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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并

2013 年 9 月 7 日中午，一次足以影响未

来百年中国和世界的演讲，在万里之外的中

亚举行，演讲风格简洁，充满理智与感情，这

就是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的

中国政府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的讲话。26 天之后的 10 月 3 日，

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印尼国会

发表演讲，又提出了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的理念，“一带一路”发展的国际经

济合作构想轮廓全面浮现。他在此前后多

次阐述了构想的基本理念、原则、途径和贯

穿其间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很快呈现

为一个完整多维空间发展战略，引起中国国

内和国际有关国家地区更多反响和认同。

在 2014 年 5 月于上海举行的“亚信会议”期

间和以后，这种反响与认同与日俱增，不仅

正在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战略，

也引起国际间更多人士的思考：这样一条由

昔日美丽丝绸铺设连接的欧亚经济贸易和

科技文化之路，为什么能在今天复苏？要在

今天复苏？影响的半径区域有多大？她的

复苏与持续意味着什么？最终所及又在哪

些主要层面上？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潮

流与大背景下，对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各国

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会产

生怎样深刻的影响？将对人类社会的和平

发展做出什么样的重大贡献？

笔者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构想，是发展和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

首次提出的全面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全球战略

思想。其影响所至，不只是中国经济的的持

续发展，同时也在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商、

共建、共享”与共同发展的经济一体化走向。

说首次，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过战略性思

考，但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和建国后长期的

经济封锁与后来间歇性的被遏制，中国在计

划经济的一个时期里只能选择“自力更生”

的路径，不是没有成果，是发展迟缓。改革

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在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毅然选择了主动开放的东部沿海

发展战略“引进来”，并局部“走出去”。在改革

开放的前 30 年里，重点解决经济体制市场化

的问题和结构调整的初步。中国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东西是和平问题南北

是发展问题的“东西南北”思想，为中国经济发

展提供了地缘发展的丝路框架。在 21 世纪

初，中国也根据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制定了

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构建“民主、和睦、

公正、包容”的世界新秩序，但在实施中缺乏明

确的地缘经济载体和相应的实现形式。地缘

战略的话语权依然被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垄断，

世界经济发展受到所谓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

论”和后来的“大棋局论”的影响和阻滞。中国

按照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韧性，坚持

改革开放与中国自己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终

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0 多年的发展，给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

相对强大的物质基础，也奠定了市场取向的

经济体制基础。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

阶段和新的经济转型期，中国的发展，既不

能在曾经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前进，也不能

按照走过的路径复制自己，特别是在发展战

略的制定和整合中，需要一个更明晰更有效

的发展方略，一面更好地顺应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发展潮流，一面按市

场规律和地缘发展规律，寻找既是自己的也

是跨区域和世界的多维空间的新的全面发

展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对中国

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的深入思考，和对

世界经济发展深层次发展问题以及当前经

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与教训的所谓整合的分析，明确提出“一

带一路”发展的战略构想，这必将对中国对

世界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人们的常识里，大多都知晓地球上曾

经存在过一条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丝绸

之路，但未必想得到，这条丝绸之路在未来

还要深刻地影响到世界的发展轨迹，影响到

世界政治经济和文明的历史走向。从历史

认知到现实认知，是思维与思想的区别。一

个经历过“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首次出现

了一个全面完整和成熟的经济发展战略，看

似“横空出世”，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

的必然结果。这是认识与实践的“常青树”

上结出的果实，朴实无华，带着昔日泥土的

芳香，却又像戈壁上千年不倒的胡杨树，根

深叶茂，更像是西亚与欧洲花园里的“无花

果”，在平实的思维枝干的尖端上凝结出一

种跨时空的东方智慧。

地缘认知，是伴随着人类进化过程同时

发生的，也是人类改造世界发现利用各种资

源的初始环节和关键环节。它指导过人类

的早期迁徙活动，指导过人类经济活动的要

素与资源的选用与配置，是人类在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中的经济认知活动。它也指导过

人类从原始群落社会曲折进入现代社会的

文明发展，这个发展过程还要继续。时空认

知是地缘认知的基础，人类只要存在一天，

这个认知就存在一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

中，人类的各种活动是从陆地开始的，最具

代表性的认知结果便是埃及尼罗河流域、两

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世界历史四

大文明发源地的兴衰交替与不断发展。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认知活动已经扩

展到与近海相联的远洋深海，扩展到太空与

外太空，扩展到月球、火星和许多地外星球、

银河系与宇宙。那么作为过去和今天地球

人的大陆家园，认知活动同样不会结束。因

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认知动机，认知成果和

运用的方向也不同，同是为了发展，也有一

己之发展或是大家共同发展的区分。理论

指向不同。认知之后的方法论也不同，认知

的话语体系自然也不同。由于近代资本主

义的扩张是建立在“殖民”概念上的，手段又

是“坚船利舰”下的不平等贸易，对于地缘的

认知，也就染上很难洗去的政治军事的色

彩。从此，从自然地理地缘和经济发展地缘

开始的地缘学说，逐步变成政治地缘和军事

地缘学说，出现了地缘理论的高度异化，以

致形成言必称控制的西方政治地缘理论的

强势话语系统。先后出现了德国康德的“欧

洲中心论”、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美国

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

英国麦金德的“陆权论”，还有德国豪斯霍夫

的“生存空间论”、美国斯皮克曼的“边缘地

带论”、格鲁厄姆的“太空权论”，以至美国亨

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

局论”。只有一个对信息革命浪潮做出准确

预测的托夫勒在现代社会的语境里，回归地

缘理论的初衷，对技术要素的变量趋势里给

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答案。

中国在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也很讲究地

缘，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过孙武的“先至衢

地，合交固结”。在诸侯争霸中也有过实用主

义的“合纵”“连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

平的“东西南北”思想，即东西问题是和平问

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是的论述，第一次把

地缘理论拉回到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主题上来，

但当时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迈出改革开放的第

一步。设立特区和制定东南沿海发展战略，其

实就是建设 20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次实

践，这是地缘学说、地缘理论的一次回归。

和平发展是世界主题，也是各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和愿景。地缘学说的及时回归，是

顺应潮流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想，

其认识价值、实践价值以及对中国对世界和

平发展经济发展的影响，怎么评价也不会过

高。这个构想与思想的产生，极大地开阔了

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视野，引起亚洲、欧洲

和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和世界发展中国家和

部分发达国家地区人们的兴趣、思考与实践。

这是一个充满创新思维的发展战略，要

素是和平、包容与发展。这是西方形形色色

的地缘战略中从来没有过的。在他们的战略

词典里，只有对不同地理方向的武力征服与

遏制，对地缘原理随心所欲的解释和利用，有

时也把经济当成制裁的武器，最终把与地缘

发展相关的经济活动战略降低到历史恶性循

环对抗的原始水平。这种降低其实也是对其

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自我反讽。

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战略，是对人类社

会文明发展规律与现实发展历史走向的整

合认知。“一带一路”既是欧亚古代世界发展

中覆盖影响世界文明进化的“丝之路”，也是

在地缘发展规律中注定要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的发展的不二途径，是在更大空间里优化

配置市场资源和生产要素之路，是对全球化

内涵与外延的更全面更准确的诠释。特别

是当今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地缘战略理解，是

在互利合作中共同发展，还是在遏制与不均

衡中走向对抗，“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的

提出，其世界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笔者之所以写作本书，非专业使然，而

是因为强烈的感受驱使。40 多年前，笔者在

西部地区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第一份职业，对

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状有过直观感受，以至

于进入中央新闻机构和在原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工作时只要有机会，总愿意到西

部去。这给了我一种断续思考的机会，也形

成了阅读有关丝绸之路书籍资料的一些习

惯，在经济研究和报道中对区域经济发展题

目兴趣也更大些。但即便有过这样的一些

积累，真正研究起来，仍感思维迟滞。丝绸

之路的老概念，人们都耳熟能详，把丝绸之

路与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紧密联

系起来，还是空前的令人耳目一新。如何把

传统研究中偏重于历史并且多少有些专业

化“碎片化”的思维整合起来，为进一步深刻

领会“一带一路”构想的发展思想精髓提供

一些参考，笔者在本书中作了一些尝试。并

尽可能把历史文化与现实的经济问题尤其

是经济一体化问题结合起来论述。在写作

上，也力求把经济研究和经济报道结合起

来，带有一点经济随笔特点，如果尝试有效

果，也就很知足了。

我以为，区域经济发展从来是一个整合

的概念，“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不仅开阔

了我们的视野，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

中国开始崛起的新的历史阶段里，中国的“东

部梦”与“西部梦”有更多的关联，“中国梦”与

“世界梦”也有更多的关联。如果只是把“美

国梦”完全搬到中国，“中国梦”和“世界梦”未

必能实现。因此，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地缘战

略学说，要有自己的思维理论创新和实践。

本 书 12 章，但 在 在 论 述 逻 辑 上 分 为 5

个部分。一是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

的 基 本 认 识，包 括 它 的 历 史 和 现 实 特 征。

二是对“一带一路”构想产生的国际背景和

经济发展背景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跨大区域经济现象和相关自贸协定特别是

美国主导的 TPP、TTIP 与东盟主导的 RCEP

作了一些剖析。此外也对“逆全球化”思潮

与不断发生的贸易保护和不均衡全球化作

了考察。同时对中国的东部发展战略和西

部大开发、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和中国企

业“走出去”等，也作了一些初步研究。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路构想既来之于

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的历史空间判

断，也扎根在民族发展深厚的历史实践土壤，

是中国面临经济转型、进一步打破发展发展瓶

颈的有效经济战略，是推动中国东部沿海战略

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升级，也是实现“强

国梦”建设开放型经济和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

中不断增强竞争力的需要。三是“一带一路”

是总的提法，但历史和现实的贸易投资、经济

合作走向提示，欧亚大陆有北、西、南、东四条

殊途同归的丝绸之路，共同组成欧亚经济发展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是中亚方向

丝路带、北部草原丝路带和连接东南亚和南亚

的西南丝路，涵盖了中国的所有发展区域，通

向了全球各个重要的经济体，从不同方向影响

世界的贸易格局。四是丝路建设的有关综合

叙述，五是丝路展望。

由于写作时间短，水平有限，错误和疏

漏难免，敬请读者原谅。

（本文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丝路大

视野》一书序言，题目后加，文字略有删减）

■ 双 龙

继中国新闻出版集团民主法制出版社

编辑的中国战略丛书之一《“一带一路”：全

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出版后，宁夏人民出版

社又推出了《丝路大视野》，作者也是中国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冯并。

我在《多面手的多面之作》一文里提到，

前几年在网上看到一篇哪个大学学者的研

究文章《多面手总编辑冯并》，是从新闻业务

角度立论，并视之为复合型人才典范。事实

上，冯并先生不仅是新闻业务中的一把好

手，采写、评论样样都能拿得起，在经济研究

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他在中

国改革初期发表的连续评论一、二、三论“关

广梅现象”，曾经获得中国新闻第一个特等

奖，上世纪 90 年代末又荣获中国新闻最高奖

项邹韬奋奖。他在多个人文领域里特别是

交叉领域都有精彩文章面世，先后出版了从

杂文、散文到经济评论、随笔乃至文艺副刊

史的多种著作，被业内称为“文章快捕”。这

次读过他的新力作，更感到这个“多面手”和

“文章快捕“决非浪得虚名。

他在《“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

辑》和《丝路大视野》这两部著作中表现出

的研究功力，是我第一次领教。从学科上

说，涉及历史、地理等多种学科，从领域上

涵盖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诸多领

域，杂而有章，融汇一炉，烹出的是热气腾

腾的一席具有现实重大意义的理论宴席。

《丝路大视角》共分 10 章，比较系统地

分析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产生的国

内国际背景和深刻的动因，分析了丝绸之

路的古代与现代一以贯之的历史特征与现

实特征，但重点在国内的丝路建设。特别

是提出了“微丝路”的概念，令人多思。“微

丝路”是与国际丝路对接的部分，也是“ 一

带一路”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国

内 的 丝 路 建 设 与 国 际 的 丝 路 建 设 一 体 联

动 ，这 是 当 前“ 一 带 一 路 ”发 展 的 运 作 特

征。在丝路经济的历史上，“ 微丝路”是丝

路发展的一个前提，不仅搞活了国内的流

通，也使丝路的开通水到渠成。各个经济

区域在“ 微丝路”的地缘经济中相互连通，

就会形成有序的合力，不断地给地缘经济

为基石的经济一体化注入不竭的活力。

《丝路大视角》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发育

背景和现实发展战略层面着眼，由史见今，

由今及古，国际国内贯通，宏观微观结合，知

识与理论融汇，视野开阔，直击当代中国与

世界发展的诸多热点话题，有一定的知识性

和可读性，也有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高度敏

感。无论是对经济界人士还是学界乃至一

般年轻的读者，都是不可多得的参阅读物。

据了解，该书作者上世纪 70 年代曾在

西部地区工作。80 年代先后在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担任编辑，并在原劳动人事部、国

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曾担任过经

济日报评论部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副秘书长、经济日报总编辑。本世纪

第一个十年里担任过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企

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

协会副会长与中国生产力协会副会长。是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也曾在一些高校应

聘博士生导师。冯并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撰

写了有关东南沿海和内陆开放的系列文章

《大战略》、《大陆桥》、《西行随笔》和《东北记

行》，也曾主编和参与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年鉴》、《中国公共管理年鉴》、《中外经济

体制比较丛书》、《改革问答录》等，如此丰富

的职务和业务经历，是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写

作《中国大逻辑》的一个重要基础。据说，冯

并还是位学者型“驴友”，只要有可能或有长

假，总要远行。一位书友转述他的一句感

慨，生不能做郦徐（注：郦道元、徐霞客），会

当游思八方。他一次不经意地提到，他在写

作过程中，还利用国庆长假，与妻女再穿河

西走廊，直奔居延海。笔者一直奇怪他为何

对 草 原 丝 路 那 么 情 有 独 钟 ，这 里 似 有 谜

底。除了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过，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研究的必由的途径。

据闻，冯并先生有关丝路的第三本书

也即将杀青，是研究前丝路的文章集合，有

一种随笔的性质，因此初步定名《旧大陆笔

记》。冯并擅于随笔，他的散杂文在上世纪

90 年代得到蓝翎先生的赞扬，《中国文艺副

刊史》被中国新闻史泰斗方汉奇称为“补填

空白之作”。想来读起来更会有纵横捭阖

之感，期待着他的新作连续出版。

中国梦与世界发展梦

又一本多面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