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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伟大战略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简称。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多边机制，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建立区域合作平

台，复兴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促成政治互

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宏观经济政

策，是指国家或政府运用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稳

定良好运行。它包括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

策、价格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

是四个方面：就业、物价、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利与

弊等各个方面、各种情况，搞好中国自身经济，不断、及时

地完善和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灵活高效地进行宏观经

济调控；反过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就属于中国宏

观经济运行。两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支撑、相辅相成。

由于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产能过剩、外汇储

备过多、石油等资源对国外的依赖度高、工业基础部门集中

于沿海，等等问题；同时有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良好、邻

国合作意愿普遍提升等有利条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规

划，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正当其时，尤为重要，十分伟

大。“一带一路”宗旨在于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政府将

“一带一路”作为重要发展主题，主张合作、包容、共赢。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

几年来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一带

一路”的沿线国家看,他们的国内建设或区域经济合作对于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极大，投资不足,基础落后，中国改革开

放30多年来累积的大量生产制造经验和产能可以对外输出

去，“基建输出”能够大大缓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也能带

动劳务、金融、保险、服务等多行业的输出。“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大大加快面向全球“走出去”的步伐，

海外市场前景广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

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

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

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

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1]。“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

非大陆及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互通网络，推动着沿线各国

资源对接和全球要素流动，促进国际投资，发掘国际市场潜

力，从而实现各国文明互鉴、共享发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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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3 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了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支

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能够促进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复苏，有着伟大的时代意义。中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国，任

重而道远，在实际运行中，必然面临着挑战与困难。本文通过中国“一带一路”几年来的实

践，对“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分析。

【Abstract】 In 2013, China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Zone 

initiative, and it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suppo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t has great epoch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ina is the exponential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and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we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Based on several years of practi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China, the great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ese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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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共对“一带一路”有关国家服务外包合

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2016年6月亚

投行宣布了两组项目，都可以被归到宏观的“一带一路”

战略中。第一组包括向孟加拉国一个配电项目贷款1.65亿

美元，与世界银行共同对印尼贫民窟改造项目贷款2.165

亿美元，等等；9月公布的第二组，包括联合世界银行对巴

基斯坦塔贝拉水电站五期扩建项目贷款3亿美元，等等。

丝路基金在中国“一带一路”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的

宗旨目标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机会并提供相

应的投融资服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着伟大的国

际愿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是从经济方面的运行支持。几

年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龙头，已经将自身的产能、

技术、资金、经验、发展模式等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与

国际合作的优势。中国主动向西推进中国优质、优势的产

业，使沿途沿岸国家获益，改善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

的状况。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创新和成就，

以其经济增长极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提高了中国

在世界经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不难看出，自2013年中国开始实

行“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较为

可观的效益和产生了伟大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全球的

大事件，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人民币汇率变化等等，都

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这也证明了中国采取相应的宏

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在中国经济运行管理中，依旧需要

坚持短、中、长期相结合，坚持国内、国际统筹，坚持主

动调控，积极稳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民族

复兴创造良好条件。从货币政策看，中国应继续实行稳健

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注重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在土地和工业农业等方面也

需要出台改革政策，进一步改善国内宏观调控。只有全方

位、多层次、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宏观政策的作用，才能

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达到“一带一路”战略

目标。

2 “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与宏观经济的运行分析

可以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分析看宏观经济运行。中

间价报跌破6.8关口而且人民币汇率出现缓慢贬值趋势，主

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动荡和美元波动。未来美

联储很有可能加快加息，引起市场担忧。但是，提高利率

会导致强势美元将会削弱美国出口部门竞争力，对美国经

济增长并不是绝对有利的。同时，美国未来短期内依然需

要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而

美联储若提高利率必然会造成经济动荡。这样，美国不会

贸然提高利率和美元汇率，但是，在美联储加息政策落地

前，人民币肯定还将继续承压。我们看到，美国大选或者

加息政策等是对人民币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因素，中国在

经济市场上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那么需要政府进行相

应调控以稳定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从据央行网站消息，

央行2016年10月末金融统计数据看，“广义货币余额为

151.95万亿元，同比增长11.6%；狭义货币余额为46.54万

亿元，同比增长23.9%；流通中货币余额为6.42万亿元，同

比增长7.2%。另外，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513亿元，外币

贷款减少41亿美元。当月净回笼现金854亿元，以人民币进

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

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2861亿元、820亿元、

871亿元、1081亿元。”这些数据证明，人民币在中国货币

市场流通中起着调节货币稳定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政策

仍然呈现着稳定向好的发展状态，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依

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

构想的实施无疑是强大的经济后盾。

2016年的“英国脱欧”事件，微观来看，对中国以

及世界经济也有着较为严重的影响。英国汇率的下降又会

造成美元升值，进而带动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同时，中欧

贸易合作或将改变局面。英国脱欧，对欧盟产生的经济影

响会波及中国的出口，欧盟会不断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因

此将会影响中欧双边贸易。长期来看，英国脱欧可推动中

国经济，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国家，更积极参与中国“一带

一路”战略。英国长期自由贸易倾向强于众多欧洲大陆国

家，但欧盟决策机制僵化，欧盟的市场保护主义倾向英国

无法改变，那么脱离欧盟后意味着“中国制造”进入英国

市场的壁垒会降低许多。

宏观来看，“英国脱欧”对于中国而言，实体经济所

受影响整体不大，外贸略受承压，从一带一路战略来说，

最大的赢家是中国，英国脱欧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英国

目的是在欧盟之外达成更好的双边贸易协定，这就让英国

和中国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近，而欧盟有更多相互冲突的内

部利益要协调，中国已经表明它能够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科学

的、高效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与中国的“一带

一路”伟大战略的实施是步调一致的，互相推进的，前景

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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