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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丝绸之路是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的核心举措

与重要引擎.在有关数字丝绸之路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南亚地区作为一个

整体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后,中国与南亚地区的数字合作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并且目前尚

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和南亚八国共同实施的数字国家

战略,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与南亚八国在数字发展领域相互需求且具有互补

性.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共建意义重大,将有利于消弭南

亚数字鸿沟,优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布局,提供中印合作新渠道,应对数

字霸权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威胁与破坏.中国与印度等南亚国家携手共建数

字丝绸之路,将对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新路径.
【关 键 词】　数字丝绸之路　数字合作　南亚　印度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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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２０１３年的３月、９月和１０月先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 “一带一路”倡议.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总书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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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宣布,“我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① 至

此,“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在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２１世

纪的数字丝绸之路”②,标志着 “一带一路”倡议由谋篇布局的 “大写意”

转入精耕细作的 “工笔画”.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③ ２０２２
年１１月,中国发布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明确指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由此可见,共

建数字丝绸之路、参与国际数字合作,不仅关系到 “一带一路”的高质量

建设,而且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的成功实施.目前,在

有关 “数字丝绸之路”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中,相关研究更多涉及拉美、

非洲、东南亚、中亚和西亚,而国别也聚焦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

斯、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国,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国与南亚数字合作现状与成效的基础上,分析中国

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剖析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南亚数

字丝绸之路建设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一、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现状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 “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

成就之一是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亮点纷呈”⑤.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年

底,中国与１７个国家签署了 “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

南亚的孟加拉国;与３０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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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https://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９Ｇ０４/２６/content_

５３８６５４４htm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

https://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２Ｇ１１/０７/content_５７２５１１７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

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７、４３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亚的巴基斯坦;与１８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南亚的马尔代夫.① ２０２３年９月,中国与尼泊尔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尼泊尔教育科技部关于科技创新合作

的协议»,协议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② 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中国与多个国家共同发布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

倡议»,其中包括南亚的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可以看出,南亚的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阿富汗六国已经成

为中国在南亚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中

国企业在印度的金融科技、电子商务和在线娱乐等领域投资１００亿美元,③

而且更重要的是２０２２年印度参与了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至此,中国与没有建交的不丹外的南亚七国签署了国家级的数字合作协议.

同时,在数字五联五通领域均能发现印度和不丹的参与,因此中国与南亚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是客观事实.

首先,中国与南亚在数字设施联通领域合作成就卓越.数字设施联通

主要是海底电缆和陆地光缆的铺设.与海底电缆相比,中国与南亚的陆地

光缆合作成效较为显著.中国与南亚七国均签署并实施了光缆相关的合作

协议.中国电信针对传统跨境陆缆问题创新陆缆合作模式,实施了 “丝绸

之路电缆工程”,④ 与阿富汗先后签署了 «丝路光缆合作协议»和 «中国电

信阿富汗电信战略合作协议»,在阿启动了新的陆地光缆工程项目;⑤ 中国

还与孟加拉国先后签署了 «信息通信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 «中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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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框架协议».①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２０２２年与孟加拉国信息通信事

业部签署了 “数字互联互通”项目,作为 “数字孟加拉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② 将为孟加拉国建设１０个数字乡村站、１万个计算机实验室.③ 斯里兰

卡的大部分数字基础设施合同都是与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签订

的.④ ２０２２年中国在斯启动了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其政府服务的数字

化转型.⑤ 华为公司在２０２３年投资２４ 亿美元为巴基斯坦安装跨境光缆,

这条跨境光缆将连接东非和欧洲.⑥ 同时,２０２４年１月中国与巴基斯坦达

成协议,将加速巴基斯坦数字生态系统发展,使之成为区域网络互联互通

的枢纽国家.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９年中软国际有限公司与不丹移动

网络运营商 TashiCell集团达成了突破性的合作协议,助力不丹电信系统加

速转型升级;⑧ ２０２１年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与印度 Vianet通信有限公司

合作,共同在尼泊尔西部进行高速光纤网络的建立与扩展;⑨ ２０２３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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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喀拉拉邦的光纤可选网络项目采用了中国制造的光纤电缆.①

中国在南亚已经完成了若干数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并投入使用.中国

通信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 “中国政府援尼泊尔光缆铺设项目”于２０１８年完

工,中尼跨境陆地光缆开始投入运营;同年,中国—巴基斯坦跨境光缆项

目也成功完成,跨境光缆长度８２０公里,耗资４４００万美元.② ２０２２年,中

国完成了援助孟加拉国的网络基础设施三期项目,③ 将 “信息高速公路”从

首都达卡延伸至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为孟加拉国２６００个工会建立了高速

宽带互联网连接,并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保障了孟加拉国各级政府机关的

在线服务正常运行.④ 中国与马尔代夫主要进行了海底电缆合作,迄今完成

了两项工程,一是２０２１年２月中国华为海洋网络科技公司承建的 MSC海

底电缆系统投入使用,⑤ 二是２０２４年１月中国华海通信承建的 DSCoM 海

底电缆系统投入使用.⑥

其次,中国与南亚在数字政策沟通方面合作成就突出.作为数字技术

的基础战略性资源,数据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国家出

于对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敏感性的考虑,通常会对跨境数据传输加以限

制并引入本国要求,由此围绕数据存储及流动、数据保护展开了规范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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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的博弈.① 目前,基于联合国南南框架下的 “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

心”,中国建设了八个分别面向南亚、东盟、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国

家、非洲、上海合作组织和拉美的跨国技术转移平台.②

中国与南亚就共建数据中心、北斗卫星系统和５G技术展开合作.一是

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共建数据中心.中国华为公司分别在２０１６年与巴基

斯坦国家电信公司共建了第一家数据中心、在２０２２年与巴基斯坦国家信息

技术委员会共建了另一家数据中心.③ ２０１８年印度和中国启动了在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首个联合项目,在大连启动了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信息

技术走廊建设,在贵阳成立了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技术合作平台.④ 二是

北斗卫星系统的合作.巴基斯坦于２０２２年使用中国北斗系统替代了原来的

美国全球定位卫星导航系统,斯里兰卡也计划建立十余个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的运行参考站,⑤ 马尔代夫在阿拉赫岛海上打桩项目中也使用中国北斗卫

星系统提供全天候的智能监控、可视化作业和高精度施工.⑥ 三是５G技术

的合作.中国移动的Zong４G (CMPAK)是为巴基斯坦４G技术服务的先

驱.⑦ 目前,华为５G蜂窝网络覆盖了南亚六国.２０２２年华为云在斯里兰卡

和马尔代夫的市场份额均排名第一.⑧ 华为还是尼泊尔电信网络设备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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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主要提供者和维护者,① 同时积极支持马尔代夫的数字化转型.②

２０２３年华为与阿富汗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将在阿富汗所有省份安置华为摄

像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２１年以来印度尽管禁止多款中国移动应用程

序,不允许从中国采购设备,但仍允许华为参与 ５G 技术使用和应用

试验.③

再次是中国与南亚在数字资金融通和数字贸易畅通方面的合作成就初

显.金融科技④是数字经济的血液,⑤ 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思维和手段重塑并

创新金融服务机制,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同南亚的

区域性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初具雏形.除了没有建交的不丹,中国已实现了

与印度等南亚七个国家的 “全覆盖”,形成了立足云南、辐射南亚的跨境人

民币清算、结算网络.⑥ 具体来说,２０２１年阿里巴巴投资的印度最大移动

支付公司Paytm在孟买股市成功上市,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还与孟加

拉国的达卡证券交易所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交易系统的数字化

现代化.⑦

共建数字自由贸易区、加强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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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① 中国与巴基斯坦电子商务伙伴关系的建设与成效最为显著.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间,中国对巴基斯坦数字贸易出口额达３６１７亿美元.② 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协议共同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数字化转型.③

中国与尼泊尔的数字设备贸易也成绩显著.２０２１年前１１个月尼泊尔从中国

进口的手机价值高达２０７６亿尼泊尔卢比 (约１７４亿美元),约占手机进

口总价值的６１％.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度２０２１年从中国进口的集成电

路数量增长了１４７％、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增长了７７％,⑤ ２０２２年在中

国跨境电商出口国中排名第九;⑥ 只是在２０２３财年相关进口有所下降,印

度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从２０２２财年的３０３亿美元下降到２０２３财年的２７６
亿美元.⑦

最后是中国与南亚在数字民心相通方面的合作特色鲜明.中国与南亚

在智慧城市和教育数字化方面开展了合作.在智慧城市方面,中国主要与

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进行了合作.在孟加拉国,中国四家国有

企业在２０２２年３月向吉大港发展局提出在孟加拉湾沿岸６０平方公里的地

区建立智慧城市的提案,中国提供资金,项目由孟加拉国负责,以促进当

地企业发展并为民众带来福利.⑧ 其中,中国路桥公司提出了９０亿美元的

智慧城市 投 资 计 划,旨 在 开 发 凯 拉 尼 甘 杰 (Keraniganj)和 阿 舒 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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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ulia)两个创新型智慧城市.① 在斯里兰卡,华为与其国有住房开发公

司签署了智慧城市合作建设谅解备忘录,华为提供设计方案,并负责提供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智能设备.② 在马尔代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其

国有住房开发公司的智慧城市项目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助力 “智慧马

尔代夫”的建设.③

在教育数字化方面中国主要与斯里兰卡和尼泊尔进行了合作.２０２３
年,华为在尼泊尔开展了 “未来种子”公益项目,④ 为当地众多优秀青年提

供通信、５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训.同年,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

了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教育数字化赠款,帮助斯里兰卡建设３０００个数字化教

室;⑤ 华为还在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 (RanilWickremesinghe)访华

期间签署协议,为斯里兰卡的教育数字化提供技术基础设施.⑥ ２０２４年３
月,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与斯里兰卡签署了 «援助斯里兰卡普通教育数字

化转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现场考察会谈纪要»等双边合作文件.⑦

综上所述,中国与南亚国家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合作成效是有所差别

的,其中中巴数字合作成就最为显著,其次是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

尔和马尔代夫,而与印度和不丹的合作成果则不尽如人意.总体上,中国

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数字技术、数字

金融、智慧城市和文化教育数字化等领域,呈现出良好的数字五联五通,
这为进一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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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

自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来, “数字丝绸

之路”成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推进与南

亚地区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并取得显著成就.中国与南亚地区数字合作成

就,既受彼此数字战略内源性动力的直接驱动,更是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目标致力于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国外交实践的结果.
(一)共同的数字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内源性动力

中国的 “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及具体的数字化战略.在中国提出数字

丝绸之路倡议的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第一次提及 “数字经济”和

“数字中国”,制定了 “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① 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报

告不仅继续强调 “数字中国”建设和 “数字经济”发展,而且首次使用了

“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概念,也首次提出 “文化数字化”和 “教育数字

化”战略,② 规定了 “涵盖九大领域的二十一项战略性统筹工作,确立了一

种制度机制、五种体制机制、二十八种一般性机制”③,以促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全面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南亚八国中印度早于中国提出并实施数字国家战略.印度在２０１５年出

台了 “数字印度”战略.④ “数字印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电子政务、
在农村地区建立高速互联网、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九个支柱———
电子政务、电子化服务 (eＧKranti)、全面信息化、高速宽带、普及移动连

接、公共网络接入项目、发展电子制造业、IT 就业岗位和早期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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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出台 “数字印度”的目标是塑造治理良好、信息透明、反应灵敏的政

府,促进印度知识型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① 并且自 “数字印度”战略

出台以来,印度从中央政府层面加强与各邦政府的协调,统一执行标准.②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也早于中国提出数字国家战略,尤其是在中国提

出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后开始加速推进战略实施.孟加拉国在２００８年就

提出了 “数字孟加拉国”战略,但进展缓慢,直到２０１８年后才相继出台

«电子政府总体规划»«数字孟加拉国２０２１年愿景»«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数字孟

加拉国框架»和 «２０４１年智能孟加拉国愿景»③,２０２３年出台以消除极端贫

困为目标的 “２０２１~２０４１愿景规划”,希望通过智慧公民、智慧政务、智

慧社会、智慧经济四个关键支柱实现从 “数字国家”到 “智能国家”的转

型.④ 巴基斯坦在２０１６年提出 “数字巴基斯坦”,但进展缓慢,直到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才推出较为具体的 “数字巴基斯坦愿景”,强调改善数字基础设施、

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增加对数字技能的投资、促进创新和技术创业.⑤ 巴基

斯坦于２０２０年３月正式启动第一个数字专项基金 “伊萨 (Ehsaas)紧急现

金计划”,于２０２３年出台 «数字化现在:巴基斯坦数字化转型指南»,这为

巴基斯坦提供了全面的数字化愿景.⑥

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和不丹在中国提出 “数字丝绸之路”后

开始启动数字国家战略.斯里兰卡在２０１８年出台 «数字经济战略»,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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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草 «国家数字政策»,在 “繁荣愿景国家政策框架”中将建设 “技术社

会”作为重要任务.① ２０２１年,斯里兰卡开始正式实施国家数字化转型战

略,将数字政府和数字经济列为战略的重要领域.② ２０２３年,斯里兰卡发

起 “数字愿景２０３０”,③ 目标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尼泊尔于

２０１９年出台 “数字尼泊尔框架” (DNF),框架涵盖数字基础、农业、卫

生、教育、能源、旅游、金融和城市基础设施八个领域,侧重数字连接、

数字技能和数字治理三个支柱,④ 这为数字国家发展规划了路线图.２０２３
年尼泊尔通过了 “数字尼泊尔战略”,⑤ 明确了国家数字化发展的三大具体

目标———具有密集连通性的无障碍的现代基础设施、定量的可持续的生产

和生产力、良好的治理,核心目标是确保经济的多维转型,最终目标是利

用数字技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⑥ 马尔代夫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政府战略

行动计划»⑦ 和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国家恢复与复苏计划»⑧ 中均制定了国家的

数字化发展议程,将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服务作为优先事项.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 «适应、分散和多样化的数字马尔代夫»(DMADD)⑨ 和２０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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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 «马尔代夫第五旅游总体规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７»① 的目标不仅要促进旅

游业的数字化发展,同时要以推进落实 DMADD项目促进国家的数字化转

型.不丹虽然早在２００４年就制定了 «不丹信息通信政策和战略»,但直到

２０２１年才出台 “数字雷龙计划”(DigitalDrukyul).“数字雷龙计划”实施

的项目主要包括数字身份、病历信息系统、综合税收制度、综合公共服务、

电子商务、数字学校、强化连接性.② ２０２３年６月,不丹国民议会提出

«国民数字身份法案»,同年１０月又推出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③ 并积极推

动联合国制定 «全球数字公约».阿富汗的国家数字化发展主要是在中国等

国际社会的共同帮助下开展的.２０１４年阿富汗通过了 “国家网络安全战

略”(NCSA)以 “保护政府、企业和公民的数据隐私”,④ ２０１８年启动阿富

汗数字中亚南亚 (CASA１)⑤ 项目以重点发展国内外的网络连通性、政府

网络、互联网交换点和电子政务等.２０２２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阿富汗测

试数字支付系统,以使数字援助更快更有效地惠及妇女和偏远地区.⑥

总体上,共同的数字国家发展战略和共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与定位,

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提供了强大动力.可以说,中国与南亚国家

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方面具有更大的战略一致性.
(二)中国拥有帮助南亚国家推进数字国家建设的意愿、能力和经验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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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坚持亲诚惠容

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致力于深化同南亚国家友好互信

和利益融合.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亚地区是中国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的重要区域.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为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开辟新可能、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以及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日,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致贺信阐明,“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②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发表讲话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

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膀.我们应该主动把握时代机

遇,充分发挥本地区人力资源广、技术底子好、市场潜力大的特点,打造

竞争新优势,为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开辟新可能.”③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６日,

习近平向２０２１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表示, “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

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在推进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方面,中国可谓有能力更有经验.事实

上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７年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⑤

“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

成新动能.”而另据一份权威研究的结论, “中国式数字化先后经历了起步

期、成长期、转型期和引领期,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创造了数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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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正在向数字中国迈进.”① 因此,中国拥有数字化国家建设的成

功经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拥有帮助南亚国家推进数字国家建设

的能力.中国信通院的数字经济指数、哈佛大学的国家网络能力指数、哈

佛大学的网络就绪指数、联合国的电子政务指数,均充分显示了中国相对

于南亚地区国家拥有较强的数字实力或数字能力.在哈佛大学统计的２０２２
年网络能力指数中,中国排名第２,而南亚印度的排名位居第２６.② 在中国

信通院统计的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规模中,中国为７５万亿美元,而南亚的印

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分别只有１５５０亿美元、３４７亿美元和１２９亿美

元.③ 在世界经济论坛统计的２０２３年网络就绪指数中,中国排名第２０,南

亚的印度排名第６０、斯里兰卡排名第８０、巴基斯坦排名第９０、孟加拉国排

名第９１、尼泊尔排名第１１４.④ 在联合国统计的２０２２年电子政务指数中,

中国排名第４３,而选取的南亚八国的排名中,斯里兰卡排名第９５,马尔代

夫排名第１０４,印度排名第１０５,孟加拉国排名第１１１,不丹排名第１２５,

巴基斯坦排名第１５０,阿富汗排名第１８４.⑤ 同时,就核心数字技术而言,

２００７年前南亚地区的整体水平不及中国,而且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间南亚八国的

信息化发展指数上升平缓 (平均值由１６６２５上升为３２０７５),⑥ 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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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mitraDuttaandBrunoLanvin, “TrustinaNetworkSociety:ACrisisoftheDigital

Age?”TheNetworkReadinessIndex２０２３,December１５,２０２３https://networkreadinessindex

org/trustＧinＧtheＧnetworkＧsocietyＧaＧcrisisＧofＧtheＧdigitalＧage/

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EＧGovernmentSurvey２０２２:

TheFutureofDigitalGovernment,”２０２２,p８３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sites/default/

files/publications/２０２２Ｇ１１/Report％２０without％２０annexespdf
该数值为简单平均数,信息化发展指数地区平均值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地区信息化发展指

数平均值＝该地区各国信息化发展指数总和/该地区国家数量.南亚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亦使用

此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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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息化发展指数提升显著 (从３０３上升至５６).① 而且,国际电信

联盟２０１７年版信息化发展指数和２０２３年信息化发展指数均充分说明,无

论是数字技术的接入水平、数字技术的使用水平抑或数字知识的素养,中

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相比南亚国家有相对优势.

综上所述,受数字国家战略驱动,南亚大多数国家希望与中国开展数

字合作.除了公开拒绝参加 “一带一路”的印度和未与中国建交的不丹,

其他南亚国家均公开表达了他们在数字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愿望与诉求.

例如,孟加拉国希望中国成为其实现数字梦想的重要合作伙伴,② 斯里兰卡

希望中国在其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③ 尼泊尔

与中国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尼泊尔教育科技部关于科技

创新合作的协议»以加强与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④ 马尔代夫期待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新渠道以增加中马双

边关系新内涵并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马尔代夫与中国签署的 «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２０２４~２０２８)»明确将 “数字经济”作为中

马双方重点合作领域,⑤ 在中国举行的 “投资马尔代夫”商业论坛上中马签

署了 «关于促进数字产业的协议»等２０多项协议.⑥ 而且,中国—南亚技

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已经成为地区层面中国与南亚深化数字合作的重要

机制.同时,在２０２３年１０月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贸易

畅通专题论坛期间,阿富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与中国等多个国家共同

发布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决定加强在数字经贸

等七个领域的合作.⑦ 可以看出,由于中国的数字实力和信息化水平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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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全文)»,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４年１

月１１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２０２４０１/t２０２４０１１１_１１２２１８４１shtml
“StrategicCollaborationwithChinaatInvestMaldivesForum,”MaldivesFinancialReview,

January １５,２０２４https://mfrmv/internationalＧtrade/strategicＧcollaborationＧwithＧchinaＧatＧinvestＧ

maldivesＧforum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在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８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２０２３１０/２０２３１００３４４６７６２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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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八国,南亚国家对中国有数字合作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推动与南亚地区国家的数字合作,致力

于让数字文明造福南亚各国人民.

三、推进中国与南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未来路径

在 “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的背景下,中国不断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发展,持续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在数字领域

的合作并取得显著成效.未来,中国与南亚在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聚焦于数

字基础设施、数字规则制定、数字金融治理、电子商务与跨境税源管理以

及数字人文交流等领域.

一是中国可以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广泛加强与南亚八国的深度合作.

目前,受南亚地理环境的制约,尼泊尔、不丹、阿富汗和马尔代夫的交通

极为不便,数字基础设施均较为落后.尤其是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

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加之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

无法获得与城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同的资源;① 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

缺少对公民参与的战略设计,使得中央与地方无法形成整体的行动框架,

进而影响了数字化转型成效.②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可以有意识地加强

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帮助其缩小数字鸿沟.与以上国家相比,印度的情

况则不同.在２０２３年 G２０会议上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BillGates)

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建立了更全面的数字基础设施.”③ 也有研究预

测:到２０３０年,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增加值可能从２０２２年

占 GDP的０９％增至２９~４２％,将有效帮助其成为价值８万亿美元的经

３４

①

②

③

AbdulAziz,“DigitalInclusionChallengesinBangladesh:TheCaseoftheNationalICT

Policy,”ContemporarySouthAsia,Vol２８,No３,２０２０,pp３０４Ｇ３１９

SadiaJamil,“FromDigitalDividetoDigitalInclusion:ChallengesforWideＧRangingDigitalization

inPakista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Vol４５,No８,２０２１,pp１Ｇ１６

NidhiSingal,“Here’sHowIndia’s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IsGoingGlobal,”Business

Today,Nov１２,２０２３https://wwwbusinesstodayin/magazine/deepＧdive/story/heresＧhowＧindiasＧ

digitalＧpublicＧinfrastructureＧisＧgoingＧglobalＧ４０５１７７Ｇ２０２３Ｇ１１Ｇ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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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① 考虑到中国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优化升级数字基

础设施、２０２３年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将 “打通数字基础设

施大动脉”作为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的重要一环,② 中国可以在数字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学习其先进经验.

二是中国可与南亚八国构建数据流动圈,共同制定数字规则.由于美

国等对印太地区国家的数字制度嵌入极易使南亚地区国家形成对美国的路

径依赖,还可能会发展出不利于中国的数字治理规则,尤其是在数据保护

与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形成与中国不同的规则标准.印度已经颁布 «２０２３年

数字印度法案»,与前期的 «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数字印度法规则»«国
家数据治理政策»以及 «印度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结合起来,③ 构建印度

本国数字生态系统的法律框架.鉴于此,中国可以一方面加强与印度在数

字立法方面的沟通、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利用南亚各国对数据国际标准

话语权的诉求和对数据全球治理的需求,紧扣中国与南亚在数据本地化方

面的共同利益,构建中国—南亚数据流动圈,加强数字治理规则合作,强

化数据网络治理工作,以保证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正常秩序.

三是中国可进一步加强与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合作创新

发展金融科技,推进数字金融治理.印度在过去几年陆续推出普惠金融计

划、废钞运动等多项举措,逐步形成了以数字支付、网络借贷 (P２P)等为

主要业态的金融科技发展格局.２０１８年印度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融资事件和

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印度民众对金融科技的接受度在全球也位居前列.④

斯里兰卡曾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将数字金融的发展列为国家的战略支柱,

其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与国际发展保持同步,但总体上采用率较低.⑤ 对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CouldHelpIndiaBecomean ＄８ＧTrillionEconomyby２０３０:

Report,”IBEF,February２２,２０２４https://wwwibeforg/news/digitalＧpublicＧinfrastructureＧcouldＧ

helpＧindiaＧbecomeＧaＧusＧ８ＧtrillionＧeconomyＧbyＧ２０３０Ｇreport
«‹中国网信›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述评›»,新华网,２０２３

年４月１０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２０２３Ｇ０４/１０/c_１１２９５０９３３４htm
“India’sDigitalFuture:TheDigitalIndiaAct２０２３,”DrishtitheVision,Oct９,２０２３

https://wwwdrishtiiascom/dailyＧupdates/dailyＧnewsＧeditorials/indiaＧsＧdigitalＧfutureＧtheＧdigitalＧ

indiaＧactＧ２０２３
肇启伟、谢正娟、秦雨桐: «印度金融科技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亚研究季刊»,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２７页.

SavaniJayasooriya,“CrackingtheCodeofFinancialInclusioninSriLanka,”IFC,March

１４,２０２１https://wwwifcorg/en/stories/２０２１/financialＧinclusionＧsriＧ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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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可以在加深与孟加拉国金融合作的基础上,着力加强与印度和斯

里兰卡等国的数字金融合作,落实好与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国签订的数字

合作协议,积极防范第三方支付带来的风险,重塑国际支付新格局.

四是中国与南亚电子商务的发展空间无限,需加强对跨境税源的管理.

一方面,中国可以继续深化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泊尔的电子商务的发

展,构建高标准的数字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加强与南亚其他小国的电子

商务发展,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使之成为共建数字丝

绸之路的重要抓手,构建数字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可以特别增速

发展与南亚地区的数字服务贸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框架和

相关数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正成为服务贸易增

长的关键动力,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① 特别是印度的数字服务

贸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软件及信息服务离岸外包

具有较强竞争力,数字传媒和娱乐服务业、数字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增

速加快.然而也要看到,印度仍属于美国３０１调查的国家之一.② 这主要是

因为印度主张数据本地化和跨境限制流动,执行非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管

理政策,③ 是亚洲国家中拥有 “较为成熟的数字服务课税”的少数国家之

一.④ 因此,中国在推进与南亚地区数字服务贸易的同时必须与南亚国家的

税收征管合作,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协调.

五是中国与南亚数字人文交流的未来空间大,可在数字体育、数字旅游、

数字医药卫生、数字档案馆、数字电影、数字地图、数字印刷和数字出版等

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中国可以与南亚国家开展全方位的数字人文交流,促

进数字软联通.一方面,印度的数字人文发展较为突出,特别是在学科领域

融合、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有比较优势.⑤ 另一方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岳云嵩、李柔:«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 «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４期,第１２页.

樊轶侠、王卿:«数字服务课税模式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财政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第９２页.

郭霞、朴光姬:«印度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特征及中国应对策略»,«南亚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
期,第７８页.

方铸、王成展、王敏: «亚洲国家数字服务课税的实践比较研究———以印度与新加坡为

例»,«财政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２４页.

徐彤阳、祁璇:«印度数字人文项目探析及启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第５９~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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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国的文化数字化发展水平日新月异,已经形成了 “科技赋能文化”

的中国数字化造血模式,这为中国深化与南亚地区的数字人文交流合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可以在 “丝绸之路中国段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展示

与交流平台”的基础上打造跨地域的文物数字化展现与交流平台,① 从而为

丝绸之路沿线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② 同时,在丝绸之

路旅游中应用数字技术建构数字旅游体系,实现 “一带一路”旅游发展模

式的转换和质的跃升.③ 其中,中国可以加强与马尔代夫在旅游数字化方面

的合作.在数字教育方面,尼泊尔自２０２１年启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培

训项目,但尼泊尔人工智能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的数量较少,④ 中国可

以继续加强与尼泊尔等国在教育数字化发展领域的合作.数字医疗方面,

据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全球数字医疗产业经济发展蓝皮书»数据,２０２２年全球数

字医疗市场规模为２１１０亿美元,２０３０年将增至８０９２亿美元,全球医疗数

字化转型已成大趋势.⑤ 目前,不丹在推进医疗领域数字化方面主要与日本

等国进行合作,与中国的相关合作较少.⑥ 因此,中国可以加强与不丹、尼

泊尔、阿富汗等国在医疗数字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推进远程医疗项目,

为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四、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与构建数字合作

格局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鉴于 “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

６４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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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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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敦煌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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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为例»,«出版广角»,２０１９年第２３期,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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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人文地理»,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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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且主要是应用国际系统层次分析的结果”,① 本文

通过国家、区域、跨区域和全球四个层面分析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南亚数字

丝绸之路建设的意义.
在国家层面,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利于缓和中印关系,开

辟中印合作新渠道.目前,尽管中印关系陷入起伏不定的低谷期,但改善

中印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印数字合作对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利益都是有益的.
从２０２１年全球价值链看,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出口增加值规模位列前三,
而印度的信息通信和英国的金融保险极具国际竞争优势.② «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１)»显示,数字经济占中国 GDP的比重达到３８６％,而

未来五年印度数字经济对 GDP的贡献预计将达到２０％.③ 最重要的是,当

前世界上主要大国开展的数字合作均重视印度的潜力.美国把印度作为印

太战略的支点国家、重要抓手和优先合作对象,“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

字合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进过程,其特征是数字合

作的范围逐渐扩大,合作模式更加立体;④ 欧盟将印度视为重要支点国家,
加强双方在数字与技术领域的合作;⑤ 日本将印度视为经济合作潜力国与海

外供应链布局的支点国,两国的数字和绿色产业合作日益加强;⑥ 在这种情

形下,不入主流,焉能一流? 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一流的数字合作圈.同时,
优势互补是中印数字合作的显著特征,两国拥有明显的合作基础.以数字

贸易服务壁垒为例,虽然中国和印度选择了不同的数字贸易开放程度,采

取了不同的开放路径,⑦ 但是目前世界上有 “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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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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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２２页.

陈颖、高宇宁:«数字贸易开放的战略选择———基于美欧中印的比较分析»,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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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与 “DEPA协定”四种力量,① 而中印同属 “亚太模板”.２０１９年,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参与产业总体技术含量低,处于全

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占有市场份额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②

但是到２０２２年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③ 同时,以中国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布局为例,中国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印

度等区域性大国,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有机化学、物理等技术

领域.④ ２０２３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个别行业也

落后于同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和巴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丝绸之

路建设过程中数字经贸关系的升级.⑤ 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存在一定程度

的数字竞争,但从全球数字格局来看,中国与印度开展数字合作既具有明

显的互补性,也拥有天然的合作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合作为改善甚

至转变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推进中印

数字经贸合作需要从宏观视野的国家战略思维出发.
在区域层面,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共建数字丝绸之

路同南亚各国一道缩小 “数字鸿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城乡之

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数字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而南亚地区一直是

数字鸿沟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区域间、城乡间和性别间存在着巨大的数

字鸿沟.尽管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间南亚地区的移动网络使用率不断提高,但截

至２０２２年南亚地区仍然有９００万人居住在移动网络未覆盖区域.⑥ 即使在

移动网络覆盖范围内,未能使用网络的人口约有９９亿人,占地区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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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２％,远高于３８％这一全球平均水平,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①

南亚地区的城乡数字鸿沟非常明显.２０１７年,南亚地区的城乡鸿沟达

４７％,而且２０１９年以来南亚的城乡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２０２１和２０２２年,

南亚的城乡数字鸿沟分别为３８％和３０％,而同期世界平均数分别为３３％和

２９％.２０２２年,南亚地区农村居民使用移动网络的可能性比城市居民低

３０％,而到了２０２３年,这一比例上升至３３％.② 南亚地区的性别数字鸿沟

最为突出.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南亚地区的性别鸿沟分别为 ６７％、５８％、

５０％、３６％、４１％、４１％,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２５％、２２％、１９％、

１５％、１８％和 １９％.③ ２０２２ 年南亚女性拥有移动电话的比例比男性低

２８％,女性使用移动网络的比例比男性低５８％,而在东亚地区这一比例仅

为１％和４％;在阿富汗,拥有电子支付账户的女性比例仅为７％,而男性

则为２３％.④ 面对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中国明确表示 “愿同世界

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与南亚共

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推进,将有助于推动南亚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科

技应用、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合作,有效缩小数字

鸿沟.

在跨区域层面,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利于对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布局进行优化,实现国际区域战略新突破.自中国提出建设 “数字丝

绸之路”倡议以来,中国与相关地区和国家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既面临重

大机遇,但也因美国的数字化战略布局和政策手段而遭遇重重挑战.近年

来,美国加速推进 “印太战略”,将东南亚视为其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

区域,不断细化充实 “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

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推进对华竞争.⑤ 日本同样以东南亚为重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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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数字建设之争,与美国等构建起排华性的数字联盟.① 此外,中国

和东盟国家还共同面临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构以及数字化、

绿色化转型 “阵痛”等系列挑战.② 在面临来自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与打

压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优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布局,将数字领域的合作扩

大到与东南亚紧邻的南亚,并积极推动行之有效的数字合作行动方案.

在全球层面,中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可以有力应对数字霸权和

数字帝国主义的威胁与破坏.数字丝绸之路是应对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中

国方案.③ 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消弭中国与南亚的数字鸿

沟、提升发展中国家数字实力,有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数字鸿沟,破解南北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失衡和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等现实问

题.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表示,中方将 “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

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呼吁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

界”.④ 因此,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不仅契合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还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的数字帝国主义和 “数字霸

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益.

结　语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的演讲中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以来,因数字丝绸之路顺应世界经济数

字化发展潮流、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能更好满足共建国家发展合作要求,

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印度拒绝参

加 “一带一路”、不丹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但事实上南亚八国均参与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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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丝绸之路合作,中国与南亚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过程中中国的理念、原则以及实践路径,不仅为中

国与南亚国家的数字合作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南亚国家缩小与弥合数字

鸿沟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毋庸讳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

术的发展和国际合作将在大国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终塑造亚太地区

和世界各地的国际秩序.① 然而,作为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始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并为

实现这一目标搭建实践平台,坚持并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合作共

赢理念与正确义利观,积极推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

在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方案的背

景下,中国与南亚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前景广阔.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已经将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举办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深化数字经济等

领域改革列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并发起 «“一
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尽管２０２０年以来印度莫迪政府的

对华政策出现倒退,中印关系仍未走出低谷,但中印深化数字合作的基础

仍是存在的.其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的 «金砖国家数字

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已经就深化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形成重要共识,开

启了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新进程,这为金砖国家成员尤其是中国与印度

的数字合作奠定了基础.上海合作组织２０２０年发布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以及２０２３年发布的 «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的声明»,都明确了成员

国要携手发掘各领域数字化潜力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

也为中国与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数字合作提供了支撑.未来,中

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应致力于持续缩小数字鸿沟,搭建数字合作

平台,共同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普惠共享数字成果,共建中国—南亚命运

共同体,再创古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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