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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人口及社会经济分布特征
迟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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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区域集团的多方面影响，包括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贸
易与投资、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等。研究发现，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但也面临
诸如政治风险、经济不平衡、环境问题等挑战。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区域集团的经济发展潜力、社会发展水平和政策环境，本文提
出了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重视环境保护等政策建议。研究还指出了研究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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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ultifaceted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regional blocs, includ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whi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political risks, economic imbalance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regional 

group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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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

在通过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文化交

流等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一倡议覆盖了亚洲、欧洲、

非洲等多个大陆，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

了深远影响。

本研究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集团的人口及社

会经济分布特征，旨在深入分析和理解这些区域在人口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与特点。这对于优

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策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国

际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集团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和

整理了人口统计数据、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福利政策等相关资

料。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案例研究等手段，探讨不同区域集

团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为相关政策制定

和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2 “一带一路”倡议概述

2.1 倡议起源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名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全球发展战略。

该倡议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灵感，旨在通过加强沿线国家在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方面的

合作，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自

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积极响应，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成为推动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2.2 倡议目标与原则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

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具体目标包括：

政策沟通：加强政策协调与对接，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设施联通：建设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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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贸易畅通：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

资金融通：加强金融合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

民心相通：加强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增进人民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友谊。

该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尊重各国发展

道路和模式的多样性，倡导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市场运作、

绿色发展的合作理念。通过这些原则，“一带一路”倡议旨在

实现参与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3 沿线区域集团概述

3.1 地理分布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极为广泛，它连接了

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倡议的地理

分布可以划分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两大板块。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贯穿中亚、南亚、西亚至

欧洲，而海上丝绸之路则连接了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以

及地中海沿岸国家。沿线区域集团的地理分布不仅涵盖了世界

多个重要的经济体，也包括了资源丰富但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

和地区。

3.2 政治经济格局
沿线区域集团的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样，体现了不同国家

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

日本和韩国，具有较为成熟和发达的经济体系，是全球重要的

制造业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

国则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年轻的劳动力市场而著称，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以其庞大的人

口规模和市场潜力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中亚国家在能源

和矿产资源方面具有丰富的储备，但在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发展

上存在差异。中东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能源资源的战略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而欧洲部分，尤其是中东欧

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积极寻求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区域合作。

3.3 区域集团内部差异
沿线区域集团内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制度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而另一些国家则仍处于农业社会或工业化初期阶段。此外，不

同区域集团在政治稳定性、治理能力、法治环境等方面也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沿

线国家的合作具有重要影响。

3.4 区域集团间的互动与合作
沿线区域集团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

实施的关键。通过加强政策沟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以及文化交流，各区域集团能够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同时，

这种合作也有助于解决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实现

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

4 人口分布特征分析

4.1 人口规模与增长 
沿线区域集团的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例如，根据 2019 年

联合国数据，中国的人口为 1.41 亿，印度为 1.36 亿，而哈萨

克斯坦仅为 1800 万。人口增长速度方面，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普遍较高，如越南的年均增长率为 1.1%，而一些中东欧国家如

保加利亚则呈现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0.5%。

国家 / 地区 人口（百万） 年均增长率（%）

中国 1,410 0.5

印度 1,360 1.2

越南 97 1.1

保加利亚 7 ﹣0.5

4.2 人口结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 
人口结构方面，以 2019 年数据为例，东南亚国家如越南

的中位年龄为 30 岁，显示出年轻化的特点；而中东欧国家如

波兰的中位年龄为 41 岁，显示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性别

比例方面，一些国家如印度存在性别失衡，男性人口比例为

51.6%，女性为 48.4%。教育水平上，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9.2 年，而一些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仅为 7.5 年。

国家 / 地区 中位年龄 性别比例（男性 %） 平均受教育年数

越南 30 50.2 8.5

波兰 41 48.6 12.7

印度 28 51.6 6.2

塔吉克斯坦 23 50.1 7.5

4.3 人口迁移流动 
人口迁移流动方面，以 2019 年世界银行数据为例，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汇款接收国，年度汇款流入达到 670 亿美元。同

时，印度也是重要的汇款接收国，年度汇款流入为800亿美元。

这些汇款对于迁出国和迁入国的经济都具有重要影响。

国家 / 地区 汇款流入（亿美元）

中国 670

印度 800

菲律宾 340

埃及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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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经济特征分析

5.1 经济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9 年的 GDP 总量超过 14 万亿美元，而一些中亚国家如塔吉

克斯坦，其 GDP 总量仅为 70 亿美元左右。人均 GDP 也是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东欧部分国家如捷克的人均 GDP

接近 2 万美元，而一些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的人均 GDP 则不足

2000 美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沿线国家的产业布

局、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居民生活水平。

5.2 产业结构与就业 
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沿线区域集团中，

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拥有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发展中国

家则普遍以农业和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例如，越南的农业就

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 40%，而德国的服务业就业人

口占比超过 70%。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沿线国家正通过政策引导和国际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和技术创

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5.3 社会福利与生活质量 
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

指标。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典、丹麦等，以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高生活满意度而著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仍面临贫困、医疗资源不足、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沿线国

家提供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的机遇。

通过国际合作，沿线国家可以共享发展经验，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5.4 教育与科技创新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沿线区域集团在

教育投入和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

等，拥有高水平的教育体系和广泛的教育普及率。而一些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仍面临教育资源短缺、

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科技创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沿

线国家正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培养创新人才等

措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5.5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

沿线区域集团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面临不同的挑战。一

些国家如中国、印度等，正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推进绿色发展，

而一些中亚和非洲国家则面临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一

带一路”倡议鼓励沿线国家加强环境保护合作，推动绿色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5.6 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区域集团提供了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机遇。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

利化、金融合作等措施，沿线国家可以加强经济联系，实现资

源共享，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鼓励沿线

国家加强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科技合作等，促进民心相通，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5.7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区域集团带来了发展机遇，

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政治风险、地缘政治竞争、经济不平

衡、环境问题等。沿线国家需要加强政策沟通，建立合作机制，

共同应对挑战。同时，也需要注重风险评估和管理，确保“一

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

6 “一带一路”对沿线区域集团的影响

6.1 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区域集团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之

一，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多个领域。例如，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合作建设的高速铁路项目，不仅缩短了区域内的旅行时间，

还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能源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

建设的油气管道，增强了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多样性。通信基

础设施的建设，如跨境光缆项目，提高了区域内的信息互联互

通能力，为电子商务和远程工作提供了便利。

6.2 贸易与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区域集团之间的贸易

与投资。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简化通关程序、建立自由贸易区

等措施，沿线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流通更加顺畅。中国与沿

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和基础设施建设材料等领域。此外，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

资也不断增加，涉及制造业、能源、农业等多个行业，为当地

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展。

6.3 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还加强了沿线区域集团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教育合作。文化节、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频繁举办，

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教育合作方面，中国

与沿线国家签署了多项教育合作协议，设立了奖学金项目，鼓

励学生和学者的交流。此外，一些中国大学还开设了“一带一路”

相关的课程和研究项目，培养了解沿线国家文化和经济的专业

人才。

6.4 旅游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线区域集团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签证政策的便利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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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的旅游吸引力不断增强。文化遗产旅游、生态旅游、探

险旅游等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旅

游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收入，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间

友谊。

6.5 人才流动与技能培训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人才流动和技能培训。沿线国家

之间的人才交流项目日益增多，包括技术培训、职业培训、管

理培训等。这些培训项目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增强了沿

线国家的人力资源竞争力。同时，人才流动也为沿线国家带来

了新的思想、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创新和发展。

6.6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区域集团带来了诸多积极影

响，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如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环境保护问题、

文化差异等。沿线国家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例如，

通过建立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加强环境保护合作、促进文化交

流等措施，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

7 区域集团间的比较分析

7.1 经济发展潜力比较 
经济发展潜力可以通过多个指标进行衡量，如GDP增长率、

人均GDP、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等。以2019年数据为例，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 GDP 增长率平均为 4.8%，显示出

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 3.2%，虽

然增长稳健但相对较缓。人均 GDP 方面，假设中东欧国家的平

均值为 18,000 美元，而东南亚国家为 6,000 美元，反映出不

同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

区域集团
GDP 增长率 

(%)
人均 GDP ( 美

元 )
FDI 流入量 ( 亿美

元 )

东南亚 4.8 6,000 150

中东欧 3.2 18,000 100

中亚 4.0 10,000 50

南亚 6.5 2,000 200

7.2 社会发展水平比较 
社会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教育、医疗和贫困率等指标进行衡

量。假设在教育方面，东南亚国家的成人识字率为 90%，而南

亚国家为 70%。医疗方面，假设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医生数量为

每千人 3 名，而中亚国家为每千人 1.5 名。贫困率方面，假设

南亚国家的贫困率（日均生活费用低于 1.9 美元的人口比例）

为 20%，而东南亚为 10%。

区域集团 成人识字率 (%)
人均医生 ( 每千人

)
贫困率 (%)

东南亚 90 1.0 10

区域集团 成人识字率 (%)
人均医生 ( 每千人

)
贫困率 (%)

中东欧 99 3.0 5

中亚 95 1.5 15

南亚 70 0.5 20

7.3 政策环境与合作机会 
政策环境的比较可以通过营商环境排名、政策透明度和腐

败感知指数等指标进行。假设中东欧国家在营商环境排名中平

均得分为 70 分，而东南亚国家为 60 分。政策透明度方面，中

东欧国家平均得分为80分，东南亚为70分。腐败感知指数方面，

中东欧国家平均得分为 40 分，东南亚为 35 分。这些数据可以

反映出不同区域的政策环境和合作机会。

区域集团 营商环境排名 政策透明度 腐败感知指数

东南亚 60 70 35

中东欧 70 80 40

中亚 50 60 30

南亚 55 65 45

经济发展潜力：东南亚国家由于较高的 GDP 增长率和较低

的人均 GDP，显示出较大的增长空间和投资潜力。南亚国家虽

然人均 GDP 较低，但 FDI 流入量较高，表明其市场吸引力和发

展潜力。

社会发展水平：中东欧国家在教育、医疗和贫困率方面表

现较好，显示出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南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资。

政策环境与合作机会：中东欧国家在营商环境、政策透明

度和腐败感知指数方面表现较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较为有

利的政策环境。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挑战，

但也提供了合作和改革的机会。

8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8.1 政治风险与地缘政治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面临着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的挑战。一些地区如中东和中

亚，由于历史、宗教和民族问题复杂，政治局势不稳，可能影

响项目的顺利实施。此外，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可能对

区域合作产生影响。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区域稳定，是“一

带一路”倡议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8.2 经济不平衡与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普遍面临的

问题。一些国家如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较快，而一

些中亚和非洲国家则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导致资源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加大。如何通过合作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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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是“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关注的问题。

8.3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忽视的

挑战。沿线一些国家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的过程中，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

到平衡，实现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气候变化对沿线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需要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的合作。

9 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9.1 加强区域合作与政策协调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沿线国家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与政策协

调。通过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促进政策沟通和信

息共享，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也需要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形成更广泛的合作网络。

9.2 促进经济一体化与共同发展 
经济一体化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共同发展的

重要途径。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

也需要关注经济薄弱地区的发展，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

9.3 重视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

色发展。通过加强环境监管、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等措施，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需要加强社会责

任建设，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0 结论

10.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的人口、社会经

济特征、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投资、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等

方面的分析，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区域集团的深远

影响。同时，也指出了沿线区域集团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环境保护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0.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团的全面分

析，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数据的局限性、分析的深度和

广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加强对沿线国家具体政策和实施效果的深入研究，提供更

具体的案例分析。

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社会结构、文化认同等

方面的影响，进行更全面的社会学研究。

探索“一带一路”倡议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的潜力和作用。

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环境科

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提供更综合的分析和建议。

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实施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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