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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把“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党章，因此

必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建设。基于此，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内段东中西部地区互联互通

协调发展的视角予以研究，本文首先对互联互通的概念及互联互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投资便利化、

贸易自由化等作用进行研究，进而为“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实践路径的提出提供依据，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的实践路径: 一是深化东中西部区域合作，推进政策沟通; 二是加大东

中西部互联互通的投入机制，推进设施联通; 三是加大东中西部省际贸易和投资，加速贸易畅通化、投资便利

化; 四是加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倾斜支持力度，推进资金融通; 构建东中西部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推进民心相

通。通过以上举措以期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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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经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并在报告中提出了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生活差距

日益扩大，因此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以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并主动契合我国主要矛盾的

转化。众所周知，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

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

国家为了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也相继出台了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中西部地区在这些

战略的支持下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与东部地

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

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如何

来推动东中西部区域的协调发展呢?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解决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现成的解

决方案，因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互

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正

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内段，因此如能有效对

接“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有利于实现东中西部地

区的互联互通，从而为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发展提

供保障。

通过相关文献分析，目前学术界对于“一带一

路”沿线区域互联互通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中于“一带一路”倡议对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各区域积极响应这

一倡议，对于破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起到



了重要作用，强化了各个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1］

二是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与其他国家或组

织的互联互通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应积极谋求

中国与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基础

设施、投 资、贸 易 等 领 域 的 互 联 互 通 为 合 作 路

径。［2］三是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与共

同体建设的关系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一带一

路”沿线的互联互通是构建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关

键。［3］四是集中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

通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共同致力于推动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4］五是集中于“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的推动力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

互联互通是以资本运作为支柱，以基础设施的顺

畅高效联通作为基础和根本，以商品、服务、信息、

资本流 动 等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多 领 域 多 层 次 的 体

系。［5］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学术界对于“一

带一路”沿线国内段互联互通鲜有研究，特别是在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从事“一带一路”沿线

国内段互联互通方面研究则更少，因此本研究具

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先对互联互通的

定义及作用进行研究，进而提出“一带一路”沿线

国内段东中西部地区互联互通协调发展面临的困

境，通过对困境的分析以期靶向精准地提出新时

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

的实施路径。

二、互联互通的定义和作用

( 一) 互联互通概念厘定

“互联互通”( Connectivity) 始于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亚洲开发银行很早就使用这一概念，如在

2003 年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次区域交通运输互

联互通( 印度) ”，从项目的列表上可以看出互联互

通最早始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随着东盟的互联

互通从次区域向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发展，从

而使得互联互通的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互联互通包括政府、民间、企业等之间的互联

互通，狭义的互联互通指的是能源、道路交通、信

息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会对互联互通也进行了解读，认为互联互

通应该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的三位

一体，其中基础设施处于基础地位，也是制约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的最大障碍，目前互联互通

已经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丰富了互联互通的内

涵，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想通。

( 二) 互联互通的作用

互联互通不仅已经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重要

举措，也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那么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呢? 互联

互通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案，互联互通之所

以备受世界各国欢迎主要在于互联互通有助于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且目前国内外一些专

家学者已经通过数据进行实证证明了互联互通可

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因此互联互通对于

平衡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互联通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 互联互通助推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从供

给侧视角可知，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在于发挥规

模经济效应，使得规模经济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

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合作从而破除各区域

的障碍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也有

利于各个区域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产业优化

升级和转移，如我国东部地区针对自身的高技术

人才和区位优势进行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可以对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中西部地区应

做好对接和准备，而作为政府应积极为这种沟通

协调发展搭台，加快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道路联通、网络畅通，与此同时规模效应的产

生还离不开区域间良好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制度

上进行很好的设计和安排，才能使区域合作的规

模效应能够真正凸显出来。
2． 互联互通有助于推动投资便利化。自上世

纪 7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其中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世界互联互通的进程较慢，加重了产

品进入消费市场的时间和成本，通过直接投资可

以避开关税等贸易壁垒。但是这种方式也带来了

诸多管理上的问题，如果实现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将能有效破解这些问题，通过区域内区域间的互

联互通有助于塑造地区单一市场，这对于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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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还是其他类型公司的投资将带来更大效

益，因为通过互联互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使

得产品的成本下降。
3． 互联互通有助于贸易自由化。从需求侧考

量，互联互通在创造更大贸易效应的同时有助于

互联互通向纵深发展，使得更多的地区融入区域

一体化进程，从而扩大消费群体，刺激消费，因为

互联互通可以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这样不仅可

以扩大消费规模，而且可以使得更多的产品变为

可销售可贸易的产品，从而促进产品的流通加速，

而且互联互通不仅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还可以减

少产品的耗损，如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产品是非

常注重保鲜的，如果运输上不便利将导致产品耗

损较快，从而增加成本。贸易就其本质来讲是一

种基于互补性的交换活动，对于产品来说其互补

性无非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你无我有，二是你有

我廉而优，从而使不同的企业根据不同的区位和

相关优势生产适合自己的产品。

三、“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的关系

( 一)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关
键及优先发展的领域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对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动力。那如何把区域协调发展进行有

效的串联呢? 通过“一带一路”沿线的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实施不仅可以使国内东中西部有效链

接，而且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由

改革开放的内陆变成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而且纵观目前的东中西部的交通网，存在隔而不

联、联而不畅、畅而不长、长而不宽、宽而不容、容而

不紧等现状，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有效将

这些地区串联起来，但是如何进行串联呢? 只有通

过优先发展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我国自古流传一

句古话“要想富、先修路”，修路不仅对于发财致富

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人心相通也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经贸往来要想便捷化

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更好发展。互联互通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是“一带一路”建

设最需优先考虑的领域。互联互通对于平衡“一带

一路”沿线国内段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二) 互联互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四网

相通”必然逻辑

所谓四网就是指战略对接网络、战略伙伴关

系网络、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网络、互联网互联互通

网络。所谓战略对接网络就是通过互联互通建设

实现“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对

接，把“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起

来，从而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战略对接网络

这一整体，从而更好的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共同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就是通过互联互通

建设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等，进而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战略互信，从而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深化合

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形成“一带一路”沿线战

略伙伴关系网络;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网络就是通

过互联互通建设实现“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进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从而形成“一带一路”沿线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网络; 互联网互联互通网络是指通过互联互

通建设实现“一带一路”沿线互联网互联互通，进

而形成“一带一路”沿线互联网互利互通网络。只

有实现四网相通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因

此通过“一带一路”的沿线的互联互通来进行沿线

的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的抽象、虚幻的实践举措，而

是切实可行接地气的发展倡议，互联互通的实施

不仅可以简化经贸交往的手续，而且可以实现物

流运输等的便利化，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

要想实现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但是互联互通要

想真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实现，必须解决高铁技

术的速度和安全问题，以及货运成本问题。而且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战略对接网络、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互联网互联互通网络、战略伙伴关系网络

要想实现也必须加速“一带一路”沿线的互联互通

步伐。
( 三) 互联互通是东西部对接合作“一带一

路”的抓手

众所周 知，“一 带 一 路”贯 通 我 国“东 中 西

部”，但是目前由于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较为滞

后原因，还没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因

此东中西部没能充分彰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作用，要想使我国东中西部能够实现区域协调发

展，必须借助互联互通这一举措实现东中西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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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四、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一带一路”

沿线互联互通的实践路径

( 一) 深化东中西部区域合作，推进区域间政

策沟通

针对多年来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谓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

方案，因此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时

机，加强东中西部沿线各地区各省份的政策沟通，

其中重点是加强东中西部各地区政策决策、发展

战略的互通，建立统一的基于共同利益的互信共

赢互利协调发展机制，积极打造互利共赢平衡发

展的东中西部多边合作格局，基于此，东中西部应

该采取以下举措加强政策沟通，以深化东中西部

战略合作，一是东中西部应确立绿色发展、共同发

展、安全发展、开放发展、集约发展的共同发展理

念，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政策协调、政策沟通，建立

基于各方利益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三方共

同发展; 二是从中央层面成立区域协调发展领导

小组，加强顶层设计，确保政策沟通更加务实有效

的推进，并从中央层面定期召开东中西部省份的

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作为官

员晋升的重要指标; 三是东中西部应设立专门机

构负责各方政策沟通，为政策沟通提供现实平台。
( 二) 加大东中西部互联互通的投入机制，推

进区域间设施联通

“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工作在于从通路入

手，把路通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从而通过路通促进

贸易畅通、政策沟通等其他“四通”，基于此，要加

强铁路、航空、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线、通信网络

等为基础的东中西部互联互通的多层次立体的交

通网络建设，其中“一带”主要是通过加强交通设

施和油气管道等的建设解决通路问题，“一路”主

要从航空等入手，加强航空领域互联互通建设，构

建海陆空的大型物流货运有效衔接的交通运输方

式，之所以要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不仅在于只有路通其他才能

通，而且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西部地区经济

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短期内难以通过市

场机制的投资来实现发展，因此只有先解决路的

问题，这也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的先决条件，

优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建设，充分借鉴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验，组建区域协调发展

管理体系，从宏观层面确保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

进，引导社会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形

成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体制机制。
( 三) 加大东中西部省际贸易和投资，加速区

域间贸易畅通

深化东中西部省际间经贸合作，充分发挥并

牢固确立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先导作用，不断扩大

我国东中西部省际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使“一带

一路”沿线东中西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紧紧围绕把贸易和投

资作为实现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的两个车轮，

积极培育贸易和投资在协调东中西部发展中的支

撑作用，从而实现贸易和投资的全国一体化发展，

不仅起到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而且能

够通过国内的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对外开放、更

好地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凝心聚

力，形成全国一盘棋。基于此，东中西部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一是建立东中

西部经贸信息互商协调机制，逐步形成全方位的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全国统一的自由贸易网络;

二是着力打造统一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并积极

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新契机，积极

发展专业化智能化的云物流系统，着力打造集云

物流、互联网金融等一体的电子商务新模式; 三是

加快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大劳动密集

型产业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优先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加快形成东中西部在全国价值链中不同的

分工格局，从而减少重复建设或者不适合本地区

发展的项目。
( 四) 加大中西部地区金融倾斜力度，推进区

域间资金融通

在目前现行的银行贷款担保制度下，中西部

地区的中小企业很难贷到贷款，因此应建立有差

别的贷款担保制度，使得中西部地区能够得到更

多的贷款支持，从而鼓励其产业发展。针对东部

企业不愿意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的问题，政府

应通过财政支持等方式引导这些企业投入到中西

部地区的发展中去。除了充分利用金融财政政策

优惠外，还应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
路基金等的作用，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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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的金融网络支持体系。
( 五) 构建东中西部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

推进区域间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的

润滑剂、助推剂，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

谐的必然举措，因此应不断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现融合发展。
充分利用文化艺术节、产销博览会等平台和契机，

建立双边、多边的区域合作交流机制，使得东中西

部各地区各民族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实现

交流合作，从而形成荣辱与共、心灵相通的命运共

同体。除了政府层面积极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外，

也应积极拓展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交流合作，并

利用大数据、互联网 + 时代的独特优势促进移动

互联网、新媒体等在促进交流合作中的作用，打造

线上线下交流互信新平台。
( 六) 加强东中西部产业对接，推进区域间产

业融通

我国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

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引进了大量的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

升，以及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也面临转移的问题，而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

劳动力优势，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道路

畅通所带来的物流等优势也适合在中西部地区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应做好有效对接，国家在这方面应建立东中西部

产业对接协调小组，促进东中西部产业的有效对

接，中西部地区也应高度重视产业对接工作，结合

本地区的优势靶向精准地赴东部地区进行产业招

引。
此外还需采取以下举措培育东中西部区域协

同发展新动能，培育区域协调发展新活力。一是

激活东中西部区域的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

“协调效应”新动能。通过东中西部各方协同联动

从而把整体的潜能挖掘出来，这种形式和产业转

移相比效果更大，也能激发更多的新动能释放点。

二是形成东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

展合力。在新常态下，各个区域只有同力合作才

能寻求更大的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要布好局，善布局，实现东中西部各个城

市、各个省之间结成紧密的“链接网”，实现城市之

间的关系由竞争转向互利共赢，通过这种互利共

赢的利益关系使东中西部结成互联互通的利益共

同体。三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合作，赋予

区域合作新内涵。坚决防止借助中西部发展产业

发展经济的紧迫需要向这些地区转移或者新建污

染项目，一方面要在东中西部区域合作中牢固确

立新发展理念，实现区域合作的绿色化、生态化，

减少重复建设; 另一方面构建协调各方利益的补

偿机制，以确保均衡发展，平衡发展; 四是构建区

域互联互通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为东中西部互

联互通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对东中西部进行

产业发展规划的统筹安排，对于生态防控也纳入

统一规划，通过一体化的战略视野对各方利益格

局进行重构，使得区际协调合作持久化、制度化。
五是设立东中西部区域产业合作和开发互联互通

协调投资基金。通过基金的设立专门用于解决东

中西部跨省连接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产业转移等，为区域协调合作提供资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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