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本健：全方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厘清思路 

6 月 27－28日，首次丝绸之路经济带 12国智库论坛在京召开，来自中国、俄罗斯、中

亚五国、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美国等国的 40多名智库学者就“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建设与未来”的诸多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与闭门研讨。人民日报社内参部主编、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辛本健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厘清思路，才能实现

良好开局。在总体思路上，要以改革、开放、合作推动建设；而在沿线省区建设时，则要具

备发展所需的意识。  

辛本健谈到了“丝路经济带”的总体建设思路，即丝路经济带建设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必须利用好国家改革开放释放的最新红利，利用好改革开放新布局的若

干机遇，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良好开局。在未来丝路经济带建设中，改革、开放、

合作将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三个主要趋势。  

他说，在丝路经济带国内段建设中，应全面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

改革试验等若干重点领域的改革，在沿线加大设立各类自由贸易园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力

度，促进国内国际投资的便捷化、自由化。改革推动建设将赢得丝路经济带建设的主动权。

由于丝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第一个跨越很多国家的经济带建设构想，这一战略本身就有以开

放带动开发、以开放拉动发展的意图。通过全方位的开放实现沿线国家经济结构的互补，贸

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将有力推动丝绸之路国内段的建

设。  

除了从总体建设思路上给出建议，辛本健还指出了沿线省区参与丝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

思路。首先，要有机遇意识，“以开放倒逼开发”，这将有利于西部地区发挥潜在优势，明

确发展思路，利用好这一机遇的长期性。其次，要有全局意识，具有超越经济的多元战略目

标。这就要求对加速经济融合、文化融合，保证国家能源、军事和社会安全，促进沿线安定

发展这一核心目标认识到位。再次，要有忧患意识，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西部地区要充分

分析新环境新形势，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最后，要有特色意识，打造功能各异的通

道和中心。  

在谈到“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挑战与趋势问题时，辛本健强调要从习总书记提到的“五

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五通”分别是政策沟通、道路沟

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政策沟通既需要从宏观上协调各类区域合作组织达成

共识，又需要在微观上将近年来不同国家不同组织提出的“丝绸之路”相关建设计划与我国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方案相融合。道路联通要通过三步走让中国建立连接整个亚洲和

欧洲的道路运输网络。此外，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也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

有待解决。  

据悉，此次会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9月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议后，中国智库首次召集沿途国家智库参与的务实研讨会，也是中国召开的首次 12国

智库“丝绸之路经济带”会议,该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