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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 

不断走深走实 
 

摘要：东南大学陈健等研究认为，江苏发挥“一带一路”

建设战略支点作用的经贸基础稳定，贸易纽带稳固，省内综合

基础优势明显且持续巩固，但仍然存在海外市场高度重叠、地

缘优势不够突出、交通基础支撑和枢纽功能偏弱等问题。对此，

建议突破既有角色定位，挖掘新合作潜能；加强优势资源整合，

对冲先天地缘劣势；依托多层级区域联动，增强交通枢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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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

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

放格局。作为经济大省和开放型经济前沿阵地, 江苏在“一带一

路”建设上承担着重大使命、发挥着独特作用。江苏可以通过

既有市场提质和新市场拓展，整合多维比较优势、增强政策默

契，推进重点领域和重要枢纽建设，提升“一带一路”战略支

点影响力。东南大学陈健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

苏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支点作用研究”，通过分析

江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剖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深化其战略支点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1．经贸基础稳步发展。一是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15-2021

年江苏对“一带一路”成员国出口由 805.69 亿美元增长到

1293.46 亿美元，占全省总出口比重由 23.8%提升到 27.4%；进

口规模从 485.59 亿美元增长到 645.45 亿美元。二是经济合作更

加多元。“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至今，尤其 2015 年以来，江苏

对沿线国家实际投资金额年均超过 25 亿美元，到 2020 年占其

全球投资的比重接近 40%；吸引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吸

引全球总投资的比重稳定在 5%，年均规模超过 13 亿美元。 

2．贸易纽带快速拓宽。一是东南亚国家较高市场集中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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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占“一带一路”国家市场规模的 80%。二是经贸联系的

国别多样性较同级别省份更加突出，出口市场的国别多样性显

著高于进口表现。南亚是已经稳固建立的第二大区域市场，

2016-2021 年贸易增速达到 8.9%；蒙俄、中东西亚是两大新兴

市场，2016-2021 年均贸易增速分别为 14.1%和 6.8%。 

3．省内优势持续巩固。一是综合能力领先全国，产业基础、

市场规模和开放水平发挥基础性作用。高新技术产业 2021 年产

值占省内规上工业比重 47.5%。省内 GDP 占全国比重超过 10%，

并以 13.7 万元人均 GDP 领先全国。开放水平亦稳居全国前列，

2021 年贸易额、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14%和 16.1%。

二是省内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之间的耦

合协调性持续增强。地缘区位和政策支持的改善，释放了既有

优势并提升了省内综合优势。 

二、江苏战略支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海外市场高度重叠。江苏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联

系集中在东南亚，这与广东、浙江等存在高度重叠和竞争。蒙

俄、中亚和中东西亚市场拓展相对滞后且规模有限，中东欧高

端市场拓展则严重不足。囿于侧重贸易联系，江苏与沿线国家

的产能合作和装备合作水平仍然不足。这制约了江苏与“一带

一路”国家经贸联系增速的提升，且加剧了市场冲击带来的波

动性。受贸易争端和疫情冲击的影响，江苏对“一带一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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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进口增速由 2010-2015 年期间的年均 5.53%下降到

2016-2021 年期间的 2.9%。 

2．地缘优势不够突出。江苏在地理位置上向南距离东南亚

和南亚两个主要市场更远，经贸联系的地理便捷优势不及广东

和浙江，维系“一带一路”经贸联系的成本较高，容易被替代。

江苏向西陆路经贸联系则需要突破成渝都市圈和中原经济圈的

竞争，同时面临长江中游都市圈和皖江经济带的挑战。地缘和

区位优势相对不突出，导致政策激励滞后，也制约了其它显著

优势的发挥。 

3．交通基础支撑和枢纽功能偏弱。江苏综合交通运输网尚

未完全建立，铁路相较于陆路和航运交通基础设施仍需持续改

进；海运费用暴涨，海运缺仓、缺箱现象频现，国际物流“卡

脖子”日益严重。上述情况导致既有运输体系难以承载江苏制

造能力、产能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偏弱枢纽功能也决定江苏

距离成为国际性的交通网络节点仍然存在差距。 

三、提升江苏战略支点作用的对策建议 

1．突破既有角色定位，挖掘新合作潜能。鼓励省内一批优

势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分工既有角色定位，迈向关键制造区段、

研发和品牌等高端服务环节。在共享发展契机和价值增值过程

中，巩固与东南亚和南亚等主要市场的经贸联系并提升分工层

级。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深加工能力，拓宽与俄罗斯、阿



— 5 — 

联酋、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家在资源领域的合作，主动创造

他国需求并带动装备领域合作。依托《中欧投资协定》，扩大

对中东欧市场的直接投资，推动重点生产项目落地并优化产能

合作，巩固双向互补贸易的增长势头并挖掘多样化合作潜能，

“以点带面”和“从线到片”增强示范效应。 

2．加强优势资源整合，对冲先天地缘劣势。重点依靠自身

雄厚的经济基础、产业实力和开放特征，增强国内外高端要素

与产业聚集，夯实创新驱动和国内市场辐射能力，凭借综合优

势强化国际-国内市场在贸易、产业和分工等多领域的联动性，

进而增强江苏地缘影响的不可替代性。例如，以对“一带一路”

市场重点领域关键项目、标志性工程、境外合作园区和基础设

施建设为载体，带动具有比较优势装备制造、机电高科技产品

贸易和国内跨地区配套生产能力与资源的整合。同时，重视依

托发达信息产业和数字技术优势，构建“内联外拓”的国内数

字服务高地，提升国内外市场需求信息的数字化整合与管理能

力。通过数字驱动下的内外联系巩固、营商环境优化、新业态

和新商业模式发展等，削弱地缘优势不足影响。 

3．依托多层级区域联动，增强交通枢纽功能。一是以稳定

供应链和产业链为契机，完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重点推进

“一带一路”标志性、现代化国际物流服务平台打造。二是依

托国家跨区域发展规划，加强与国内中西部“一带一路”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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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多维主干交通、尤其中欧班列线上铁路货运交通联系，

努力建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向东部扩容的第一梯队。同时，依

托联合打造国家“一带一路”东桥头堡机遇，提升江浙沪两省

一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层级，加强既有海运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并新辟加密近远洋航线。三是完善省内陆江海铁联运体系，着

力发挥支点城市开放型经济下的交通枢纽和集散功能，支撑江

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带一路”交汇点省份的打造。 

 

（陈健，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赵迪，系金陵

科技学院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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