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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虎平

普遍认为，老一辈领导干部对民族的责任心、使命感要强得多，他们无

论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都在执着地践行着“位卑不敢忘忧国”“龄长无敢

忘忧民”的信条。本人也一直深为认可这种说法。最近，在拜读了《经济

日 报》原 总 编 辑 冯 并 先 生 的 新 作《“ 一 带 一 路”：全 球 发 展 的 中 国 逻 辑》之

后，更加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作为没有刚性工作任务约束的“赛乐仙”，

先生完全可以去游山玩水，去享受各种以前因为工作太忙而未曾享的福，

然 他 并 没 有 像 常 人 那 样 去“ 颐 养 天 年”，而 是 依 然 在 付 出 心 力。《“ 一 带 一

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就是先生沉下心来，梳理自己几十年的积累，

充满了启迪的一部力作。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是一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大作，

要在一篇小文章中描述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事。笔者是公共产品领域的研究

学者，从塑造全球治理的公共秩序目标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

是塑造公平、自由的世界经济新规则、新秩序的必由之路。秩序、规则本身就

是一种应当均衡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应当超越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非公

平、非真正意义上自由的非均衡“私有产品”。“一带一路”提供的新的公共产

品是中国从“打开国门”到“走出国门”转变中给世界作出的新贡献，也是中国

开始实现全面复兴、引领世界公共产品提供的一种新开端。

《“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一书中提出，国际市场秩序、国

际经济规则本身属于一种国际范围的公共产品，甚至还是一种全球性“基

本公共产品”，如果这类公共产品短缺，会使得国际贸易难以为继。近代

以来，由发达国家为主导提供的一批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使得国际贸易成

了保护西方利益的“ 利器”，这种“ 公共产品”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才

享有消费权的“俱乐部产品”。近几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世界贸易持

续走低，这与西方国家主导提供的这种公共产品不均衡、不充足、不公平

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的作者看来，习总书记提出的“一

带一路”战略，正好可以医治国际经济领域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痼疾，它的目

标就是为世界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的公共产品，使得世界经济规则更为公平公

正，经济秩序更为自由公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视角。

这本书为我们更清晰地梳理了“一带一路”的地缘结构和习近平总书记

战略提出的宏大背景，是我们进一步学习理解“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好的读

物。“一带一路”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途

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改善、新丝路体系的立体化地缘架构以及“新丝

路”体系中物质文化的互动与对流，等等，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有意义

的视角。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本厚重好读的书

■ 力 甫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集 团 旗 下 民 主 法 制 出 版 社 主 编 的 中 国 全

球 战 略 丛 书 的 第 一 本 书 ，《一 带 一 路 ：全 球 发 展 的 中 国 逻

辑》出 版 了，作 者 是 著 名 的 经 济 评 论 家 冯 并 先 生 。 中 国 全 球

战 略 丛 书 由 郑 必 坚 先 生 任 主 编，选 题 视 野 比 较 阔 大，也 是 中

国 出 版 界 一 扫“ 浮 躁 气 ”，在 努 力 向 读 者 提 供 多 种 精 神 食 粮

的 同 时 ，开 始 着 眼 于 诸 如 战 略 这 样 重 大 选 题 领 域 的 重 要 出

版 企 划。

阅读 具 有 多 种 需 求 性，所 谓“ 开 卷 有 益”是 也，但 一 些 重

大 题 材 的 书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战 略 这 样 一 个 概 念 虽 然 已 经 较

早 进 入 人 们 的 语 汇 ，甚 至 在 地 方 政 府 和 大 企 业 的 各 种 文 本

里 ，几 乎 有 种 满 天 飞 的 感 觉 ，但 真 正 谈 起 有 关 的 话 题 ，好 像

笃 定 是 个“ 小 众 话 题 ”。 在 更 大 的 范 围 里 提 及 战 略 ，也 好 像

只 有 西 方 学 者 的 原 文 与 译 著 才 有 天 生 的 话 语 权 。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误 解 。 西 方 谈 战 略，东 方 也 谈 战 略 。 战 略 是 沉 重 的，其

实 也 可 以 举 重 若 轻 。《一 带 一 路 ：全 球 发 展 的 中 国 逻 辑》论

述 的 是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的“ 一 带 一 路 ”，而“ 一 带 一 路 ”发 展

战 略 的 提 出 与 不 断 完 善 ，就 是 举 重 若 轻 的 一 种 典 范 。 据 笔

者 所 知 ，战 略 在 英 文 里 的 对 译 ，似 乎 是 of Acting，含 有 韬 略

与 策 划 的 多 层 意 思 ，并 没 有 完 全 对 等 的 词 ，因 此 无 论 是 国

事、企 业 事 或 天 下 事，都 可 以 在 战 略 层 面 上 认 真 地 讨 论 。 这

是 全 面 提 高 国 民 素 质 特 别 是 理 性 素 质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到如今，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国家

的 发 展、个 人 的 事 业，所 有 观 察 维 度 都 同 世 界 视 角 紧 密 联 在

一 起 。 换 句 话 说，身 边 事 是 重 要 的，国 家 事 天 下 事 更 是 重 要

的。中国全球战略丛书的陆续推出，满足了读者自己也未必

觉察到的“ 隐性饥饿感”，这将是这套丛书会得到读者欢迎的

最重要的一点。

写 作 这 则 小 评，《一 带 一 路：全 球 发 展 的 中 国 逻 辑》正 在

付 梓 ，我 看 到 的 是 PDF 电 子 版 ，还 没 来 得 及 细 读 ，但 作 者 的

知 识 结 构 、写 作 功 力 和 对“ 一 带 一 路 ”发 展 战 略 认 识 的 深 度

与 论 述 视 角 的 宽 度 ，是 目 前 我 所 见 到 的 有 关 材 料 所 不 能 相

比 的 。 这 确 乎 是 一 本 沉 甸 甸 却 又 相 对 好 看 的 书 ，即 使 其 中

有 那 么 多 资 料 与 数 字 ，也 有 许 多 关 于 地 缘 学 说 的 抽 象 理 论

与 评 价，读 起 来 并 不 觉 枯 燥，有 的 章 节 甚 至 还 有 引 人 入 胜 浮

想 联 翩 之 感。

《一 带 一 路 ：全 球 发 展 的 中 国 逻 辑》也 不 是 一 部 简 单 的

应 时 之 作 ，作 者 高 度 评 价 了“ 一 带 一 路 ”提 出 至 今 近 两 年

的 国 内 与 世 界 的 积 极 反 响 和 不 断 推 进 的 实 践 ，在 经 济 全 球

化 发 展 的“ 不 均 衡 ”以 及“ 跨 大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现 象 ，以 及

欧 亚 经 济 一 体 走 向 等 方 面 ，也 提 出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分 析 ，

从 而 阐 述 了“ 一 带 一 路 ”发 展 战 略 走 向 成 功 的 必 然 性 。 再

比 如“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是“ 一 带 一 路 ”的 精 髓 和 成 功 的

主 元 素 。 这 也 很 使 人 想 起 老 子 的 那 句 哲 言 ：“ 以 其 不 自

生 ，故 能 长 生 ”，这 是 中 华 的 胸 怀 ，也 是“ 一 带 一 路 ”的 历 史

胸 怀 。

研 究 古 丝 路 的 著 作 汗 牛 充 栋 ，探 讨 新 丝 路 的 文 章 也 在

不 断 出 现 。 从 古 丝 路 到 新 丝 路 ，是 中 国 与 世 界 发 展 新 的 理

论 的 回 归 与 提 升 。 这 种 回 归 与 提 升 既 受 地 缘 规 律 支 配 ，也

受 市 场 规 律 深 刻 影 响 ，能 从 这 些 重 要 的 规 律 中 透 视“ 一 带

一 路 ”的 未 来 ，同 时 鲜 明 地 指 出 西 方 地 缘 政 治 军 事 理 论 对

地 缘 经 济 发 展 的 扭 曲 。 这 是 本 书 的 一 个 亮 点 。 近 来 ，“ 一

带 一 路 ”在 引 起 更 多 共 鸣 的 同 时 ，也 不 时 出 现 一 些 另 类

“ 唱 衰 ”，如“ 一 带 一 路 ”面 临 机 遇 也 面 临 挑 战 等 等 ，意 在 放

大 某 种 信 息 ，甚 至 对 已 经 成 功 筹 备 的 亚 投 行 也 不 断 发 出 质

疑 声 。 但 哪 个 成 功 的 战 略 不 会 面 临 挑 战 呢 ? 那 无 非 是 想 否

定 丝 路 现 代 复 兴 的 历 史 走 向 和 基 于 地 缘 规 律 的 深 厚 根

基 。 有 一 次 ，笔 者 与 一 位 企 业 发 展 战 略 学 者 交 谈 ，他 说 ，

是 战 略 就 免 不 了 面 对 挑 战 ，好 战 略 有 一 个 特 征 ，一 般 人 一

听 就 懂 ，而“ 专 业 人 ”认 为 挑 战 性 较 强 ；不 中 用 的 战 略 则 是

一 般 人 听 不 懂 而“ 专 业 人 ”自 以 为 得 意 的 。“ 一 带 一 路 ”就

是 世 人 一 听 都 能 懂 都 能 共 同 力 行 的 大 战 略 。

《一 带 一 路：全 球 发 展 的 中 国 逻 辑》好 读，也 在 于 作 者 能

在 古 丝 路 与 新 丝 路 之 间 进 行 历 史 穿 梭 ，明 确 勾 勒 出 一 条 世

界 文 明 世 界 经 济 共 同 发 展 的 逻 辑 线 ，并 具 有 一 定 的 知 识

性 。 殷 切 希 望 中 国 全 球 战 略 丛 书 的 出 版 能 为 全 面 系 统 建 立

中 国 自 己 的 战 略 理 论 开 个 好 头。

“一带一路”解决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

（上接L2版）

重于自卫也长于自卫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这

也是勇于维护主权并永远热爱和平的国家必然的

行为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丝绸战争、

瓷器战争和茶叶战争，更不会为了销售鸦片抵冲茶叶

贸易带来出超而去发动侵略战争。在唐代，倒是有一

次应羁麋州（相当于现今的高度自治）之请发生的怛

逻斯之战，唐将高仙芝败于刚刚兴起的大食军队，其

结果又有些戏剧性，即被俘的军士会打井、会造纸，这

些“高技术”便从此传向西亚与欧洲。

相反，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后，欧洲国家历经文艺

复兴，资本主义兴起并进入扩张期，开始走向从前面

提到的近东“立凡特”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对

印度支那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一系列殖民经济活动，并

揭开了海上丝路冲击陆上丝路贸易的新的一幕。陆

路贸易渐次衰落而海路贸易大兴，是陆上丝绸之路总

体发生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陆上丝路贸易通畅，和平就是其主旋律和主流。

贸易特别是平等贸易从来都是与和平相伴生的。

时移事易，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早已成了主权

国家，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

域化的新条件下，重走丝路，重新联手，双向互动地建

设新丝路和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再合乎逻辑不过

的事情。丝路上有没有竞争，自然会有。市场经济本

身就是竞争的经济，把市场竞争看作一种斗争，如果

不是弄错概念，便是有些难言之隐。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与自觉，来自于中华

文明的深厚渊源，来自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目标和相关

环境条件的认知，来自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

国聚精会神地搞建设，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反

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也永远不称霸。正像一些美国

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感到自豪，

相互尊重和责任感是可取的国家间行为的重要组成，

但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表明，她从来不寻求

主导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国际

多边贸易组织的决议，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同时广泛开展与世界各个

国家与地区的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科技、金融与投

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是高度兼容的，

也具有鲜明的和平特质。这种和平特质有着历史文

化的继承性。

丝绸之路的现实特征

现代丝绸之路也即“一带一路”也有新的现实特

征。这些新特征也有三个，即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

展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

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新丝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

共商、共建、共享是责、权、利的统一，是平等合作

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新型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的准

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经济合作，必

然会产生主权的部分让渡，包括税率、过境保税和人

员流动的大幅度放宽，等等。事涉主权，必须在共商

中平等让渡。新丝路建设是一种跨国跨区域的系统

工程，涉及不同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治理传统，也关系

到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现实发展水平与状态，同样需

要在共商中求同存异，在相互谅解中达成一致。共商

的本质是话语权平等。共建的要领是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的重要作用，实现双赢和多赢的经济互补，是市

场平等。共享则是在平等互利中分享共同发展成

果。共商、共建、共享就是对共同发展完整的诠释，是

最能形成人心相向合作效应的建设力量。从一定意

义上讲，共商、共建、共享也是倡导建立新的全球经济

治理模式乃至世界秩序的“新丝路版”，新丝路的共

商、共建、共享性将为人们追求合理的秩序提供有益

的参照系，体现了丝路贸易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在的

历史提升过程。

新丝路的通透性

新丝路的通透性在古丝路发育的自发过程中一

直是一个“软肋”，这与传统的交通运输一直处于原始

状态相关。在陆路上，驼队、驴子与马帮是交通与物

流千年不变的工具；在海路上，三桅船替代了单桅船

已经是一场大的技术革命。自然阻隔影响效率也影

响到丝路贸易的辐射半径，形成了工业革命后轮船代

替帆船、海路贸易盛于陆路贸易的不均衡状态，直接

影响到一些内陆国家的发展。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

为互联互通与贸易畅通提供了新的条件，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建设，既意味着贸易半径的扩展，也意味着经

济合作与发展出现新的格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成为地理交通现实的可能。

但是，新丝路的通透性不止于此，“一带一路”构

想将两个丝路即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整合一起，通

盘地、多维地去考察、去规划，使丝路经济贸易发展

第一次跳出古丝路的地缘局限和海陆各自互不相属

的旧棋盘，着眼于海洋和陆地广阔空间的地缘联系，

产生了海陆兼通的思维愿景，形成丝路经济发展的

新的显著的地缘经济特征，使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海陆并举的通透性。从陆上新丝

路的全线路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着太平洋西

岸与波罗的海，是名副其实的跨洋丝路。从海洋上

看，已在筹划的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的联通将在

地中海与波罗的海之间搭建新的“桥梁”，而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海峡隧道的开通，也是欧亚进一步联通

的一个前奏。“一带一路”从交通与物流角度目前只

有海陆途径的相对区分，在不断推进的道路联通中，

海陆的阻隔终归会消失。人们在探讨希腊港口与

“匈塞高铁”海陆互通的同时，也会看到，“一带一路”

的地理通透性将出现在更多的地方。例如，2017 年

中巴经济走廊临海尽头的瓜德尔港将会竣工，从中

国遥远的西部同样会便捷地走向阿拉伯海与阿曼

湾、波斯湾，走向苏伊士运河。

早在 200 年前，就有泰国学者提出修建一条连接

南中国海与安达曼的克拉地峡运河。现在，这个世

纪设想再次浮现，并被称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部分。在人们的常识里，马六甲海峡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要道，但它也有自己的通航极限。据测算，马

六甲海峡通过的货值占世界的 15%至 20%，但其通过

能力是 12.2 万艘航船，到 2025 年，船只通过数量将达

14 万艘，达到饱和状态。尽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水道还有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但航程是前者的

两倍至三倍。拟议中的克拉运河可以大幅度减少物

流成本。虽然修建长近百公里、深 26 米的克拉运河，

需要耗资 200 亿美元，但由南中国海到安达曼海，航

程可以缩短 48 小时。另外，从曼谷到中国昆明的准

高铁已经列入工程计划，这是“一带一路”地理通透

性的又一案例。在各大洲大洋之间会有许多天然屏

障，“一带一路”正在改变未来的交通版图，推动丝路

经济网络不断延展。

然而，“一带一路”构想的通透性还显示在发展战

略本身的透彻性中，这就是重视历史经验又不拘泥于

历史经验，连接了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打通了经济

发展规律运行中的认知隔膜，极为明了透彻地点出经

济规律与地缘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使之高

度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度契合

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引出广泛

的共识和操作上的顺势力量。

这 种 透 彻 性 还 体 现 了 思 维 的 创 新 和 战 略 创

新。“ 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前瞻性，同时具有一定的

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自由度和多维度，既同沿线

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也同拥有广泛利益的大经济体

务实合作，添加了与世界主要大国共同发展的“ 正

能量”，即与多极化世界广泛建立全面经济发展关

系，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与发达经济体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同时也为世人瞩目的中美关系走上一条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

路，添加了更为现实的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老话题

实则是新课题的构想，与众多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

的“理论”相比较，少了用政治地缘绑架经济地缘的

“虚伪”，多了用经济地缘发展促使政治地缘从扭曲

中回归发展的真切，更加契合希望发展的人们的思

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内核和诚邻、惠

邻、富邻的理念，加上双赢多赢的经济合作，硬软实力

交相融会，必然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使路子走得更远

更长。以中巴经济合作为例，仅建设瓜德尔港的旗舰

项目就有 30 多项，除港口将在 2017 年完工外，多数要

在 2030 年竣工，耗资 450 亿美元。在中巴合作需要更

频繁的语言交流和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变得

不可或缺，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担负使命，于 2015 年

开学。真诚的合作与丝路经济项目的落实，使得双方

的硬软实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中巴人文交流中出

现“巴铁”（brother，即兄弟）的常用问候开头语，准确

地传达了新丝路的这种新特征。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战略创新是不言而喻的，

它区别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的任何一种战略。这是

一个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纵观近现代

历史，从来没有出现如此明确、如此清晰的国际经济

合作战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是其战略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

开放与经济的相互融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与各国建

立全面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对周边

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

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

洲国家”。

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

的战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各个国家

地区打破发展瓶颈、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 2008 年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

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

巨大影响。在经济互利互补中建立多元经济联系，相

互之间进一步加深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共同发

展，既是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愿景，也是推动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发展条件下，

市场要素的流动配置半径发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重大变化，流动性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流动规模也从

来没有如此巨大，谁都不可能闭门发展，更不可能在

一些经济领域实行封闭，必须在经济一体化的多种实

现形式里推动发展的车轮，寻求新的发展轨道。

这也是一个以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是

地缘学说的一次回归。在战略学的词典里，几曾见到

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从麦金德的“陆权论”、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开始，西方战略理论无一不

在遏制与军事战争里兜圈子，并使战略问题打上了不

平等与主导权争夺的深深烙印，甚至使“战略”与谋取

军事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霸权”之间画上了等号，其

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别国发展利益

之上，而不是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自己活得好，

也让别人活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