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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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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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一 带 一 路” 的 旗 舰 项 目,中 巴 经 济 走 廊 (ChinaＧPakistan
EconomicCorrid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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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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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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inistryofPlanning,Development

andReformofPakistanandNationalDevelopmentandReform CommissionofChina,“LongTerm

PlanforChinaＧPakistan EconomicCorridor (２０１７Ｇ２０３０),”December１８,２０１７,p４https://

wwwpcgovpk/uploads/cpec/LT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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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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ofPlanning,DevelopmentandSpecialInitiativesofPakistan,“CPEC
ProjectsProgressUpdate,”May２４,２０２３http://cpecgovpk/progressＧ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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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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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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 Reform of Pakista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nd Reform CommissionofChina,“Long Term PlanforChinaＧ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２０１７Ｇ２０３０),”p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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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drcgovcn/fzggw/wld/lnx/lddt/２０２２１０/t２

０２２１０３１_１３４０３２５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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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mprcgovcn/web/wjbz_６７３０８９/zyhd_６７３０９１/２０１９０３/t２０１９０３１９_７５７９５０８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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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５亿美元,累计缴纳税收２１２亿美元,累计为巴基斯坦创造

１９２万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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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a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yz_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_６７６３０８/１２０７_６７６３２０/２０１９１０/t２０１

９１００９_９２８８４９３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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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alidManso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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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gRong,“UnswervingContributiontoChinaＧPakistanFriendshipforaSharedFuture,”

DailyTimes,January１８,２０２３https://dailytimescompk/１０５２５３５/unswervingＧcontributionＧtoＧ

chinaＧpakistanＧfriendshipＧforＧaＧsharedＧfuture/

ChinaThreeGorgesCorpor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yInstitute,PakistanＧChina

Institute,NationalUniversityofSciences & Technology,and AllＧPakistanChineseEnterprises’

Association,“OverviewofPakistan’sPowerSectorandItsFutureOutlook,”September８,２０２２,

pp６９Ｇ７２https://wwwenergyupdatecompk/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２２/０９/pakistanＧpowerＧsectorＧ

reportＧ４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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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２２Ｇ０１/１５/c_１１２８２

６５４１２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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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nhuanetcom/２０２１Ｇ０２/１５/c_１１２７１０３２２３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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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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６７６２０３/yz_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_６７６３０８/１２０６x２_６７６

３２８/２０１７０５/t２０１７０５０５_９２８８６５６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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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newscomcn/m/gj/２０１７/０５Ｇ１０/８２２０

３９３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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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iaGarcíaＧHerreroandRobin

Schindowski,“GlobalTrendsinCountries’Perceptions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Bruegel,

April２５,２０２３,pp７Ｇ８https://wwwbruegelorg/sites/default/files/２０２３Ｇ０４/WP％２００４_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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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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hmaChella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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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Wel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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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①

②

③

BrahmaChellaney,“China’sDebtＧTrapDiplomacy,”ProjectSyndicate,January２３,２０１７

https://wwwprojectＧ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ＧoneＧbeltＧoneＧroadＧloansＧdebtＧbyＧbrahmaＧche

llaneyＧ２０１７Ｇ０１

USDepartmentofState,“A Conversationwith AmbassadorAlice WellsontheChinaＧ

PakistanEconomicCorridor,”November２１,２０１９https://２０１７Ｇ２０２１stategov/aＧconversationＧ

withＧambassadorＧaliceＧwellsＧonＧtheＧchinaＧpakistanＧeconomicＧcorridor/indexhtml
“BlacklistedFirmsGotCPECProjectContracts,SaysWells,”TheDawn,January２０２０,

https://wwwdawncom/news/１５２９７７４;USDepartmentofState,“PrincipalDeputyAssistant

SecretaryofStateforSouthandCentralAsianAffairsAliceWells,”SpecialBriefing,January２４,

２０２０https://２０１７Ｇ２０２１stategov/principalＧdeputyＧassistantＧsecretaryＧofＧstateＧforＧsouthＧandＧcentralＧ

asianＧaffairsＧaliceＧwell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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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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ylo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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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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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

①

②

③

④

USDepartmentofState,“OnlinePressBriefingwithAmbassadorAliceGWells,Acting
AssistantSecretary,BureauofSouthandCentralAsian Affairs,”May２０,２０２０https://２０１７Ｇ

２０２１stategov/onlineＧpressＧbriefingＧwithＧambassadorＧaliceＧgＧwellsＧactingＧassistantＧsecretaryＧbureauＧ

ofＧsouthＧandＧcentralＧasianＧaffai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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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fRafiq,“The ChinaＧ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Three Years Later,”Centerfor

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February１２,２０１８https://reconasiacsisorg/cpecＧatＧ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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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chinaＧembassygovcn/chn/

zbgx/２０２００１/t２０２００１２２_１２３２５８１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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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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Pomp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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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mpeoWarnsagainstIMFBailoutthatPaysoffChineseLenders,”TheTribuneExpress,

July３１,２０１８https://tribunecompk/story/１７７００８９/pompeoＧwarnsＧimfＧbailoutＧpakistanＧaidsＧ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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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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ofPearlsStrategy)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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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ＧPakistanEconomic Corridor ‘Unacceptable’, ModiTells China,”TheTribune

Express,June１,２０１５,https://tribunecompk/story/８９５６１１/chinaＧpakistaneconomicＧcorridorＧ

unacceptableＧmodiＧtellsＧchina/;“RespectOurTerritorialSovereignty,IndiaTellsChina,”TheTimesof
India,January１８,２０１７,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respectＧourＧterritorialＧsovereigntyＧ

indiaＧtellsＧchina/articleshow/５６６４６０５６cms;“ChinaＧPakistanEconomicCorridorViolatesOurSovereignty,

IndiaTellsBeijing,”TheTimesofIndia,February２２,２０１７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

com/india/chinaＧpakistanＧeconomicＧcorridorＧviolatesＧourＧsovereigntyＧindiaＧtellsＧbeijing/articleshow/

５７２９５７６８c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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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fa

govcn/web/fyrbt_６７３０２１/jzhsl_６７３０２５/２０１５０６/t２０１５０６０１_５４１２４３８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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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fa

govcn/web/fyrbt_６７３０２１/jzhsl_６７３０２５/２０１７０１/t２０１７０１１８_５４１４４１１shtml

UnitedStatesSenate,“PoliticalandSecuritySituationinAfghanistan,”October３,２０１７,

p６２https://wwwarmedＧ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１７Ｇ８２_１０Ｇ０３Ｇ１７pdf

ChilamkuriRaja Mohan,“SilkRoutetoBeijing,”TheIndianExpress,September１５,

２０１４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silkＧrouteＧtoＧ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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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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e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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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alandworldor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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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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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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ijitSingh,“Gwadar:A New ‘Pearl’oraStepinChina’s ‘March West’?”World

PoliticsReview,February１１,２０１３,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gwadarＧaＧnewＧpearlＧ

orＧaＧstepＧinＧchinasＧmarchＧwest/;Chilamkuri Raja Mohan,“Chinese Takeaway:One Belt,One

Road,”The Indian Express, August １３,２０１４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

columns/chineseＧtakeawayＧoneＧbeltＧoneＧroad/

MariaAbiＧHabib, “China’s‘BeltandRoad’PlaninPakistanTakesaMilitaryTurn,”

TheNewYorkTimes,December１９,２０１８https://wwwnytimescom/２０１８/１２/１９/world/asia/pakistanＧ

chinaＧbeltＧroadＧmilitaryhtml

DanielSMarkeyandJames West,“Behind China’s Gambitin Pakistan,”Councilon

ForeignRelations,May１２,２０１６https://wwwcfrorg/expertＧbrief/behindＧchinasＧgambitＧpakistan

JamesSchwemlein,“StrategicImplicationsofthe ChinaＧ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SpecialReport,No４５９,December１６,２０１９,pp７Ｇ８,https://

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２０１９Ｇ１２/sr_４５９Ｇstrategic_implications_of_the_china_pakistan_

economic_corridorpdf;USIPChinaＧSouthAsiaSeniorStudyGroup,“China’sInfluenceonConflict

Dynamicsin South Asia,” USIP Senior Study Group Report, No４,December １６,２０２０,

p２５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２０２０Ｇ１２/２０２０１２１６Ｇchinas_influence_on_conflict_

dynamics_in_south_asiaＧreportpdf

NadègeRolland,China’sEurasianCentury? PoliticalandStrategicImplicationsofthe

BeltandRoadInitiative (Seattle:TheNationalBureauofAsianResearch,２０１７),Chapter４;

HR２９７８ＧBRIDGE Act,１１７th Congress (２０２１Ｇ２０２２), May ４,２０２１,p２https://www

congressgov/１１７/bills/hr２９７８/BILLSＧ１１７hr２９７８i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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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２０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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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meＧchanger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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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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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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７Ｇ１２/１９/c_１１２２１３３９０３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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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Ｇ

PunjabEconomicCorrid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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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f Minister’s Policy Reform Unit, Government of Balochistan,“ChinaＧPakistan

EconomicCorridor:The RouteControversy,” May２０１５,pp３Ｇ４https://wwwacademiaedu/

３５１５３８６５/CPEC_The_Route_Controversypdf
即批评中巴经济走廊无论在项目规模还是在优先顺序上,都只独厚位于走廊东线的旁遮普

省.See“DevelopmentPriorities:HeatedDebateinSenateoverEconomicCorridor,”TheExpress

Tribune,February１３,２０１５,https://tribunecompk/story/８３８１０８/developmentＧprioritiesＧheat

edＧdebateＧinＧsenateＧoverＧeconomicＧcorridor;“SenatorsSayCPECTurnedinto‘ChinaＧPunjab’Corridor,”

TheDawn,November２４,２０１５https://wwwdawncom/news/１２２１８４９

JamilAnderlini,HennySenderandFarhanBokhari,“PakistanRethinksItsRoleinXi’s

Beltand Road Plan,”FinancialTimes,September９,２０１８,https://wwwftcom/content/

d４a３e７f８Ｇb２８２Ｇ１１e８Ｇ９９caＧ６８cf８９６０２１３２;MuneerAhmad,“CorridorPlanIsaPriorityforPakistan

andChina,”FinancialTimes,September１４,２０１８https://wwwftcom/content/７a４b５０３eＧb７５fＧ

１１e８Ｇbbc３Ｇccd７de０８５ffe

Arif Rafiq,“China’s ＄６２ Billion Bet on Pakistan:Letterfrom Gwadar,”Foreign

Affairs, October ２４,２０１７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２４/chinasＧ

６２ＧbillionＧbetＧ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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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ECCouldBecomeAnotherEastIndiaCompany,”TheDawn,October１８,

２０１６,https://wwwdawncom/news/１２９０６７７;DanielMarkey,“HowtheUnitedStatesShould

Dealwith Chinain Pakistan,”CarnegieＧTsinghua Centerfor Global Policy,April８,２０２０,

p４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Markey_China_Pakist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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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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ochistanLiberationAr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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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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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edFazlＧEＧHaider,“PakistaniSeparatistsTurnTheirSightsonChina,”TheLowyInstitute,

May１６,２０２２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Ｇinterpreter/pakistaniＧseparatistsＧturnＧtheirＧsightsＧ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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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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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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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fa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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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drcgovcn/fggz/lywzjw/zcfg/２０１７１２/W０２０１９０９０９４４０８２１８１２５７

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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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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EconomicZ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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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daniPowerP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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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TransmissionandDespatchCompany)、中央电力采购局

(CentralPowerPurchasingAgen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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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第３２页.https://brggfudaneducn/webeditor/uploadfile/file/２０１８１１０７０２５３５５_４８９７６pdf

恽文捷、邓佐骞、丁昉:«后疫情时代中巴经济走廊经济特区建设的意义与挑战», «中国

经济特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辑,第１３９页.

ArifRafiq,“TheChinaＧPakistanEconomicCorridor:BarriersandImpact,”UnitedStates

InstituteofPeace,Peaceworks No１３５,October２５,２０１７,pp１８Ｇ１９https://wwwusiporg/

sites/default/files/２０１７Ｇ１０/pw１３５ＧtheＧchinaＧpakistanＧeconomicＧcorridorpdf

Salman Siddiqui,“CPEC’s First Power Project Mired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The

Tribune Express, May １０,２０１９,https://tribunecompk/story/１９６９５９３/２ＧcpecsＧfirstＧpowerＧ

projectＧmiredＧfinancialＧdifficulties/;肖欣、王哲、张慧帅:«中巴经济走廊电力投资项目运营风险评

估»,«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４１~１４５页.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 «财经»合作研究课题组: «中巴经济走廊实地调研报

告»,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２２页.http://rdcyruceducn/zw/yjcg/yjcgyjbg/yjbgyjbg/４d９d０５４

c５８０２４０３bbbb７f５８b７２９e９６c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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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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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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MeerBaloch,“ThePlightoftheGwadarFisherman,”TheDiplomat,August８,

２０１６https://thediplomatcom/２０１６/０８/theＧplightＧofＧtheＧgwadarＧfisherman/

InternationalCrisisGroup,“ChinaＧPakistanEconomicCorridor:Opportunitiesand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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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ＧeconomicＧcorridorＧopportunitiesＧandＧrisks_０pdf

SyedMuhammadAbubakar,“LifeundertheShadowofaCoalＧFiredPowerPlant,”The

Dawn,December１５,２０１９https://wwwdawncom/news/１５２２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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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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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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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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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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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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８~１０页.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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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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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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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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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