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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戰略邏輯思維與佈局之研究 

姬國環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摘 要 

本文目的在於呈現中共一帶一路的戰略思維接受中華文化傳統的經典內涵，受歷史的責任啟

發和實現中國夢的需要。中共認為其一帶一路戰略的佈局是周延的、多層次、多方位的；戰略佈

局的思維主軸則是和諧、包容、互利、共贏的共生共在；打破中心－邊陲的現實，搭建發達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平台，建構多邊合作環境。但中共此完美的戰略布局，仍不免引起周邊國家

疑慮及恐懼。 

關鍵詞：一帶一路、戰略佈局、共贏共生、中心－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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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present “One Belt and One Road＂(OBAOR) strategic thinking produced from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culture connotation, inspired by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designed to 

carry out the need of the Chinese Dream. Layout of the OBAOR strategy is comprehensive, multi-level 

and multi-directional. The axis of the strategic thought is harmonious, tolerant, mutual beneficial and 

the win-win symbiotic as well as breaking the center-edge of reality, constructing a plat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However,  China’s perfect deployment will induce the fears and worries of nearby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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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所造成的衝擊甚大，不僅造成國際社會格局的變動，

更造成全球戰略理論、思維與佈局的變革。誠如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所說：

「可以預見中國在未來的十至二十年間，其經濟增長和相應的國力將呈現空前的

擴張；因此中國將如何適應國際秩序？世界又如何調整以適應中國？將是人類未

來所面臨最重要的問題。」（傅高義，1996）世界對中國的崛起呈現出極化的意

見分歧，杜正艾教授詮釋了中國崛起對世界所發生的影響，他引用德國「經濟週

刊」（WirtschaftsWoche）前主編斯特凡．巴龍（Stefan Baron）所說：「沒有哪

一個國家比中國更吸引人，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所引發國際間的意見分歧如此之

大。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以及世界對中國的影響都在逐漸擴大中。」（杜正艾，2014） 

2012年12月5日，習近平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他繼承了鄧小平的

改革開放思想，認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時代發展的潮流。從2013

年3月19日至2014年9月19日，「共贏」是習近平演講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共

出現過127次，習近平所說的「共贏」就是「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應琛，2014）

習近平同時指出：「中國新外交政策，在於推動各區域的「共同發展」與「地區

合作」之主題上。為了推動區域共同發展，中國政府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王海運，2014） 

完成全面小康社會，進而實踐中國夢，一直都是中共的最高戰略目標；為達

到此一戰略目標，首先要建構和平發展的內外保障，對內要強軍固防，建設強大

的國防力量，對任何破壞中國和平崛起的挑釁，形成有效的威懾，使國家能集中

精力致於和平發展，以達到嚇阻且避免戰爭的目的。（陳須隆、蘇曉暉，2015）

中共始終堅持「積極的守勢戰略」，在軍事戰略佈署上，已有能力取得局部的戰

略優勢；和平崛起的戰略佈局，乃回歸到以經濟、文化為戰略主軸，從點到線，

從線到面的深化佈局，藉以打通政治與軍事的隔閡。（林中斌，2015） 

「一帶一路」正是這個大戰略的主軸；它以經濟連結活躍的東亞經濟圈和發

達的歐洲經濟圈，（管清友，2015）以廣大的市場與經濟實力開創投資的熱潮，

裨益於中國與兩經濟圈的成員國；以文化的絲綢之路激發橫跨歐亞非，中間廣大

腹地國家的歷史情懷。從歷史的角度觀之，「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味著中國將

放棄被動式的思維，拋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天下觀理念，採用

現代營銷更積極的手段去實踐、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設施

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薛力，2015）以荀子「先義

後利」的傳統思維，提出互利共贏的合作倡議，率先規劃可行的合作項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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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務實的合作發展，藉以建構新的天下制度。（趙可金，2015） 

貳、一帶一路戰略的緣起與意涵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歐亞非國家政治、商業貿易、文化往來通道的統

稱；從戰略理論上來說，它兼顧了地緣戰略中的陸權論與海權論，它開拓於陸上，

也發展於海上，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文明傳播之路。「一帶一路」戰略的確為古代

絲綢之路，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與內涵，同時也為歐、亞、非區域的政經合作注

入了新的活力；(高虎城，2014)具體而言，即是用古絲綢之路的理念和精神，對

當前正在進行的各種的合作進行整合，使它們相互連接、相互促進，產生「一加

一大於二」的效應。（陳潮，2001） 

「一帶一路」的戰略目的，對內：乃藉經濟的手段達到中國經濟轉型、平衡

東西區域發展、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對外：擴大國際政經影響、主導區域戰略合

作、達到睦鄰安鄰富鄰。其戰略佈局，則以貫穿歐亞大陸，連結東邊活力的亞太

經濟圈和西邊成熟的歐洲經濟圈，並鏈接中間的新興國家群；即所謂的兩圈兩線，

構成以點劃線，以線擴面的整體戰略佈局，和周邊國家共享互聯互通的利益。其

主要手段乃以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分配、金融合作、互聯互通等有關項目

提供融資支援；以「義利觀」為思想主軸，以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心態，建構

和諧的「中國夢」、「亞太夢」。（宋鎮照，2015） 

一、一帶一路的緣起 

2013 年 9 月，習近平在哈薩克納紮爾巴耶夫大學以「弘揚人民友誼、共創

美好未來」為題發表重要演講，他提出： 

 

「為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

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

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

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用和平，共同發展。」（習近平，2013/9/7） 

 

然而，「一帶一路」戰略思維的基礎架構乃依託在下列因素之上：中國積極

的守勢戰略思維；（林挺生，2015）改革開放戰略的延續；內部經濟發展的趨緩、

不均衡與轉型；再加上能源戰略的需求考量；同時也借鑒日本雁型理論的侷限性

與日趨衰弱的經驗；推動和促進亞洲的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建構區域經濟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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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共同體；（張弛、張曙光，2016）以及歐美國家戰略圍堵的現實主義思維壓力

等。（施正鋒，2002）「一帶一路」的戰略思維與佈局，對中共國家與沿線國家的

政經發展都格外的重要。「一帶一路」乃全方位的發展戰略，其所建構的不僅是

中國的發展藍圖，也是亞洲、甚至是全世界未來發展的方向；其將重塑世界的經

濟格局，並且完善全球的金融秩序。（中評社評論，2015/8/7）因此，「一帶一路」

的戰略佈局，實質上對中國夢的實現與和平崛起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一）歷史的啟發 

1、互通的中外歷史： 

（1）陸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形成於西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期，先後有張騫、班超受命出使

西域，開闢了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基

本幹道，以西漢的長安為起點，經過河西走廊到敦煌，在敦煌又分為南北兩路，

終點在大秦（即古代的羅馬帝國）。最初的目的是希望軍事聯盟以抗衡匈奴侵犯，

同時也兼具運送中國古代的商品到西方國家，絲綢乃人們出使西域的重要外交禮

品，「絲綢之路」也因此得名。 

張騫鑿空西域以來，絲綢之路即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重要交通網絡；促使

中國和西域國家的交流更加密切，不僅僅是文化上的交流，也多了許多貨物上的

交易，對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絲綢之路也是古代西域少

數民族接受先進文化，瞭解世界的重要管道。（仇華飛、方雅靜，2015） 

（2）海上絲綢之路： 

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文物發現，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形成為民間對外通

航貿易的史實。其中「徐聞港」（徐聞縣位於廣東省雷州半島南端，屬於湛江市

管轄）就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林南生，2007）這對海外貿

易的發展相當有助益。從海上絲綢之路對外的通航，促使我國與歐亞國家的交流

也逐步興起；嗣後，到明朝「鄭和七下西洋」，達到海上絲路的頂峰，不僅宣揚

了國威也融合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深厚歷史情誼。 

（3）西方絲路歷史： 

西元前522年至486年波斯帝國（今日之伊朗）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也是波

斯帝國達到鼎盛時期（時值春秋戰國時期），其疆土已達中國帕米爾高原以西的

噴赤河和瓦罕之路一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這

一時期波斯帝國成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樞紐；即為最早之「絲綢之路」；

由此北接中亞地區，東接印度，西接歐非地區。 

在對外貿易方面，海路經波斯灣可達印度和阿拉伯半島，陸路與東亞、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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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歐洲聯接，著名的「絲綢之路」的西部終點便是「安條克」1。西元前138年到

前119年時至羅馬帝國；漢武帝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並通過絲綢之路間接同羅

馬展開貿易；東漢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但僅到達波斯灣一帶便無功而返；而西

元166年安東尼王朝派出使臣到達漢都洛陽，並送上犀角等禮物，東方和西方已

有緊密的交往。除了相互訪問，也推動了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 

2、攻錯的他山之石： 

（1）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2011 年 7 月由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印度清奈（Chenni）參加第二次

美印戰略對話期間，首次提出「新絲綢之路戰略」。同年 10 月，美國國務院致

電美國駐有關國家的大使館，要求將美國的中亞、南亞政策統一命名為「新絲綢

之路戰略」，並成為美國的正式官方政策。「新絲綢之路戰略」主要是針對在阿

富汗戰爭之後，為保障阿富汗能有穩定和發展的過渡時期而設計的，同時也是美

國實質性主導地區戰略的象徵。（趙華勝，2013）隨後，「新絲綢之路」計畫就

被置入國際議事日程。2011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期間召開的「新絲綢之路」部長

級會議、11 月的伊斯坦堡會議、12 月的波恩會議，以及 2012 年 5 月的美國芝加

哥北約峰會，顯見美國對「新絲綢之路」計畫的重視程度。（吳兆禮，2012） 

然而，計畫雖然存在，但有關於「新絲綢之路戰略」的詳細規劃卻含糊不清。

故多數學者認為它只是一個宏觀的想法，不是一個周延的戰略，更不是具體的政

府政策。新絲綢之路戰略雖然是美國提出的構想，但既不是在美國本土實施，美

國也無法獲得實質的經濟利益，故僅是一項宏大的區域性計畫，美國並沒有相關

的完整配套計畫。 

（2）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 

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戰略學家麥金德認為：歐亞非並非分隔的三個洲，而應

該是一個完整的大洲，他定名為「世界島」，而中亞地區即是世界島的「心臟地

區」，並有「歐亞大陸的巴爾幹」之稱。故誰控制了中亞，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

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中亞不僅地處歐亞大陸樞紐的戰略地位，

又具有豐富的礦產、天然氣及石油等自然資源。所以日本在中亞的戰略佈局與國

家利益的維護上，均有相當程度的關注。1997年7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提出

以改善日俄關係為核心的「歐亞外交」之同時，也提出發展對中亞關係之「絲路

外交」，並將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統稱為「絲綢之路」。1999年日本正式提出「絲

                                                     
1 安條克公國（存在於 1098 年~1268 年），亦作安提阿公國，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歐洲封建

主在亞洲所建立的一個十字軍國家。其領土包括今日之土耳其及敘利亞的各一部分，都城在西

亞著名古城安條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AD%97%E8%BB%8D%E5%9C%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8%80%B3%E5%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8%E5%88%A9%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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綢之路外交政策」。（洪銘德，2016） 

21世紀以來，日本透過頻繁的高層互訪和舉行「中亞－日本」外長會議等方

式，提升對中亞地區外交的層級，並擴展到戰略高度。雖然日本與中亞各國的外

交關係主要仍在經濟的事務上。但嗣後因國際時局的變化及日本的強大經濟實力，

特別是在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使得大國之間在中亞地區的競爭變得更加微

妙；中亞諸國也因「三大威脅勢力」2的因素而傾向美國，日本即利用「日美關

係」的推波助瀾，致使其與中亞的外交關係提升到能源、政治和軍事安全等領域，

但其主要目的不外有四：A、獲取中亞地區的能源資源及市場；B、累積國際政

治資源以期進入安理會任常任理事國；C、牽制中俄在該地區的發展；D、協助

國際反恐，並將中亞連結南亞區域建構成為「和平穩定走廊」。（林賢參，2009） 

（3）俄羅斯的「雙翼外交」： 

普京執政以後，2000 年 7 月簽署《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2000 年 11

月 8 日，普京發表了「俄羅斯：東方的前景」一文，對俄羅斯在亞歐之間的戰略

有非常深入的說明。普京的「雙翼外交」，是源自於葉爾欽「雙頭鷹外交」的發

展，藉由西歐和東方雙向的合作關係，以圖建立穩定的戰略大後方。普京外交以

鞏固獨聯體為依託，推行平衡東西方的「雙翼外交」，其調整對外政策的基本原

因包括：對抗美國推行的單極世界、參加東北亞經濟一體化加速開發東部地區、

消除與亞洲鄰國緊張不安的環境，營造和平穩定的發展契機、鞏固中俄戰略協作

夥伴，實現兩國共同發展。（趙立枝，2001）在戰略佈局方面，俄羅斯要連接歐

洲與東亞之間經濟、金融、文化資訊和文明空間的功能。並積極加入「東協+3」、

「東北亞+俄羅斯」、「獨聯體(獨立國協)+亞洲」等次區域組織，以此為契機提

高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宋魁，2007） 

從區域經濟合作開發角度觀之，俄羅斯早就有「圖門江開發計畫」（Tumen 

River Development Program），說明俄羅斯有與中國、日本、南北韓、蒙古等國家

進行建設跨國的經濟發展區的傾向，然由於俄羅斯的經濟條件不佳，而進行緩慢，

但仍是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合作框架的催化劑。俄羅斯學者阿德米金和潔巴耶娃

認為：「將遠東地區建設為俄羅斯亞太經濟戰略的樞紐中心，並透過與東北亞國

家廣泛的合作是符合俄羅斯經濟戰略的發展。」（轉引自王奕超，2010） 

綜上所述，列一簡表做比較，如下： 

 

 

                                                     
2 中亞三大勢力又稱為中亞三大威脅，它包括：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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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美日俄之絲綢之路戰略比較表： 

 目的 計畫作為 支援 國際合作 優點 缺失 

美國 

新絲

綢之

路戰

略 

1.取得中亞

控權 

2.圍堵中俄

勢力 

3.主導地區

戰略 

4.地緣政治

經濟 

1.擺上國際

議程 

2.軟硬體的

共建 

3.官方政策

標誌 

 

1.需要國際

支援 

2.根植歷史

背景 

1.聯合國部

長會 

2.伊斯坦堡

會議 

3.北約高峰

會議 

1.引發國際

支持 

2.主導區域

政經 

3.軟硬體兼

具 

1.流於形式 

2.目標狹隘 

3.財政不足 

日本 

絲綢

之路

外交 

1.獲取貿易

能源 

2.抵制中俄

勢力 

3.累積政治

資源 

4.拓展區域

市場 

1.頻繁高層

互訪 

2.金援與價

購 

3.反恐名目

建聯 

4.培養親日

國家 

1.亞洲開發

銀行 

2.日本援外

基金 

1.以美國為

馬首 

2.建立中亞

關係 

1.金援機構

支持 

2.反恐建聯 

3.中亞和東

南亞 

雙線並行 

1.特重己利 

2.授之以魚 

3.缺乏創新 

俄羅

斯 

雙翼

外交 

1.穩定戰略

後方 

2.提高經濟

發展 

3.對抗美國

霸權 

4.營造發展

契機 

1.加入區域

組織 

2.雙翼外交

作為 

3.制定吸引

政策 

4.發揮地緣

優勢 

1.自然資源

優勢 

2.地緣交通

優勢 

1.與印度及

金磚五國

為基礎 

2.建構第三

勢力 

1.雙翼並行

戰略 

2.以強大軍

力為後盾

，迴避外

界壓力 

1.無財政支

援計畫 

2.無具體發

展戰略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在時序上，中國大陸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時間最晚，也就是說，中國大

陸有足夠的學習經驗，參酌美、日、俄所實施的「絲綢之路」戰略的優缺點，故

訂定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思想主軸包括：共生共榮、互利共贏、先義後利

的義利觀；建構五通、六經濟帶、雙圈兩線的戰略佈局；創亞投行、絲路基金、

奠定財政的後續支持；引進來、走出去、內外兼顧己利而立人的思維。 

（二）現實的需要 

1、國際發展趨勢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不同於以往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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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作用與能力，已大為降低，反而是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世界經濟

的迴圈（Circular Economy）也從傳統的單一生態經濟體系迴圈，變成以中國為

樞紐點，結合發達的歐洲國家與發展中的亞、非、拉美等國家，形成一種「雙環

流」的體系。（張輝，2016）「一帶一路」戰略就是建構新的兩圈兩線的全球價

值雙環流結構的新趨勢。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向世界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中國

未來的工作重心，更是資本市場今後持續的熱點。（宋清輝，2016）特別是人民

幣國際化的趨勢，資本市場的霸權世代已漸沒落；而經濟全球化的深層發展，自

然會導致國家利益的外溢效應不斷擴大，最終將演變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局

面，由此帶來的各種危機迫使人們不得不思考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整體性、系統性

和結構性，不得不改變相互孤立的狀態，通過倡導「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

體」、「命運共同體」三位一體的包容性塑造理念，此種共生的概念趨勢，將會

是未來發展的主流。（金應忠，2015）中共十八大報告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為當代國際關係的重要議程，將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同步進行，是中共「十

八大」提出的經濟建設根本方針，也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指導原則。（郁立強，

2015） 

2、經濟持續發展 

（1）經濟的結構性改革與消除庫存： 

自 2007 年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推展，中國大陸經濟過熱與擴張達到極致，不

僅暴露出其結構性的矛盾，也產生產能過剩的泡沫風險，故進行經濟產業的調整

及另闢出路乃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2013 年習近平宣佈推廣「一帶一路」戰略，

其重要因素之一即是為過剩的產業尋覓出路；至 2015 年 12 月，中共「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要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

側結構性的改革，以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投資的效能性，以增強經

濟持續增長的動力。（魏艾，2016） 

（2）開發大西部與走出去戰略延伸： 

中共「十三五」規劃強調要優化發展空間佈局、加快開發西部和平衡地區發展。

「一帶一路」與西部大開發兩個內外「安全—經濟」佈局相連結，形成連結內外、

向西傾斜、劍指歐亞大陸的新格局。（高虎城，2014）然而，西部具有承東啟西

的地理優勢，西部一向是中國面向中亞、南亞、西亞國家的重要通道。（水志偉，

2016） 

「一帶一路」乃承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為中國大陸提出了向西、向南開發

的方向，而這些地區，不論是中亞或是東南亞，都是新興發展中國家，而「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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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戰略為彼此都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因此要利用這一巨大的資源平台，建

立中國的能源戰略基地。在「一帶一路」的時代大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將會

成為新趨勢。（楊宜勇，2016） 

3、能源安全需求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相對應經濟高速成長的能源需求亦快速增

加，能源安全問題除了內部政策、消耗結構性及環保等問題外，最主要的即是來

源與安全運輸問題。如今中國大陸石油進口量已位於世界第二，意味著中國大陸

對外的石油依存度將越來越高，這將會造成在國家安全、經濟發展上受到制約與

威脅。 

「一帶一路」戰略乃配合國家內部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等因素的變化需要；

能源安全考量，乃成為戰略規劃的重要指標之一。中亞地區的能源與自然資源非

常豐富，中國大陸據地緣位置優勢，不論在政治經濟都與中亞五國可形成互補，

又有文化淵源，故由能源安全的需求倒逼絲路經濟帶的建構成形。 

4、外界圍堵壓力 

中國崛起的事實自然會給單一霸權的美國造成威脅，對周邊大國產生壓力，

盡管中國大陸一再強調「永不稱霸」、「和平崛起」，但是在現實攻勢主義的思

維推動下，在經濟事務中，美國藉強大的經濟力制衡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同時

配合「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的戰略佈局。2013 年，美國促動日本

加入「美國與東協擴大經濟合作倡議」，擴大與東亞經濟體的合作，達到完全圍

堵的佈局。在中亞方向，美國主導「新絲綢之路」計劃，防堵中國介入中亞地區

事務。此外，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戰略」（Pivot to Asia）擴大及加固「第一島

鏈」，通過封鎖鏈，扼守海上戰略要道，阻撓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張茉楠，

2015） 

「制衡中國」是美國 21 世紀的大戰略目標，其針對中共的「反介入與拒止」

戰略而推出的「海空一體戰」，在南海方面，以維護航行自由的說法暗中挑起越、

菲等國聲索主權事件、杯葛中國大陸建島事件，強化南海聯合軍演等；東北亞方

面，在韓國建立薩德反飛彈系統，鼓勵日本修憲等；另在南亞方面，強化與印度

澳洲等國的防務合作等，無一不是針對圍堵中國大陸的作為。（張登及，2014） 

5、麻六甲的困境 

隨著經濟的成長中國對石油的依賴越來越深，目前中國大陸乃世界上最大的石

油進口國，而海上運輸線就是中國取得石油進口最重要的管道，超過 70%以上的石

油是經由麻六甲海峽運送中國，故麻六甲海峽可謂是中國海上石油的生命線。對

這條水道的過度依賴，給中國的能源安全帶來重大的潛在威脅；誰控制了麻六甲

海峽，誰就扼制住了中國的能源通道。然而這條由中東，經波斯灣、阿拉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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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穿越麻六甲海峽到達中國的航線卻是不安全的，中間存在著全世界最頻繁

的海盜攻擊、恐怖活動以及大國之間的政治角力，再加上麻六甲海峽全長約 1080

公里，在地理上的狹窄性（最狹處僅 2.8 公里）和難以替代，加深了運輸線在安

全上的風險。一旦發生戰爭，海峽很容易被控制，只要利用海上通道，都必然曝

露在美國第五及第七艦隊的監控之下。（林文隆，2009） 

這些問題都可能造成運輸線的中斷，一旦這條海上生命線中斷中國將馬上面

臨石油短缺的困境，石油的缺乏將造成中國經濟發展發生問題以及社會動亂，也

將進一步造成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遭受質疑。因此中國希望透過「珍珠鏈戰

略」在運輸線所經過的沿岸建立據點並同這些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以保證航

行及運輸安全。（林子超，2014） 

6、反恐安全需要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的影響，「疆獨」問題日益被國際化。

東突勢力策動疆獨發起多起恐怖攻擊事件，已對中國內政、外交產生安全隱憂，

尤其是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進程及成效，均構成重大的制約。（馬麗蓉，

2015）中共主張，剷除恐怖主義應該在「緩和地區及國際緊張局勢、消除貧困和

加強反恐合作」三個方面同時展開。中亞地區一直是中、美、俄三個大國極力爭

取的戰略要地，歷史因素導致中亞地區民族構成複雜，宗教派別矛盾突出，再加

上經濟發展滯後，社會問題叢生；特別成了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

和國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滋生的溫床，是中亞地區動盪之源，「三股勢力威脅論」

是中國政府基本的反恐論述。 

當今，「三股勢力」已成為中亞地區內部安全的隱患；在這種環境下，中國

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加強與中亞、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安全領域的

合作，穩定各國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建立地區反恐合作，具有潛在的戰略意義。

（馬建光、張超、孫冉，2014）對中國而言，「中亞地區」不僅是絲綢之路經濟

帶戰略構想的重要樞紐，西北邊疆戰略穩定的安全屏障，更是推進經貿、能源合

作的戰略夥伴。（侍建宇，2010）隨著中國加大投資中亞地區的輸油、氣管線，

鐵公路以及邊境貿易區，一切都在漸進的發生變化。 

二、一帶一路的意涵 

（一）深蘊的文化 

「一帶一路」戰略之所以會受到各國的歡迎，不僅是因為它能給各方帶

來實質的經濟發展項目，更是因為它涵蓋了人心、文化、制度、宗教等精神

層面的訴求，故能成為引起共鳴；從本質上而言，一帶一路包含了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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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頂層思維，演繹出「中國風」、「人文情」、「潮流感」、「國際範」的精緻劇

本，它代表了中華文化的高尚與復興。（趙磊，2015） 

中國正在重新設計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合併了陸上與海上的雙路線，它將

建構歐、亞、非之間的新政治文化紐帶。中國正積極推動「一路一帶」建設，這

是彰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戰略舉措。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標是打造政治互信、經

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實現這一目標只能

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通過發揮軟實力全方位

地推進務實合作。（趙廣成，2016） 

「一帶一路」戰略將成為當代世界和平發展新的增長點，為世界經濟增長注

入新的動力，尤其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古代絲綢之路源遠流長，延續數千年，傳

承的是堅韌不拔的毅力、相互鑒賞的態度，並在優勢互補的交往聯繫中提升各國

人民的福祉的精神。這種親和力和精神在相關國家民眾的歷史記憶中歷久彌新，

是當代共建「一帶一路」的民心基礎、動力源泉，這也成為相關國家追求共同夢

想的歷史依據。（金應忠，2015） 

（二）理論的創新 

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戰略，這種以合作模式為主軸的和平發展、互利

共贏的規劃，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國際合作模式。「一帶一路」的合作模式與現

有的各種模式都不相同，它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和機制，而是一個開放網路和空

間，它是各國家間一種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經濟夥伴關係，既超越了傳統的華

夷之辨，也超越了近代「中心－邊緣」的分野，是國際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種政

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新模式。（張弛、張曙光，2016）「一帶一路」

戰略是，立足和依託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以兩圈兩線的經濟迴圈模式，構建區

域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溝通和連接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形成國際經濟

一體化發展的新態勢和新格局。 

「一帶一路」戰略是超越時空的，既有古絲路的精神，又有超越近代的國際

關係理論，體現在：1.理念革新：包括共商、共建、共用；2.理論創新：經濟發

展理論、區域合作理論、全球化理論；3.方式嶄新：依託既有的多邊機制、區域

合作平臺，主動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是以「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

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王義桅，2015） 

另在地緣戰略理論上的突破與創新，「一帶一路」將形成陸海統籌的經濟迴

圈。「一帶一路」打破了長期以來「陸權」和「海權」分立的格局，推動形成一

個歐亞大陸與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全面連接、陸海一體的地緣空間格局。（張

茉楠，2015）尤其「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形成一批縱橫交錯、互相連接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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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格局，緩解內陸國家的地理空間劣勢，破除不靠海的制約條件。例如中巴經

濟走廊的設計建設，除了打開了中國西部不靠海的制約，同時也開啟了中亞地區

外接印度洋和非洲的通路，推動形成具有跨國境要素整合能力、市場輻射能力的

區域産業發展新佈局。 

（三）完善的規劃 

「一帶一路」戰略就是要透過非常完善的規劃，將中國巨大的經濟優勢，轉

變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然後再反饋提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進而維繫

中國大陸內部社會的安全與穩定。中國的成功發展模式，是通過大力推動基礎建

設來拉動實體經濟，然而「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馬歇爾計畫」，不是中國的

對外援助計畫進而取得的霸權地位。中國向外輸出的，並不僅僅是資金和產能，

更重要的是其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完善規劃方面，中東歐在聯接歐亞市場、推動中歐合作上將發揮一定的作

用。中國和中東歐合作，可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積極推動力量。但其

方式上存在不同的路徑選擇，如「分步推進」、「通道建設」和「東西並舉」，

這三種不同模式的開發進程，將直接影響到中東歐發揮作用的內容和方式，故應

有客觀詳盡的評估。（劉作奎，2014） 

（四）深遠的佈局 

「一帶一路」不是一個短期、局部的國家發展戰略，這是一個永續的戰略計

畫，也有學者認為至少要跨越 20-30 年的大戰略計畫；（林坤達，2015）涵蓋的

區域從中國大陸為起點包括歐、亞、非，甚至擴及到全世界。換言之，「一帶一

路」戰略是一個跨地區、具有全球視野的全域性大戰略計劃；在戰略高度上，它

不僅是一個高層次、全方位的宏大戰略，更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戰略。在作為

上，它不僅是一個與相關各國共同打造互利共贏的「命運共同體」，需要以更加

宏大的視角思考其戰略發展前景，它更是一個承載著全面開放、統籌發展、民族

復興的總體目標和崇高使命大戰略。（張茉楠，2015） 

有鑑於此，「一帶一路」實施推進過程中，近期目標是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

的共建和互聯互通，提高沿線 65 個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標是

打造中國與東協、中亞、非洲東海岸和拉美地區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

易區，並建立自貿合作機制；遠期目標是建構中亞、南亞、西亞、歐洲、非洲、

拉美地區的自由貿易區群，搭建全方位貿易服務平臺，帶動全產業鏈和跨行業投

資體系的大發展。（張睿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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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帶一路戰略的思維與佈局 

中共「一帶一路」的建設，可視為是一項具有深厚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國際化

戰略，因「一帶一路」強調的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

其間包含著重要的文化內涵和現實意義。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主張「和為貴」，

孔子提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老子強調「不以兵強於天下」，體現

了和平友好的大國風範；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秉承「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

與人，己愈多」的胸懷，將自身利益與世界共同利益有機結合起來。當前「一帶

一路」領唱者是中國，但合唱者是沿線的各國；故中國堅持正確義利觀，積極承

擔國際責任，保持既有理又有禮的大國風度，塑造溫和而自信的國際形象。（邢

麗菊，2017） 

一、一帶一路戰略的思維 

「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中國大陸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戰略思維的重點，中國

的發展必須融入全球化的方向。事實證明經濟的全球化是沒法阻擋的，中國的發

展必須要用全球的資源和市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很大

的資金，而中國是一個有擁有資金而且市場非常大的經濟體，故新興市場和發展

中國家形成了相互需要的生命共同體。（李若穀，2015）可見「一帶一路」戰略

不是一個僅僅服務於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而是一種旨在實現共贏、體現中國大

國責任的整體設計。「堅持共商、共建、共用」、「積極推進與沿線國家發展戰

略的相互對接」，才是「一帶一路」戰略高度的指導方向。（薛力，2015） 

（一）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同步進行」的政策，這是經濟

建設的根本方針，也是對外合作的指導原則。基於共同的意識與看法，目前中國

大陸所推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哈薩克斯坦的國家發展戰略「哈薩克—2050」

可以完全相對接，共同建設。中國現代農業亦可藉此走向中亞，帶動國內相關產

業和西部地區發展，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打開局面；中國參與中亞農業現代化

和鹹海治理，是凝聚共識、形成合力的舉措。此間，節水農業、生態農業、可再

生能源等將一併得到開發。這將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淨化樞紐環境，為其向西

延伸提供支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成一條綠色經濟帶的穩固基礎。易言之，一

個友好、穩定和發展的中亞將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向西延伸的促進元素，同時也將

為中國提供地緣安全和戰略縱深。尤其中國曾以中亞的「油氣戰略機遇」，推動

古絲綢之路發展為現代的能源通道，並催生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如能及時把握當

http://www.news.cn/silkroa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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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機遇，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成綠色經濟帶，將使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可持續

發展」的方式長久惠及中亞、中國和全世界。（徐海燕，2014） 

（二）先義後利的思想主軸 

「義利之辨」乃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議題之一；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

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3
2013

年習近平在訪問非洲時，首次提出要堅持「正確義利觀」，並將這一重要外交思

想貫徹於此後的中國外交之中；「義利觀」豐富了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價值體系，

為開創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論指導，成為新

時期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習近平，2016） 

中國大陸建構「一帶一路」的規劃，乃中國實施區域戰略的橋，然為增強「一

帶一路」戰略的推廣，中國大陸便提出兩個承諾：一是中國「義利觀」，二是承

諾提供更多的公共財。（王逸舟，2014）是故，將「義利觀」應用於「一帶一路」

戰略，以「義利觀」為基礎，是中國致力於打造與周邊國家成為一「命運共同體」，

深化與周邊國家建構互利合作和互聯互通。對中國長期友好而自身發展任務艱巨

的周邊國家，中國更多地考慮到對方利益，開展合作時更注意多予少取，主張絕

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之事。（蘇曉暉，2015） 

（三）反對霸權的誠信態度 

中國崛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定會產生威脅，按照霸權穩定論的說法，中美之

間的關係是不會和諧順遂的，預期未來的競爭甚至摩擦將會更加突出。近年來，

美國在亞太地區實施「離岸平衡」戰略，日韓等同盟國是其戰略的重要依託。另

「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美國針對中國的一種冷戰思維遏止戰略，此一戰略的實施，

勢必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弱化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使中國周邊

安全環境更趨複雜，面臨更多的挑戰。（張學昆，2017）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是促進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首要外部因素，所謂「亞太再

平衡」就是平衡中國的崛起。次要外部因素是周邊國家如何看待中國崛起，而在

崛起過程中需要克服的體系壓力是「中國責任論」，這個壓力不只來自已開發國

家，還有開發中國家要求的安全保障提供。（閻學通，2014）曹筱陽指出美國智

庫研析「一帶一路」的意圖，有三種看法：其一，中國試圖利用其經濟力量實現

大國崛起的對外政策目標；其二，這是平衡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是對美國再平衡

戰略的對沖。其三，在於穩定因海洋問題而惡化的周邊安全環境，改善與周邊國

家的關係。然而，亞投行的創設更讓美國產生疑慮，咸認中國主導這一體系，將

會擴大其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即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下降。

                                                     
3《論語•季氏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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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三大地緣經濟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不可避免地存在戰略利益的重合與

碰撞。（曹筱陽，2016） 

「一帶一路」所面臨的挑戰，不是美日的一切戰略動作，這既考驗中國一體

兩翼的硬實力，也考驗中華文化的軟實力，更考驗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社網

評論，2016）此外，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上，要真誠地克服一切的阻礙和政治

意識形態的分歧，甚至中華尊榮再復興的優越感，以誠信的民族精神和道德高度

來彌平外界的疑慮。「一帶一路」是迄今中國在世界上最全面、最有力的一次尊

榮再現，它也是對中華文化發展的新建構、新考驗，更是中華文明精神和形象的

一次新的打造和考驗。（閻敏華，2016） 

（四）授之以漁的睦鄰分享 

中國的和平崛起，特別是經濟上的成就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如從軟實力的角

度，探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方針乃堅持與鄰為善、

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凸顯 2013 年 10 月 25 日，習近平在中國周

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親、誠、惠、容」理念。讓周邊國家得益於中國的

發展，使中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

合國力不斷提高，中國將繼續為鄰邦發展提供應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

助。（仇華飛、方雅靜，2015） 

「一帶一路」戰略的本質特徵是「真誠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發

展、互利共贏」。除此之外，其所強調的就是「五通三同」，所謂的三同，就是「責

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共同體」體現的含意就是：「真」、

「實」、「親」、「誠」。共同發展體現的就是「授人以漁」。為了中國的持續發展，

也為了和鄰邦合作共建，分享「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外溢效果和中國的成功經

驗，以達互利共贏的目標，中國大陸要做的不是僅「授之以魚」，而且還要「授

之以漁」。 

（五）經濟文化的相互尊重 

具體而言，只有同時實現經濟收益與文化收益，才是中共想要的，能夠贏得

國際社會尊重的「一帶一路」產品。換句話說「一帶一路」的受歡迎，不僅因為

它是一個給各方帶來實惠的經濟事件，更因為它能夠成為一個引起共鳴的文化事

件。（趙磊，2015） 

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對全球經濟及國際秩序是有決對的助益，

除了需要文化和經濟的結合，還需要金融領域的互聯互通。這是因為「一帶一路」

不僅要能給各國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好處，又要有文化，產生影響力，還需要金

融領域的互聯互通。隨網際網路迅速發展衍生出金融科技，帶來了新的金融產品，

綠色金融的發展也成大勢所趨，當前，中國在金融科技及綠色金融領域已走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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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中國製定和完善國際新金融規則，在金融監管制度、監管框架、法律框架等

方面加強對金融科技、綠色金融等的監管、引導，使之完善治理的新需要，這是

「一帶一路」的文化+經濟+金融的強大誘因。（梁海明，2016） 

（六）五通思維為戰略基礎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所涵蓋的區域是非常廣泛的，不僅包括著種族、

文化、政策、宗教、思維等等均有所差異。整體而言，「一帶一路」首要的思維

就是建立「通」的戰略，以推動實現區域內「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

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通為戰略重點，促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建立，這個「五

通」是統一體，缺一不可。 

其次，「一帶一路」涉及面廣、領域眾多，需要集多方智慧，建立全方位政

策溝通體系；但目前多以高層領導正式訪問為主，後續應著眼於多層化政策溝通

機制，通過建立縱橫交錯的立體化溝通網路，是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利益

匯合點的關鍵。（王繼民，2016）然而，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沿線國家裡，存

在著歷史遺留的領土糾紛、宗教矛盾和部族衝突。爾後如何規避這些矛盾，是實

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必須面對的極端狀態，以及預防和管控地緣政治矛盾直接

影響著「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五通三同」。（張弘，2016） 

（七）王道天下的戰略思想 

「一帶一路」戰略強調的是依託古絲路的精神，加上現時代的元素；所謂古

絲路的精神，即是「和合、仁愛、協和、互惠、和平、包容」，所隱喻的就是王

道的天下思維。「一帶一路」的戰略思想必須走「道義現實主義」路線，以提高

戰略信用為目標，爭取更多盟友，實現民族復興。此外，「道義現實主義」根植

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結合全球化時代特殊性。所以應行王道思想，即道義和

物質國力一樣重要，是以仁、義、禮為思想指導。這三個概念，用現代語彙表示

即是「公平、正義、文明」，並用「仁、義、禮」取代現行的「平等、自由、民

主」，建立責、權相等的國際秩序和價值。（閻學通，2014） 

對國際社會而言，絲綢之路的概念具有共用性，沒有排他性，此即是天下觀

的思維。（馬麗蓉，2015）再加上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了

「一帶」，2013 年 10 月訪問印尼、馬來西亞時提出了「一路」；這些都是穆斯林

的國家。當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最積極響應的也是穆斯林國家；「一帶

一路」倡議的提出，其思路與「天下體系」有相通之處。  

二、一帶一路戰略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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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 2013 年 9 月、10 月，分別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從佈局上來看，

「一帶一路」戰略是以「歐亞第一、二大陸橋」和「泛亞鐵公路體系規劃」為基

礎。（保羅，2012）從時序上來看，歐亞第一、二大陸橋分別於 1971 年 1992 年

即開始營運；泛亞鐵路網於 2006 年，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在印尼雅加答

開會，通過了「泛亞鐵路網政府間協議」，由中共負責規劃。從經驗上來看，美、

俄、日等國分別規劃所謂絲路的戰略計劃，美國於 2011 年提出「新絲綢之路戰

略」、日本於 1999 年提出「絲路外交戰略」、俄羅斯於 2000 年提出「雙翼外交戰

略」。可以做出的簡單結論是，中國大陸所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運用了所有

可用的資源，吸收了所有優劣的經驗，評估了自己的實力，掌握了自己最優勢的

條件，做出了最完善的規劃與佈局。 

隨著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一系列組合拳的使用，使周邊國家

甚至西方國家開始熱議互聯互通、經貿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熱門話語。

（趙磊，2015）中共在「一帶一路」的佈局可謂非常的縝密與周延，「一帶一路」

強調的主軸是藉基礎建設以提高經濟發展，進而產生中國的影響力；但「一帶一

路」戰略是以對接地主國的發展計劃為主，而沿途的國家均屬貧困的發展中國家，

沒有這麼大的財力支援，故如何以既有的設施為主要考量，就變得非常重要，除

了可以省錢、省時、也可省掉改變地貌所帶來的麻煩；如何建構涵蓋整個「一帶

一路」區域的網絡，其中包括了，「書同文（網際網路）的概念、車同軌（高鐵）

的概念、心相連（文化）的概念、錢相通（亞投行）的概念、政相挺（區域組織）」

的概念等，分述於後： 

（一）五大戰略方向 

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三大戰略方向，一是波羅的海方向（中國經中亞、俄羅

斯至歐洲），一是波斯灣方向（中國經中亞、西亞至中東、地中海），一是印度

洋方向（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這三條路線基本上是以亞歐第二大陸

橋為基底，事實上亞歐第二大陸橋早已於 1990 年開通，並於 1992 年 12 月 1 日

已開始營運，嗣後，配合一帶一路建設及各國的需要，中國重建，並於 2011 年

10 月，重慶發出第一班橫跨歐亞的「渝新歐」國際貨運班列(重慶至德國杜伊斯

堡)。 

2012 年 10 月，武漢發出了第一趟「漢新歐」貨運專列(武漢至捷克布拉格)。

2013 年 4 月，成都開行了通往波蘭的貨運班列「蓉歐快鐵」(成都至波蘭羅茲)。

2013 年 7 月，由鄭州開行了前往德國的「鄭新歐」貨運班列(鄭州至德國漢堡)，

一帶的骨架基本上算是完成。2017 年 1 月 18 日，中歐列車首班車由浙江義烏通

往英國倫敦；4 月 10 日，則由英國倫敦通往浙江義烏，建立中歐班列往返的運

輸。而相較海運、空運，鐵路更具競爭力，最重要的是：1.可改變中國對外貿易

http://country.huanqiu.com/india
http://country.huanqiu.com/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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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過度依賴海運的狀況，為貨物運輸和能源運輸的多元化創造條件。2.同時這

些通道的運營，為推進中東歐參與絲路建設奠定了基礎。3.連通歐亞兩大板塊市

場。 

另外，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兩大方向，印度洋方向（從中國沿海港口過

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和南太平洋方向（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

洋），提出要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能源資源區塊、重點

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與涉及到的沿線國家共同打造六大國際合作經濟走廊，

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支撐；海上與沿線國家共同建設一些海上支點，這些走廊

和這些支點逐步形成之後意味著「一帶一路」的大體規模基本成型；（歐曉理，

2016）冀以交通為骨幹，以五通為經絡，落實五大戰略方向。 

（二）六大經濟走廊 

「經濟帶」概念是「一帶一路」戰略非常突出的亮點之一，是對地區經濟合

作模式的創新，含有高度戰略意涵與價值。六大經濟走廊包括：中俄蒙經濟走廊、

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國—

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等。總體而言，經濟走廊係以經濟高速增長為軸心帶，向周邊

輻射擴散，此舉超越了傳統經濟學的發展理論。此一經濟發展模式的要點，即在

於平等的共襄盛舉協同推進原則，發揚古絲綢之路相容並蓄的精神。 

六大經濟走廊之間既是相互競爭，也是互補的關係，需要明確六大走廊推進

的方向和各自發展重點，以實現協調並進的目的。（林民旺，2015）例如，中巴

經濟走廊連結的兩端，從新疆的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已於 2016 年 11 月

13 日正式通車，其帶動的不僅是巴基斯坦的經濟利益更啟動了中亞部分國家的

出海口、新疆等西部地區的海上商業通道等，中巴經濟走廊把「世界島」的中心

和「世界洋」的中心聯結在一起，打通了巴基斯坦沿海地區和北部比較落後地區，

同時也改變了全球經濟的南北佈局。 

（三）鐵路發展戰略 

正所謂「要想富，先修路」，「一帶一路」強調的基礎建設需要交通道路的互

聯互通，這促進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契機，也為中國高鐵外交的開展

注入了內動力。而沿線國家的強烈需求更為中國高鐵外交的推行提供了外推力。

（施張兵，2016）自從 2009 年中國提出高鐵走出去戰略之後，三條洲際高鐵的

構思就慢慢成真：中亞高鐵、歐亞高鐵和泛亞高鐵，這三條高鐵將整個歐亞大陸

連成一體。既有跨越歐亞大陸的高鐵網，下一步自然就是以順暢的交通推動國際

貿易；於是中國於 2013 年推出「一帶一路」的戰略，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振興歐

亞大陸經濟的催化劑；通過「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計畫，再提升經濟發展，為

達集資融資的目的，遂於 2014 年成立亞投行，這就是高鐵網衍生出來的。（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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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16） 

高鐵被稱為中共的國家名片，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

的重中之重。中共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中，特別強調互聯互通的戰略佈署；

謀劃中鋪設的三條貫通歐亞及東南亞的大通道，皆已付諸實現中；縱貫東南亞，

直達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通道；而提出的深化「一帶一路」的戰略佈署，除美

洲外，其他鐵路合作幾乎全部與此相關。 

中共高鐵「走出去」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建設理念不謀而合，同時藉此

戰略亦有利促進「一帶一路」戰略的互聯互通；經由中國高鐵「走出去」戰略聯

通東亞地區、歐洲、俄羅斯、中東等四大地緣經濟板塊，促使經濟一體化進程相

互依存的作用。（陳安娜，2015） 

由此可見，中共高鐵走出去戰略對其而言，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不僅能夠

帶動經濟發展，而且還是中國政府推動國際戰略的重要工具。其包括：1、高鐵

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2、高鐵可以為中國帶來一個陸權戰略，造就

中國成為既是一個海權大國，也是一個陸權大國；3、高鐵將為中國建立一個全

球戰略的對沖態勢。（高柏，2012） 

（四）金融戰略支撐 

「一帶一路」構想橫跨歐亞經濟帶，如何在如此廣大的範圍和空間內，更好

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實現地區經濟的優勢互補？配套資金的來源及使用頗為

關鍵。而大陸力推的「一帶一路」戰略佈局，在走向國際的同時所產生巨大的經

濟效應，已讓西方開發國家爭相加入，搶分一杯羹。根據研究，「一帶一路」戰

略將涵蓋 26 個國家及地區的 44 億人口，這個堪稱全世界最長的經濟走廊，預計

產生 21 兆美元的經濟成果。（戴慧瑀，2015）如此豐厚的利潤，自然使人趨之若

鶩。 

2013 年 10 月，習近平提出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倡議，並於 2014

年 10 月 24 日，包括中共、印度、新加坡等首批 21 個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政部

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5 年 3 月

12 日，英國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首個申請加入的西方國家。4 月 15 日，

隨著法國、德國、義大利、韓國、俄羅斯、澳洲、挪威、南非、波蘭等國的先後

加入，已經有 57 個國家成為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至 2017 年 5 月止，其成

員國已有 77 國。4
 

「亞投行」，提供一帶一路建設資金，補足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對基礎設施融

資之不足。倘若「亞投行」能夠充分提供公路建設所需資金，進而改善區域內交

                                                     
4 參閱亞投行官網，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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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運輸基礎設施之不足，將有助於帶動區域內經貿發展，促進全球產業之生產與

貿易互動，對多數國家貿易量與貿易條件有正向助益。（何福居等，2015） 

（五）天基絲路聯通 

中共提出了「天基絲路」概念，即運用太空科技，建構以衛星通信、衛星導

航、衛星遙感等應用衛星系統為主體，構成覆蓋「一帶一路」地區的民用太空基

礎設施和應用服務體系，具體來說，如衛星通信、衛星導航、大數據、雲端等，

為「一帶一路」的體系提供有力支撐。因為「一帶一路」地緣特點，「天基絲路」

可為區域安全、防災減災、交通、環境、農業和資源勘探等提供必要的支援。（何

奇松，2016） 

「天基絲路」的總體目標在建立共建、共享、共用的開放合作機制，構建覆

蓋「一帶一路」體系，完備技術先進、互聯互通，由衛星通信、衛星導航、衛星

遙感等應用衛星系統為主體，構成的民用空間基礎設施體系，為「一帶一路」經

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王莉，2015） 

（六）聯動區域組織 

歐亞大陸經濟帶中涵蓋 92 個國家，所成立的國際組織或是協定也很多，但

與一帶一路戰略有密切關係的，以兩個組織為重點，一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息息相

關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另一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有互動關聯的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1.RCEP：2012 年 11 月，東協+6 國家領導人共同發表，啟動 RCEP 談判的

聯合聲明尹始。RCEP 是實現東協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路徑，其成員國人口占全球

48%，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 31%，對外貿易占全球 28%，建成後將成為世界上涵

蓋人口最多、區域最廣、成員最多元、發展最具活力的自貿經濟區。然而 RCEP

各成員間經濟發展水平之差異，而且東協部分國家也面臨著政治與經濟的一系列

問題，致使 RCEP 受到阻礙。當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對東協共同體的

建設和 RCEP 均有積極的建設意義。（許寧寧，2015） 

然從國際經貿法的角度來看，RCEP 強調以東協為中心(ASEAN Centrality)，

由東協主導，以 5 個「東協+1」FTA 為基礎進一步深化整合各個 FTA，目標係

為建立一個現代化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梁銘華，2013）RCEP 的成員

均為中國周邊重要經貿夥伴，對中國實施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有絕對正面的助益。

RCEP 和海上絲路均以東協及其成員國為依託，聯動 RCEP 和海上絲綢之路，不

僅可以穩定中國外交後院，擴展中國地緣經濟利益的縱深，更可以貫通海權與陸

權，強化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且極大化拓展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空間。（孫國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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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合作組織：2001 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其原始目的乃針對反恐，肇因

於「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共同威脅。然 2008 年的

全球金融危機，使上合組織成員國經濟受挫，各國祭出反危機計劃，期盼加強經

貿與金融合作共渡難關，迄今上合組織的功能拓展成多元化。（李偉雄，2016）

上合組織（包括正式成員國，觀察員國，對話夥伴國）是唯一能夠涵蓋所有陸上

周邊國家，同時中國可以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多邊合作機制，跨區域、跨國別

的問題都可在上合機制內解決，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6）「一帶一路」建設為上合組織增添了

新的助推劑，經濟合作將增強上合組織成員間的凝聚力和國際影響力。（張曉東，

2016）上合組織會員國多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這

些國家都積極的謀求與中國展開更多的合作。（陳雨芫，2016） 

綜之，從時序上而言，「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較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上海合作組織都晚，「一帶一路」可謂是 RCEP 和 SCO 的統合者，中國大陸聲稱

不做 RCEP 的領導者由東協主持，但實質上可以算是 RCEP 和 SCO 的主導者。

其次，東協及中亞國家均屬發展中國家，財政情形都不佳，必須仰賴中國大陸；

故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背後設有亞投行，「上合組織」背後設有上合組織開

發銀行，海上絲綢之路背後設有絲路基金；都是中國大陸主導，也就是說中國間

接主導了 RCEP 和 SCO。 

肆、結論 

中共已從國際體系的邊緣走向核心地位，其一舉一動都對國際社會產生相當

程度的影響，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佈局，已對歐亞非國家的發展及國際社會的

結構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 2014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之中，深刻展現出該論述的

國家戰略地位，進而發展成為國際間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中共在南海與菲律賓及越南皆產生嚴重的領海爭議，透過財力和「一

帶一路」戰略的推行，也能調和當前在領土主權議題上的衝突性。菲律賓的轉向

就是明證。「亞投行」的設立，引起了美國摯友歐盟經濟大國的倒戈，這不僅顯

示世界多極格局的確立，美國單極霸權的勢力消褪，也顯示出「一帶一路」戰略

佈局的成功。誠如李子弋所言，中共期能以「東守」、「西進」、「北和」、「南聯」

的「一帶一路」的大戰略，跨越過二十一世紀危機挑戰的門檻。（李子弋，2014） 

中共的中心戰略思想是以安內為主軸，「一帶一路」戰略也具有安內的目的；

「一帶一路」之戰略雖以經濟為主軸，政治仍為主要目標，其涉及範圍廣泛與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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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深遠。政治與軍事上以積極的守勢戰略為主，但經濟上、文化上卻以積極的魅

力攻勢。當然中共仍必須妥善處理與周邊大國(美國與俄羅斯)、區域國家(日本與

北韓、東協國家)的關係，以防止「一帶一路」戰略可能引發的衝擊，尤其是東

南亞地區的反華情緒，或是造成中國威脅論再起的負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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