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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带一路”战略任务与物流发展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大力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国

际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能否实质推进，以及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在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竞争格局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物
流与产业联动发展能力，加强交通与物流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
的关键和发力点。

在扩大国际产能合作中加快中国与沿“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交
通、物流基础设施联通能力建设，为相关国家发展经济和布局产业提
供服务保障，既是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物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
物流业国际化发展的机遇所在。

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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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带一路”建设中物流业发展机遇
按照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展，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

已经开展的合作，物流发展机遇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
一是物流产业扩张机遇。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物

流合作本身的发展，为中国和相关国家物流系统建设、运营，以及依托
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实现物流产业的扩张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二是物流产业提升机遇。物流与“走出去”产业布局的紧密结合，
并非简单的国际物流设施投资和运营，而是打造由中国投资、建设和运
营的“物流、产业、城市（园区）”一体化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实现物
流与关联产业的联动发展，为物流产业提高发展层次和水平带来了机遇。

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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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战略性运输大通道尚未打通
中国—巴基斯坦陆上通道和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海上通道，

对中国意义重大，也是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目
前，中国与欧洲方向对接的运输通道，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等国。而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巴基斯坦通道，铁路、港口、油气管道
等尚未建成，公路通行条件差；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通道上，沿线
沿路战略支点尚未建成。长远来看，由于涉及国家较多、利益协同存在
困难，国际局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上述战略大通道对“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意义重大。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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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运输通道“通而不畅”
在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

等方向上，虽然已实现了公路或铁路通道相联，但各国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参差不齐，相互之间衔接不畅，特别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网络
规模明显不足、结构不合理、线路技术等级低、设施设备老化严重、
运营管理水平低下，使得大通道通行能力不足。而且，由于各国铁路、
公路等技术标准和运行规范不一，再加上双边或多边跨境、过境运输
规则或缺失、或繁杂、或执行不力，导致通道运行效率偏低，“设施
虽联、通行不畅”现象较为突出。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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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乏国际国内双向辐射的综合物流枢纽
“一带一路”交通互联互通和物流服务系统建设涉及多方向、多

通道和广泛空间，需要依托综合物流枢纽开展运输与物流组织。同时，
“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战略，交通、物流与经济具
有互动发展关系，需要沿线沿路依托枢纽建立多个资源要素配置中心。
但中国综合交通网络仍不完善，枢纽建设普遍滞后，特别是在“一带”
方向上，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交通、物流设施落后，缺乏构建
在交通、物流和产业联动发展基础上的综合物流枢纽。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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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源整合能力和物流服务竞争力不强
中国对外物流发展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口岸与通道等物流设施

布局不尽合理，对物流、交通、海关、经贸、金融、政策等相关资源
整合能力不足。在推进交通互联互通中，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发
展需要，提出的一些诉求与国家利益存在分歧，在沿边口岸开放、对
外通道开辟、中欧班列开行等方面存在重复布局、同质化竞争，甚至
是无序竞争。同时，中国交通发展长期以设施建设为重，一体化、综
合性运输服务能力不强，运输效率和效益水平不高。在国际运输、物
流服务中，中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在规则制定、修改、执行等方面缺
乏国际经验。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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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效的国际物流发展合作平台尚未建立
“一带一路”物流系统是一项涉及广泛、关系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单方面推动，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渠道和平台，加
强沟通协调，实现合作共赢。但由于缺乏统一融合且富有创新活力、
持续能力的物流业发展协同机制和发展平台，无论是从整个区域物流
一体化、运输便利化角度对“一带一路”运输大通道，以及物流网络
布局的系统性考虑，还是从体制机制、运行模式、技术标准等角度的
综合性考虑，均较少。目前，各国在物流领域的国际性合作特别是彼
此间的深度合作并不多，合作力度较为有限，政策沟通、资金融通等
方面也推进缓慢。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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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物流产业发展地位
中国即便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通道，绝大多数国际货

物的运输依然需要通过海运来完成。因此，无论是陆向还是海向
物流，不是选择物流方式的问题，而是寻求多种物流模式支撑国
际产能合作战略的实施。

为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必须提高物流业地
位，针对“一带一路”的双向辐射需要，加强沿海港口的分工、
运输组织方式的调整，并积极地参与海外港口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以便建立依托港口枢纽、配合产业布局发展的全新的国
际物流产业合作和国际贸易新方式，发挥港口的枢纽组织作用。
必须打造国际铁路通道和物流枢纽，形成陆向全新的国际产能合
作所需要的物流服务系统。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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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投融资层面的合作
中国近十多年里参与了近10个海外港口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巴基

斯坦的瓜达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吉布提的吉布提港、斯里兰卡
的科伦坡南港集装箱码头和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阿曼塞
拉莱港、也门亚丁港和印尼的两个港口。这些港口总体是在双边合作
框架下以传统的投资、建设、运营等牵引的合作，不适应“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的需要。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在港口、园区
方面的合作项目会不断增多，而且，随着港口、园区经营系统的不断
完善，航运、陆路物流合作的空间也将逐步打开。但这种层面的港口、
航运、国际铁路物流、产业园区等合作更多依然是企业层面的，项目
能否成功取决于企业合作机会与意愿，以及企业传统渠道的投融资能
力，目前还缺乏配套的金融服务产品，必须在“一带一路”既有金融
服务框架下，通过创新强化投融资层面的深度合作。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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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化物流、产业融合合作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许多具有良好的港口、航运、园

区和铁路通道等战略资源，与中国产业发展具有良好互补性的国家，
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产能合作，应按照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层面开展合作，在特定区域和项目上进行系统设计和合作，形成物流
与关联产业、依托城市整体性的开发和建设，按照产业链、产业集群
建设模式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平台的建设。

这种合作既有利于充分发挥相关国家的资源、区位优势，有有利
于充分调动中国企业的积极性，发挥中国企业在港口、铁路、临港产
业、港口城市开发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培育相关国家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打造经济增长极，并有效防范港口等物流单体合作项目推进缺
乏实质性物流服务需求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困难。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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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风险防范与控制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海外市场，

对于中国过去发展中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而言，存在诸多尚未
被充分认识的风险和困难，有必要控制好“走出去”的风险，做好风
险防控，做到走稳走健。

“一带一路”合作中主要存在六大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
法律风险、技术风险、环境风险、文化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力发展的必然阶段，顺应了世界经济一
体化发展的方向。良好的战略需要扎实的工作来实现。认真考虑风险，
做到充分准备，把握主动，有助于中国“走出去”的步伐稳健有力，
有助于顺利实现“一带一路”战略。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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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