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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共同构成经济新常态下的三大战略。 该经济
带建设既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化，也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新高地。 其核心区包括西北五省（市、区）和四川、重庆。 它主
要承担着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等功能。 “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应重点从战略合作、建立立体交通网络、加快经济区和城镇群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形式在国内形成“树干—树根”式
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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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７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设想。 ９ 月 １３ 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再次谈到“丝绸之
路经济带”，并希望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
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从中国、中亚到西亚及欧洲的区域大合作。
对此，相关国家均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到其中。 同年
１０月，他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强调中国愿同东盟
国家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１１ 月，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枠（以下简称枟决定枠），提出加快
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２０１４年 １２ 月 ９ ～１１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安排
２０１５年的工作任务时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将
“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放在首位，
由此可见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合作的地位非同
寻常。 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包括哪些省

（区、市），其战略意义何在，它将承担什么样的功
能，亟待于理论的深化。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起点和范围
广义上讲，所谓古丝绸之路，是指从上古开始陆

续形成，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
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于其起
点，何义霞（２０１４）、谭林、魏玮（２０１４）都认为起源于
陕西；［１ －２］

白永秀、王颂吉（２０１４）认为起点是古都
长安（今陕西西安），［３］

并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
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
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
洲；李树鑫（２０１４）认为起点是河南。［４］

另外，还有持
郑州、洛阳、武汉、重庆、乌鲁木齐、成都、连云港等起
点的看法。 不过，更多的学者还是持古都长安（今
陕西西安）之说。
也许是受上述思想，或者是受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形成从中国、中亚到西亚及欧洲的区域大合
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对接”思想
的影响，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的起点和范
围问题，学界各持一词。 Ｃｘｓｑｕｉｒｒｅｌ（２０１３）认为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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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江苏的连云港，并贯穿于中国东中西部的江苏、
山东、安徽、河南、山西、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
１０个省（区、市），同时，辐射到湖北、四川、河北、内
蒙等地。 与此不同，李文增等（２０１４）认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实质上是指亚欧陆桥，即从太平洋港口
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或从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到欧洲的

铁路客货运输线。 然而，“目前在国内唯有天津港
同时有三条线路可通欧洲陆桥：第一条线路通过京
沈线、沈哈线、大郑线、四齐线、滨洲线经满洲里国境
站转西伯利亚铁路衔接至欧洲；第二条线路通过京
沈线、京包线、集二线至二连国境站，经蒙古后与西
伯利亚铁路衔接至欧洲；第三条线路经过京沈线、京
包线、包兰线、干武线、兰新线抵新疆阿拉山口国境
站，再经阿克斗卡、新西伯利亚至欧洲。”因此，“大
力发展天津港口经济，促进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
合作发展，不仅可依托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国
家发展战略，而且可依托国家多年来实施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使两者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多赢和
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５］

但是，在白永秀、王颂
吉（２０１４）看来，“丝绸之路经济带”起始于繁荣的东
亚经济圈，“西边直达经济发达的欧盟经济圈，中间
是以中亚为中心的泛中亚经济圈”，其“核心区是上
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国”，在
两大经济圈之间正好形成一个“经济凹陷带。”［６］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看作
是打通“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的话，那
么，理应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区”、整个沿海经济地
带看作广义的国内段的起点———或者坚强的后盾，
从而形成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对外对内开放的大战

略。 依笔者之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核心区
为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西南地
区的四川、重庆；支撑区为西南地区的云南和广西，
中部地区的河南，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
和广东；辐射区为核心区和支撑区周边的省（区、
市）（见图 １）。 三者之间如同“树干” （核心区）和
“树根”（支撑区和辐射区）的关系，“树干”是主体，
但又离不开“树根”，因为根部的营养（人才、科技、
信息、商贸、经济等）通过立体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
供应、支撑着“树干”的成长。
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的战略意义
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更多

的学者是从“国防安全、经贸安全、能源安全、边疆
安全等重要领域”（胡鞍钢，等，２０１４），或者是从“国
际区域经济合作”和“摆脱世界经济低迷状态”等方

面加以诠释。 然而，依笔者之见，既然落脚点为“经
济带”，那么就应当从经济的角度，重点对国内段给
予阐释。

图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支撑区空间布局［７］

概括来讲，其经济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１畅它是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化。

１９９９年 ６月 １７ 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的
西北五省区座谈会上提出，应“不失时机的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其中提到应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２０１０
年 ６月 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枟关于深入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枠中进一步提出：应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强重点经济区开发、夯
实农业基础、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概括为“一带”，并提出应“促
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由此可
见，西部地区将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东风，
迎来全新的经济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２畅它是新常态视野下的一大长期战略。 始于
２００８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 ２００９ 年希腊的债务危
机，于 ２０１０年波及到整个欧盟，至今使得全球经济
萎靡不振；从中国国内来讲，产能过剩问题日渐凸
显，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产业结构亟待升级，区域协
调发展缓慢，局部风险日趋明显，这一系列的迹象均
表明，中国经济必将向新常态转变，即由高速经济增
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型。 然而，要想保持中高速的经
济增长，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基于
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对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无疑要求其以此为契
机，通过产业化的方式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加快经济区和城镇群建设的步伐，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极；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进而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
沿线地区由“经济凹地”变为“经济高地”。

６



　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３畅它将承载着中国经济由“点”式发展向“带”
式发展战略转变的重任。 在此，尤其值得肯定的就
是，过去 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城镇化方
面，基本上实现了由城镇规模的扩大向城镇群建设
的转型；在城乡发展方面，基本上实现了由乡村经济
向城镇经济的转型；在三次产业方面，基本上实现了
由“二、一、三”或“二、三、一”向“三、二、一”的方向
转型；在消费方面，基本上实现了由短缺经济向过剩
经济的转型；在经济增长极方面，基本上形成长三角
城镇群、珠三角城镇群、环渤海城镇群等若干经济
圈，进而使得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二。 但这都是初步
性的，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然而恰恰又是在此时，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国内经济
增长乏力。 这一切均表明，传统的仅仅依靠十几个
经济增长极或初具规模的沿海经济地带，很难承载
中国经济步入现代化。 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的国土
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但人口要比美国多 １０ 亿———仅
２畅６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一项就相当于美国人口的总
量。 由此亦可见，中国不仅应当在中西部地区寻找
新的经济增长极，例如成渝经济区、关—天经济区、
兰—西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太原
城市圈，而且应当以产业链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为抓手，促进人口和产业向该区域和长江经济带聚
集，实现经济由“点”式发展向“带”式发展转变，进
而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４畅它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新高地。 近年来，
伴随着我国与西南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东盟经

贸合作进程的加快，西南地区正在通过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和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形成对外开放的
新格局。 相形之下，西北地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
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无论是合作内容、方式，还是合
作层次上都明显滞后。 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不仅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地区
安全。 正因为此，中国正在积极探索与中亚国家建
成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网、能源管道的互联互
通网络，并通过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资金流、物流、人
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形成横跨亚洲、欧洲和非
洲的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国内
段必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承担着面向中亚、
环中亚以及欧洲开放的重任。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核心区功能定位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核心区的功能

定位问题，国内学界已从分省（区、市）不同侧面给
予了一定程度的界定（见表 １）。 其不足之处在于，

没有从整体性、系统性和战略的高度对其加以诠释。
表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省（区、市）定位

省（区、市） 定位 提出者

陕西
新起点、排头兵；心脏，战略支点；物流中心、金
融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使领馆中
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陈涛等，［８］

白永秀等

新疆 桥头堡、排头兵、主力军、核心区
陈涛等，
白永秀等

甘肃
黄金段、黄金节点；创河西走廊新辉煌；华夏文
明传承创新

陈涛等，
白永秀等

宁夏

中阿（中国—阿拉伯国家）经济新增长极；向
西开放的战略支点；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
打造丝绸之路空中经济走廊；构建西部金融中
心，实现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对接

陈涛等，
鲍洪杰等 ［９］

青海 战略支点 陈涛，王习农

成都
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面向欧
盟的铁路专列实现向西开放

何义霞

重庆
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早开通了
渝新欧铁路五定班列，因此，希望中央把重庆
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

何义霞

　　依笔者之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核心区
作为一个整体，其功能定位如下：

１畅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 所谓循环经济，
是指以资源的高效、综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
“３Ｒ”（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
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进入 ２１世纪之后，与北京、上海、山东等省（区、市）
相继建立循环经济技术研发机构相伴随，陕西依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率先在国
内成立了“陕西循环经济工程技术院”，旨在为重点
推进汉中循环经济产业聚集区、商丹循环工业园区
建设试点，延长集团煤油气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示
范园区建设，促进产业聚集，提供技术支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月 ２４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枟甘肃省循环经济总
体规划枠（国函〔２００９〕１５０ 号），该规划旨在为构建
循环型工业体系、探索循环型农业模式和推进循环
型社会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枟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
规划枠，“重点规划建设以盐湖化工为特色的格尔木
工业园；以盐碱化工和新型建材为特色的德令哈工
业园；以煤炭资源综合利用、配套盐湖资源开发为特
色的乌兰工业园；以盐湖、煤炭等资源综合利用为特
色的大柴旦工业园”４ 个工业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１］ ７９号）印发枟四
川省“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枠，拟从企业、园区
和社会 ３个层面协调推进，形成“企业小循环、园区
中循环、社会大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格局。 ２０１４
年，宁夏提出拟加快宁东和石嘴山循环经济示范区
建设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新疆也在加紧建设西部
合盛硅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重庆拟在两江新区加
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 由此可见，该经济带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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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望在“十三五”时期形成首尾相接、由点到面、
颇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新局面。

２畅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区。 统计显示，该经济
带所涵盖的国土面积为 ３５３ 万平方公里左右，占整
个国家国土面积的 ３６畅８０％。 目前，中国沙漠、戈
壁、风蚀地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到 １５６畅８ 万平方
公里。 其中 ９０％左右又集中在西北地区的新疆、甘
肃、青海、陕西、宁夏和内蒙古。 可见，这里既是古丝
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也是黄
河和长江的发源地，同时更是整个国家重要的生态
涵养区。 因此，该经济带应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６月 ９日国
务院发布的枟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枠对各区域进行
严格的界定。 即通过制定更加优惠的产业、外商投
资指导目录、财政和金融政策，促进产业、人口向优
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比如成渝经济区、关—天经
济区、兰—西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和呼包银榆经
济区聚集；对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今后，一
是原则上不再布局污染环境和消耗水资源的产业，
二是稳步实行人口迁移政策，三是通过生态补偿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式来改善该区域的居民生活水

平。
３畅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基地。 中共枟中国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枠（２０１１）明确提出：应当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即“大力发展节能
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受此
影响，该经济带内相关省（区、市）抢抓机遇，纷纷从
自身实际出发，制定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
和支点（见表 ２），从而为该经济带实现转方式、调结
构、步入经济新常态打下良好的基础。

４畅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示范区。 早在 ２０１２ 年
２月 ２０ 日，国务院批复枟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
划枠时就提到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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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建设，探索
沿边开放新模式”。 由此可见，对于该经济带而言，
应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
通”为切入点，以“空中丝绸之路”、“地面丝绸之路”
和“地下丝绸之路”的建设为突破口，沿交通大动脉
向东、向南、向北延伸，并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
北非等地区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商贸、文化、旅游、科
技等方面的联系，最终形成横贯国内东中西部地区
对内对外开放的经济走廊。

５畅能源、矿产资源加工生产聚集区。 统计显

示，该经济带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石油、天然气、煤
炭、稀土、有色金属等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因此，对
相关省（区、市）而言，应本着统筹规划、保护生态、
合理开发的原则，建立若干生产基地（见表 ３），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
表 ２ 各省（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省（区、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新疆
重点发展新能源（太阳能、风力发电、地源热）、新材料、装备制
造、煤化工、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产业

青海

重点发展光伏光电、风电、锂离子电池、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及合
金材料、复合材料、特色生物加工及医药、大型多功能模锻压机
等新兴产业；围绕枟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主导产业体系规划枠
和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海东工业园区产业布局，构建盐化工、
新型材料、煤基多联产、锂电、光伏等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链

甘肃
拟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节能
环保、新型煤化工、现代服务业等 ８ 个领域为重点，扩展产业覆
盖面

宁夏

拟打造国家级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和中国烯烃之都。 重点培育
三大新兴产业：依托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推进东方钽
业、天元锰业等项目，形成有色金属、碳基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
业带；在风能、光能富集地区，建设一批规模化新能源电站，建成
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依托宁夏（中卫）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和
银川 ＩＢＩ育成中心等，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形成西部信息技
术产业基地

陕西

拟构建从煤油气开采到精细化工的完整产业链；按照抓整车、强
配套思路发展重型卡车、新能源汽车、变速箱等产品；依托存储
芯片制造促进电子级硅材料、半导体封装测试、智能终端制造等
全面发展；积极跟进大型运输机研制生产，建设无人机产业园，
发展航空及其配套产业；构建新材料产业链，重点抓钛合金、铝
镁合金和钼金属深加工项目，支持省内企业参与航空航天、装备
制造和汽车零部件开发；以强生供应链基地建设为契机，促进生
物医药产业聚集发展

四川

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环保节能服务、资
源循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发展下一代信息网络、电
子核心基础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大力发展数字虚拟
技术、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重点发展核电、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智能电网、电动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重
点发展民用航空、航天及卫星应用、轨道交通、智能装备；新材料
产业重点发展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生物医用和共性基础新材料；生物产业重点发展生物医
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技术服务

重庆

拟建成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和国内最大的离岸数据开发
处理中心；重点发展通信设备、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环保装
备、轨道交通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风电装备、光源设备、仪器
仪表 １０ 个产业集群，建成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区、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作报告、政

府工作报告等整理而成。

表 ３ 能源、矿产资源分布重点区域

区域 能源、矿产资源生产规划

塔里木盆地 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拟建设库尔勒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

川渝东北
地区

天然气、页岩气资源丰富，拟建设天然气精细化工和大型复合
肥、氮肥生产基地

天山北部及
东部地区

重点推进吐哈、准东、伊犁河谷煤炭东运、煤电一体化和煤化
工基地建设，加快阿尔泰山铜镍及铅锌等资源开发，建设有色
金属加工生产基地

攀西—六
盘水地区

煤、铁及钒钛、铜、铅锌、稀土等矿产资源聚集，应加快建设攀
枝花—西昌钢铁、钒钛加工基地和六盘水、毕节、黔西南煤炭
综合利用基地步伐

甘肃河西
地区

镍钴铜、钨钼及铁钒铬等资源富集，应加快建设金川、酒泉、嘉
峪关金属综合加工利用基地

柴达木盆地
盐湖资源、钾肥等资源储量大，可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
建设柴达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枟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枠整理

而得。

同时，该经济带还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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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特色经
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的先导区”和“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建设的保障措施
１畅尽快成立常设机构“丝绸之路经济带管委

会”。 其成员先由核心区相关省（区、市）组成，然后
逐步吸纳支撑区和辐射区成员参加。 其主要职责
为：共同协商解决区际之间的矛盾；主体功能区的划
分和具体实施；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区和城镇群功
能分工定位；立体交通、能源合作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对内对外开放的内容、步骤、方式和措施的制定；
古丝绸之路文化和文明的保护、传承和创新等。

２畅加快经济区和城镇群建设的步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国务院批复的枟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
划枠原则上同意在该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关—天经济
区、陕甘宁革命老区、呼包银榆地区、兰—西地区、宁
夏沿黄地区、天山北坡地区和成渝经济区，同时提出
“积极推进重庆、成都、西安加强区域战略合作”。
如果我们将经济区看作是“面”的话，那么城镇群则
为该经济区内的经济增长极。 因此，今后在加快经
济区建设的过程中，应以“蓝天净水”为理念，以城
镇群建设为抓手，逐步实现城乡规划、人力资源市
场、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一体
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当前，重点是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
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同时，该经济区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时，一是

应督促、引导其进园区，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
二是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引导传统产业通
过技术改造走绿色化、低碳化的道路；三是借鉴上海
自贸区建设的经验，加快在沿边经济区和重点城镇
与相关国家设立自贸区，稳步推进经贸、能源、通信、
农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并促进其利用人民币本币
进行结算；四是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经济区，如关—
天经济区、兰—西经济区等，应突破行政权力制约，
探索建立经济区联盟组织，尽快将经济区的建设落
到实处；五是该“经济带管委会”应秉持务实的态
度，以同质性和互补性为原则，划小城镇群或经济区
范围。 以甘肃为例，土地面积将近 ４０ 万平方公里，
大体相当于沿海 １０ 个省（区、市）土地面积的 ４３％，
但是仅有两大经济区且都跨越两个省（区、市）。 很
显然，这是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 同样，对于新疆
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建议该“经济带管委会”通过
大量的实践调研，拿出具有可操作意义的新的经济

区和城镇群规划方案。
３畅加快建立立体式的综合交通运输通道。 这

里的立体式的综合交通运输通道不仅包括铁路（传
统铁路、快速铁路、客运专线）、公路（普通公路、高
速公里、其他）、光纤光缆、电力，简称为“地面丝绸
之路”，而且包括“空中丝绸之路” （如航运）和“地
下丝绸之路”，如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石油、天然气管
道建设等。 其目的有：一是促进该经济带内经济区
和城镇群以产业链为依托由“点”式发展向“带”式
发展，从而真正实现“树干—树根”式的经济上的聚
集和扩散效应；二是实现该经济带核心区、支撑区、
辐射区域和世界各国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的

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最终实现多赢。 目前，上海
合作组织下设有高官委员会和海关、质检、电子商
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能源、信息和电信等重
点合作领域专业工作组。［１０］

今后，应以此为契机，依
托沿线已有和正在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及中心城

市，对经济带内贸易、旅游、技术、文化产业和生产要
素进行优化配置，稳步实现区域经济走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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