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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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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 3月 28日，发改

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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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带一路”的规划正式出台。从规划正式出台至今，

围绕中国推进亚投行的建立、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等

重要发展节点，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作出了诸多

解读，他们对诸如中国力推“一带一路”的真正意

图、谁将成为“一带一路”的真正受益者等问题提出

了一些独立见解，其中，关于“一带一路”的影响问

题是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一、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评述

整体而言，2015年境外对中国所力推的“一带

一路”战略持积极态度，这类评述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

1.“一带一路”是一条走向和平之路。

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前民主党参议

员麦克·格莱弗尔。2015 年 9 月，他在联合国将

“一带一路”计划称作拯救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唯

一方案”。 他说：“中国的‘丝绸之路’与军事无

关。这个‘丝绸之路’旨在把亚洲和欧洲从经济上

连接起来。铁路系统和公路直达阿拉伯和伊朗，当

你看到这一计划，简直让你难以置信！”他认为这一

计划“当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他们产能过剩，

但中国没有任何称霸企图，而且从中让他“看到了

解决美国问题的方案，因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

失效，世界正缓慢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领导虽

不完美，但眼下我认为他们的方案是通过经济利益

能够融合世界的唯一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一条走

向和平之路”。他痛斥美国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失

败的外交政策，他告诉记者：“别担心美国会跟中国

起冲突，继续做你们的事，习近平的方案将成为一

个新的自由星球的支柱”。他还说：“世界联邦是人

类治理的最终答案。现在没有这样的领导者，但我

还是很乐观，因为我看到了‘一带一路’，这就是重

大步骤。”他说：“如果我们能把精力集中在社会的

经济发展上，一旦达到这一目标，世界上的暴力就

会平息。而中国的计划将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2.“一带一路”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

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

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

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

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

任共同体。对此，境外媒体大抵表示赞同。波兰外

交部长格热戈日·谢蒂纳 2015年 6月 15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为亚洲文

明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它不仅意在强化中国与

亚洲地区的社会联系，同时也为增进欧亚之间的相

互了解发挥建设性作用。‘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发

展欧亚战略关系的新载体。”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2015年出版了《中巴

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

重大，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

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

能源供给连接起来。BBC南亚部的巴基斯坦记者

2015年境外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
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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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格特·阿里表示，巴基斯坦非常欢迎“一带一

路”，特别是中国的投资将帮助解决长期困扰巴基

斯坦经济发展的能源短缺问题。

关于 2015 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传统基金会

的南亚问题专家科蒂斯认为：“印度当然希望增加

对中国的出口，增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次莫

迪访问中国是一次机会。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是，莫

迪总理的中国之行是从西安开始的。西安具有重

要的象征意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似乎是

印度在呼应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

议。”

3.“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从全球治理的高

度论述“一带一路”对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作

用。2015 年 6月 26日，他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

上表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上进步非常快，“一带一

路”计划不仅仅属于中国，目前已逐步成为全球性

计划。“一带一路”将影响世界 40%的人口，不仅在

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同时要把很多其他

中间地带的国家，像中亚国家纳入其中。这

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使中国在

金融、经济、政治行动当中处于领先的地

位。中国的责任度将是今后世界发展的关

键。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问题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拉吉夫·兰詹·查图维迪说：“这一计

划旨在抓住机会使亚洲转型，并为中国开拓

战略空间。”

关于老挝和中国商定修建总投资 70亿

美元的高速铁路项目，新南威尔士大学防务

分析师卡尔·塞耶说，这项投资标志着中国

影响力的进一步延伸，尤其是在东盟国家，

如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他说:“随着中

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力也

在增加。”

关于亚投行，台湾《自由时报》社论说，

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欧

亚战略布局的一环，并说筹设亚投行兼有政

经外交战略目标。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

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韩磊认为：“美国政府讨

论过有关亚投行的问题，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是，它应该成为一家高质量的机构并且以高标准来

运作。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看到中国参与到国际

事务中来，虽然中国方面对于亚投行的投入，可能

有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考虑。”

二、境外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影响的若

干认识上的疑惑

当前，境外对“一带一路”影响的认识也并非没

有疑惑，有人就倾向于将之看作一种新的挑战，还

有人认为要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论证和考量。

1.“一带一路”是否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这个项目将对该

地区包括区域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在内的经

济构架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这反过来也会对中国、

美国和其他大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因而，有人认

为其目的是加强北京在全球的影响力，并将“一带

一路”比作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国际GUOJI

图表：2015年前10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双边投资增长较快 （新华社发 大巢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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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些国家也是颇有疑惧的。新加坡国防

研究所的中国项目负责人李明江表示：“东盟国家

认为，‘丝绸之路’项目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影响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对这个问题存有

疑虑。”一些俄罗斯媒体也谈到了“一带一路”计划

与莫斯科的欧亚计划相冲突。甚至有人认为，在对

中亚国家施加影响力方面，“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

取代俄罗斯。这个项目在斯里兰卡也有反对的声

音。该国举行大选期间，中国支持的项目在斯里兰

卡国内所存在的腐败问题曾引起激烈辩论。科伦

坡的新政府停止了其中一个港口城市建设的项目。

2.“一带一路”是否在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

2015 年，在“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些重要节点

上，几乎都会涉及是否正在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的

问题。VOA（美国之音）卫视在 2015年 5月 28日

的“第二小时节目”中曾经指出：“美中之间除了军

事上的紧张，在经贸上也早已展开竞争，除了TPP、

东盟、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经贸组织的竞逐，美

中也在汇率、钢铁、新能源产业等领域有诸多摩

擦。近年来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多起中国间谍以及

黑客的案子，彰显出两国在高科技上的角力。”

关于“一带一路”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达

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拉斐尔·希梅诺说：“从

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那

里有支持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

挑战或者抵消美国的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也有

美国的坚强盟国，他们有的对发展同中国关系没

有兴趣，有的则由于美国不大愿意，因而不会发展

同中国的关系”。

关于亚投行，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

的必要，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

误。据俄罗斯东方新观察网报道，分析人士开始讨

论亚投行会威胁现有经济秩序，报道称，北京和莫

斯科正在靠拢。俄罗斯认为参与中国的项目有切

实的好处。对莫斯科而言，地缘政治考量也同样重

要，即通过加强与中国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合作来抗

衡西方。

关于“一带一路”对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迈克尔·格林说，好的消

息是目前美国在亚洲有许多盟国，美国军事力量仍

然无人能比，另外中国领导层仍然认为美中关系良

好发展有利于中国；但坏消息是，中国正在发展反

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这将使得美国在以日本和关

岛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内的行动更为困难。

三、境外媒体关于“一带一路”评论的整

体特点及启示

首先，总体来看，2015 年境外媒体对“一带一

路”战略评述的出发点是客观的，好评多于质疑，这

是主流。究其原因，“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目的

来看，是为了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

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对

此，许多国家的政要、媒体和专业人士也都能大体

形成共识，各国也都在从各自利益出发认真地考量

“一带一路”战略。

其次，以往每逢中国新政出台，境外媒体都会

大量涌现出以冷战思维主导的评论，“民主”“宪政”

“专制”“执政合法性”等标签四处张贴，肆意泛滥，

而对于“一带一路”，这类责难虽偶有看到，但已远

非主流。这是近几年来较不多见的一个现象。

第三，境外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质疑，有些

出自各国的国家利益，有些出于各自理解层面，因

此，加强国际间各个层级的交流十分必要。《金融时

报》言论版发表中国问题专家麦格纳斯对中国“一

带一路”计划的解读，作者就提出，中国必须证明这

个宏大的蓝图作为金融外交的核心之一，并非哗众

取宠的空谈；要证明这个计划及亚投行等辅助机构

能够令地缘经济、地缘政治改观，就不能光纸上谈

兵。由此可见，对“一带一路”的理解，要达到深入，

形成共识，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因此，不断加强国

际交流，包括政府之间、民间以及学术界等交流，是

当务之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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