“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增强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

力，形成“高效”的国土空间；④“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内陆沿边地区主要口岸和沿边城市的发展，使沿边地区成为

重要的国土开发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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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

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3月28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促使

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

结构转型，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保障国内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形势

低迷，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通过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发

展的必要性，亟需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构建新的经济

增长区域。“一带一路”就成为必然选择，对于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使世界更多分享中国

发展壮大的红利。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一带一

路”的平台，中国可以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经济全球化，提升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正在塑造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并建

立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联手发展的亚洲新格局。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但

绝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其内涵、范围和战略意义

的解析(白永秀等, 2014; 胡鞍钢等, 2014; 霍建国,

2014; 孙壮志, 2014; 卫玲等, 2014)。研究主题多集

中在“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陈利君, 2014; 王楠楠等, 2014)、贸易 (陈利君,

2014; 高虎城, 2014; 谭秀杰等, 2015)、经济发展(周

民良, 2014)等。研究范围也多局限在中亚地区(赵

华胜, 2014)、东盟，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冯宗宪,

2014; 胡鞍钢等, 2014)或新疆(王志远, 2014)、福建

(吴崇伯, 2014)、广东(卢文刚等, 2015)、广西(王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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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14)等个别省区，缺少对中国整体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影响的研究。

国土空间开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和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国家发展战略又深刻影响国土开

发空间格局形成。“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具有明显的区域影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

推进和“愿景与行动”的实施，必将对不同的区域国

土开发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新的国土空间

格局。

2 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特点

2.1“T”字型空间开发大格局

中国的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大格局，

即沿海地带和沿江(长江)地带作为中国国土开发的

战略重点，是中国当今国土空间开发的大格局(陆

大道等, 2011)。改革开发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建

设，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若干个国际化都市区，基

本建立了国际通行的运行机制，具有强大的研发实

力和创新能力。长江连接东中西三大地带，长江沿

岸和长江流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沿江发展城

镇和经济形成经济走廊，也是许多发达国家走过的

成功之路。经济全球化以及长江经济带战略将进

一步强化国土空间开发的“T”字形空间框架。

2.2 人口和产业集聚明显，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城

市群主导地位凸显

产业发展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中国基础产业的空间布局呈现从内陆资源

指向型向沿海消费指向型转变的倾向和趋势(陆大

道等, 2011)。随着相当数量的基础产业越来越多的

利用国外资源，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促使基础

产业进一步向沿海城镇和人口密集区集中。沿海

的京津冀、长三角、和沈(阳)大(连)等 3个沿海都市

经济区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 1/2左右。水泥、

陶瓷等建筑材料生产地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和山东省。

人口的城乡和区域分布格局及其演变是影响

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1978-2013年，城

镇常住人口从 1.7 亿增加到 7.3 亿，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53.7%，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

口，创造了 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中国经

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

台(国务院, 2014)。人口、经济进一步向城镇群和大

都市经济区集中，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在国

土开发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3 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国土开发功能区逐步形成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

承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以是否适

宜或如何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

基准划分了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

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樊杰, 2012)。随着不同主

体功能区的分类管理政策和差异化的评价考核体

系的建设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在国土空间开发中的

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的作用正在体现。以环渤

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主体的优化开

发区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以关

中—天水、成渝地区、天山北坡、海峡西岸经济区、

长江中游地区等主要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形成国

家级重点开发区。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

城市化地区为支撑，形成“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

化战略格局。以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支撑，

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为主要组成的“两屏

三带”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但由于主体功能区是空

间格局中“面”集表达的核心方式，对轴线或廊道的

表达设计很少(樊杰, 2007)，无法满足优化空间开发

格局的基本要求。

2.4 内陆沿边地区逐渐成为国土开发的重要空间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将沿边开放作为一

项重要内容，提出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

(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建设(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2010年中国在实施

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

平，积极建设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本刊首席时政观察员,

2010)。2013年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上述 3个试验区

建设实施方案。2014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

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研

究设立广西凭祥、云南磨憨、内蒙古二连浩特、黑龙

江绥芬河、吉林延吉、辽宁丹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加上 2011年国家批复的设立新疆喀什、霍尔

果斯经济开发区和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共同构成

了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先行区。这些重要的口岸

和边境城市成为边境地区人流、物流等要素的集聚

地和经济增长中心，从而带动沿边地区的整体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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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开发空间格

局的影响途径

3.1 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家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白永秀等, 2014)，但

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经济外向度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末端。

“一带一路”更加重视国内与国际的合作发展，将成

为连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和南亚、中亚、西亚、欧洲

的中间地带，大大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活跃度和

人员素质。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平台，扩大向西

开放，将促进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更大

的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对外开放和经济

发展水平。此外，向西开放有助于促进边境地区和

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加快西部和边境地区

的人口集聚，促进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

展，特别是具有广泛对外联系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

边境口岸中心城市的发展。

3.2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造就新的经济

增长热点区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

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2015)。通过基础设

施的完善，对内连接东西、沟通南北，对外衔接重要

国际通道。随着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必

将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热点区域，特别是中国西部地

区的主要节点城市。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

托国际大通道，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

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

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

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2015)。新亚欧大陆桥建设将促进沿线东中西部地

区的联动发展和主要节点城市的发展；中国—中亚

—西亚经济合作走廊将极大的带动西北地区，特别

是新疆自治区的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将俄罗斯倡

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倡议的草原丝绸之路进

行对接，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三方的基

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带动内蒙古沿边地区的

发展，对于目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东北三省的再

振兴尤为重要；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的建设，将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加快昆明国

际次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

3.3 能源供应系统的变化，有利于内陆地区建设能

源储运加工基地，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2012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达 2.71亿 t，对外依

存度达到 58%；天然气进口量 440亿m3，对外依存

度达 30%；油气资源进口量的 88%依赖海运(毛汉

英, 2013)。随着“一带一路”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合作，中国的能源进口将从过度依赖海上通道

逐步转向海陆并存的多元化供应系统。通过“一带

一路”建设，加强与俄罗斯、中亚、西亚的联系，一方

面提高能源安全水平，另一方面扩展陆上运输通

道，可以促进西部地区沿线节点城市建设进出口能

源储运加工基地，形成新的产业基地和经济增长

点。事实上，目前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的石油、天然

气管道运行良好，为沿线地区能源加工业的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3.4 贸易畅通促进沿边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加速

沿边地区的发展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2015)。从硬件上看，贸易

畅通需要改善边境口岸通关的设施条件，加快边境

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

力，使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改善，贸易额

大大增加。同时，从软件条件看，跨境经济合作区

等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有助于促进边境地区产业

集群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

国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周边国家可能成为重要的

投资区域，沿边将出现新的经济发展中心(袁朱,

2011)。

3.5 扩大人文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升内陆城市综

合影响力，形成若干内陆开放中心

人文交流与合作可以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理解和信任，是实现民心想通的重要途

径。人文交流与合作包括教育、文化、旅游、科技、

卫生等多个领域。在《远景与行动》中，中国政府明

确承诺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0000个政府奖学金名

额，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内陆大学可以发挥其语

言、文化、学科等优势，接待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有助于提高所在地城市的教育

国际化水平。同时，一些城市相继举办的丝绸之路

电影节、文化周、高层论坛等活动，可以提升相关城

市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

中心等，提高地方的科技创新能力。旅游规模的扩

大，将带动相关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人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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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有助于加快内地区域性中心城市第三产

业的发展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在内陆形成若干

个对外开放交流的高地或中心。

4“一带一路”行动对区域国土开发的
影响

在“愿景与行动”中，国家明确提出根据“一带

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重点打造新亚欧

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

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与“一带一路”建设关

联紧密的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海上以重

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

道。同时，在国内将新疆和福建分别建设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这些

具体的行动无疑为不同区域的国土开发打开新的

发展空间，从而促进全国国土开发格局的再塑造。

4.1 新亚欧大陆桥对全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

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是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

中国江苏沿海和山东半岛出发经江苏、山东、河南、

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再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到波罗的海沿岸，是贯穿亚洲、欧洲的国际大通道。

新亚欧大陆桥连接中国东中西部，对促进沿海

和内陆地区的互动和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陆桥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好、水平高，但经过 30多年

的快速发展，发展空间受到制约，经济发展面临转

型升级。而沿线西部地区有广阔的市场、资源和发

展空间优势，但缺乏资金投入。新亚欧大陆桥为东

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一个新的

战略通道。这种产业转移将促使东部地区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而西部地区通过吸收东部地区的产业

转移实现快速的发展。

同时，新亚欧大陆桥是中西部地区融入经济全

球化的一条重要通道，有助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型经济中心的形成。依托大陆桥多元化的运输通

道，近年来，新亚欧大陆桥物流运输相继成功组织

开行“渝新欧”、“汉新欧”、“蓉欧快铁”、“郑新欧”、

“长安号”等，有效改善了中国中西部，尤其是西部

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运输条件。“渝新欧”在有效满

足重庆以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 IT产品对铁路国际

经贸大通道需求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重庆作为长

江上游物流中心的作用，改变了重庆在世界物流中

的地位。“郑新欧”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

沿桥各国与中原经济区之间的区域合作，必将形成

沿桥地带特别是中原地区沟通亚欧两大市场的对

外开放竞争新优势。借助新亚欧大陆桥，重庆、西

安、郑州、成都、乌鲁木齐、武汉等将逐渐形成中国

内陆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同时，新亚欧大陆桥将沿

线城市链接起来本身就形成了中国东西向的一个

重要的国土开发轴(图1)。

此外，新亚欧大陆桥将进一步促进内陆沿边口

岸建设，加快沿边地区发展。阿拉山口口岸是新亚

欧大陆桥国内段的西桥头堡，是中国唯一的铁路、

公路、输油管道三位一体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平

均每年过货量占新疆全部口岸过货量的 85%以上

(吴向阳, 2012)。新亚欧大陆桥开通以后，口岸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与邻国贸易额不断增加，人口、工贸

逐渐聚集，将促进阿拉山口城市功能的逐步形成。

4.2 中蒙俄经济走廊对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国土开发

的影响

中蒙俄经济走廊自天津、大连经蒙古、俄罗斯

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它把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同

蒙古的“草原之路”倡议、俄罗斯正在推进的欧亚经

济联盟有机结合起来。可分为两条线路：一是从华

北京津冀到呼和浩特，再到蒙古和俄罗斯；二是从

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再到俄罗斯的赤

塔(图1)。“中蒙俄经济走廊”通过交通、货物运输和

跨国电网的链接，打通三国经济合作的走廊建设，

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必将在

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

图1 “一带一路”重要国际经济走廊及其主要影响区域示意图

Fig.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key influence areas in China

548



第5期 刘慧 等：“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

长点，拉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东北振兴进入第二个十年，随着经济进入

新常态，东北经济增速下滑加剧，2014年辽宁、黑龙

江、吉林三省GDP增幅分别为 5.8%、5.6%和 6.5%，

分别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 1.6、1.8和 0.9个百分点。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通过提升东北地区的对外开

放程度，为东北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中蒙俄经济走

廊东北通道连接东北三省，向东可以抵达海参崴出

海口，向西到俄罗斯赤塔进入欧亚大陆桥。现已开

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

俄欧”铁路国际货物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

提高了东北地区外向型经济水平。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促进双方基础设施

和口岸通道的互联互通，更有利于推动各国商品、

资源、技术和资本进入对方市场，从而加快边境地

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整体提升、拓展黑龙江

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深度和广度，使

满洲里、二连浩特、绥芬河等口岸在全国沿边开放

中发挥重要战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它

将东北地区实力最强的城市连接在一起，包括辽宁

的沈大经济带，吉林的长吉图先导区和黑龙江哈大

齐工业走廊，进一步强化哈尔滨、长春、大连、沈阳

等主要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哈尔滨东北

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形成对俄合作的综合性

中心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天津—呼和浩特—二连

浩特再到蒙古和俄罗斯，将京津冀都市圈和内蒙古

的对外开放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加快二连浩特重

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在对

蒙合作中的中心城市功能。

4.3 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济走廊及中巴经济走

廊对中国西北地区国土开发的影响

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济走廊自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经中亚、西亚抵达波斯湾、地中海沿岸。

因其境外部分主要经过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

因此，该走廊的建设对中国国土开发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西北地区(图1)。首先，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核心区，是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门户和枢

纽，与沿线国家具有地缘、亲缘与文化、语言相通等

优势，依托通道建设，新疆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

心、文化科教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有利于扩大新

疆的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提升乌鲁木齐的对外开放

程度，促进乌鲁木齐逐步建成向西开放的国际门户

城市。2015年 4月获批的中国—哈萨克斯坦跨境

合作区位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第一个跨境

经济合作区。合作区便利的运行机制，必定带动人

流、物流和贸易量的大幅增加，为霍尔果斯边境口

岸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其次，新疆和甘肃作为国

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将成为国家重要的大型油

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有利于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和结构升级。第三，宁夏、青海、甘肃具有伊斯兰文

化的优势，该“走廊”的建设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

些地区与西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和文化往来，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最后，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有着深厚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底蕴，该“走廊”的建

设将有助于加快西安内陆开放型高地的建设。

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

德尔港(图 1)，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交汇处，包括港口、能源、基础设施和产业

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是中巴

经济走廊上的重要节点、核心地区，伴随着中巴经

济走廊的建设，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将

持续受益。首先，中巴经济走廊有助于改变西部地

区的区位短板，特别是新疆地区，远离海洋的现状，

意味着新疆将平添一个便利的出海口，有效的缩短

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路径，将极大的促进西

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巴基斯坦与新疆地区地

理上毗邻，且经济结构互补，发展中巴贸易和经济

合作，能够有效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促进西

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助力西部大开发进程。第

三，作为经济特区和中巴经济走廊起点的喀什，随

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其向西的出口加工基地和

商品贸易集散基地的功能将得到加强，有利于提升

喀什的综合经济实力，形成南疆及沿边地区重要的

区域性中心城市。

4.4 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及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对西南地区国土开发的影响

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依托泛亚

铁路，自中国云南昆明和广西南宁联通整个中南半

岛国家(图1)。其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

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关联密切，自中国云

南昆明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抵达孟加拉湾，联通

印度洋。同中巴经济走廊一样，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处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间的连接部分，它不仅

将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还将链接泛亚

铁路东、中、西线，加速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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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尤其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国土开

发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图1)。

首先，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为云南及西南地区找到了一

条便捷的出海通道，将改变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格

局，不仅有利于包括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在内的

大西南地区加大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开放力度，而且

为国内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和南亚市场提

供便利，改变西南地区经贸发展的区位劣势，为西

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广泛领域参与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与竞争提供了平台，从而加快西南地区的经济

发展。

其次，该“走廊”建设将增强西南地区的内部联

系，密切区域之间的合作。建设中国—中南半岛国

际经济合作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东亚

和南亚这两个世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连接在一起，

也使云南、广西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中的

战略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昆明可通过南

昆高速连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有利于珠三角

地区与南亚地区的联动发展。同时，还可以向北延

伸至贵阳和成都。由于云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

限，经济体量较小，对中国西南及其该“走廊”沿线

及周边区域的“辐射”动力不足；而四川作为中国西

部最大的经济体，不仅是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高

地，也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的重要经济引擎，在

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进程中具有不可

取代的地缘经济战略地位。通过与云南密切协作，

借助云南的“桥头堡”的地缘优势走出去，而云南则

依靠四川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加快建成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的新高地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

中心。

第三，该“走廊”建设使得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有

了与国内中心城市和国外大市场连接的机会，有利

于打破西南边疆地区封闭落后、观念保守的状态，

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振兴边疆地区的经济，从

而促进边境地区的发展。同时，该“走廊”建设将促

进出口导向型产业进入边境地区，有利于加快和提

升广西东兴、凭祥，云南瑞丽、磨憨等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的建设，形成边境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4.5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沿海地区国土开发的

影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图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推动中

国沿海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必将使中国沿海港口和

城市的功能发生质的变化和量的提高 (刘宗义,

2014)。

首先，为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和空间。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过去

30多年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当前面临产业

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不一，产业跨度很大，与中国沿海地区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并为沿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尤其是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依托其商贸物流大通道，发展临海先进制造

业和特色鲜明的海洋经济，有助于形成沿海地区新

一轮发展的经济引擎。

其次，有利于加快沿海地区国际化大都市区的

形成，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的国际化程度。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将推动各类实物资源通

过贸易向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大城市集聚，交

割、中转或就地消化，大量跨国企业随之落户，巨额

国际资金和银行、保险、融资等各类金融机构随之

集聚(刘宗义, 2014)，各方面的人才也将接踵而至，

为建设沿海地区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奠定基础。

而正在打造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天津等沿海特大城市，将逐渐成为国际和区域

总部经济的集聚地，发展空间和辐射范围将进一步

扩大，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整体开放水

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为沿海地区提供

更广阔的经济腹地，有效发挥沿海地区港口群优

势，打开沿海地区进一步国际化发展的空间，开创

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上海为龙

头的长三角地区借助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制度创新和创新合作中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

而广州、深圳、青岛、天津等特大城市借助于港口和

产业优势，带动周边城市群与整个区域参与全球竞

争和合作。同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沿海

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福建和广西提供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福建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

区，加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对内基

础设施将得到快速改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将更加

灵活。广西借助与东盟合作的良好基础和对东盟

的港口优势，与东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将得到进一

步提高，从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550



第5期 刘慧 等：“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

5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它将使中国的国土空

间开发更加重视向外的互联互通，在已有东部沿海

开放的基础上，在南、北、西 3 个方向打通国际通

道。“一带一路”战略将从全面开放、互联互通、国际

贸易、人文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整体上影响中国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特别是“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国

际经济走廊建设，将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国土开发产

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新的国土空间格局。

(1)“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空间格局产生重要

影响，不同国际经济走廊影响的重点区域不同，有

助于促进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新亚欧大陆桥、中

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将改变中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在对外开放中的区

位劣势，加快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发

展。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及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有利于加快西南地区发展，对促进云南

对外开放、加快广西发展尤为重要。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通过提升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为东北

再振兴注入新的动力。总体上，“一带一路”战略主

要通过改善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扩大对外开放水

平，从而加快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的发展，缩小地

区发展差距。

(2)“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内陆地区形成若干

个大都市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同时，强

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相对接的国内开发轴

线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土空间

格局。借助新亚欧大陆桥，重庆、西安、郑州、成都、

乌鲁木齐、武汉等将逐渐形成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的

新高地。同时，新亚欧大陆桥将沿线城市连接起来

本身就形成了中国东西向的一个重要的国土开发

轴。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及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将进一步提升昆明和南宁的次区域中

心城市的地位，并在中国南方形成广州到昆明的海

陆大通道。

(3)“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的

国际竞争力，形成“高效”的国土空间。“一带一路”

战略将为沿海地区提供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加快沿

海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国际

化大都市区的形成，提升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为沿海地区提供新的经济引擎。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有助于加快广西、福建等沿海发展相对滞后地

区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实力和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4)“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内陆沿边地区主要

口岸和沿边城市的发展，形成沿边地区国土开发新

空间，带动沿边地区的发展。重要陆域边境开放区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互联互通的关键，是构

建开放国土空间和地缘安全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

部分。东兴是中国—东盟的重要连接点，是通往东

南亚国际通道的重要枢纽；瑞丽试验区是西南开放

的重要国际陆港，是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

的重要支撑点；满洲里试验区是欧亚陆路大通道重

要的综合性枢纽，二连浩特则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

的实施，东兴、瑞丽、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将成为中国沿边地区发展的中心

城市。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利于加快霍尔果

斯、阿拉山口、红其拉普、磨憨、绥芬河等口岸的基

础设施建设；在霍尔果斯跨境经济合作区成功运行

的同时，有助于黑河、二连浩特等新的跨境经济合

作区的形成，成为边境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

边境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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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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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n overall strategy of China's all round open-

ing-up for a long time into the future. The buil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come a long term national strate-

gy for China, which will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territory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territor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territory development with regard

to the all round opening-up, improvement of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changes of energy supply system, trade, and

social and culture exchang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mphasizes international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and

all-dimensional opening-up including in the coastal, border, and inland areas. Based on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and economic corridors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im-

pacts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s on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territo-

ry development. Although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s influence different regions, the western re-

gion of China will benefit the most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conduces to shape an equitable ter-

ritory development. (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several metropolitan eco-

nomic areas and economically highly developed areas in the inland area that open to the outside, such as Xi'an,

Chengdu, Chongqing, Urumqi, Kunming, Nanning, Wuhan, Zhengzhou, and so on. These areas will form an all

round opening-up territory development pattern. (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provide more economic

hinterland for the coastal are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will strengthen

the coastal are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help to form a high efficiency territory development pattern.

(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of entry and inland border cities, such

as Dongxing, Ruili, Manzhouli, Erenhot, Khorga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

eration areas based on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Khorgas cross- 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rea,

which will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s that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territo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s; inland eco-

nomically highly developed are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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