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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1000多年前
“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丝路盛况
正以新的形式，重现辉煌。

青岛、日照等市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的主要节点城市，青岛、烟台等市正在打造海
上合作战略支点，包括山东在内的东部沿海地
区正在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排头兵和主力军。

……
“我们正以‘山东速度’全方位立体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省发改委主任、区域办
主任王忠林介绍说，目前全省已与2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42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外贸进出口已
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今年上半
年，山东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
外承包工程合同额48 . 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31 . 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0 . 3%、35 . 9%。

海陆空多式联运，

提升融入“一带一路”驱动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血脉

和经络。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

为目标，加快开通更多直通欧亚的货运班列和
洲际直航航线，形成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
合交通运输网络，打造新亚欧大陆桥快联快
通、海陆共通的中转枢纽，构建辐射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王忠林介绍说，
山东发展海陆、公铁、管道等联合运输，多式
联运构建“一带一路”枢纽节点，提升融入
“一带一路”驱动力。

加快建设铁路骨干工程，打造我省对接
“一带一路”的国际大通道。目前，我省正在
促进山东至欧洲的货运班列加快发展。加快建
设高速公路骨干通道，重在加快省际公路衔接
项目建设，畅通瓶颈路段。加强港航合作，与
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国家建设港口战略联盟，
打造中亚、西亚的重要出海口。鼓励省内企业
参与海外重要商港、渔港建设和经营。加强民
航建设，把济南、青岛、烟台国际机场打造成
为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形成贯通“一带一
路”国家的空中航运走廊。

“青岛‘一带一路’跨境集装箱海铁公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被列入国家第一批16个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项目名单，山东唯一。该示范工程
依托胶州中心站与青岛港的“双核”结构，联通3
条多式联运示范线路，开展“一带一路”双向需
求的海铁公多式联运模式的改进与创新。其中，

“胶黄小运转”集装箱短途班列线路实现进口货
物平均通关时限缩短3—7天。

2015年，全省沿海港口吞吐量13 . 4亿吨，
拥有青岛、日照、烟台三个3亿吨大港。民用
运输机场9个，开辟了300多条国内外航线。立
体、畅通的交通体系为“一带一路”货物流通
和贸易往来提供了骨干支撑。

走出去引进来，

提升融入“一带一路”互动力
“跟着中欧货运班列走出去！”临沂以“一带

一路”沿线节点国家为重点，发挥匈牙利中欧商
贸物流合作园区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海外临沂
商城战略布局，助推企业“走出去”发展。

据介绍，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是
中国首家境外商贸物流型合作园区，也是中国
在欧洲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区。
目前，园区已成功引入中国、东南亚和欧洲等175
家商贸及物流企业进驻并从事生产经营，区内
从业人数达到1500余人。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省产业发展，提供了
更多的分工选择和更大的回旋余地。“我省将做
大做强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强境外投资风险评
估，支持具有资质的大型企业，积极承揽境外重
大工程，带动重要商品出口。”省区域办副主任
梁文跃认为，“一带一路”事关全球化，有利于推
进沿线国家务实合作，能够在更高的层次、更大
的范围、更宽的领域来加强务实合作、互利共
赢，建设新型的国际关系。

2015年4月，诞生于美国的全球首家基于实
际交易大数据分析的B2B商务社交平台登陆中
国大陆，Tradesparq外贸公社全国运营中心落户
临沂市兰山区。该平台实现了B2B、商务社交、海
关交易数据分析的三大功能的有效结合。兰山
区利用“互联网+外贸”模式，助力中小企业驶入
全球蓝海市场。

山东将深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关一体
化改革，充分利用跨境电商、服务外包、转口贸
易等新模式，加快中德经济技术协作中心、中欧
商贸物流园、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
等合作区建设，为拓展投资和贸易空间，搭建更
为广阔的平台载体。“一带一路”建设如同一根
彩线，把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串在一起，构筑
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动人图景。山东是其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传播齐鲁文化，

提升融入“一带一路”亲和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文件中，

特别强调倡导文明宽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
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

“一带一路”的含义不只是经济地理，而是
利益共同体；既是经济战略，也是文化战略。山
东与“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山东要提升融入“一带一路”的亲和力，
必须走文化先行的路子，向世界传播齐鲁文
化。实现齐鲁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战略。通
过实施这一战略，以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
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促进区域合作，实现长远
发展。“一带一路”是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的双

核战略。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
础，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以开放包容为理念的重
要内容。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

“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助力。
全省积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

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机制，着力推动齐鲁文化
走出去。2015年，全省出访团组142起，1562人
次；接待来访团组406起，4894人次。目前已在
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
个孔子课堂。

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齐鲁文化
走出去。以持续打造“孔子故乡 中国山东”
品牌为抓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对
外文化交流，讲好山东故事，传播好山东声
音，树立好山东形象，为加快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是我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更好地发挥我
省文化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推动齐鲁文化走
向世界，扩大我省在沿线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可以更好地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奠定坚实的民间人文交流基础，促
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包
容。”梁文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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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我省编制完成了《山东省参与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加速布局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到2025年将建设国际区域
性现代物流中心、国家海洋经济对外合作中
心、国际产能协作发展中心、国际人文合作交
流中心、全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示范中心。

首批210个优先推进项目

省级确立了首批“一带一路”建设优先推
进项目，共210个项目，其中境外项目190个，
总投资4500亿元。

“项目可分为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
合作、人文交流、金融合作、生态环保和其它
7大类。”省发改委副主任、区域办常务副主
任秦柯介绍说，基础设施类项目75个，总投资
2861亿元，分布在巴基斯坦、俄罗斯、柬埔寨
等28个国家。产能合作类项目81个，总投资
1214亿元，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印度
等27个国家。能源资源类项目15个，总投资97
亿元，分布在蒙古、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6

个国家。人文交流类项目5个，总投资213亿
元，分布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
等5个国家。金融合作类项目5个，总投资91亿
元，分布在新加坡、乌克兰、印度尼西亚等5
个国家。生态环保类项目4个，总投资18亿元，
分布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等4个国家。其
他项目5个，总投资9 . 6亿元。基础设施和产能
合作两类项目共计156个，占82%；总投资4000
多亿元，占90%，充分体现了这两个领域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特别重要性。

从项目的建设规模看，平均投资规模23 . 7
亿元，其中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有18个，
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类项目。

加速空间布局

我省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北承京津冀经
济圈，南接长江经济带，东临浩瀚的黄渤海，
西接中原腹地，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
要沿线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重点突出我省海洋经济合作优势，突出
主要节点城市功能和各类园区、重大工程项目
支撑，提出了加快构建‘一线串联、六廊展
开，双核带动、多点支撑’的空间布局设
想。”秦柯介绍说，“一线串联”，就是依托

海上丝绸之路，推进我省沿海城市、港口与沿
线国家城市和港口紧密合作，加快形成利益共
同体。以沿海港口群为支撑，以海洋经济新区
和中外合作园区为载体，将沿海七市打造成为
海上合作港口城市群。

“六廊展开”，是指围绕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
岛、中巴、孟中印缅六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布
局园区和项目，开展全方位合作。重点突出新
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加快形成“多端束状”
连通新亚欧大陆桥的新格局，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双核带动”，是指发挥济南省会优势，
打造中西部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
区域。发挥青岛对外开放优势和蓝色经济区龙
头作用，加快打造蓝色领军城市，带动山东开
放发展实现新跨越。

“多点支撑”，是指将我省沿线主要节点
城市、省级以上各类园区、重大工程项目作为
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强力支撑。

划定重点领域

“海洋经济合作、国际产能合作、人文交
流等8大领域将是山东布局‘一带一路’的重

点领域。”省区域办副主任梁文跃说。
强化海洋经济合作。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筹

建海洋合作中心，把蓝色经济区打造成为东亚
海洋经济合作的核心区域。积极推进东亚海洋
合作平台和四区三园建设。在海洋产业合作方
面，依托蓝色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自主创新示范
区，鼓励企业在境外建设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和
海外综合性渔业基地，带动海洋优势产业“走
出去”。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我省参与建设“一带
一路”的重中之重。鼓励高端装备制造、重型
汽车、电子信息、现代化工等优势企业，到科
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建立研发中心。支持轮
胎、造纸、炼油、木材加工等资源依赖度高的
企业，到资源富集国家建立资源开发基地。支
持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与俄罗斯、中东欧等
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带动农机装备、良种、
肥料、农药和种养殖技术出口。

提升经贸合作层次。在扩大贸易规模方面，
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智造转变，以好产品赢得
大市场。鼓励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等高端生产性
服务进口。促进境外热销产品消费回流。

同时，开展深化能源资源合作、拓展金融
业务合作、推动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密切对外
人文交流合作、强化生态环保合作等。

山东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总体构想

融入“一带一路”，开动山东发展新引擎

编者按：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齐鲁奏响时代华章。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山东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积极作为，精准发力，硬件、软件协同建设，载体体、产业合力推动，走出

去、引进来一起发力，构建“一线串联、六廊展开，双核带动、多点支撑”的空间布局，打出了一套具有山东特色的融融合发展“组合拳”，不断促

进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

努力与成就有目共睹，为此，本报推出“一带一路”特别策划，并以专刊形式定期刊发，敬请关注。

2016年，山东将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面推进互联互通。以建设国际区域性现
代物流中心为目标，加快实施市市通高铁、县
县通高速“两网两通”工程，争取开通更多直
通欧亚的货运班列和洲际直航航线，形成联通
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打造新
亚欧大陆桥快联快通、海陆共通的中转枢纽，
构建辐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全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认真落实国家发
改委与省政府签署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协同框架协议，做大做强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强
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支持具有资质的大型企业，
积极承揽境外重大工程，带动重要商品出口。

全面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深入推进丝绸之
路经济带通关一体化改革，充分利用跨境电
商、服务外包、转口贸易等新模式，加快中德
经济技术协作中心、中欧商贸物流园、中韩自
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等载体建设，为拓展
投资和贸易空间，搭建更为广阔的交流合作平
台。

全面深化能源资源合作。创新资源能源开
发利用方式，深化生产、运输、加工、服务等
多环节合作，实现与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互
利双赢。

全面拓展金融合作。积极建设好山东省境
外投资项目服务平台和“一带一路”项目金融
服务平台，推动设立山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
路”引导基金，支持我省具备条件的银行在沿
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布局或与当地金融机构
合作，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金融服务
保障。

全面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依托我省在沿线
国家的友好城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交
流、旅游宣传推介，精心打造“孔子故乡、中
国山东”文化交流品牌，着力弘扬“丝路文
明”，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

（记者 杜文景 整理）

一线串联

六廊展开 双核带动、多点支撑

●“一带一路”意义：
(对中国)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

要。(对亚洲)“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
洲、造福亚洲，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
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对沿线各国)有利于促
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对世界)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
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
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性质：
“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

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
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一
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
愿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
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
的和平友谊之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
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共建“一
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
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
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
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目的：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

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亚欧非大
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
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
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
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
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
交、和平友好。

●“一带一路”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

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
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
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
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
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
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
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
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
巴、孟中印缅6条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
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
大通道。

●“一带一路”合作重点：
一是政策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二是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三是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四是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
五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
●“一带一路”的主要途径：
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

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
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积极
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发
展战略的相互衔接，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
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强化多边合作机
制作用，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
国际论坛、展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内容

□ 责任编辑 蔡明亮

山东“一带一路”建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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