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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大量丝绸和纺织品途经中亚通往南亚、西

亚以及欧洲、北非，“古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它兴起于

西汉、盛于唐朝，历经1 500多年的发展，从明朝开始逐渐
衰落，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21世纪初，投
资和贸易活动在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起来，丝绸之路沿

线各国开始通过这条贸易交通大动脉加强国家之间的合

作。早在2005年，中国就已经与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丝绸之

路区域项目”，建设以铁路和公路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交通

项目。2013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扎尔巴耶夫
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

想。同年 11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

继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以后，国内相关城市和

省份开始加紧布局，着手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竞相

争夺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政治红利。这种做法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就国际合作而言，“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不是某个国家谋求“核心与边缘”、“依

附与被依附”的画地为牢的发展战略，而是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的国际合作战略。就国内而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向西开放战略相结合的新部

署，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区域范围是开放的，“丝绸之

路经济带起点”之争，抑或“桥头堡”之争是无谓的。相反，

各省区如何依靠自己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抓住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机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

水平才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也是我国的向西开放战略。

宁夏作为我国首个内陆经济特区和面向阿拉伯国家

开放的桥头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自己独

特的政治经济优势。中亚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

区，中亚五国大部分人民信仰伊斯兰教，而宁夏作为我国

唯一的省级穆斯林自治区，清真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承担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

分析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性以及宁夏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中的战略优势，为宁夏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

几点建设性意见。

一、向西开放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意义

一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一方面是其国内发生变化的

重要外部推动力，另一方面体现了其统筹国内发展的外

部需求。对外开放程度则主要体现为贸易自由化程度和

投资便利化程度。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差异性区域政

策（“经济特区”、“开发区”、“加工贸易区”等）以及受区位

优势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存在明显的区域

不平衡，向西开放战略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旨在促进区

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也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内在

要求。

1. 把向西开放战略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结合起来。
从贸易对象和贸易总量看，东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对

外开放程度远远大于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导致区

域经济发展明显失衡。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

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2012年三个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全国进出口额的33.54%；北部地区的北京、天津、山东、河
北主要面向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2012年进出口总额
占全国进出口额的21.2%；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
形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开放阵地，2012年进出口
总额占全国进出口额的 29.85%。西北12省2012年进出口
总额为2 364亿美元，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11%，进出
口贸易额远远低于东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明显滞后，具体数据如下页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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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宁夏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

【摘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举措，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

在总结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宁夏的地缘、文化优势和产业特色，分析了宁夏谋定“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的原因，提出通过构建“三大中心、两大平台”，即国家级清真食品认证中心、大数据中心、人民币跨境

结算中心和中阿博览会平台、现代物流平台的发展战略，作为宁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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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结构看，东部、北部和南部地区主要以加工贸

易和机电产品出口为主，且出口产品大多处于技术含量

低、附加值不高的低端环节，再加上原材料匮乏、劳动力

成本高以及市场饱和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长期看，中国

东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成本日益增高，比

较优势逐渐衰弱，所遇到的要素资源、环境瓶颈日益严

重。过去以沿海地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主战场，沿海地区经

济优先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出现了严峻的挑战，需要我

国将对外开放的目光投向亚欧国家，实施国际产业分工

的梯度转移，促进对外开放的均衡发展。

2. 把向西开放战略与我国的能源安全战略结合起
来。21世纪以来，能源战略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等能源的需求量越来

越大。能源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命脉和国家安全战略，是经

济领域、国防领域甚至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领域须臾不

可离的基本保证。虽然我国是一个石油生产大国，但是由

于人口基数大，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只有 1 314 吨，还不
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据发改委数据显示，在过

去10年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我国的石油消费量年均增
速为 6.66%。而受到国内资源及开采条件的限制，同期我
国石油产量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5%，石油生产能力远远
赶不上需求增长速度。2012年我国石油消费量达 4.9亿
吨，其中进口石油2.84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8%，已经超过
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近年来，我国从沙特阿拉

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伊朗等国家进口石油

1.3亿吨，占我国进口石油的48.4%。
石油是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商品，能源安全是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制定中长期能

源战略规划，保障我国能源特别是石油供应的稳定，开展

能源外交，谋求进口来源和供应通道多元化，是我国解决

能源安全问题的唯一渠道。中亚、西亚和中东阿拉伯国家

位于我国的西面，发展向西开放战略，是解决能源安全问

题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与中亚国家西气东输线路二线

已建成使用，三线正在建设之中，四线、五线也正在规划

之中，阿拉伯国家已与我国建立了中阿经贸合作关系。加

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布局承接中亚、西亚和中东阿拉

伯国家油气加工转化和储备，拓展向西开放的格局，是我

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必然要求。

3. 把向西开放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起来。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

于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受交通和环境影响，经济发展水平

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

新疆西北五省区以及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南四省

区作为古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主体，经济外向化程度与沿

海地区相比仍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我国东、中、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 56.4%、53.4%和 44.9%，西
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也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与亚欧国

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内，促进生产要素的流通，缓解西部地区交通不便的劣

势，有助于全面提升西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

展水平。不仅可以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经

济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可以缓解东部

地区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问题，推动我国经济中心西移，

保障经济平稳持续发展。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能够

对解决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城镇化问题和劳动力、资本

匮乏问题提供重要的推动力。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的定位

是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支点”的内涵

包括：是中阿经贸合作的战略支点，是中亚西亚中东空中

丝绸之路清真产业带的战略支点，是中阿金融合作的战

略支点。从全国范围来看，宁夏是面向中亚、西亚，挺进中

东，撬动向西开放的支点。

1. 中阿经贸合作的战略支点。我国和阿拉伯国家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在制造业方

面，同时又是机电等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产业

结构的互补性是促成双方开展进一步经贸合作的主要动

力。宁夏作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拥有浓郁的穆斯林

文化氛围，恪守伊斯兰宗教信仰，与穆斯林地区经贸文化

交往有先行优势。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宁夏政府就开始
探索与中东国家的合作，自 2004年中阿经贸论坛成立以
来，宁夏与穆斯林地区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加，宁夏作为

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所在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国际

性重要平台。作为中国的“穆斯林省”，宁夏有条件、也有

责任成为中阿经贸合作的战略支点，通过发展沿黄经济

年份

全国

东部沿海

占全国比重

北部地区

占全国比重

南部沿海

占全国比重

西部地区

占全国比重

2006

17 604.0

6 506.4

36.96%

3 362.4

19.10%

5 927.0

33.67%

576.7

3.28%

2007

21 737.3

8 091.7

37.23%

4 124.5

18.97%

7 121.5

32.76%

785.9

3.62%

2008

25 632.6

9 254.6

36.10%

5 489.2

21.42%

7 743.2

30.21%

1 067.3

4.16%

2009

22 075.4

8 041.8

36.43%

4 472.4

20.26%

6 956.3

31.51%

916.7

4.15%

2010

29 740.0

10 882.8

36.59%

6 150.4

20.68%

9 023.3

30.34%

1 283.9

4.32%

2011

36 418.6

12 865.1

35.33%

7 824.2

21.48%

10 697.5

29.37%

1 839.0

5.05%

2012

38 671.2

12 969.5

33.54%

8 198.5

21.20%

11 542.8

29.85%

2 364.0

6.11%

我国分区域进出口总额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亿美元

注：东部沿海包括上海、浙江和江苏三个省区，北部沿海

包括北京、天津、山东和河北四个省区，南部沿海包括广东、福

建和海南三个省，西部12省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数据来源：国家

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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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通过中阿博览会的举办和建立银

川综合保税区拓展对外交流合作。

2. 空中丝绸之路清真产业带的战略支点。随着宁夏
面向穆斯林地区“第一深水港”的地位正被逐渐认可，宁

夏清真产业已被带入全球化的强大“气场”中，宁夏买全

国、卖世界的清真产业格局一旦形成，对航空运输将形成

巨大的需求。宁夏紧邻雅布赖国际航路，银川平原地势广

阔，拥有扩大空域资源的巨大潜力，是建设航空枢纽的理

想位置。另一方面，宁夏地区位于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

中部，是贯穿西部以及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拥有方

便的铁路、高速公路以及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能够有效

地节省货物贸易运输成本。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能够

促使宁夏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银川国际空港物流中心

为支点，向中亚、西亚、中东辐射，拓展空中航线，成为继

陕西、新疆之后的又一向西开放的空中门户和区域性物

流枢纽，密切国内国际之间的经贸往来，谋定中亚、西亚、

中东空中丝绸之路清真产业带的战略支点，利用清真产

业以及航空便利促进西部乃至全国与中亚、西亚以及中

东的贸易往来。

3. 中阿金融合作的战略支点。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加强
国际金融合作已成为全球共识。近年来，宁夏通过深化金

融改革，引进国内外投资类金融机构，开展伊斯兰金融试

点业务和跨区域金融合作等多项举措，积极响应政府“向

西开放”的发展战略，为宁夏打造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开展与阿拉伯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条

件和可能。通过建立村镇银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

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通过引

进招商、浦发和兴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机构，逐步形成

科学、合理、开放、有序的现代金融体系。在中阿经贸关系

不断发展、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的新形

势下，宁夏有条件也应该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

作的战略支点，通过不断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金融合作，

带动中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其

他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保障。

三、宁夏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举措

依托宁夏特有的地缘优势和文化底蕴，宁夏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出发，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夯实发展

基础。

1. 打造国家级清真食品认证中心。宁夏全区常住人
口 654.2万人，回族人口占 34.77%，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
和饮食文化决定了宁夏清真产业的发展规模。目前，宁夏

全区具备一定规模的清真食品企业 130多家，年产值 90
亿元，产品经过贴标、检验检疫、认证等环节，远销阿拉伯

及欧美等国。做大做强清真食品产业，使宁夏成为我国重

要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集聚区，是宁夏调整经

济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向工业加工制造领域延伸的重要

战略之一。目前，国家批准宁夏设立全国唯一的清真食品

认证中心，开展先试先行认证工作。2009年发布实施的
《宁夏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和《宁夏清真食品认证实施规

则》，为清真食品认证工作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将宁夏建成中国（宁夏）清真食品认证中心，在建立、

健全清真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方面，采取“世

界——中国——宁夏”的发展思路。首先，积极争取成为

世界清真委员会（WHC）的成员，与国际清真（HALAL）标
准接轨；其次，在我国尚未统一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相

关标准的情况下，应使宁夏的地方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和

国家标准；最后，结合宁夏的区情，建立运行高效的管理

制度和组织体系，使宁夏成为我国清真食品认证中心的

总部。

2. 打造大数据中心。目前，我国与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阿曼、哈萨克斯坦等穆斯林地区的经贸关系仍然以传

统商务模式为主，电子商务贸易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服

务贸易尚未形成。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悄然兴起，发展具有

高附加值的信息产业，面向穆斯林地区开展跨境电子商

务模式，有利于减少跨境交易成本，带动中穆贸易的快速

增长，形成我国与阿拉伯国家、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地区合

作新的增长点。以 eBay 中国、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敦
煌网、环球资源网等跨境商务平台为借鉴，宁夏可以通过

打造大数据中心平台，建立一个类似 eBay的国际电子商
务信息平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与穆斯林地区的互

联网国际贸易。宁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西部云基地项目

的开工是宁夏建设云计算产业发展高地，构建“网上丝绸

之路经济带”，打造中阿互联网经济试验区的重大举措。

通过发展银川综合保税区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的通关限

制、物流平台打通物流配送环节，大数据中心平台保证仓

储、订单信息流的通畅，打通与穆斯林地区的互联网交易

通道，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先进的软环境。

3. 打造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2012年国务院在《宁夏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的批复中提出，鼓励国内外

金融机构在试验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

参与地方金融改革，鼓励外资金融机构依法在试验区设

立中小型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各类

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政策法规、针对区域金融特点推动金

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积极引进国内外各类银行、证

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落户试验区，鼓励宁夏地方企业参与

国家金融创新试点业务等。这些政策为宁夏开展金融创

新、打造中阿金融合作试验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带来

了新的动力和支持。

借鉴深圳前海新区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福建泉州

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天津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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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港区开展离岸金融等改革的经验，宁夏应该积极争

取国家在本地设立世界穆斯林地区人民币跨境结算中

心、开展与穆斯林地区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境外投

资、个人本外币兑换等业务，可按照“部分资本账户定向

开放——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路

径，把试验区建成覆盖全国、面向世界穆斯林地区的离岸

金融结算中心，为与穆斯林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便利，把

银川综合保税区打造成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

地区经贸合作的新引擎、金融合作创新试验区、新型服务

贸易外包基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

支持设立保障。

4. 打造中阿博览会平台。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是国家把宁夏从地处偏远的内陆省区推向对外开放最前

沿的平台，并使之成为国际化、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宁夏

与阿拉伯国家以宗教文化为纽带，其人文优势无可替代。

长期以来国家和宁夏一直致力于中阿之间的经贸合作，

随着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举办，在今后相当长的

一个时期内，宁夏将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阿博览会

的在宁举办为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宁夏聚集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是宁夏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强大动

力和支撑。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借助中阿博览会举

办之机，加大宣传宁夏，促进外部资源尽快聚集宁夏。第

二，把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与中阿经贸合作战略相

结合，寻求中亚、西亚、中东国家与宁夏发展的交叉点作

为主导产业发展，加大内外资源的整合力度，促进和提升

宁夏经济在国家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发展自身经

济的同时，形成宁夏发展带动西部发展的战略态势。第

三，加快推进会展中心、宾馆饭店、交通通信设施、口岸设

施、城市公共服务及保障设施等软硬件设施建设，增强对

博览会的服务能力。第四，加快制定人力资源战略计划，

培养适应国际穆斯林市场的金融型、信息型、法律型、管

理型、谈判型、外语翻译型、综合型等对外经贸人才。第

五，促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西部地区协作委员会，由西

部各省政府主要领导人牵头，统一协调中国与亚欧及阿

拉伯国家合作过程中的问题，制定地区协作战略，与中央

有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整合和协调

发展 。

5. 打造现代物流平台。物流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直
接决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高物流水平能

够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商品流通的顺畅性，是

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宁夏作为内陆地区，

辖区面积 6.64万平方公里，交通运输是影响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尤其是宁夏的清真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产业，对

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要求更高，物流水平的高低直接决

定了清真产业和农产品产业的发展规模。

目前宁夏铁路运输存在对外通道少、运输能力不足，

路网覆盖面低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发展铁路运输

建设，构建以银川为中心，向呼和浩特、兰州、西安、太原

四个方向放射，城际高铁覆盖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网状

铁路网。在公路运输建设方面，通过建设公路运输配套设

施，增加集装箱专用车、厢式货车、冷藏车等特种货运汽

车，提高公路运输效率，实现与铁路、航空运输的无缝对

接。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由于运力、成本、耗时的制约，无

法满足清真牛羊肉、枸杞、葡萄等鲜活农产品对运输条件

的要求。

因此，宁夏着力打造航空运输网、构建空中丝绸之

路，改变目前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为枢纽

与阿拉伯国家航空对接的现状，增加宁夏与中亚、西亚和

阿拉伯国家的国际航班和货运专线。目前，银川国际空港

物流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宁夏邮翔国际物流快

递中心、宁夏艾依莎空港物流公司、宁夏领鲜物流公司 3
家已经入园，规划到2020年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年货物
吞吐量达 120万吨。为了满足打造空中丝绸之路的需要，
继续加大综合保税区、空港口岸、河东机场的整体规划，

大力发展临空经济，努力把河东机场建设成为西部重要

的国际机场和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门户机场，建设以铁路、

公路和航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将宁夏建成西部最

大的面向阿拉伯世界的物流枢纽。

四、结语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保障能源战略安全，推动经济重心向西移动，优化西部地

区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与穆斯林地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规划，通过打造国家级

清真食品认证中心，使宁夏成为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

的聚集区和集散地；建立大数据中心，开展与穆斯林地区

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打造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进而减

少国际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为贸易往来提供便利；打造中

阿博览会平台，提供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打造铁路、公

路和航空三位为一体的物流平台，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

物流通道。利用“三个中心，两个平台”措施，在推进中阿

贸易合作的基础上，使宁夏发展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战略支点和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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