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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十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突出进展和重要成就，同时也遭到各种批评。具体而言，

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批评及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基于狭隘政

治利益强加的 “批评”；源于错误认知定位产生的批评；由于国内政治因

素影响惹来的批评；对于项目建设运营过程做出的批评。以此为镜鉴，为

了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 质 量 发 展，有 关 各 方 需 进 一 步 明 确 “一 带 一

路”的外延，注重做好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以及

共同构建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评价体系。

【关 键 词】　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　中巴关系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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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一 带 一 路”的 旗 舰 项 目，中 巴 经 济 走 廊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ＣＰＥＣ）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被寄望能够发挥

先行先试、标杆示范的重要作用，并受到中巴双方、“一带一路”共建各方

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那么，十年来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成效究竟如何，又为何会出现差异化甚至两极化的不同评价？本文旨在剖

析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可为 “一带一路”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哪些镜鉴和启示。

＊　本文是２０２３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负面

舆论挑战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２３ＺＫＪＣ１１６）的阶段性成果。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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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年来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２０２３年是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十周年。十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

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在微观层面，走廊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建成了一大批

重要项目；在中观层面，走廊规划的相继落实有力地促进了巴基斯坦国内

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宏观层面，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和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一）中巴经济走廊的三个层面

谈到中巴经济走廊，人们通常会直观地将之理解为一条北起中国喀什、

南至巴基斯坦瓜德尔港的经贸廊道。但是，这一朴素认识显然不能作为对

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严谨定义，也不足以展现中巴经济走廊的立体全景。① 鉴

于此，明确界定中巴经济走廊的内涵外延就成为完整回顾和准确评价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进展的首要前提。具体来说，立足中巴双方对于中巴经济走

廊的定位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

面来理解中巴经济走廊的概念范畴。

第一，微观层面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的微观基础。具体来说，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项目主要有两类：一是

中巴双方以及第三方为走廊建设专门设立的合作项目 （如卡洛特水电站项

目），二是后被纳入走廊建设框架的中巴以及 “中巴＋”等双多边项目 （如

阿扎德·帕坦 水 电 站 项 目）。据 巴 基 斯 坦 计 划 和 发 展 部 的 统 计 数 据，截 至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日，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共有９５个合作项目 （见表１）。当

然，也有一些关于走廊建设的合作项目并未纳入中巴两国官方确立的中巴

２

① 根据中巴两国政府联合编制的 《中巴经济 走 廊 远 景 规 划》，中 巴 经 济 走 廊 的 覆 盖 范 围 分 为

核心区和辐射区，并呈现 “一带三轴多通道”的空间布局。其中，“一带”是 指 由 走 廊 核 心 区 构 成

的带状区域，包括中国新疆喀什 地 区、图 木 舒 克 市、克 孜 勒 苏 柯 尔 克 孜 自 治 州 阿 图 什 市 和 阿 克 陶

县，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首都区、旁遮普省、信德省、开伯尔—普什图省、俾路支省、巴控克什米尔

地区、吉尔吉特—巴蒂斯坦的部分地区；“三轴”是指走廊中的三条 东 西 向 发 展 轴，分 别 代 表 了 从

拉合尔通往白沙瓦、从苏库尔通往奎达和从卡拉奇通往瓜德尔的带状区域；“多 通 道”是 指 走 廊 从

伊斯兰堡到卡拉奇 和 瓜 德 尔 的 多 条 铁 路 和 公 路 交 通 干 线。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７，ｐ．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ｐｃ．ｇｏｖ．ｐｋ／ｕｐｌｏａｄｓ／ｃｐｅｃ／ＬＴ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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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廊框架。对此，它们可被视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自然延伸而非主

体构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并非所有的中巴合作项目都属于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就此而言，微观视角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的评价路径主要在于

考察走廊具体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

表１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建设情况

进度

完成 在建 在研
合计

合作领域

交通基础设施 ６　 ５　 １３　 ２４

能源 １４　 ２　 ５　 ２１

瓜德尔港 ４　 ６　 ４　 １４

产业合作／经济特区 ０　 ４　 ５　 ９

社会民生 ５　 １２　 １０　 ２７

合计 ２９　 ２９　 ３７　 ９５

　 　资 料 来 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ＰＥ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Ｕｐｄａｔｅ，”Ｍａｙ　２４，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ｃｐｅｃ．ｇｏｖ．ｐｋ／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ｕｐｄａｔｅ

第二，中观层 面 的 中 巴 经 济 走 廊。中 巴 经 济 走 廊 建 设 正 式 启 动 之 后，

中巴双方为稳步推进走廊建设，制定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和短期行动

计划，① 确立了 “１＋４”经济合作布局 （即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引领，以

瓜德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为重点）。② 其中，根据巴基斯

坦方面披露的 《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走廊建设分为

塑造雏形 （２０２０年前）、基 本 成 形 （２０２５年 前）和 全 面 建 成 （２０３０年 前）

三个阶段 （见表２）。此外，中巴双方为推进走廊建设还成立了中巴经济走

廊联合合作委员会，并在此框架下陆续设立了１１个联合工作组，合作领域

除瓜德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之外，还涉及安保、社会民

３

①

②

《李克强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会谈时 强 调：加 快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构 建 亚 洲 合 作 新

纽带》，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６日，第１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 基 斯 坦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关 于 建 立 全 天 候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第２版。之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四大重点领域的排

序被调整为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瓜德尔港、产业园区，而后又在伊姆兰·汗执政期间增加了社会

民生领域。参见陈晓晨、李琛：《从连通到发展：中巴经济走廊的内涵演进》，载王缉思主编：《中

国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９页；《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巴 基

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更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

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第３版。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生、国际合作协调、农业、科技和信息技术产业等方面。① 就此而言，中观

视角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的评价路径主要在于考察走廊发展规划及其

增补内容的落实和执行情况。

表２　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愿景与建设目标

具体内容

发展愿景

中国

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 发 战 略，促 进 西 部 地 区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加快 “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中国在资金、技术、产能等方面的

优势，推动形成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巴基斯坦

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禀赋，并通过创造新的产业集群来提高

国家产业能 力，同 时 推 动 区 域 社 会 经 济 均 衡 发 展，增 进 民 生 福

祉，促进国内和平稳定。

国际和地区

形成以重大交通 基 础 设 施 为 依 托 的 新 兴 国 际 物 流 网 络 和 产 业 布

局，提升南亚和中亚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地位，通过贸易稳

定增长、国 际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和 人 员 交 流 往 来 促 进 区 域 经 济 一

体化。

建设目标

２０２０年前

力争使中巴经济走廊初具规模，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面

临的重大瓶颈基本得以解决，同时走廊开始为中巴两国经济增长

发挥促进作用。

２０２５年前

力争基本完成走廊建设，大致建立巴基斯坦的产业体系，并全面

发挥其经济功能，走廊沿线民生福祉显著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更

加平衡，全面实现巴基斯坦 “２０２５发展愿景”各项目标。

２０３０年前

力争全面建成中巴经 济 走 廊，确 立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内 生 机 制，
走廊全面促进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南亚地区发展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区。

　 　 资 料 来 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ｐ．９．

第三，宏观层面的中巴经济走廊。在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倡议发起之初，

走廊建设被置于促进中巴以及南亚东亚互联互通的愿景之下。② 之后，随着

中巴两国领导人将走廊建设提高到两国发展战略和重要战略决策的政治高

４

①

②

《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视频会议）成功召开》，中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 员 会 网 站，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ｚｇｇｗ／ｗｌｄ／ｌｎｘ／ｌｄｄｔ／２０２２１０／ｔ２

０２２１０３１＿１３４０３２５．ｈｔｍｌ
《李克强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霍索会谈》，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３日，

第１版；李克强：《让 全 天 候 友 谊 结 出 新 硕 果———在 巴 基 斯 坦 参 议 院 的 演 讲》，载 《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第３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的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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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① 中巴经济走廊已然具有为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以及

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构建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重要使命。同

时，鉴于中巴双方视中巴经济走廊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和

标志性项目以及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② 走廊建设之于共建

“一带一路”还承担着先行先试和标杆示范的重要使命。就此而言，宏观视

角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的评价路径主要在于考察走廊建设对于中国和

巴基斯坦两国关系以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作用贡献。

综上所述，中巴经济走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由走廊项目构

成的中巴经济走廊，中观层面由走廊规划描绘的中巴经济走廊，宏观层面

作为一项旨在促进中巴关系发展和 “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倡议的中巴经

济走廊。在此，中巴经济走廊的不同层面也决定了走廊建设成效评价的层

次性。首先，我们越是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来理解中巴经济走廊，对于走廊

建设成效的评价就越是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相应地，我们越是从更加

宏观的层面来理解中巴经济走廊，对于走廊建设成效的评价就越是复杂化

和抽象化。其次，虽然中巴经济走廊的三个层面相互关联而不能割裂开来，

但在评价走廊的建设成效时，还是不能将中巴经济走廊的三个层面混同起

来。也就是说，要在具体某一层面讨论该层面意义下的走廊建设成效，而

非单纯以 “此 层 面”的 走 廊 建 设 成 效 来 评 判 “彼 层 面”的 走 廊 建 设 成 效。

再次，鉴于微观、中观和宏观意义上的走廊项目、走廊规划和走廊倡议也

在随着走廊建设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对于走廊建设成效的评价及其标准也

应随之进行动态调整。

（二）中巴经济走廊的十年建设成就

自２０１３年５月正式提出以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经历了启动期 （２０１３
年５月～２０１５年４月）、推进期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和提质 期

５

①

②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举行会谈》，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第１版；

《李克强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１日，第１版。

《王毅：中巴经济走廊将成为中巴合作更加亮丽的名片》，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６７３０８９／ｚｙｈｄ＿６７３０９１／２０１９０３／ｔ２０１９０３１９＿７５７９５０８．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关 系、打 造 新 时 代 更

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第３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 关 于 深 化 中 巴 全 天 候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载 《人 民 日 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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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至今）三个发展时期，并已步入提质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① 回顾走廊建设所走过的十年，并结合上文所界定的中巴经济走廊的三

个层面，可以将走廊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围绕重点领域，建成了一大批重要项目。据巴基斯坦计划和发

展部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已有２９项完

成，另有２９项在建，还有３７项在研。其中，建设完成的走廊项目主要集

中在能源 （１２项）、交通基 础 设 施 （６项）、瓜 德 尔 港 （４项）和 社 会 民 生

（５项）等重点领域 （见表１）。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

击挑战，中方承诺 “不撤中方人员、不裁巴方员工、不停项目建设”，并同

巴方共同确保项目建设运营的基本正常。② 由此观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

在微观层面取 得 了 实 打 实、沉 甸 甸 的 成 就，而 这 也 与 那 些 不 断 跳 票 缩 水、

一再延宕迟误的标榜制衡对冲 “一带一路”的计划方案在落实程度和建设

效率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③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走廊建设在产业合作方面

的总体进展目前仍相对滞后于其他重点领域，而这也反映出走廊建设已经

从单体项目的分别布建，进入实现走廊项目的系统集成并综合提升走廊产

业链水平和价值链地位的新阶段。

第二，为推动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

看，作为引领中巴全方位务实合作的总体框架和重要平台，中巴经济走廊

为巴基斯坦的国家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大动能，并为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

１月，中巴经济走廊已累计为巴基斯坦带来２５４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累计实

现营收１７５．５亿 美 元，累 计 缴 纳 税 收２１．２亿 美 元，累 计 为 巴 基 斯 坦 创 造

１９．２万个就业岗位 （并在当地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工人等专业人才），④ 帮助

６

①

②

③

④

《中国和巴基斯坦 联 合 新 闻 稿》，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６３０８／１２０７＿６７６３２０／２０１９１０／ｔ２０１

９１００９＿９２８８４９３．ｓｈｔｍｌ
《中巴经济走廊成为 “一带一路”重大 项 目 统 筹 防 疫 与 生 产 标 杆》，载 《人 民 日 报》，２０２２

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３版。

例如，包括美欧官员在内的一些相关人士已经开始担忧和质疑美欧全球基建投资计划的资

金兑现度和项目有效性。邹磊：《美欧全球基建计划协调对 “一带一路”倡议 的 影 响 与 中 国 应 对》，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３期，第９８～９９页。

中经网传媒有限公 司：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亲 历 者 叙 说 走 廊 故 事》，北 京，经 济 日 报 出 版 社，

２０２３年版，第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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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新增６０００兆瓦电力、５１０公里高速公路和８８６千米国家核心输电

网。① 得益于走廊项目所发挥的良好效益，巴基斯坦的宏观经济状况、基础

设施条件、民生福祉水平等均得到显著改善，② 特别是一些长期制约其国内

经济和社 会 发 展 的 障 碍 因 素 也 相 继 得 以 有 效 处 理 乃 至 彻 底 解 决。例 如，

２０２２年１月，巴基斯 坦 总 理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事 务 特 别 助 理 哈 立 德·曼 苏 尔

（Ｋｈａｌｉｄ　Ｍａｎｓｏｏｒ）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使巴基斯

坦从电力短缺国变成电力富余国，满足了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降低了巴

基斯坦电力生产的成本和整体电价，使巴基斯坦摆脱长时间停电的困境。③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走廊在相关领域的建设成果更是为当地抗疫情、稳

经济、保民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成为推动巴基斯坦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保障。④ 当然，走廊目前的建设成就距离巴基斯坦方面所期待的建成

现代产业体系和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仍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第三，中巴经济走廊已成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和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堪称共建 “一带一路”的典范。自发起以

来，中巴经济走廊倡议始终致力于丰富和充实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和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经过十年来的通力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已成为象征中巴两国人民世代牢固友谊的标志性符号，并持续为两国发展

更高水平的伙伴关系与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供前进动力和坚实保

障。与此同时，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共同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

７

①

②

③

④

Ｎｏｎｇ　Ｒｏｎｇ，“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ａｉｌｙ　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ｄａｉｌ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ｐｋ／１０５２５３５／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ｆｏｒ－ａ－ｓｈａｒｅｄ－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Ａｌｌ－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２０２２，

ｐｐ．６９－７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ｕｐｄａｔｅ．ｃｏｍ．ｐｋ／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ｐｏｗｅｒ－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４．ｐｄｆ
《中巴经济走廊使巴基斯坦成为电力 富 余 国———访 巴 基 斯 坦 总 理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事 务 特 别 助

理曼苏尔》，新华网，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２－０１／１５／ｃ＿１１２８２

６５４１２．ｈｔｍ
《让每天停电的日子成为历史———记中巴经济走廊电站项目建设者的坚守》，新华网，２０２１

年２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１５／ｃ＿１１２７１０３２２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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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启动最早、进展最快、效果最为显著的项目之一，① 堪称 “一带一

路”先行 先 试 的 典 范。在 走 廊 建 设 过 程 中，中 巴 两 国 政 府、政 党、议 会、

企业和社会组织 等 有 关 各 方 还 共 同 构 建 起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的 多 元 合 作 体 系，

堪称 “一带一路”多元共建的典范。

如上所述，经过十年的建设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

突出进展和重要成就。与此同时，走廊建设也遭到来自不同方面各式各样

的批评。对此，我们有必要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走廊建设情景并公正评判

十年来的走 廊 建 设 成 效。一 方 面，要 仔 细 甄 别 这 些 批 评 背 后 的 政 治 动 机

（是为了走廊 建 设 的 稳 妥 推 进，还 是 为 了 阻 挠 破 坏 走 廊 建 设）；另 一 方 面，

更要基于循名责实和考事正名的精神，分析这些批评背后反映出走廊建设

存在和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以求更好地促进走廊建设提质增效，并以此为

镜鉴，助益 “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挨批”的原因归类与问题反映

在各方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效评价中，既有对走廊建设的褒赞，

也不乏对走廊建设的批评。② 就后者而言，这些批评中又因掺混着否定、抨

击、质疑、建设性意见等多种声 音 而 显 得 嘈 杂 纷 乱。鉴 于 此，有 必 要 对 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 “挨批”的原因进行分类讨论，并进一步剖析其反映出的

走廊建设客观存在和实际面临的问题。

（一）基于狭隘政治利益强加的 “批评”

中巴经济走廊之于中巴关系发展和共建 “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象征

性作用和标志性意义。一些政治势力正是找准这一点而拿走廊建设 “大做

８

①

②

《驻巴基斯 坦 使 馆 举 办 “一 带 一 路”演 讲 会》，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６３０８／１２０６ｘ２＿６７６

３２８／２０１７０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５＿９２８８６５６．ｓｈｔｍｌ； 《巴 基 斯 坦 驻 华 大 使 介 绍 “一 带 一 路”旗 舰 项 目 最 新 进

展》，中国 新 闻 网，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ｍ／ｇｊ／２０１７／０５－１０／８２２０

３９３．ｓｈｔｍｌ

据布鲁盖尔研究所对 “一带 一 路”的 国 际 形 象 及 其 演 变 的 文 本 情 感 分 析 （原 始 素 材 来 自

１４８个国家的媒体的相关报道），巴基斯坦对 于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以 及 “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情 感 态 度 在

南亚国 家 中 最 为 积 极 正 面，在１４８个 国 家 中 居 于 中 游 水 平。Ａｌｉｃｉａ　Ｇａｒｃíａ－Ｈｅｒｒｅｒｏ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

Ｓｃｈｉｎｄｏｗｓｋｉ，“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Ｂｒｕｅｇｅ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５，２０２３，ｐｐ．７－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ｕｅｇｅｌ．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２０２３－０４／ＷＰ％２００４＿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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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意图以此宣传攻势制造不利于中巴合作以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的舆论环境。具体来说，基于狭隘政治利益而强加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

“批评”主要是通过捏造谎言、颠倒黑白等手法和手段混淆视听，进而给走

廊建设扣上各种罪名并贴上负面标签。

以所谓的 “债 务 陷 阱 论”为 例。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布 拉 玛·切 拉 尼

（Ｂｒａｈｍａ　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在一篇题为 《中国的 “债务陷阱”外交》的专栏文章

中，抛出所谓的 “债务陷阱论”，指 责 中 国 在 “一 带 一 路”的 建 设 过 程 中，

通过向有关国家提供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以支持那些有利于中国进

行经济渗透和实现自身战略利益、对东道国却收效甚微的项目，最终导致

这些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并进一步受制于中国。① 之后，“债务陷阱论”

开始成为国际反华势力攻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话语工具。

其中，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就热衷于炮制鼓吹所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存在以及使巴基斯坦陷入 “债务陷阱”，并借此大肆抹黑攻击走廊建设与中

巴合作。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

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 （Ａｌｉｃｅ　Ｗｅｌｌｓ）在威尔逊中心发表的演讲中， “批

评”中国在中巴 经 济 走 廊 的 建 设 过 程 中 提 供 给 巴 基 斯 坦 的 贷 款 成 本 高 昂、

收益率低且缺乏透明度。②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她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

研究所的演讲中，再次 “批评”走廊建设加重了巴基斯坦的债务负担，并

“提 醒”巴 基 斯 坦 作 为 “买 家”要 对 走 廊 项 目 及 贷 款 多 当 心 （ｂｕｙｅｒ

ｂｅｗａｒｅ）。③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她再次将中国为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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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ｒａｈｍａ　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ｂｔ－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ｌｏａｎｓ－ｄｅｂｔ－ｂｙ－ｂｒａｈｍａ－ｃｈｅ

ｌｌａｎｅｙ－２０１７－０１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Ａｌｉｃｅ　Ｗｅ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２０１７－２０２１．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ａｌｉｃｅ－ｗｅ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Ｇｏｔ　ＣＰＥ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Ｓａｙｓ　Ｗｅｌｌｓ，”Ｔｈｅ　Ｄａｗ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ｗ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５２９７７４；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Ｄｅｐｕ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ｌｉｃｅ　Ｗｅｌｌ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２０１７－２０２１．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ｄｅｐｕｔｙ－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ｌｉｃｅ－ｗｅｌｌ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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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提供的融资支持污蔑为所谓的 “掠夺性贷款”（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ｌｏａｎｓ）。①

事实上，中巴经济走廊并不存在什么 “债务陷阱”。无论是在对于走廊

建设的定位和评价，还是在走廊项目贷款的规模和效益，所谓中巴经济走

廊 “债务陷阱论”的种种论点都经不起推敲。

其一，中巴经济 走 廊 建 设 既 涵 盖 国 际 发 展 合 作 也 包 括 跨 国 商 业 合 作，

在本质上属于综合性的经济合作安排。其中，大部分的走廊项目采取的是

商业运作模式。② 因此，批评者将中巴经济走廊的直接投资项目、优惠贷款

项目和发展援助项目混淆起来，并以无偿援助的标准来要求其他构成走廊

项目主体部分的非援助类项目本身就不合理。更讽刺的是，一些批评者一

边抨击走廊项目没有遵从商业原则而缺乏经济可持续性 （甚至臆测其背后

必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另一边又指责商业化运营的走廊项目没有充

分让利给当地社会，如所谓的 “走廊电力项目电费定价过高推升巴基斯坦

政府代偿债务”。③

其二，在巴基斯坦的债务结构中，以巴黎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才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债权方。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

使馆在２０２０年１月披露的信息，彼时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贷款共５８亿美

元，占 巴 基 斯 坦 外 债 总 额 的５．３％，还 款 期 限 为２０～２５年，利 率 约 为

２％。④ 因此，批评者指责中巴经济走廊导致巴基斯坦的债务状况上升到危

险水平站不住脚。

其三，走廊项目 的 早 期 收 获 已 经 产 生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收 益，

有利于巴 基 斯 坦 形 成 “投 资—增 长—偿 债”的 良 性 循 环。反 观 有 的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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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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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燕：《南亚局势新动向对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影响》，《国际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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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发言人就美方涉中巴经济走廊言论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

基斯坦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大 使 馆 网 站，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ｐｋ．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ｇｏｖ．ｃｎ／ｃ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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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避而不谈发展的可持续性之于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① 甚至还在给

中巴经济走廊的债务偿还制造困难。例如，２０１８年７月，美国国务卿麦克·

蓬佩奥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就警告国际货币基 金 组 织，其 向 巴 基 斯 坦 新 一 届

政府提供的纾困借款不得被用来偿还巴基斯坦的中国债务。② 因此，批评者

鼓噪的所谓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加 重 巴 基 斯 坦 债 务 负 担”听 着 似 乎 振 振 有 词，

实则是在颠倒黑白。

其四，巴基斯坦的债务问题有其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多重原因

与复杂成因。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个引领性的合作框架，本身并不能承担

也无法承担从根本上解决巴基斯坦债务问题以及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巴基斯

坦的国内改革的政治经济责任。因此，批评者将巴基斯坦面临的债务困难

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债务危机归咎于所谓中巴经济走廊收效甚微委实不公。

综合来看，鼓吹中巴经济走廊 “债务陷阱论”者并非真的关心中巴经

济走廊的透明度和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而是借此政治炒作向中巴两国政府

发难，并意在破坏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和舆论

环境。事实上，所谓的中巴经济 走 廊 “债 务 陷 阱 论”并 非 孤 例，与 之 类 似

的不实论调还在给中巴经济走廊强行扣上经济渗透、市场扭曲、资源掠夺、

污染输出等帽子和罪名。就此而言，这些基于狭隘政治利益而环绕在中巴

经济走廊 的 “噪 声”和 “杂 音”，与 其 说 是 在 对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建 设 提 出 批

评，毋宁说是对中巴经济走廊本身进行政治攻击。

（二）源于错误认知定位产生的批评

不必讳言，无论是 “一带一路”，还是作为 “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

的中巴经济走廊，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至今都仍是一个新生事物。正因如此，

有关各方一边 在 逐 渐 认 识 和 理 解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以 及 “一 带 一 路”的 内 涵、

外延、逻辑、宗旨等构成要素，一 边 也 在 实 践 探 索 中 对 之 进 行 再 塑 造。在

１１

①

②

例如，《“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就强调，如果一国增加的债务主要流向生产

领域，那么生产性投资在短期提高债务负担水平的同时，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并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步降低债务负担水平。参见袁然、熊婉婷、肖立晟：《中国对 “一 带 一 路”国 家 主 权 债 务

影响研究新进展》，《银行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０页。实证分析也表明，中国海外主权贷款具

有生产性债务的特征，能够缓解债务国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效形成生产性投资，相关还款压力对债

务国而言也是可负担的。参见熊婉婷、张家诚、孙靓莹：《生产性债 务：中 国 海 外 主 权 贷 款 与 发 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世界经济》，２０２３年第９期，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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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中，难免出现因为错误认知定位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带一路”而

对其进行质疑乃至否定。具体来说，源于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错误认知定位

而产生的对走廊建设的批评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

第一，国际层面。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旨在促进中巴两国以及南亚、中

亚、西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就此而言，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

带一路”在本质上都属于发展导向的合作倡议。但是，以印度、美国为代

表的个别域内外国家对此却满怀猜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试探，印美等

国仍执意于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角度来审视中巴经济走廊。具体来说，

基于这种政治思维而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批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穿

越争议领土。印度方面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线路穿越印巴两国有领土争议

的克什米尔地区，而指责走廊建设干涉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并损害了印度的

领土主权。① 美国方面也表示，“一带一路”穿越争议领土而显示出其在操

作面的脆弱性。② 其二，扩张势力范围。印度方面认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暴露了中国对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野心，并对印度既有的战略

存在构成挑战。③ 与之呼应，中巴经济走廊也不单纯是经济合作，而是中国

实施包围印度的 “珍珠链战 略” （Ｓｔ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ａｒｌ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 关 键 一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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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ａ　Ｔｅｌｌ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ｖｉｏｌａｔｅｓ－ｏｕ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ｄｉａ－ｔｅｌｌ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５７２９５７６８．ｃｍｓ．对此，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中巴在有关地区开展合作，纯粹是出于促进当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目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会影响各方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参见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２０１５０６／ｔ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５４１２４３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 行 记 者 会》，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５４１４４１１．ｓｈｔｍ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２０１７，

ｐ．６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ｒｍ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ｅｎａｔｅ．ｇｏｖ／ｉｍｏ／ｍｅｄｉａ／ｄｏｃ／１７－８２＿１０－０３－１７．ｐｄｆ

Ｃｈｉｌａｍｋｕｒｉ　Ｒａｊａ　Ｍｏｈａｎ，“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ｉｎｄｉ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ｏｌｕｍｎｓ／ｓｉｌｋ－ｒｏｕｔｅ－ｔｏ－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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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全 面 进 军 印 度 洋 地 区 的 重 要 一 步 （如 所 谓 的 瓜 德 尔 港 军 事 基 地

化）。① 无独有偶，美国方面也将 “一带一路”建设与所谓的中国陆权、海

权的双重扩张进行联想，并指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

背后暗含军事意图和地缘战略考量。② 在其看来，中巴经济走廊可谓中国在

欧亚地区进行权势扩张的前沿阵地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ｄｇｅ）。③ 进而，中国旨在通过

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在内的 “一带一路”建设，提升自身在沿线地区的软硬

力量投射 （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以及增强自身对这些

地区的影 响 力，④ 并 构 建 以 中 国 为 中 心 的 区 域 和 世 界 秩 序 （Ｓｉ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⑤ 总而言之，这些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批评

源自于其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错误定位。进而言之，如果有关方面依然基于

这种错误认知，那么走廊建设得越成功，其对走廊建设的 “批评”只会越

激烈。

第二，国内层 面。根 据 中 巴 两 国 政 府 关 于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的 共 同 规 划，

双方将通 过 “一 带 一 路”倡 议 与 巴 基 斯 坦 “２０２５发 展 愿 景”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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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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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５）的战略对接，以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① 在此，对接

意味着走廊建设 绝 非 对 巴 基 斯 坦 国 内 建 设 的 大 包 大 揽。但 在 实 际 过 程 中，

巴基斯坦国内还 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出 现 了 对 走 廊 建 设 过 度 依 赖 的 心 理 倾 向，

甚至认为只要有中巴经济走廊，其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即 “中

巴经济走廊万能论”）。与此同时，一些对于中巴经济走廊过高调门的宣传

（如称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基斯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ａ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又进一步拉升了巴基斯坦国内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期待，致使其

产生对于中巴经济走廊更高甚至不切实际的预期。特别是，巴基斯坦联邦

政府在走廊布局中的 “平均主义”，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在走廊建设中获益不

公的怨言，无不反 映 出 巴 基 斯 坦 国 内 多 少 存 在 将 走 廊 当 作 重 公 平 轻 效 率、

重社会福利轻经济效益的 “大锅饭”的错误定位。由此，巴基斯坦国内对

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失准定位使得中巴经济走廊 “被承担”本不属于走廊建

设目标同时也超出走廊承载能力的建设内容，并导致巴方一些人士将其国

内问题绵延归咎于走廊建设效果不佳，甚至将走廊产业园区建设进展相对

缓慢简单归因于中方投入不够；② 与此同时，巴方民众也容易因为走廊建设

的实际成效与其过高预期之间的 “落差”而对之产生失望和不满情绪。总

而言之，这些 对 于 走 廊 建 设 的 批 评 源 自 于 其 对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的 定 位 认 知

偏差。

综合来看，无论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无端猜忌，还是对中巴经济走廊

的过高期望，本质上都属于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过度解读，即将走廊建设本

没有的议程纳入其所理解的走廊建设内容，进而引发其对走廊建设 “越位”

（实际做的比宣称要做的还多，即 “做得太多”）或 “缺位”（实际做的比应

该要做的还少，即 “做得太少”）的批评。对此，走廊建设应通过妥当全面

的信息传播，促进有关各方真实准确、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巴经济走廊，特

别是走廊建设要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

（三）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惹来的批评

中巴经济走廊的主体部分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并横跨巴基斯坦的所有

省份，这也使得走 廊 建 设 不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巴 基 斯 坦 国 内 政 治 因 素 的 影 响。

具体来说，由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而惹来的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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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巴经济走廊远 景 规 划〉在 巴 基 斯 坦 发 布》，新 华 网，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ｃ＿１１２２１３３９０３．ｈｔｍ

颜少君：《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研究》，《全球化》，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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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批评可以分为世家政治和俾路支分离主义两类动因。

第一，世家政治。世家政治深刻地影响着巴基斯坦的政治结构和政治

文化。一方面，巴基斯坦的世族豪门通过政党的制度形式牢牢地把控着国

家权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政党总体上又是地域性的，其主要依托本

地区本民族的选票在中央争权夺利、在地方荫蔽豪强。① 面对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的发展机遇，巴基斯坦各省均视走廊项目为本省发展的重大资源，因

而竭力争取走廊建设更多地向本省倾斜，并指责联邦政府的走廊线路规划、

项目分配和优先性排序偏向外省，还一度出现各省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

线之争，② 以及诟病中巴经济走廊沦为 “中国—旁遮普经济走廊”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ｎｊ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③ 在这其中，更是不乏夹杂党派利益、部门利

益和地方利益而围绕走廊的具体内容而展开的政治攻防以及针对走廊的具

体实施所进行的政治放话，④ 这一方面导致走廊项目的落地和推进面临更高

的额外成本和政策不确定性，⑤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走廊的整体形

象和国际声誉沦为各方政治角力的牺牲品。⑥ 概而言之，巴基斯坦地方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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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巴基斯坦政党背后的世家政治》，《文化纵横》，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５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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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政治争斗过程中所制造的负面话语 （如新东印度公司）尤其容易被外

界拿来 “做文 章”。 “ＣＰＥＣ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ｈｅ　Ｄａｗ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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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建设的批评不是针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本身，而是借此进行政治博弈和

利益争夺。当然，这些批评背后所反映出的政治矛盾虽然并非因走廊建设

而起，但却因走廊建设而台面化、显性化和白热化。

第二，俾路支分离主义。自卡拉特土邦并入巴基斯坦联邦以来，巴基

斯坦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就一直受到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的困扰。这也

使得在巴基斯坦境内特别是俾路支地区的外来建设项目一方面处于令人担

忧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则面临不甚健康的舆论环境。对于俾路支分离主

义势力来说，他们本能地警惕防备甚或反感排斥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在内的

所有外来建设项目。无论是强硬派认为走廊建设将会巩固联邦政府在该地

区的统治，还是温和派不愿 “外人”（外省人、外国人）主导俾路支地区的

发展方向，① 都使得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难以对走廊建设持正面态度和积极

评价，甚至诉诸各种手段干扰破坏走廊建设。其一，一些俾路支分离主义

分子公然在国内国际场合发表污蔑诋毁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言论，② 并以此

负面化巴基斯坦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于走廊建设的认知和评价。其二，

一些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还暗中运作激起当地民众抵制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中巴合作的线上、线下群体性事件。其三，一些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 （如

“俾路支解放军”，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还以所谓 “中国伙同巴基

斯坦联邦政府掠夺俾路支省的矿产资源”等不实指责为借口，对走廊项目

和中方机构人员发动暴力袭击。③ 虽然这些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俾路支分离主

义势力针对巴基斯坦联邦政府的施压和报复，但还是在无形之中滋长了外

界对于走廊建设的疑虑和批评，尤其是在一些反华势力对此进行政治炒作

之后。④

综合来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因素

的波及影响。一 直 以 来，中 国 外 交 始 终 坚 持 主 权 平 等 和 不 干 涉 内 政 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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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看法及其成因》，《南亚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

期，第３４页。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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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颉、赵觉珵、万琳：《外媒 炒 作 “瓜 达 尔 抗 议”的 真 相》，载 《环 球 时 报》，２０２１年８

月２７日，第３版。



　 中巴经济走廊十年建设成效：分化评价与问题剖析

则，① 在对外合作中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② 同时，中国政府还要求中资企

业应避免卷入别国内政。③ 鉴于此，如何在不干涉、不卷入别国内政的前提

下，妥善规避和有效管控东道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

共建 “一带一路”可能以及实际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亟

须破解的重要课题。

（四）对于项目建设运营过程做出的批评

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有关各方遇到或发现了一

系列的实际问题，而他们面临或反映的这些情况也成为我们分析走廊发展

存在哪些不足的重要线索。具体来说，有关各方从不同角度对走廊项目建

设运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批评主要包括心态浮躁、行政管理僵化与治理能

力有限、伴生既有权益的 “被剥夺感”。

第一，心态浮躁。坦率地说，巴基斯坦方面在走廊项目的规划和实施

过程中多少存在急功近利、急 于 求 成 的 浮 躁 心 态。其 一，一 步 到 位。在 一

些走廊项目的规划过程中，巴基斯坦方面表现出忽略客观实际、不考虑循

序渐进而期望 “一天建成罗马”的盲动躁进。例如，巴基斯坦方面在其他

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引进中国最先进的技术，还曾提出希望中国

在巴基斯坦建设最高标准的高铁、高速沿线全部覆盖４Ｇ网络等超出其现阶

段能力和需求的计划项目。④ 其二，一拥而上。诚然，巴基斯坦全国上下对

于中巴经济走廊抱有极大的热情，但这种建设热情叠加求好心切却导致巴

基斯坦方面相对盲目地将走廊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过多。例如，２０１６年

１月，巴 基 斯 坦 方 面 提 议，沿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设 立 多 达４６个 经 济 特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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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第１５版。

《坚定信心，加强团结，携手建设更 加 紧 密 的 “一 带 一 路”伙 伴 关 系———王 毅 国 务 委 员 兼

外长在 “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发言》，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６月

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２０２１０６／ｔ２０２１０６２４＿９１８０８０７．

ｓｈｔｍｌ
《关于发布 〈民营企业 境 外 投 资 经 营 行 为 规 范〉的 通 知》，发 改 外 资 〔２０１７〕２０５０号，附

件，第３～４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ｇｇｚ／ｌｙｗｚｊｗ／ｚｃｆｇ／２０１７１２／Ｗ０２０１９０９０９４４０８２１８１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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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梅冠群、张瑾：《作为旗舰项目的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建 设 仍 存 在 值 得 重 视 的 深 层 次 矛

盾和问题———国经中心 “一带一路”课 题 组 赴 巴 基 斯 坦 调 研 报 告》，载 中 国 国 际 经 济 交 流 中 心 编：

《中国智库经济观察 （２０１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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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ＥＺ），以培育走廊产业集群。① 一方面，该提议

方案几乎不加修改地直接复制了巴基斯坦联邦政府的国内经济特区建设名

单；另一方面，这些经济特区的选址规划是由巴基斯坦各地方政府基于自

身利益诉求自行评估、确定和提交的，其中一些地区实际尚不具备发展经

济特区的必要条件。② 总体来说，巴基斯坦方面存在的这种浮躁心态一方面

导致其制定的一些走廊项目计划缺乏完备性和可行性 （如加达尼电力园区，

Ｇａｄａｎｉ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ｋ），③ 另一方面也导致走廊建设资源以及双方行政精力的

虚耗透支。在此影响下，仓促上马的走廊项目的建设进度势必将严重拖后

甚至可能烂尾，而这又将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于走廊建设的批评。

第二，行政管理僵化与治理能力有限。客观来说，巴基斯坦国内存在

行政管理僵化与治理能力有限的现实问题。例如，由于巴基斯坦国家输配

电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中央电力采购局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等部门的管理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

下，导致走廊电力投资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电费回收困难、电力消纳受

阻、电力送出受限等一系列问题。④ 又如，巴基斯坦方面为走廊建设提供的

东道国安全保障存在地方警察、武装民兵、军方武装力量 “各行其是”、缺

乏协调的低效问题，⑤ 而这既造成安保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出现安保工作的

漏洞。总体来说，巴基斯坦方面存在的行政管理僵化与治理能力有限的问

题，客观上影响了走廊项目的建设效率和运营效果，而这反过来又被外界

拿来 “诟病”走廊建设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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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中 巴 经 济 走 廊 的 中 资 园 区 建 设》，２０１８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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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伴生既有权益的 “被剥夺感”。在走廊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利益

相关方的获得感不相同。其中，一些利益相关方比起走廊建设所带来的福

利改善，更关注和介怀自身既有权益的 “被剥夺”。例如，为了做好走廊建

设的安保工作，巴基斯坦方面推出了物理隔离、安检哨点等安保措施，而

这也在客观上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并遭到他们的抱怨和反对。

同时，一些过于严格的安全措施还影响了当地民众的传统生计，而走廊建

设则无可避免地成为其迁怒对象。① 又如，当走廊建设中的农业、矿业等合

作项目涉 及 土 地 征 收 （购）时，往 往 会 触 发 移 民 安 置 与 再 就 业 等 社 会 问

题，② 一旦处理不善则将激化当地民众对于走廊建设的抵触情绪，甚至进一

步引发其对于走廊项目的抗议抵制。此外，一些媒体工作者基于自身利益

和政治偏见，往往会倾向性地选择受访对象，并夸大特定利益相关方对于

走廊项目的态度和评价，从而以此进行针对走廊建设的负面报道。③ 总体来

说，在走廊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伴生的这种一些利益相关方的 “被剥

夺感”无疑将引发其对走廊建设的抨击指责，而这也为外界炒作走廊建设

存在问题和借题发挥诋毁中巴关系提供了 “素材”。

综合来看，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存在一些看似是

微观层面的细节问题，实则反映出走廊共建和运行机制不健全与低效能的

现实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容易导致有关方面对于走廊建设的抱怨和批

评，从而危害走廊建设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支持；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经过

发酵，还会酿成迟滞走廊建设进度、损害走廊建设成果、破坏走廊整体形

象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损失。

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镜鉴与启示

　　评价者在对被评价者进行评价时，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正所谓

９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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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名以责其实，考事以正其名。本着这一精神，本文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十

年建设成效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梳理分析，从中得以管窥共建 “一带一

路”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并从中汲取其可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

的镜鉴和启示。

（一）明确 “一带一路”的外延

作为一项具有鲜明发展导向的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在地缘、准

入和政治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而是积极欢迎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共同

建设。诚然，“一带一路”具 有 十 足 的 包 容 性，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一 带 一

路”是无所不包而无边无际 的。可 以 说，如 果 不 能 明 确 “一 带 一 路”的 外

延，那么无论是 “一带一路”的 建 设 实 践，还 是 “一 带 一 路”的 成 效 评 价

都将无的放矢。就此而言，“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应的跟踪评估

都需要首先明确 “一带一 路”的 外 延。具 体 来 说，鉴 于 “一 带 一 路”构 成

内涵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可以通过分层的方式来厘清 “一带一路”在微观、

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功能边界。当然，具体到每个层面的 “一带一路”建设

成效的评价标准也是各自适用而不尽相同的。

在微观层面， “一 带 一 路”由 “一 带 一 路”项 目 所 支 撑。需 要 明 确 的

是，并非只要是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间的建设项目，就可以自然而然地

被归为 “一带一路”项目。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应

具有相应的确立或纳入方式和机制 （如项目清单、项目库）。就此而言，微

观层面的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评价应聚焦于 “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

进度、综合效能和外溢影响等具体方面。反过来说，在微观层面，“一带一

路”的高质量发展依托于具体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示范作用。

在中观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战略、规划、

议程等进行对接。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对接合作旨在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

增效作用，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政治承诺或任务承包。换言之，共建 “一

带一路”的实践本质是对双方通过对接所确立的计划方案的共同落实，而

非名实分离的 “各取所需”。就此而言，中观层面的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

效评价应聚焦于共建 “一带一路”与其对接对象之间在实践过程中的互补

互促，及其对相应发展目标的实现所发挥的带动引领作用。反过来说，在

中观层面，“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共 建 各 方 的 精 准 对 接 和 联 动

协作。

在宏观层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旨在促进共建各方的互联互通，并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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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需要明确的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业已强调要推进以共建各方基础设施 “硬联通”、规则标准 “软联通”、人

民群众 “心联通”为主要内容的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① 与此同时，“一带

一路”还被定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② 就此而言，

宏观层面的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评价应聚焦于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

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共建各方的互联互通，并如何有利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说，在宏观层面，“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体现于共建各方互联互通以及 “五个世界”③ 的实践实现过程。

如上所述，“一带一路”丰富立体的构成内涵体现为微观层面的建设项

目、中观层面的对接合作和宏观层面的发展愿景。在此，“一带一路”在这

三个层面的功能边界共同厘清了 “一带一路”的分层外延，并回答了 “一

带一路”在每个层面要做什么 （以及不做什么）。相应地， “一带一路”的

建设成效评 价 可 以 循 此 展 开。也 就 是 说，要 分 层 并 基 于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在该层次的建设目标而对之进行建设成效评价，而非混层以及以不在或未

被纳入 “一带一路”框架的发展目标为标准来对之进行建设成效评价。这

也意味着，一方面，共建 “一带 一 路”在 中 微 观 层 面 存 在 的 问 题，不 能 拿

来否定其在中宏观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反过来，共建 “一带一路”在中宏

观层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能拿来粉饰其在中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另一

方面，不能强行赋予共建 “一带一路”其所未曾计划的目标，并以此来批

评共建 “一带一路”未能达成这些目标或是图谋实现这些目标。

（二）做好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

作为一项构成内容丰富并广纳八方参与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的涉

及面无疑十分广泛，而具有众多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其

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虽然共同聚焦于 “一带一路”，但其利益诉求和价值关

切却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可能存在矛盾冲突。对此，如果未能很好地做到

对于这些利 益 相 关 者 的 有 效 管 理，那 么 无 论 是 “一 带 一 路”的 建 设 进 程，

还是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抑或是 “一带一路”的风评口碑都将因此

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具体来说，做好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利

１２

①

②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４９５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１８页。

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 美 丽 的 世 界。参 见 习 近 平：《共 同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８～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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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者管理至少包括评估与识别、分类与排序、谋划与施策、反馈与调

整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评估与识别。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基本前提是科学评估自身行为

所带来的影 响，并 以 此 为 基 础 精 准 识 别 实 际 和 潜 在 的 利 益 相 关 者。对 于

“一带一路”建设来说，其可能关联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政府、企业、国际

组织、社会组织等共建各方，也包括当地民众、在地企业、工会、东道国

生态环境等利益关切方，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等外围关注

方。在此，这也要求我们在评估识别的过程中，既不能遗漏实际或潜在的

利益相关者，也不能过度延展而纳入非利益相关者。①

其次是分类与排序。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主要基础是合理妥当地对不同利

益相关者进行归类和价值排序。例如，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倾向，可以将

其分为支持者、反对者、可以争取其支持的反对者；根据对利益相关者的重

要性，可以将其分为首要利益相关者、一般利益相关者、其他利益相关者。

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来说，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排序及其矩阵组合

将直接影响对其进行利益相关者管理中的优先次序和资源投入力度。

再次是谋划与施策。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关键步骤是对不同利益相关者

进行有针对性的谋划施策。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来说，这也意味着一则

要准确评估识别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利益诉求，二则要结合其主体特点

和诉求内容开展个性化的应对策略，三则要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排

序而分轻重缓急地进行诉求回应和风险管理。

最后是反馈与调整。利益相关者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根据对象反馈和实

际情况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来说，这也意味着利

益相关者管理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并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对

评估识别、分类排序和谋划施策等不同环节的具体内容及时进行调整完善。

如上所述，全 过 程 的 “一 带 一 路”利 益 相 关 者 管 理 包 括 评 估、识 别、

分类、排序、谋划、施策、反馈、调整等序贯环节。概而 言 之，共 建 “一

带一路”不仅要聚焦于项目本身建设，也要同期开展项目配套建设 （特别

２２

① 对于企业主体而言，其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可以分为三个圈层：在狭义上，利益相关者指向

对企业有专用性资产投入的个人或团体；在广义上，利益相关者指向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或被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介于二者之间，利益相关者指向与企业有直接关系

的个人或团体。参见杨瑞龙、周业安：《企 业 的 利 益 相 关 者 理 论 及 其 应 用》，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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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共关系等软性配套），从而将推进项目的高水平建设与树立项目的好名

声、好口碑有机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不仅要反映

在实打实的物理成果上，也要体现在心连心的舆论认可中。

（三）构建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评价体系

评价权既是判断权也是引导权。换言之，评价的过程一方面是对评价

对象的过往进展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在对评价对象的未来发展进行引导。

鉴于此，“一带一路”共建各方应主动把握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评

价权。为此，有必要 构 建 一 套 能 够 遵 循 “一 带 一 路”宗 旨 并 有 利 于 实 现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具体来说，构

建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评价体系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第一，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决定评价结果，而评价原则是评价标准的

标准。共建 “一带一路”有其内在的价值旨向。例如，“一带一路”共建各

方业已强调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

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① 对此，“一带一路”建设成效

的评价体系在评价原则方面必须能够体现这些精神和价值，而这也是其有

别于其他类似评价体系的根本之所在。

第二，评价取向。评价的客观性决定了评价的可信度，也决定了评价

的有效性。对于 “一带一路”建 设 而 言，无 论 是 还 原 共 建 “一 带 一 路”的

真实形象，还是筹划共建 “一带 一 路”的 未 来 发 展，都 需 要 建 立 在 对 “一

带一路”建设成效的客观评价之上。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

评价体系在评价取向方面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既不避言亦不唯言 “一带一

路”建设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讳言抑或只言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 而 避 免 因 为 脱 离 实 际 的 成 效 评 价 而 催 化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陷入胜利主义 （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ｌｉｓｍ）或是失败主义 （ｄｅｆｅａｔｉｓｍ）。

第三，评价应用。评价的意义不仅在于得到评价结果，更在于以评促

改、以评促建。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评价体系在评价应用方

面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于评价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 （特别

是通病），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其二，将评价结果作为动态调整 “一

带一路”合作格局和建设重 点 的 依 据；其 三，根 据 “一 带 一 路”高 质 量 发

３２

① 《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圆 桌 峰 会 联 合 公 报》，载 《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９年４

月２８日，第２版；《第三届 “一带一 路”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 主 席 声 明》，载 《人 民 日 报》，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１９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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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理念和新需求，通过增减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等方式，引导 “一带一

路”的建设方向和资源流向。

如上所述，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动态跟踪评价是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它可以直观呈现共建 “一带一路”的总

体态势和阶段性进展，并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真实情况正名；另一方面，

它可以通过查摆问题、发挥 “指挥棒”效应等方式督促引导共建 “一带一

路”沿着高质量 发 展 方 向 继 续 前 进。就 此 而 言，构 建 一 套 科 学 且 权 威 的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评价体系有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结　语

自２０１３年５月正式启动以来，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带一路”建设已

走过第一个十年。立足这一时间节点，有必要总结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十年

来的建设成效，并借此管窥共建 “一带一路”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在此过程中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

总的来看，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带一路”共建各方在过去十年布局

并建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对接并带动了相关战略、规划和议程的有效实

施，推动和引领了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互联互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共同构建。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也伴

随着来自不同方面、基于不同原因的批评声音。对此，共建各方要辩证看

待和对待这种 “挨批”遭遇。一方面，要树立积极健康的受评心态和被评

价观，容得下不同评价者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不同声音，而非掩

耳盗铃或是文过饰非；另一方面，需仔细甄别所挨批评之中哪些是欲加之

罪、哪些是非战之罪、哪些是疏 漏 过 失，并 有 的 放 矢 地 加 以 因 应，该 回 击

的回击、该澄清的澄清、该调整 的 调 整，从 而 变 “挨 批”的 战 术 被 动 为 有

则从善如流、无则分清道明的战略主动。

当前，共建 “一带一路”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自身

良好的建设成效以及各方良好的形象评价无疑是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应有之义。对此，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和高质量

发展示范工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能够也理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更好的

先行示范作用。

（编　辑　边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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