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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共建“一带一路”的未来展望

十年间，四川从多方面多层次开展“一带一路”的

“五通”建设。“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核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为中国和世界发展

提供了最广泛的公共产品。[17]未来，四川应从政策、设

施、贸易、资金、文化等五个方面着手，积极融入、全

力共建“一带一路”。

（一）政策沟通：顶层设计促进开放与合作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共商

共建共享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四川共建“一带一路”

不仅需要明确自身的参与战略，建设相应合作机制，护

航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国际伙伴

关系等战略，提升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水平。

四川应积极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四川行动计

划等自身参与战略，促进四川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

沿线经济体发展议程对接。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

载体，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开

发等国家战略，对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

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

促进内部政策整合，加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四 川 还 应 加 强 合 作 机 制 建 设 ， 以 政 策 决 策 协 调 机

制、国际对话机制、企业联动机制、市场流通机制和投

融资机制等措施，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通互动，[18]促进

四川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融入“一带一路”。通过功能

分区和区域连接，以政策沟通护航“硬连接”建设，以

政策先行支持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优先发展。目前，四

川发布加快口岸三年行动计划，以口岸为政策载体，促

进具有区位优势的成都铁路口岸、泸州和宜宾水运口岸

建设，来提升川内城市开放水平。同时，根据不同口岸

特征，实行通关政策分区，以功能为导向，推进天府机

场等机场口岸进口，泸州口岸进口整车，广元国际铁路

港木材进口等分类建设。加强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国内

政策沟通，国外政策联动，进一步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

和长江经济带的比较优势，通过政策沟通加强与省际甚

至国际连接能力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的国际性影响力和

枢纽性连接力，促进区域性开放与合作。

（二）设施联通：软硬联通保障沟通与连接

四川设施联通建设分为软联通和硬联通两个方面，

“软联通”指以政策、规则、标准的合作对接；“硬联

通”是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框架的基础设施建设。

软联通方面，四川将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增

长“第四极”作用，辐射省内“一带一路”沿线共同发

展。促进国内外标准对接和服务对外出口，规范省内产

业生产等标准以接轨国际贸易，以中国电信四川公司等

跨国公司为载体促进四川通信等项目和运营经验出海。

硬联通方面，四川应加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对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体系，为川内贸易畅通

和民心互通提供保障。成都作为链接东南亚至欧洲铁路

的枢纽，将四川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国外。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有串联互通的功能，还有带动沿线城市发展的枢纽

功能，四川应该加强“一带一路”硬件设施沿线的城市

建设，提高城市的基础硬件，进一步发展川内多个城市

的多级枢纽功能，以产业功能分区为主导，扩大城市发

展的比较优势，促进四川形成基建引领，产业聚集，综

合发展的产业集群。

（三）贸易畅通：经贸潜能激发合作与发展

贸易畅通是五通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标准对接，通

关畅通，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等为发力点，促进贸易自

由化和便利化，维护和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发展。

口岸建设方面，四川将扩展省内口岸功能，提升口

岸能级，加快发展口岸经济，同时强化综合治理和合作

联 动 。 [ 1 9 ]四 川 将 扩 大 5 G 、 人 工 智 能 、 区 块 链 、 智 能 审

图、超痕量检测等先进技术以及相关查验设备，在各口

岸通关流程中的应用范围，促进贸易快速流通，提高经

济效益。同时进一步减少贸易摩擦，消除贸易壁垒，促

进国际间贸易畅通。作为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四

川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互补性高，其中的东盟是

四川电子产品主要终端产品输出地。运用关税大幅减免

政策机遇，推进RCEP西部中间品流通中心建设。

四川将以自贸区形成的区域性网络、产能合作等为

载体，促进平台建设，加强自贸区建设。发展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等，

加快光子产业和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的对外布局，建立

并完善产业合作园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合作网络，探索进

一步开放之路。同时，进一步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

态，加快企业对接和品牌培育，进一步打造四川名片。

（四）资金融通：投资互惠支撑经济共融与发展

资 金 融 通 是 保 障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进 展 的 重 要 支 撑 ，

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周期

长，投资大的特点，“一带一路”建设沿线涉及多个发

展中经济体，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有限

等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以及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等金融平台发挥引领作用。
[20]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四川结合自身

的重点产业，优化区域供应，加大对汽车及其关键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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