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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市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别贸易合作效率
刘婷婷

重庆师范大学，中国·重庆

“一带一路”作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一带一路”涵盖的区域内，城市与国际交轨的途径增加，国别
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中重要经济往来项目之一，论文主要以中国重庆市为例，分析研究重庆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
贸易中，与城市贸易合作的情况，根据合作现状提出提升重庆市与沿线重点国别贸易合作的效率，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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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的重要通路，

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

是实现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一带一路的不

断发展过程中，沿线涵盖的全球人口已经达到了 2/3左右，

与全球 1/3以上的国家都有贸易合作和往来，一带一路是实

现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桥梁，与全球共建一带一路的发

展，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

带一路共建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在纯阶梯式上涨趋

势，国家与国际的贸易水平大幅度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中，

省市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分析省市在一

带一路中的国际贸易合作效率，是推动当前一带一路经济发

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省市作为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水平

提升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与全球命运共同体构

建中不可或缺，如何发挥省市在国际贸易和一带一路经济推

动中的作用，是目前每个省市都需要进一步关心的问题，自

从一带一路被提出来，到今为止，中国已以全球 122个国家

以及相关团体之间签订了相关的政府合作文件 [1]。提升一带

一路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实现贸易水平提升，

前一带一路被提出来的重要指标。

2 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现

状分析

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一带一路被提出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沿线国家的范

围和国际贸易合作的内容，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

际贸易合作的往来会更加得多，且一带一路可能涵盖的国家

范围也更加广泛，包含的合作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一带一路

的合作内容可以是多样化的，也是开放性的一种合作方式，

一带一路的国家范围是动态发展的，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

定，对于合作理念和方式，合作空间和领域，都有兼容并济

的方式进行 [2]。

2.2 国别合作现状分析

2020年重庆市的国际贸易进出口中达到了 651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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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同比增长 12.5%。重庆外贸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态势。其中，出口 4187.5亿元，增长 12.8%；进口

2325.9亿元，增长 11.9%。

2020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呈现进出口走势先抑后扬的特

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重庆进出口呈负增长，4

月份迅速回升并大幅增长 25.5%，其后到年底月度增幅一直

保持一成至三成水平。下半年除 8月外，月度进出口规模均

超 600亿元，12月突破 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此外，重庆外贸进出口贸易方式更加优化。一般贸易

进出口 2010.6亿元，增长 14.1%，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

30.9%，提升 0.5个百分点；保税物流进出口 1287.6亿元，

增长 25.1%；加工贸易进出口 3182.9亿元，增长 7%。

“2020年，重庆民营企业进出口 2497.7亿元，同比增

长 30.2%，对重庆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 80.3%，成为重庆稳

外贸、稳外资的一支重要力量。”刘浩宇表示。

2020年，重庆对东盟、美国、欧盟三大贸易伙伴分别

进出口 1121.7亿、1076.5亿和 1037.8亿元，均超过千亿。

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值创历史新高，共计 1726亿元，增长

16.1%，占同期重庆出口总值的 41.2%。集成电路出口 236.3

亿元，增长 25.6%；手机出口 200.4亿元，增长 3.4倍。同期，

汽车（含底盘）出口值 58.1亿元，增长 5.7%。

3 国别合作效率提升策略建议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一带一路的作

用就是联结每个国家的优势和短处进行互补，形成一个贸易

大集体，并且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省市中，可以选择自身优势和其他区域进行分工

合作 [3]。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双边或多

边贸易集体，实现优劣势互补，选择国别贸易进行贸易进出

口合作，在不断的贸易交流中，实现经济的调整与优化，实

现地区与省市产业的不断改革。

重庆市在一带一路国际国别贸易合作中，已经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贸易方式和内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国际环境

的影响，部分国别贸易受到限制，为了提升重庆市在一带一

路国际国内贸易合作中的市场竞争力，要根据不同的贸易类

型和国别类型进行不同的合作方式，提高国别贸易效率的重

要措施是根据内容进行差异化处理，在沿线的国别贸易合作

中寻找新的突破点，进一步提升重庆市的进出口贸易能力。

重庆市在进行国民贸易提升的时候，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

下，可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分内容采取不同的措施，阶

段性提升重庆市国别贸易合作的效率。

3.1 贸易效率高且开拓范围广的国别

对于贸易效率高且开拓范围广的国别交易类型，重庆

市在下一步经济发展战略中，可以优先作为核心项目进行发

展。对于该类型的国别，应该加大资金的投入，与合作的地

区和国家构成双边交流平台，持续对该贸易类型进行投入，

并在以往已有的良好合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合作的水平

面。挖掘与该地区的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力，共建信息

平台，巩固与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从而扩大与合作伙

伴之间的贸易往来，提升贸易的合作水平，实现双边贸易关

系中的互利共赢 [3]。

3.2 贸易效率低但是开发潜力高的国别

对于这样的国家合作战略，重庆可以选择“创业”战略，

重点建设贸易渠道，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畅通信息沟通机制，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突破双边合作的人为障碍，提高

双边贸易合作效率。我们将在两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强

贸易合作，努力培育一批具有重大优势的新型战略伙伴。其

中，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应重点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有一带一路，另一条是最强大的。印尼和

重庆的要素禀赋优势相对显著。它们是全球价值链的补充。

重庆应搭建“单向”企业家交流平台，建立贸易合作纠纷解

决和管理机制，加快提升相关国家合作效率。在产业内，根

据优势产业进行加大投资度的操作，实现产业合作的进一步

融合发展，拓宽贸易的渠道和经济交流的方式，以适当的合

作平台实现贸易的交流与发展。

3.3 贸易效率较高但开发潜力低的国别

这种类型的国别贸易方式，尽管受到国际大环境和重

庆市区域环境的影响，在发展潜力上较低，但是这种类型的

贸易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能更快速地实现贸易合作的进

行。然而，由于发展空间有限，重庆可以坚持“维护”合作

战略，继续巩固双边贸易合作的良好基础，保持传统合作渠

道的顺畅高效。根据各国产业发展情况，试点服务贸易、电

子商务等新的贸易合作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间。新加坡是

重庆最好的“一带一路”地区，贸易合作效率高。

随着中新（重庆）战略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在重庆落地

实施，双方在“金融服务、航空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技术”

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和进步。“一带一路”应该得到

重庆新中国项目的全力支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领域、大

领域、多层次合作的基础，加快示范效应的形成，带动和辐

射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发展。对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等

中欧和东欧国家来说，由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比例以及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差异很大，因此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因此，重庆应在继续加快与中东欧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根据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

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经贸合作领域。

3.4 贸易效率比较低且开发潜力也低的国别

在与这些国家合作时，重庆可以采取“探索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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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这些国家优势产业的研

究和对营商环境特征的调查，以双边优势工贸合作为突破

口，以项目合作为核心，探索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商品结构，

逐点提升合作水平，修复合作空间。具体而言，以色列、波兰、

重庆经贸合作的基础相对薄弱，但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潜力。

这是重庆与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重庆要在各

领域互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优势产业、科技、服务贸易

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加强招商引资，积极“走出去”，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夯实合作基础。

4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不同贸易率的国别，有不同的效率提

升策略，根据贸易效率且开拓范围广的国别、贸易效率高较

低且开发潜力也低的国别、贸易效率低但是开发潜力高的国

别、以及贸易效率比较低且开发潜力也低的国别四种类型，

提供出不同的贸易效率提升的策略，促进重庆市在“一带一

路”经济贸易中提升竞争力，并可持续的推动重庆市的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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