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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否已经成为 
中国的政治负担?

艾西亚

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末上任后不
久宣布了一带一路项目（BRI）。至今中国已
在此项目上投资约3000亿美元，主要用于邻
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尽管一带一路只实施了	

五年，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项在中国进行全
球扩张的宏伟计划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
响。这些国家包括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的国家和
其它主要经济体，例如美国和欧盟。

要点：
	 	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进行	
全球扩张的宏伟计划，	
引起强烈反响。

	 	一带一路已经演变为一种	
软实力手段，许多项目似乎是
战略性的，而并非经济性的。

	 最近的一项分析证实，许多	
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已经	
恶化，只有中东和北非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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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共建一带一路以来的五年里，一带一路
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以经济为重心
的贸易对接以便中国出口過剩的產能，到现在
更像一种软实力手段。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
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从本质上看似乎是战略性
的，而非经济性的。

这种态度的转变与西方对一带一路日益负面
的看法有关。在本月初举行的中欧年度峰会
上，欧盟对中国的战略雄心表达了担忧。但这
并没有阻止意大利成为G7国家中第一个正式
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受援国也发出反对的声音，
因为它们迫切需要资金来偿还贷款。

评估
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许多国家对一
带一路的态度确实有所恶化。我们的报告收集
了全球事件、语言、和音调数据库(GDELT)的数
据，涵盖132个国家、超过100种语言的广播、网
络和纸质媒体。报告显示，国际上对一带一路
的整体评价由2018年的积极评价急剧转为负
面评价，只有中东和北非地区仍然维持正面评
价。伴随着中国寻求提升其全球软实力，一带
一路形象的恶化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我们的研究针对一带一路形象恶化提出了一些
见解。首先最重要的：贸易。各国似乎越来越警
惕对中国进口的过度依赖和不平衡的贸易格
局。在投资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投资整
体上不像贸易那样受到负面的评价，但也有一
些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问题引发不少讨论，如接
受国的债务动态、环境问题。

总得来说，中国可能在一带一路的幌子下制定
了太多目标，其中一些目标可能相互矛盾。特别
是，中国试图复制其在海外市场的内部经营方
式:利用中国的资源和材料，具有明显的国家资
本主义色彩。

尽管从经济角度看，让国有企业忙于一带一路
建设可能颇具吸引力，但这只会加剧外国的担
忧，削弱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多数受援国欢迎来
自中国的基础设施融资，但也希望公开透明和
公平竞争。后者与中国现有的战略方针相左。

另外，替代方案的出現也反映了一带一路的形
象有虧，這些替代方案包括美国与澳大利亚、印
度和日本的印太战略，以及欧盟(EU)与亚洲的
互联互通计划。更有人认为，一带一路可能是美
国政府从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到遏制中国全球
扩张的转折点。

资料来源：	Geopolit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

图1： 一带一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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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反响

尽管当下局势不利，但这对中国来说并不完全
是件坏事，因为显而易见，无论一个国家的经
济体量有多大，提升软实力都会有困难。事实
上，这种阻碍也为中国提供了探索一个更加
可持续战略的机会。中国正在意识到，大举扩
张将引发与美国的对抗，尽管中国经济从中获
利，但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考虑到国内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中国需要在
海外市场扩张，但不应排除其他投资者从此类
项目中获益。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走上一条更加灵活开放，通向软实力建设
的道路。

建议
为此，中国最近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进行了一系
列战略调整，但由于方式低调，这些调整在很
大程度上仍未引起注意。

首先，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从最初的
63个大幅增加到131个。其目的是要降低一带
一路的针对性，从而降低西方对该倡议的地缘
政治担忧。

第二，中国正试图利用更加多边的框架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
种多边框架保留了中国特色，使中国能够掌握
对关键项目的最终控制权，也为其他发达国家
提供了参与的空间，尤其是欧洲和韩国。

尽管如此，中国可能也愿意在共享一带一路获
益的方式上做出一些妥协，但将该战略多边化
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回到西方模式。无论对现有
秩序有多大影响，中国以其独特的制度，逐渐崛
起进而重塑世界，而一带一路是推动这一进程
的重要環節。

世界各国日益負面的反应不应被视为一带一路
的结束，而应被视为中国的一记警钟，从而推
动重塑该战略，使之朝着更加开放和多边的方
向发展。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會在一帶一路項
目中處於核心的地位，保留其中心輻條模式，	
但會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合作。

资料来源:	布鲁盖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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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一带一路国际形象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28日之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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