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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如何看待 “一带”、
“一盟” 及其对接

杨希燕　 陈秋容　 唐朱昌

　 　 【内容提要】 　 “一带”、 “一盟” 分别指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欧

亚经济联盟ꎮ 在国际经济、 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ꎬ 在 “一带一路” 提

出五周年、 “一带一盟” 对接声明提出三周年之际ꎬ 认真回顾和总结国外

对此的认识ꎬ 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下一步研究和政策的重点ꎮ 本文系统梳理

了外国学者对 “一带”、 “一盟” 和 “一带一盟” 对接前景的认知和研

究ꎬ 并归纳总结了相关国家对 “一带”、 “一盟” 及其对接的态度转化过

程ꎮ 在此基础上ꎬ 综合提出了推进 “一带一盟” 对接的相应改进措施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欧亚经济联盟　 “一带一盟” 　 对接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课题 «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研

究» (课题编号: １５ＪＪＤ７９０００６)ꎮ
【作者简介】 　 杨希燕ꎬ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ꎻ 陈

秋容ꎬ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ꎻ 唐朱昌ꎬ 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ꎮ

一　 前　 言

近年来ꎬ 国际经济、 政治风云变幻ꎮ 一方面ꎬ 从英国 “脱欧”、 美国特

朗普单边主义盛行再到贸易战阴影笼罩等一系列事实ꎬ 表明世界经济格局

正在经历剧烈重塑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跨入新时代ꎬ 俄罗斯延续普京强人政

治ꎬ 决定了由中俄两位领导人主推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简称 “一带”)、
欧亚经济联盟 (简称 “一盟”) 及其之间的对接合作将会强势持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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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ꎬ 在 “一带一路” 提出五周年、 “一带一盟” 对接声明

提出三周年之际ꎬ 总结外国学界对 “一带”、 “一盟” 及其对接合作的认知

与研究进展ꎬ 将有利于分析和把握 “一带”、 “一盟” 及其对接在世界经济

格局重塑中的重要战略地位ꎮ
众所周知ꎬ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国家时提出了 “丝绸

之路经济带” 倡议ꎬ 同年 １０ 月又提出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ꎬ
并称为 “一带一路” 倡议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哈萨

克斯坦三国总统在哈首都阿斯塔纳签署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ꎬ 宣布欧亚经

济联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启动ꎮ 欧亚经济联盟的终极目标旨在建立一

个类似欧盟的经济联盟ꎬ 形成一个拥有 １ ７ 亿人口的市场ꎮ
“一带一盟” 对接的提法源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中俄两国联合发表的 «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ꎮ 这一

声明ꎬ 体现了双方从战略角度ꎬ 在 “一带一路” 框架内进行务实合作、 促

进 “一带一盟” 对接的良好意愿ꎮ
由中国倡导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

否能有效地对接与合作ꎬ 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广泛关注ꎮ 笔者将从外国学界

对 “一带”、 “一盟” 和 “一带一盟” 如何顺利对接的角度逐一分析综述ꎮ

二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研究

外国学者深入分析了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的背景、 目的及其对

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ꎬ 在此基础上ꎬ 指出其所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ꎮ
(一) “一带一路” 旨在促进协同联动发展ꎬ 是中国推行经济外交的新平台

桑加尔 (Ｓａｎｇａｒ) 认为ꎬ “一带一路” 倡议有四个主要目标: 改善区域

基础设施ꎬ 加强区域经济政策协调ꎬ 消除贸易壁垒以及鼓励沿线国家人民

之间的文化交流①ꎮ 帕拉梅斯瓦兰 (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则提出ꎬ 中国 “一带一

路” 倡议是为了满足中国的内外双重目标: 对内目标是缓解中国的产能过

剩ꎬ 刺激其不发达的边境地区经济ꎬ 促进经济增长ꎻ 对外目标是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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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推进外交和战略目标ꎬ 巩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位ꎬ 并

最终削弱美国的相对地位①ꎮ 西林、 卡普斯缇娜和特雷维桑 ( Ｓｉｌｉｎ ꎬ Ｋａ￣
ｐｕｓｔｉｎａ ＆ Ｔｒｅｖｉｓａｎ) 认为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交通走廊ꎬ
以方便进入外国市场ꎬ 从而提高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货物运输周转

率②ꎮ 同时ꎬ “一带一路” 倡议也被认为是中国试图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实

力和影响力ꎬ 加强和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互动ꎬ 从而创建一个互惠互利

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关系ꎬ 最终降低不信任度ꎬ 维护共同安全③ꎮ
(二) “一带一路” 倡议能加强区域互联互通ꎬ 促进自由贸易

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ＩＩＩ) 从促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角度提出ꎬ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无附加条件政策ꎬ “一带一路”
倡议将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欢迎ꎬ 特别是资金和技术有限ꎬ 需要资金建立新

港口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④ꎮ 马卡洛夫和索科洛娃 (Ｍａｋａｒｏｖ ＆
Ｓｏｋｏｌｏｖａ) 具体分析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一系列好

处的原因ꎮ 首先ꎬ 将俄罗斯的运输系统融入欧亚地区的物流网络ꎬ 使俄罗

斯的物流运输和相关的后勤服务进入日益增长的区域市场ꎮ 其次ꎬ “一带一

路” 倡议为加强邻国之间的工业合作和发展新的经济集群创造了机会ꎮ 最

后ꎬ 欧亚经济联盟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一体化可能支持更大的欧亚地

区合作项目ꎬ 并将该地区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中心⑤ꎮ “一带一路” 战

略的实施将有助于促进周边及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ꎬ 这将为基础设施、 能

源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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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的挑战突出

多项研究指出ꎬ 中国要想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就

必须解决以下主要问题ꎮ
１ 由于与利益群体的沟通不畅ꎬ 缺乏全面分析和公众咨询等原因ꎬ 导

致 “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政治、 金融和信用等诸多风险

萨拉 (Ｓａｒａ) 指出ꎬ 没有充分的调查、 全面分析以及监管不到位ꎬ 中

国企业可能会面临政治风险、 金融风险和信用风险①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面临的其他风险还包括: 缺乏有意义的社会保障措施ꎬ 当地居民受到拟议

的大型项目的不利影响ꎻ 政策制定者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沟通不畅ꎻ 主要投资项目缺乏民意调查②ꎮ 东道国内部不稳定的政

治体制ꎬ 低于标准水平的国际商业实践标准ꎬ 政治腐败以及担心中国政府

有可能通过国有企业将商业关系政治化ꎬ 这些都会对贸易关系和投资环境

产生消极影响③ꎮ
２ 缺乏准确衡量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效果的量化数据

帕拉梅斯瓦兰 (Ｐａｒａ 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认为ꎬ 信息不透明情况突出ꎬ 使得分

析该倡议的真实发展情况变得困难ꎮ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在峰会前多次强调

中国在现有的 “一带一路” 国家产生了大量投资、 就业和税收ꎬ 但其中只

有一部分直接与具体的 “一带一路” 项目有关ꎮ 这导致很难评估中国的大

部分投资是否真的会流向这些国家ꎬ 而这些具体的投资数据是进一步衡量

“一带一路” 倡议效果的量化证据④ꎮ 另外ꎬ “一带一路” 项目大部分细节

不具体等问题也急需解决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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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ꎬ Ｍａｙ １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ｔｈｅ － ｒｅａｌ － ｔｒｏｕｂｌｅ － ｗｉｔｈ － ｃｈｉｎａｓ －
ｂｅｌｔ － ａｎｄ － ｒｏａｄ /

Ｌｕｃ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Ｐｉｔｌｏ ＩＩＩ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ꎬ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Ｗｈｅｒｅ? 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ꎬ 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 １７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ｃｈｉｎａｓ － ｏｎｅ － ｂｅｌｔ － ｏｎｅ － ｒｏａｄ － ｔｏ －
ｗｈｅ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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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研究

欧亚经济联盟由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亚美尼亚和吉尔

吉斯斯坦创建ꎬ 被称之为首个成功的后苏联倡议ꎬ 其旨在克服贸易壁

垒ꎬ 并促进结构分散、 欠发展地区的整合ꎮ 总体而言ꎬ 学界对其评价偏

负面ꎮ
(一) 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更像是地缘政治项目

欧亚经济联盟旨在成长为 “主要的地缘政治区” 之一ꎮ 俄罗斯正在推

动新的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ꎬ 加强其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主导地位ꎬ
并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其项目ꎮ 当前ꎬ 欧亚经济联盟表现为不同成员国的发

展目标不一ꎬ 经济基础薄弱和俄罗斯的强势主导ꎮ 欧亚经济联盟与其说是

经济集团ꎬ 不如说是地缘政治项目①ꎮ 由此可见ꎬ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

实现地缘政治目标ꎬ 保持其势力范围ꎬ 防止后苏联国家与西方国家融合ꎬ
并限制他们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工具②ꎮ

(二) 欧亚经济联盟存在的不稳定因素限制了俄以外成员国的发展

欧亚经济联盟结构不稳定ꎬ 决策基本规则不明确ꎬ 具有很大争议性③ꎮ
研究表明ꎬ 经济联盟的力量取决于四个因素: 第一ꎬ 集体认同感的程度ꎻ
第二ꎬ 共同利益的程度ꎻ 第三ꎬ 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ꎻ 第四ꎬ 是否存在处

理合作问题的机构ꎮ 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来说ꎬ 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大于正

面影响ꎮ
到目前为止ꎬ 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实力基本上由俄罗斯主导ꎮ 成员国

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高度不对称ꎬ 尽管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都与

俄罗斯进行贸易ꎬ 但这些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与其对俄贸易相差很大ꎮ
此外ꎬ 联盟成员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也越来越多ꎬ 并强调欧盟市场对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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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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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ｕｎｉｏｎ － ａ － ｔｉｍｅ －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Ｚａｎｋ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 Ｂｒｉｔｔｌｅ Ｒｏａｄ Ｂｌｏｃｋ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 Ｏｎｅ Ｒｏａｄ” －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ＪＣＩＲ: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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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盟的吸引力①ꎮ 欧盟认为ꎬ 欧亚经济联盟抑制了其东部邻国对于主

权的选择ꎬ 欧亚经济联盟会制造不稳定因素ꎬ 该联盟的建立加强了俄罗斯

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ꎬ 限制了联盟内其他成员国与西方的交流②ꎮ
(三) 未来的成功运转取决于成员国的诚意

欧亚经济联盟可以成为该地区与欧盟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对话的机制ꎮ
它是俄罗斯试图利用经济杠杆 (而非军事力量) 尽可能多地重组原苏联国

家而成立的区域性组织③ꎮ 但该组织自创建以来ꎬ 兑现的承诺屈指可数ꎬ
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有限成功掩盖不了俄罗斯与邻国之间的众多紧张因素ꎮ
因而ꎬ 欧亚经济联盟在未来的成功程度将取决于成员国有无诚意抛弃区域

政治ꎬ 致力于提高国际合作、 国家治理和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合理管理人口

流动④ꎮ

四　 对 “一带一盟” 对接前景的看法

“一带一盟” 的主要思想是创造高水平的互联互通ꎬ 减少相互交流的障

碍ꎬ 协调欧亚地区和现代 “丝绸之路” 的发展规则ꎬ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ꎬ
这些过程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⑤ꎮ

(一) 对接有利于区域内经济体的长远发展

从理论层面看ꎬ “一带一盟” 在经济结构、 竞争优势、 产能方面存在互

补ꎬ 对接将非常有利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地区经济体的长远发展ꎮ 根据

联合国统计数据ꎬ 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ꎮ 同时ꎬ
欧亚经济联盟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一个互为补充的项目ꎬ 前者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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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Ｎｅｌｌｉ Ｂａｂａｙ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ａｇｔａｇ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Ｓꎬ ２３ ０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ｍｆｕｓ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２３ /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ｒａｇｔａｇ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ｕｎｉｏｎ

Ｐ Ｒｉｖｅｒａꎬ Ａ Ｇａｒａｓｈｃｈｕｋ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Ｒｕｅ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３７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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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 － ０４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 ｙｒꎬ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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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制度基础ꎬ 后者为合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以及技术资源①ꎮ
另外ꎬ “一带一盟” 的对接在产能领域具备现实可行性ꎮ 其原因是ꎬ 中

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ꎬ 在许多领域产生了闲置产能ꎬ 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ꎮ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ꎬ 欧亚大陆由于长期投资不足而出现了产能不足ꎮ 所

以在某些领域ꎬ 中国可以通过 “一带一盟” 对接将其过剩的产能输送至欧

亚大陆②ꎮ
卡奇马尔斯基和罗德基耶维奇 (Ｋａｃｚｍａｒｓｋｉ ＆ Ｒｏｄｋｉｅｗｉｃｚ) 总结指出ꎬ

“一带一路” 的战略意图为协调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展开的合作项目铺

平了道路ꎮ 首先ꎬ 中国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是向全球化推进的表现ꎬ
而不是国际政治的区域化ꎮ 中国把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作为拓

展 “丝绸之路” 的一条捷径ꎬ 希望这一合作区域成为统一的通关地区ꎮ 其

次ꎬ 中国的目标是防止欧亚经济联盟成为中国在后苏联地区的经济发展障

碍ꎮ 最后ꎬ 中国至少暂时还不打算在欧亚大陆发挥其政治影响力ꎬ 中国愿

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ꎮ 中国奉行的这一政策减少了俄罗斯与中国在后苏

联地区的潜在竞争ꎬ 并为协调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展开的合作项目铺

平了道路③ꎮ
加布耶夫 (Ｇａｂｕｅｖ) 从对接方法层面提出了他的观点ꎬ 他认为 “丝绸

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存在对接的可能性ꎬ 可以通过寻找和确定投

资项目ꎬ 特别是物流运输和基础设施项目来实现合作ꎬ 并通过建立一个自

由贸易区或建立贸易伙伴关系来增加贸易合作④ꎮ
就对接的进程而言ꎬ 亚太研究中心负责人谢尔盖卢科宁 (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ｕｋｏｎｉｎ) 在接受采访时称ꎬ “一带一盟” 的对接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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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ꎬ 如能源领域ꎮ
(二) 对接面临诸多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在理论上是可以对接的ꎬ 而在实际

操作层面ꎬ 由于目标不一致、 法律和体制框架的完备程度存在差异以及潜

在的安全威胁等因素ꎬ 导致 “一带一盟” 对接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①ꎮ 专

家们怀疑欧亚经济联盟搭上 “一带一路” 倡议这辆马车的可能性ꎮ
普茨 (Ｐｕｔｚ) 认为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区域联通目标与欧亚经济联

盟的区域防范目标相互矛盾ꎮ 欧亚经济联盟是在阻塞性区域内进行经济活

动的一种努力ꎬ 而 “一带一路” 倡议更多强调的是区域间的连通性②ꎮ 赞

克 (Ｚａｎｋ) 与普茨 (Ｐｕｔｚ) 的观点相似ꎬ 他认为ꎬ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的重点是增加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ꎬ 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则是防

止其邻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易③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法律和体制框架方面也有很大的

不同ꎮ 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在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之上ꎬ 这些

条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ꎬ 而 “一带一路” 倡议则是基于中国与有

关国家的政治承诺ꎬ 它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基础ꎬ 也没有制度化④ꎮ 与之观

点相似的ꎬ 还有加布耶夫 (Ｇａｂｕｅｖ) 等学者ꎮ 他们认为ꎬ 欧亚经济联盟已

经具备了自己的可识别的组织特征ꎬ 并制定了规则和法律框架ꎬ 而 “丝绸

之路经济带” 倡议仅是一项倡议ꎬ 没有固定组织ꎬ 其目标是在一个非常大

的地域范围内整合许多较小的风险投资、 项目和计划ꎬ 很难将其定义为一

个单一的项目⑤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还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ꎬ 主

要包括来自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和毒品威胁ꎮ 要消除这些威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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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盟” 相关国家必须改变其外交政策方针①ꎮ
(三) 影响 “一带一盟” 未来顺利对接、 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５ 年宣布的欧亚经济联盟和 “一带一路” 的一体化声明措辞含糊ꎬ
经过一年的时间ꎬ 正式启动了一项经济合作关系的谈判ꎮ 这一谈判的重点

是贸易便利化ꎬ 如加强投资保护、 减化通关手续ꎬ 统一在知识产权、 海关

和其他领域的不同标准ꎮ 关于 “一带一盟” 对接的谈判将会持续数年②ꎮ
目前ꎬ “一带一盟” 对接正处于探索阶段ꎬ 未来的协同发展还受以下因素的

影响ꎮ
首先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一路” 倡议存在结构性差异ꎮ 欧亚经济

联盟与 “一带一路” 倡议目标上的区别将导致它们之间缺乏制度上相互联

系的基础③ꎮ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接将因其对规则制定

的不同而受到限制ꎮ 欧亚经济联盟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身规范、 结构和

职责分明的机构ꎮ 与此同时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

框架的战略思想④ꎮ
其次ꎬ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影响了 “一带一盟” 的深度

对接ꎮ 欧亚经济体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差距仍然巨大ꎬ 欧亚经济体内部

的贸易竞争激烈ꎬ 这拖累了欧亚经济联盟的向心力ꎬ 也影响了 “一带一盟”
的深度对接⑤ꎮ

再次ꎬ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部与全球经济体的联系不够深入ꎬ 制约

了与 “一带一路” 对接的层次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融入全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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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价值链方式的讨论仍处于初始阶段ꎬ 且该地区的跨境投资水平也尚未

从危机时期恢复①ꎮ
最后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之间的联系不够活跃ꎬ 而且ꎬ 欧盟也一直

不愿积极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话ꎬ 这使 “一带一路” 倡议利用欧亚大陆

联系西欧的计划受限②ꎮ

五　 各国对 “一带”、 “一盟” 及其对接的态度转变

(一) 俄罗斯态度的转变

起初ꎬ 俄罗斯学术界在对 “一带一路” 倡议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同时ꎬ
更多的是对这一倡议表示怀疑ꎮ 有人担心 “一带一路” 项目会增加中国在

原苏联国家的贸易和投资ꎬ 从而取代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ꎮ 也有人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将会阻碍欧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③ꎮ 与之有同样担忧的还

有伊万祖恩科 ( Ｉｖａｎ Ｚｕｅｎｋｏ)ꎬ 他从俄罗斯的利益出发ꎬ 认为俄罗斯在

经济和技术上的弱点以及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ꎬ 使得俄罗斯不能在

中国的 “一带一路” 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中国企业的基础设施项目绝

大多数都将由中国企业承建ꎬ 并通过中国的投资获得资金ꎮ 在具体的实

施中ꎬ 这些项目很可能是中国承包商选择自己的设备或工程服务提

供商④ꎮ
然而ꎬ 鉴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ꎬ 另一种观点逐渐得到重视ꎮ

丹尼斯 (Ｄｅｎｉｓ) 指出ꎬ 俄罗斯与中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一带一盟” 对接

的政治共识ꎬ 极大地降低了俄中关系的地缘政治风险ꎬ 并且阐明了中亚地

区竞争的规则⑤ꎮ “一带一盟” 倡议使俄罗斯能够以较低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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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欧亚大陆的区域一体化ꎬ 可能更重要的是ꎬ 加强了东欧作为亚洲和欧

洲经济互动的中间媒介的地位ꎬ 平衡了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①ꎮ 该学者指

出ꎬ 俄罗斯只有主动与中国合作ꎬ 才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稳定和对欧亚大

陆的影响力ꎮ
俄罗斯掌权者不得不承认ꎬ 中国最终将成为中亚经济体的主要投资者ꎬ

而俄罗斯保持其地区影响力的唯一手段ꎬ 就是放弃帝国野心ꎬ “在过去专属

俄罗斯的后院” 共同分担责任②ꎮ 斯韦登佐夫 (Ｓｖｅｄｅｎｔｓｏｖ) 也提出ꎬ “丝
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不是欧亚经济联盟的直接竞争对手ꎬ 反之亦然ꎮ “一带

一盟” 是发展俄罗斯自身经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ꎬ 也是发展欧亚经济联

盟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同时ꎬ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的合

作将有助于创造条件ꎬ 平衡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③ꎮ 俄罗斯已经改变了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ꎬ 从最初缺乏理解、 怀疑、 恐惧到接受、 支持ꎬ
甚至希望加入 “一带一路” 项目④ꎮ

(二) 欧盟成员国的看法各异

“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冲

突ꎬ 但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两项举措都促使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更

有策略性地思考其领土之外的区域性问题⑤ꎮ 对待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

一路” 倡议ꎬ 欧盟国家学者的看法各异ꎮ
欧盟成员国担心俄罗斯利用其在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力ꎬ 在政治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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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Ｃｈｉｎａ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６２ － ７７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ａｂｕｅｖꎬ Ｃｒｏｕｃｈｉｎｇ Ｂｅａｒꎬ Ｈｉｄｄｅ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ｓｔ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ｐｐ ６１ － ７８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Ｓｖｅｄｅｎｔｓｏｖ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７ ０８ ２０１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ａｂｕｅｖ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ꎬ Ｌｉ Ｌｉｆａｎ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ꎬ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 [１８６３ －
０４２１] Ｚｈａｎｇꎬ Ｘｉｎ ｙｒꎬ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１８３

Ｄｕｃｈâｔｅｌ Ｍａｔｈｉｅｕ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ｕｎｅ ７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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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该地区ꎬ 并将联盟作为对抗西方的平台①ꎮ 某些欧盟成员国对欧亚经济

联盟的态度相当冷淡ꎬ 如希腊ꎮ 目前的政治困境加上欧盟层面的经济限制ꎬ
严重影响了希腊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与俄罗斯开展业

务的可能性②ꎮ
马修 (Ｍａｔｈｉｅｕ) 分析了欧盟排斥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原因ꎮ 担心中国

经济的发展潜力形成对欧盟的威胁ꎮ 欧盟自身在欧亚一体化方面的努力已

经退化为一系列行动的集合ꎬ 往往让其合作伙伴感到困惑和失望ꎬ 并且缺

乏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对一个国家进行政治动机投资的灵活性③ꎮ 德国外

交部部长加布里尔在第 ５４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ꎬ 中国和俄罗斯是在 “不
断试图试探和破坏欧盟的团结”ꎬ 用 “胡萝卜加大棒” 方式对单个国家施

加压力ꎮ 法国总理菲利普也支持加布里尔的观点ꎬ 他说ꎬ 欧洲 “不能把

‘新丝绸之路’ 的规则交由中国制定”ꎮ
马修认为ꎬ 虽然欧亚经济联盟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一定程度上与

欧盟存在竞争关系ꎬ 但欧盟拒绝参与这一竞争ꎬ 然而ꎬ 拒绝参与竞争只会

将其排除在可能受益的经济体之外ꎮ 相反ꎬ 欧盟应以包容态度对待 “一
带”、 “一盟”ꎬ 以合作的方式应对这一竞争ꎬ 并在欧盟最擅长的领域展开

竞争ꎮ 例如ꎬ 就复杂的合作框架进行谈判ꎮ 他认为ꎬ 欧盟作为一体化组织

应该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欧亚经济联盟合作ꎬ 利用其市场、 软实力以

及专业技术来塑造甚至吸收它们④ꎮ 同时ꎬ 马修还给出了欧盟响应 “一带

一盟” 的对策ꎬ 如与中国建立双边合作框架ꎬ 支持和促进欧盟对 “一带一

路” 的投资ꎬ 确保中国投资符合欧洲需求ꎬ 创造一个欧盟、 “一带一路”、
欧亚经济联盟协调平台ꎬ 支持有中国参与的项目ꎬ 减少俄罗斯在欧亚地区

的影响力⑤ꎮ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２４０ꎬ Ｊｕｌｙ ２０ꎬ ２０１６

Ｎ Ｔｚｏｇ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ｅｏｒｇｅꎬ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ａｎ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７ － ４６

Ｄｕｃｈâｔｅｌ Ｍａｔｈｉｅｕ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ｆｒ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ｓｓａｙ＿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同③ꎮ
同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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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国家的态度

自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ꎬ 阿塞拜疆一直对该倡议积极响应ꎮ
而对于欧亚经济联盟ꎬ 尽管加入该组织能缓解阿塞拜疆的高失业问题ꎬ 但

阿塞拜疆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还是表现出强烈的反对ꎮ 他们认为ꎬ 加入欧亚

经济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阿塞拜疆许多地方寡头的地位ꎬ 使其受到俄

罗斯寡头企业的经济威胁①ꎮ
哈萨克斯坦企业家协会表示ꎬ 商界希望哈萨克斯坦成为 “一带一路”

项目的一部分ꎬ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 “一带一路” 提供的商机ꎮ 中国一直在

推进政府层面的项目ꎬ 但却无视基层ꎮ 另一种说法是ꎬ “一带一路” 倡议获

得了高层的政治支持ꎬ 因为哈萨克斯坦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治动机

是基于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ꎮ 但 “一带一路”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环

境污染、 占用耕地资源等问题ꎬ 使哈对 “一带一路” 倡议产生了负面印象ꎮ
同时ꎬ 哈萨克斯坦商界将欧亚经济联盟视为一个纯粹由政府主导的倡议ꎬ
它没有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利益ꎮ 迄今为止ꎬ 欧亚经济联盟并未给哈萨克斯

坦带来足够的机会ꎬ 全球经济放缓ꎬ 特别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间接影响

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②ꎮ
塞尔维亚希望从 “一带一路” 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获得经济利益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可能会带来该国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ꎬ 欧亚经济联盟可

能会通过扩大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

易ꎬ 从而扩大出口ꎬ 并加强能源安全ꎮ 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ꎬ 塞尔维亚是

否能够利用其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机遇以及满足目前过高的期望ꎬ 还不能

确定③ꎮ
土耳其认为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都旨在为亚洲贸易和投资创造共同空间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二者都可以在

中亚地区建立一个贸易网络ꎬ 通过土耳其连接东方和西方ꎬ 再次实现这个

—０５—

①

②

③

Ａｎａｒ Ｖａｌｉｙｅｖꎬ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Ｃｏｎｇｕｅｒ: ａｎ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ꎬ Ｍａ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９ －３７

Ｍｅｒｕｅｒｔ Ｍａｋｈｍｕｔｏｖａꎬ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ａｎ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ꎬ Ｍａ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６ － ５６

Ｊｏｖａｎ Ｔｅｏｋａｒｅｖｉｃꎬ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ａｎ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ꎬ Ｍａ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５６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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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前作为桥梁国家的经济角色①ꎮ
而目前美国对待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倾向于完全忽视、 遏制ꎮ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和遏制中国经济的倾向ꎮ
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ꎬ 美国应谨慎而有建设性地接触 “丝绸之路经济

带” 倡议ꎬ 并将其作为与中国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 参与国家建立互惠贸

易关系的潜在积极机会ꎬ 积极寻找合作领域ꎬ 美国公司也可能从 “一带一

路” 倡议中获益②ꎮ

六　 结　 论

外国学界对 “一带”、 “一盟” 和二者对接前景的认识与相关研究经历

了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ꎮ
与对 “一盟” 的评价相比ꎬ 外国学者对 “一带” 的看法明显更为积

极ꎬ 总体上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促进协同联动发展ꎬ 是中国推行经

济外交的新平台ꎻ 能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作用ꎬ 促进区域内的自由贸易ꎮ
但同时指出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所面临的挑战也很突出: 一方

面ꎬ 由于与利益群体的沟通不畅、 缺乏全面分析、 民意调查等原因ꎬ 导致

“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政治、 金融和信用等诸多风险ꎻ 另一方面ꎬ 缺乏准确

衡量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效果的量化数据ꎬ 进而很难准确衡量其践行的

绩效ꎮ
从理论层面上ꎬ 学者们普遍认为 “一带一盟” 的对接具有可行性ꎬ 两

区域在经济结构、 竞争优势和产能方面存在互补ꎬ 对接将非常有利于中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地区经济体的长远发展ꎮ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ꎬ 由于目标的

不一致ꎬ 法律和体制框架完备程度的差异以及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等因素ꎬ
“一带一盟” 对接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ꎮ 影响二者深度对接的因素主要表现

为: 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一路” 倡议存在的结构性差异ꎻ 中国与俄罗斯

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ꎻ 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ꎬ 尤其是

欧盟之间的联结程度ꎮ

—１５—

①

②

Ｓｅｌｉｍ Ｋｏｒｕꎬ Ｔｉｍｕｒ Ｋａｙｍａｚꎬ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ａｎ Ｅ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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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６５ － ７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Ｒ Ｇｕｌｕｚｉａｎ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ｒｏａ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Ｔｈｅ Ｃａ￣
ｔ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３５ －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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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学者的认知进展影响了各国政府层面对 “一带”、 “一盟” 及

其对接的态度ꎬ 部分国家的态度有根本性的变化ꎮ 俄罗斯从最初缺乏理解、
怀疑、 恐惧到接受、 支持ꎮ 迄今为止ꎬ 不同欧盟学者对待欧亚经济联盟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看法仍然差异巨大ꎬ 甚至截然相反ꎮ 世界其他国家出于

自己的利益诉求ꎬ 对 “一带”、 “一盟” 的态度分化明显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落实的重要举措ꎮ 为将 “一带一路” “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①ꎬ 我们需要仔细倾听来自外界的声音ꎮ
综合以上外国学界和政府对 “一带”、 “一盟” 及其对接的认知与研

究ꎬ 笔者认为ꎬ 应该在以下方面大力改进和落实ꎮ
第一ꎬ 大力资助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机构ꎬ 构建准确的量化数据ꎬ 推

动相关衡量 “一带一路” 绩效的研究ꎬ 从而为后续项目的拓展方向和重点

提供科学准确的指引ꎮ
第二ꎬ 在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过程中ꎬ 在做好政府层面宣传

的同时ꎬ 也要注重市场层面的机制建设ꎬ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个人投入 “一
带一路” 的拓展和建设ꎬ 使理论层面的 “一带一路” 倡议找到实践层面的

落实主体ꎮ
第三ꎬ 重视 “一带一路” 倡议落实过程中ꎬ 在不同地区的风险差异ꎻ

不蛮力推动ꎬ 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ꎬ 优先支持安全、 效益更高的项目开展ꎬ
从而为后续项目确立正面标杆ꎮ

第四ꎬ 对于 “一带一盟” 的对接ꎬ 应该意识到ꎬ 二者对接的进程快慢

与层次的深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亚经济联盟地区各国ꎬ 尤其是俄罗斯参

与的诚意ꎮ 在西方联合抵制和制裁俄罗斯的大环境下ꎬ 俄罗斯会有更大动

力积极参与 “一带一盟” 的对接合作ꎮ
(责任编辑: 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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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８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８１３０３ 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