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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愿景与行动

出台了，站在国家战略高度，规划出“一带一路”宏伟蓝图，

陕西在全国“一带一路”建设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1  什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1 . 1“丝绸之路”的由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建成一个新的发

展区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两千一百年前张骞出使西域，驼

队载着丝绸等物品运往西亚、欧洲，打通了横跨东西方的交通

大动脉，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金银冶铁、炼铜、制

丝打井技术传播到西方，西方的葡萄、石榴、胡桃、胡豆、

胡瓜引进中国，后世称之为“丝绸之路”。东汉的班超再次打

通丝绸之路，并将其延伸到欧洲。20 世纪 80 年代后，“丝绸

之路”一词被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并且成为固定称谓。古丝绸

之路始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玉门关、阳关到达新

疆，再沿帕米尔高原、中亚细亚、北非部分地区，到达非洲

和欧洲，这条路承载着商贸运输，是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要道，也承载着历史文化和宗教传播。

1.2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当代贸易之路，经济发展之路，

总面积5000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 亿，是世界上最长的经济

贸易大走廊，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经济上互补性强，涉及到交通、

金融、能源、通信、农业、旅游等领域，潜藏着互利共赢的巨大

潜力。这条丝绸之路，它是以古丝绸之路做为文化象征，合作平

台为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形成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支点为沿线城市群和中心城市，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生产

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促进发展战略，货币自由

兑换，人民友好往来，各国互利共赢，亚欧经济一体化，形成带

状经济合作区。它有三大特征，历史性，国际性，合作性。古丝

绸之路包蕴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亚欧国家合作的历史纽带和文化

象征，传承历史，关照着现代，开启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

国际，地跨亚欧两洲，多个国家参与，辐射带动功能显著，丝绸

之路经济带实现政治互信，文化往来，军事交流，环境保护，基

础建设合作共享，体现出广泛的包容性。

2  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为陕西经济振兴插上翅膀

2.1陕西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

2011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准设立西安综合保税区，具备了

普通物流区功能，还能保税、仓储、海关、商检、检疫、结汇银

行、保险公司、船务市场、船运代理等多种功能。是中国西部最

大的内陆港和综和物流园。陕西政府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签署《推

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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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丝绸之路经济带对陕西经济的带动和影响。陕西和西安作为西部开发的新起点，是丝绸

之路上的交通枢纽、贸易中心和科技教育中心，可以适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把陕西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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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20 个重点项目。中俄丝绸之路创新园、中

韩合作产业园、中哈人民苹果友谊园等国际合作聚集区建设步伐

加快，微软、三星、强生等世界500强的一批业竞相来陕落户，进

一步推进大型国企国际化战略，陕有色，法士特，陕汽等，不断

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多领域合作，境外企业、境外机构在48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坦建成石油炼化厂。首届丝

博会成功举办，87个国家和地区，10.5万名客商参展，共签订利

用外资项目合同额117亿美元。利用东盟博览会、陕粤港澳合作

周、夏洽会等展会平台，加快“秦货”国际化推广，钛金属制品、

重型汽车、苹果猕猴桃等产品在中亚、东亚、俄罗斯等国际品牌

影响力不断扩大。

2.2陕西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科技教育中心

2015年陕西省知识产权交易规模达到720亿元，与中亚国家

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涉及开采能源，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等。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技术支

撑，其旱作农业国际合作中心，提供绿肥种植，旱地作业，设施

农业等技术服务。促进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国，加快建设农

业合作园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中国丝绸之路研究院等

7家智库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陕西语言服务平台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加快建设，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加盟者

为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28所大学。

2.3陕西与丝路沿线国家友好关系加强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网络平台国际大会、国家电影节

艺术节活动影响力提升，开通了20多条丝路旅行路线。申遗成功

了中、哈、吉三国的“长安-天山道路网”。在乌兹别克斯坦“寻

找大月氏”活动，由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组织的团队，考古取得

了成果。科技协作协议不断签订，陕西医疗机构与俄、印尼、韩

合作，开展护理培训，中医医疗培训。举办中外媒体采访活动，开

设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网站丝路寻梦活动，人文陕西， 中国陕西，

丝绸之路开始的地方，利用这些专栏传播陕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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