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历史的启示  ── 构建经济、文化、  

政治三位一体的大三角战略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误区  

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理解，可能存在一个认识误区：

仅仅从单纯的经济方面来理解“一带一路”，简单地从产业战略、区域战

略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构想，

但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高度看，这种眼界和视角是非常狭隘、非

常片面的。  

如果只从经济层面去谈“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缺少历史眼光、缺

少文化视野，也缺少真正的战略头脑。这种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的想法，

不免流于简单、肤浅、片面、残缺，而且很难真正实现。  

要实现真正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认真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的本



 

 

质，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才能找到正确

答案。  

在战术层面，需要思考如下问题：  

（1）如何防范、化解“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政治风险（国际政

治局势风险、目标国国内政治局势风险、外交风险、军事风险）？  

（2）如何应对文化冲突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影响？  

（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在战略层面，需要思考如下问题：  

（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中国对世界

将产生什么影响？  

（2）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以后，“一带一路”建设会在人类历

史中留下怎样的印记？  

基于以上问题的思考，本书提出如下观点：  

（1）“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经济、文化、政治三位一体的。  



 

 

（ 2）“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现代中国对世界各国做出巨大贡献的

国家经济战略。  

（ 3）“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中国再一次为世界文明注入动力和活

力的历史战略。  

（4）“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的

文化战略。  

因此，本书遵循三位一体的原则，从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进

行系统设计、综合平衡，达到相互支持、相互匹配的目的。  

“一带一路”大三角战略中各个战略的地位是：  

（1）经济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  

（2）文化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  

（3）政治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卫士。  



 

 

第二节   反思：中国产业国际化进程遭遇的问题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到 2015 年，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67.67 万亿元，达到

10 万亿美元的数量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开放的扩大，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走出去”之后，中国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到 2012

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达到 1400 亿美元，首次超过吸引外资总额，成

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也遭遇了

许多困难，面临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经济、文化两方面的

因素。  

一、经济方面  

1. 对投资目标国政治、经济、文化了解不足，造成巨大的投资风
险和实际损失  

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对沙特麦加轻轨铁路的建设。该铁路长

度仅 18.06 千米、预算造价为 17.7 亿美元，接近 1 亿美元 /千米，远



 

 

远高于国内 1 亿～2 亿元 /千米的成本。项目论证时都以为可以获得

可观的利润，但由于对沙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不足，出

现了许多事前未能预见的干扰因素，最终导致 41.53 亿元人民币的巨

额损失。  

2. 对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因素考虑不周，导致无法应对市场
变化  

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商品贸易与外汇汇率波动直接相关，但中国

企业普遍缺少金融意识、金融人才和金融工具，几乎不会采用外汇

期货市场的工具规避风险，基本上处在“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状态，

导致经营业绩大起大落。例如，兖州煤业大手笔收购澳洲煤矿之后，

产生了大量的澳元负债，逐年偿付本息；而澳元汇率波动，每年都

出现了数亿至十亿元的汇兑损益，直接使公司经营业绩起伏不定。  

3. 外贸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外贸结构有待提升  

中国外贸进出口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重心较低，以纺织、服装、

家用电器等附加值低的产品为主；而进口产品则正好相反，以高附加

值的集成电路、电子电气、机电设备、民航飞机等为主。虽然总体来



 

 

说能维持较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初级产品的出口以廉价劳动力和污

染环境、消耗资源作为代价，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只能作为阶段

性的策略。如何改善中国的外贸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是一

个重要任务。  

4. 在对外贸易中缺少定价权，无论作为最大的买方还是最大的
卖方  

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缺少成为市场领导者的能力和意识，缺

少对相关产品的定价权，在利益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例如，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铁矿石进口国，中国的钢铁企业在与

国外的供应商如淡水河谷、必和必拓的贸易中，一直只能被动接受

对方的报价，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导致淡水河谷、必和必拓

连续多年大幅提高铁矿石价格，使中国的钢铁企业沦为替供应商打

工的角色。又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

由于长期管理混乱、恶性竞争，中国稀土被大量贱卖到日本、美国

等国家，在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双重代价的情况下，中国



 

 

并未获得应有的利益。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稀土行业进行了整合、

对稀土出口进行配额管理，但又招致有关国家指控中国进行贸易保

护主义。  

5. 政府和企业对国际商业法律和规则缺乏认识，经常遭遇反倾销
调查和处罚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经常遭遇美国、欧洲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反倾销

调查和处罚，包括光伏、钢铁、陶瓷、纺织服装，甚至一次性打火机，

几乎中国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反倾销

的指控。根据 WTO（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4 年其成员共发起反倾

销案件 236 起，中国涉案 63 起，占全球的 27%，是全球第一涉案大国。

大量的反倾销调查，除了相关国家贸易保护这个外部原因之外，还有一

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和企业都缺少对国际商业法律和规则

的认识和了解，不会自觉规避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根据国家的

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给予某些国家扶持的产业和企业的一些优惠政

策，如税收减免、贷款支持、财政奖励、政府补贴等，往往以国家红头



 

 

文件的形式直接出现；同时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也对这类政府补助

资金毫不掩饰地公开披露，由此使国外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可以

轻松地获得确凿证据，使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努力很难获得成

功。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而言，了解并尊重国际商业法律和规则，

在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对有关企业的扶持方面，采用比较含蓄、间接

的方式，不轻易授人以柄，应该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文化方面  

1. 文化差异因素对经济合作造成障碍  

对中国文化缺少认知导致对中国的误解、曲解。例如，对中医、

中药的认知缺失，导致欧美国家将中医中药看作一种巫术，牛黄解毒

丸、复方甘草片等被视为禁药，不仅禁止这些药物的出口，甚至连中

国公民出国时无意携带这类药品，也会遇到许多麻烦。  

2. 对中国文化缺少认同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反华、排华事件  

某些国家发生抢劫华人商店、焚烧中国产品的恶性事件，例如，

近期美国甚至出现鼓动“抢劫中国人”的歌曲。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公



 

 

开宣称，中国是造成美国人就业机会减少的原因。前美国总统奥巴

马也说，如果让中国人过上美国、澳大利亚人民一样的生活，将是

一场灾难。中国人勤劳、节俭、吃苦的传统美德，不仅得不到这些

国家的认同和赞赏，反而成了 “中国威胁论”的证据以及仇视中国人的

理由。  

3. 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缺少文化内涵，难以获得高附加值以及可
持续性  

中国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对外大量输出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中国产品似乎只有纯粹的实

用价值（使用价值）而缺乏附加的文化价值（品牌溢价），一直只能

靠廉价来获得市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玩具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都是为他人代工的产品或者迎合国外

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本土化”产品，缺少中国文化的符号和标志，价

格低到论斤卖的地步。再如，富士康为苹果代工生产手机，每台手

机的加工制造利润大约为 10 元人民币，而苹果从每部手机获得的利



 

 

润则高达数千元。  

4. 缺少文化输出意识，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与其经济贡献
不相匹配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产品销售遍及全球各地。但是，过去中国专

注于输出纯粹的产品，缺少输出中国文化的意识，导致中国的文化影

响力不足，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贡献严重不匹配。  

其实，西方国家的有识人士，预见到未来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一些关于未来的科幻电影对于未来的中国

力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美国科幻电影《 2012》中“诺亚方舟”由中国

制造，《火星救援》中也设想中国的太空站关键时候发挥了决定性作

用，《地心引力》中天宫太空站成为宇航员重归地球的最后工具。这

说明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会持续、显著

提升。  

5. 缺少文化维系的单一经济关系脆弱、不稳定  

古人云：“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财交者，财尽则绝。”（《战国策·楚

策一》）文化作为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联系的纽带，



 

 

往往比经济关系更为强大、可靠、持久。加强文化交流，并与经济交

流、政治交流相结合，形成强大的合力，对于维持中国与其他国家之

间的稳定关系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中国实施的国际化战略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也面临

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过程中，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必须采取综合手段予以系统

防范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