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

□ 国家海洋局局长 刘赐贵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

称，它开拓于陆上，又发展于海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明传播之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是在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兴起是东西方先民

互为推动、双向努力的结果。①中国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

发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积

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具体而言，是用“丝绸之路”的

理念和精神，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合作进行整合，使它们相互连

接、相互促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海洋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和载体。立足海洋，深刻认

识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意义，有效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命题。

一、全球化视野下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进入新世纪，各国以海洋为纽带，更加密切地开展市场、技术、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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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潮:“论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三条丝绸之路比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 年 10
月。



方面的交流，一个更加注重海洋合作与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提出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与沿线国

家的利益汇合点，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

联互通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地区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跨地区、具有全球视野、谋求合作共赢的

倡议，将其放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去

考察，具有多重意义。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有利于开创面向海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

新格局，惠及东盟和相关国家。

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目前，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

期，深度开放需要从战略全局关注海洋，走向更广阔的海洋。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以海洋为载体，进一步串联、拓展和寻求

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激发各方的发展活力和潜在动力，构

建更广阔领域的互利共赢关系。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

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

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及

南亚地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就是通过

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把中国和沿线国

家的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互通有无。一方面，这将有助于夯实中国与

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基础，形成面向海洋、联通欧亚大陆的全方位对外开

放新格局;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升级和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CEP) 建设，造福中国与东盟及其他沿线国家。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有利于增进各方互信，促进地区和平与稳

定。

当前，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缘格局步入深

度调整期，各方利益有交织、有重叠，甚至还有冲突。中国倡导建设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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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协调，构建能够反映

各方共同关切、符合各方总体利益、顺应地区各国人民共同期待的利益共

同体，为塑造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互利共赢、平等互信的亚太新格局提供

积极导向和正能量支持。

与此同时，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连为一体，纵横开拓，相得益彰，

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和相关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和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将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其推进将有助于维护海

洋安全。

二、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是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题中要义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东南亚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

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①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可以说，加强海

上合作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和重点任务，具有基础性

和示范性效应。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应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

推进海上务实合作的进程。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将广泛的合作领域

统合起来，绝非短时间可以完成，需要中国和沿线国家长时间“一锹一镐”、
“一笸一石”地构筑其基础。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务实

合作进程，它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照顾各方关切，利用现有合作机制和平

台，由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同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涉及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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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3 日，http: / /www． xinhua-
net． com /world /xjpynghyj / index． htm。( 上网时间: 2014 年 6 月 20 日)



强相互交往、增进友谊、促进发展、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等方面有

着广泛共识。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已经得

到沿线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例如，希腊总理萨马拉斯明确表示，

希腊“支持并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时应注

意到，沿线区域是国际战略和政治博弈的敏感区，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

各国在国家规模、发达程度、历史传统、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别巨

大，利益诉求不一。因此，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建立在上述差别之上，

包容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因国施策，各有各的重点，同时创新合作模式，

找准和夯实合作基础。

中国长期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与海上邻国

发展友好海洋合作关系，为中国与东盟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合作打下良好基

础。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是与沿线主要国家政府达成深化海上

合作共识。在近年来的高层互访活动中，中国领导人都将海上合作作为双

边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分别建立了中国—东盟和中国—印尼海上合作

基金。同时，积极推动与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国家的部门间海洋合作，建

立了海洋部门高层领导的互访和对话机制。二是与沿线国家在经贸、人

文、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2012 年，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总额占

中国外贸总额的 17． 9% ; 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占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总营业额的 37． 9% ;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员往来达到 1500 万人

次，双向留学生人数超过 17 万人。三是与沿线主要国家在海洋与气候变

化、海洋防灾与减灾、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政策等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

作。2010 年，创建中印尼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2013 年，中泰气候与

海洋生态联合实验室正式启用。2012 年起，中国政府设立“海洋奖学金”，

用于资助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来华攻读海洋相

关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步加强涉海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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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眼于发展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符合沿线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

利益。要坚持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和谐和睦”为基本原则的

新型价值观、合作观、发展观，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点带面，从线到

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紧紧围绕“五

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找准与沿线

国家海洋合作的利益契合点，统筹规划、长远布局、分步实施。

要立足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为

核心，向外辐射扩展至印度洋沿岸———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区域，并与

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衔接，构筑通畅、安

全、高效的贸易运输、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海上大通道。

要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积极开展务实的海洋合作，优先推

进海上互联互通、海洋经济、海洋环保与防灾减灾、海洋文化等领域合作，

提升沿线国家民众的海洋福祉，分享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惠益。

要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海洋合作机制和框架，借助区

域既有的、行之有效的海洋合作平台，发展和完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使沿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便捷，实现区域内海洋能源资源、海洋产业

和文化合理布局、互相补充，逐步形成区域海洋合作大格局。

围绕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体战略构想，发展好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重点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构建海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促进海上交通互联互通，要抓住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

重点工程。与沿线国家共建海上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供

海上安全公共产品，保障海上通道安全; 支持相关国家港口、码头及信息网

络等骨干通道建设，促进海上物流和信息流的有效衔接; 加强海洋合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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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交流沟通，促进海上贸易投资便利化。

航道安全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而港口码头

是保障航道安全的重中之重。如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驿站一样，港口码头

就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驿站”。“海上驿站”不仅要具备货物

装卸的码头功能，还要为船舶和人员提供补给和后勤服务，更要保障周边

航道安全，为各国提供安全、便捷的海上通道。“海上驿站”既可以由所在

国单独建设，也可由中国与其他国家联合建设，甚至可以租用国外现有的

码头基地。此外，依托“海上驿站”，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也将

得到扩大。

二是加强海洋经济和产业合作。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经济、促进

海洋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沿海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深化海洋经济与产业

合作，既契合沿线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诉求，又可带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大有可为的重点领域。

推进海洋产业合作，要瞄准沿线国家市场，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

先开展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水淡化、海洋可再生资源开发等领域合作，

推动中国海洋产业行业的相关企业走出去。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

高技术水平的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行业企业，到沿线

国家投资兴业。先期可以政府为主导，依托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现有的经贸合作园区，结合天津、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洋经济示范区建

设，引导钢铁、造船、渔业、养殖等技术相对成熟的行业企业，到资源富集、

市场需求较大的沿线国家建设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

积极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加强海洋产业投资合

作，合作建立一批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科技合作园、境外经贸合作区和海

洋人才培训基地等，辐射带动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通过产业合作，为中

国企业打造投资合作平台，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更高层

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加强海洋产业合作带 /网络建设，建立海洋旅游合作网络，促进海洋旅

·6·

《国际问题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游便利化。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需要沿线港口经济区作为支

撑，加快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 港) 区，为建设海上丝

绸之路提供先行先试的载体，着力消除当前开放领域中的体制、机制的障

碍和壁垒，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推动重点领域对外开放。

三是推进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近年来，海盗、海上恐怖

主义、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沿线国家在应

对上述问题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诉求。为沿线国家提供海上公共服

务和产品，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另一

重要目标。要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海洋科技、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预报

与救助服务、海洋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

实施“海洋科技伙伴计划”。在现有各类海洋合作中心和观测平台的

基础上，重点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印尼海洋气候中心及

其联合海洋观测站、中国—泰国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国—

巴基斯坦联合海洋研究中心、中国—斯里兰卡海洋与海岸带联合研究中心

及其联合观测站等海洋合作平台建设，打造海洋科技合作网络。

建立“海洋生态伙伴关系”。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进与沿线国家在海

洋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共建绿色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健

全有效对话机制和联动机制，规划实施一批各方共同参与的重大项目，统

筹推进区域内生态建设和海洋环境保护。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监测及海洋污染防治、低碳发展和适应气候变

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跨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廊道和跨境海洋保护区网

络建设。

开展联合区域海洋调查，建设海洋灾害预警合作网络，提供海洋预报

产品，发布海洋灾害预警信息，使相关区域及次区域民众能够更多享受海

洋带来的福祉。

四是拓展海洋人文领域合作。海洋人文领域合作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基本内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时，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只有使民众受益，海上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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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才能得到沿线国家民众的支持。我们要坚持弘扬和传承海上丝绸

之路的友好合作基础，把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为深化海洋合作、发展

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围绕提高海洋意识，实现民心相通，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缘优

势和人文资源优势，全面推动沿线国家人民在海洋文化、旅游、教育等方面

的交流，使之成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发挥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作

用，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积极开展海洋人文领域对外交流与

合作，通过开展海洋文化艺术交流、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考古与学术交流、海
洋旅游合作、教育培训等活动，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展开丰富多样的文化

交流，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拓展海

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新世纪，促进海洋文化

和人文多样性发展。

四、结语

2014 年 6 月 20 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发表演讲时

表示，“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

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①中国提出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具有和平、发展、合
作、创新、开放等特征，它以和谐海洋为愿景，以“人海和谐、和平发展、安全

便利、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开放创新为路径。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将有利于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促进相互信任，打造稳定的合作

环境，为地区的长远稳定与繁荣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责任编辑: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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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Some Thoughts on Developing Maritim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Liu Cigui

China aims to expand common interests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to build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and create

political trust，economic integration，cultural tolerance and connectivity，and for the common de-

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The buil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re-

lies o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ASEAN) and its member states，radiates to

the surrounding South Asian region，and extends to the Middle East，East Africa and Europe． It

focuses on economic cooperation，utilizes existing cooperative mechanisms and platforms，and is

jointly promoted by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Developing maritim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is the essence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Key features are

the building of maritime connectivity，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of marine economies and in-

dustries，promoting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cross the ocean，and expand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marine culture．

The Collective Ｒise of Asia and Its Effects

Gao Zugui

The collective rise of Asia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today． This is

the joint result of many factors that will in turn bring about more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changes． Current trends not onl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ternal linka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

gion，accelerating policy adjust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but

also invite external powers to increase their strategic input in the region，in turn creating a global

centre of power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Asia． As a key actor pushing forward the collective

rise of Asia，China fa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The EU’s Eastward Enlargement Has Entered Deep Water

Xing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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