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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进展、挑战与应对*

安 晓 明

摘 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正逢其时。近年来，数字经济逐

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数字经济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合作进展迅速，数字服务贸易迅速发展，“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丰硕，各种远程服务迅速发展，新型金融支付方式不

断出现。但仍然面临来自合作基础、合作机制、合作动能、合作环境的四重挑战，具体而言，包括数字经济鸿沟、网

络安全威胁、战略互信不足、规则制定欠缺、金融支持乏力、无序竞争等。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持续，全球

政治经济局势依然复杂严峻，要积极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挑战，还需不断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加强政治磋商

和政策沟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共同守护网络安全，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强协调统筹，构建“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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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动力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正逢其时。早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

近平主席就提出要建设“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

路”。2019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共同把握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建设数字丝绸之

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严重影响

了全球经贸往来，但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合

作提供了契机，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云支付、云视

频、电商直播等新业态需求凸显。近两年来，在全

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大环境下，数字经济逆势上

扬，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一轮产业竞

争的制高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新冠肺

炎疫情的巨大挑战，全球政治局势复杂多变，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强“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合作势在必行。近年来，数字经济逐

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在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

好的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一、“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进展

我国数字经济体量位居全球第二，数字技术发

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

1.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加快推进

自 2017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 世纪的数

字丝绸之路”以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顶

层设计和政策协调正在加快推进，取得了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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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果。2017年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

国与埃及、塞尔维亚、沙特、泰国、老挝、阿联酋、土

耳其等 7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倡议》，提出了合作的主要原则、重点领域和实施

机制，明确了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能培训、数字

经济政策、信息通信技术、电子商务、网络空间等重

点领域的合作。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数字丝绸之路分论坛上，中国工信部

与匈牙利、巴西、智利等国家相关部门达成战略合

作。2019年 8月“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会议召

开，来自 5个国家的 12个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和企

业代表在数字贸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签订

了合作协议。截至 2020年底，我国已与 16个国家

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2个国家

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2022年我国发布

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对有效拓展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做出了具体安排。这无不表明，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正在逐步推进。

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

数字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

前提，也是“一带一路”全方位互联互通建设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已有华为、中兴、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阿里巴巴等多家企业参与其中。华为和

中兴承担了东盟多个国家的 5G项目，华为还与俄

罗斯等国签署 5G 合作协议。中国电信牵头的中

国—尼泊尔跨境互联网光缆于 2018年 1月正式开

通，搭建起了中尼两国的“数字丝路”。中国联通

发起与沿线 19 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的“亚非欧

1 号”海底电缆项目已经投入运营①，成为“一带一

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标杆项目。目前，我国已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超过 30条跨境陆缆和

10 余条国际海缆。自 2019 年起，中国的北斗导航

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导航服

务。阿里云积极布局海外，已在新加坡、吉隆坡、

雅加达、孟买、迪拜、法兰克福、伦敦等城市建设云

数 据 中 心（IDC）。 据 国 际 咨 询 机 构 高 德 纳

（Gartner）数据显示，全球云计算基础设施及服务

（IaaS）市场份额排名中，阿里云排名全球第 3位②。

我国发起建设的“数字丝绸之路”地球大数据平台

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灾害监

测、生态环境变化、城市和工程建设、农情动态等

提供全面支持。中国—东盟信息港，已经成为面

向东盟的国际通信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枢纽。中

国和比利时共建的列日数字物流中枢已经成为欧

洲最大的智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

3.数字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迅速增长，特

别是自2017年“数字丝绸之路”提出以来，数字服务

贸易出口的增长更是迅猛。根据联合国 UNCTAD
的数据，2020 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总额达到

2939.85亿美元，是2010年的2.32倍，位居全球数字

服务贸易前列。其中，数字服务出口达到 1543.75
亿美元，是 2010年的 2.68倍，2017年的 1.51倍。数

字服务贸易所占份额也在节节攀升。一方面，我国

数字服务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3.08%提升到了 2020 年的 4.874%；另一方面，数字

服务出口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10
年的32.33%提升到了2020年的55.01%。我国数字

服务进口额也连年增长，2020 年达到 1396.1 亿美

元，比2010年增长了1倍多（见表1）。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产品

表1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额规模及份额

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额规模以当前价格的美元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UNCTAD 数据库。

数字服务贸易

数字服务贸易总额（亿美元）

数字
服务出口额

数字服务进口额（亿美元）

出口总额（亿美元）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

2010年

1266.18
576.53
3.08
32.33

689.65

2015年

1794.41
933.13
3.709
42.68

861.28

2016年

1907.71
937.01
3.602
44.72
970.7

2017年

2079.51
1025.67
3.644
44.97

1053.84

2018年

2562.3
1321.66
4.242
48.69

1240.64

2019年

2718.11
1435.48
4.451
50.69

1282.63

2020年

2939.85
1543.75
4.874
55.01

1396.1

与服务贸易出口也呈逐渐上升趋势。其中，我国信

息与通信技术服务（ICT）快速发展，特别是 2017年

以来，ICT服务出口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份

额呈快速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5.87%提升到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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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17%，2020年这一份额提升至21.04%（见图1）。
近年来，我国通信技术商品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保持增长态势，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保持在2000
亿 美 元 左 右（见 图 2）。 据 博 思 数 据 发 布 的

《2022-2028年中国计算机网络设备市场分析与投

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1年上半年我国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达

29461.2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7.6%。未

来这一增长趋势将更加明显。

4.“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丰硕

近年来，随着电商业务的逐渐成熟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通

过股权投资与并购等方式加速布局海外数字经济

市场，“丝路电商”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方面，跨境电商交易额迅速增长。从2017年

到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每年保持两位数

以上的增长速度。2017—2021年市场规模（增速）

分别为 8.06 万亿元（20.29%）、9 万亿元（11.66%）、

10.5万亿元（16.66%）、12.5万亿元（19.04%）、14.2万

亿元（13.6%）③，跨境电商在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也

越来越高，正成为推动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据

海关总署 2022 年 1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按美元来

算，首次突破 6万亿美元关口。据网经社“电数宝”

电商大数据库显示，其中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到

14.2 万亿元，占比达 36.3%（见图 3）。据商务部统

计，目前中国海外仓数量超过 2000个，很好地支撑

了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跨境

电商市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平台和规则越来越完善。

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平台”“全球电子商务平

台”（eWTP）以及京东的“京东售全球”等跨境电商

平台在“一带一路”沿线加快布局发展。自马云倡

议的海外第一个eWTP“试验区”2017年正式落地马

来西亚后，eWTP相继进入非洲、欧洲和美洲，推动

建立相关规则，为跨境电商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东盟成为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主要贸易伙

伴。中俄、中哈、中乌等跨境电商平台纷纷建立，丰

富了“丝路电商”双边、多边合作的内容。在中东地

区，来自中国的阿里速卖通（Ali Express）、Shein、
JollyChic、Fordeal等跨境电商平台非常活跃。此外，

跨境电商与“中欧班列”进一步融合，“义新欧”“苏

新欧”等跨境电商专列先后开通并常态化开行。

5.各种远程服务迅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远程会

展、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远程服务加快发展，特别

是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远程服务得到

了迅速发展。

由于疫情因素影响，原有的各类线下展会改为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远程会展新模式。中阿博览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等区域性

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广交会等全球性展会

都开启了这种新的展会模式，不仅没有失去以往展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进展、挑战与应对

图1 中国 ICT服务出口规模及份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UNCTAD 数据库。

图2 中国通信技术商品贸易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UNCTAD数据库。

图3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网经社，https://www.100ec.cn/zt/2021kjdsscsj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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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客户资源和影响力，反而由于参展成本和门槛

降低吸引了更多企业参展，扩大了展会的规模并提

升了影响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2021年中

阿博览会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主

题在宁夏布置线下展区，同时在线上设置综合商品

展，这种模式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

家企业，1000 多万线上观众和专业采购商访问洽

谈、协商采购，海外线上观展12万人次，共签约成果

277个，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达1566.7亿元，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

远程医疗不断创新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

成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2019
年9月6日，第四届中阿博览会“互联网+医疗健康”

应用大会在银川举行。宁夏作为全国首个“互联

网+医疗健康”示范区，签订了多个“互联网+医疗健

康”重要合作项目，其中的中泰（宁夏）“互联网+医
疗健康”影像云平台建设项目已经成为宁夏向“一

带一路”国家技术输出的远程影像诊断“样板”项

目。2020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医院合作联盟抗疫

国际远程研讨会举行，与会专家分享各国抗疫经

验，加深了抗击疫情的合作。2022年1月27日，“天

府云医·海外惠侨远程医疗站”在阿根廷建成启用，

将依托四川省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利用互联网+
医疗模式为在阿侨胞提供持续抗疫和日常就诊

服务。

受疫情影响，传统的线下教育与培训受到很大

限制，加速了远程教育与培训的迅速崛起，我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对接远程教育和培训。2020
年7月，中国网龙公司宣布实施“非洲教师在线教育

能力建设计划”，为提升非洲教师的教育能力提供

支援和帮助。2021年4月，中国商务部举办上合组

织国家电子商务合作研修班，为来自阿塞拜疆、白

俄罗斯、蒙古等国的87名学员提供电子商务合作专

题远程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中国—东盟博

览会期间，广西卫健委举办澜沧江—湄公河跨境传

染病联防联控线上培训会，为东盟培养1000名卫生

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6.新型金融支付方式不断发展

移动支付在中国迅速普及之后，逐渐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扩散，推动了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

合作。许多国家开始布局移动支付，特别是一些中

国人喜欢去旅行和消费的国家，如泰国、日本、韩国

等国家，开始在大型商超、旅游景区、国际机场等场

所广泛应用中国的移动支付工具。普华永道的调

查显示，移动支付的使用比例大幅上升。中东地区

受访者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已从 2018年的 25%上

升至45%。在欧洲及东南亚等地区，移动支付的使

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现金的使用量大幅减少④。

华为“移动钱”平台已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莱索

托、刚果（金）、加纳等十多个国家上线，成为非洲最

知名的移动支付平台之一⑤。移动支付不仅让各国

居民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支付服务，还推动了世界各

国广泛互联，赋能生产和消费越来越全球化。随着

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的发展，远程支付也得到了快

速发展。大型综合性支付平台纷纷在海外部署远

程支付业务。中国银联的移动支付已经覆盖到全

球 6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码支付能够覆盖 40个国

家和地区。蚂蚁金服的“本地版支付宝（钱包）”已

经在印度、巴基斯坦、韩国、泰国等 9个国家大量推

广，并通过各种形式为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

十万商家提供支付业务。除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

我国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也通过各种形式的金融

创新参与国外支付业务，如哈尔滨银行的中俄跨境

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平台，打通了业内首条卢布—人

民币线上清结算通道，成为中俄跨境电子商务“首

选银行”⑥。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支付方式降低了

跨境交易成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

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二、“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进展比较顺利，

但是仍然面临合作基础、合作机制、合作动能、合作

环境等四重挑战。具体表现在数字鸿沟、网络安

全、战略互信、规则制定、金融支持、机会争夺等方

面。“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首先建立在双方现有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软硬件基础之上，“数字鸿

沟”的存在意味着双方差距较大，将不利于双方数

字经济方面的匹配和对接，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

带来了合作的机会以共同消弭“数字鸿沟”；“一带

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

但是由于统一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标准还未形成，再

加上合作双方战略互信不足，导致合作机制不畅，

阻碍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顺利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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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需要强有力的动能支持，现

有的金融支持体系还不足以支撑；“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合作需要良好的合作环境，安全是合作的基本

要求，合作机会和资源的争夺也不可避免，数据安

全威胁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无序竞争将消耗“一带

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能量，影响合作效果。此外，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合作基础、合作机制、合作

动能、合作环境各系统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关

联的，比如合作基础薄弱、合作环境较差都会影响

到合作动能的输入和合作机制的构建，而合作机制

的不完善和合作动能弱也会影响到合作环境的改

善和合作基础的提升（见图4）。

1.“数字鸿沟”挑战：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巨

大落差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各国纷纷加

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

平参差不齐，新加坡、以色列等国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非洲、拉美一些国家数字经济才刚起步，存

在“数字鸿沟”。

从数字基础设施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还比较落后，使得“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数字协

调难度比较大。一些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还很不

完善，互联网交换点尤为欠缺，并且网络基础设施

的区域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首都和大城市，

小城市、村镇网络基础设施不仅数量少且技术比较

落后。少数国家的宽带速度缓慢，并且成本极高，

如巴勒斯坦的移动互联网连接速度仅为 6.77兆位/
秒，在全球排名非常靠后⑦。

从信息化水平来看，中东欧国家信息化水平相

对较高，西亚北非20国及东南亚国家略低于平均水

平，南亚7国普遍滞后，而非洲大部分国家基本处于

起步阶段，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率都非常低，存在

大片数字“洼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硬件基

础设施薄弱，如非洲地区电力资源分布极为不均，

有近 6亿人用电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严重制约了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化发展。

从对数字前沿技术的利用来看，两极分化现象

更为明显。比如，全球 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中

国和美国就占了90%，而非洲和拉丁美洲仅为1%，

非洲和拉丁美洲加起来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占

世界总数的比例不到5%⑧。此外，在技术标准、市场

规模等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存在巨大差距，

而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数字鸿沟”可能会进一

步加剧，这将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带来不小

挑战。

2.网络安全挑战：“一带一路”数据安全威胁不

断升级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数据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一带一路”合作的数据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一方

面，数字技术发展迅速，数字经济属于新兴业态，相

关监管体系机制和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容易出现各

种监管漏洞，数据泄露、数据篡改等现象时有发生。

再加上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和关键技术掌握在少数

发达国家手中，全球 13台根服务器中有 10台在美

国，全球互联网绝大多数数据都要经过美国，发达国

家“数据窃取”行为屡见不鲜，发展中国家数据信息

安全风险长期存在。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合作领域的不断拓

宽，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不光涉及商业信息，还可能涉

及国家机密，必须更加注意数据安全问题。另一方

面，随着全球互联网运用的普及和数字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网络数据传输量不断攀升，网络犯罪和网

络恐怖主义也在逐步向世界蔓延，网络安全问题愈

发突出。由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字技

术比较落后，再加上监管不力，很容易受到敌对国

家、恐怖主义及犯罪集团的网络攻击，数据安全威

胁不断升级，网络数据滥用、个人隐私被侵犯、商业

机密或核心技术被窃取、跨境网络诈骗、被他国监

控国家主权、数据交易黑色地下产业链活动猖獗等

时有发生。特别是政务、医疗及生物识别信息等高

价值特殊敏感数据泄露风险加剧，云、端等数据安

全威胁居高不下。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进展、挑战与应对

图4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四重挑战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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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互信挑战：数字经济合作的战略互信还

有待增强

尽管“一带一路”已经深入推进多年，但是一些

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尚存在疑虑和不信

任，或者合作态度暧昧不明，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

作，又出于安全考虑对合作持保留态度。如越南虽

然已经同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中国公司在电子

商务等领域开展合作，但这并不意味其放松了对中

国的战略警惕⑨。越南的主要电信及移动运营商纷

纷避开华为，选择与美国高通、三星、诺基亚等公司

合作。缺乏政治互信影响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也为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蒙上了阴影。比如美国不断

向其盟友和有关国家施压，特别是在5G领域，打压

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且拉拢联合 30多

个志同道合的国家发布“布拉格倡议”，在一定程度

上干扰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正常合作。美国

还向其他国家施压，禁止使用中国的 5G设备和技

术，这种做法给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合

作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地缘政治冲突造成地区

秩序动荡，不仅影响了当地政府和社会信用，提高

了投资风险，也不利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

正常开展。

4.规则制定挑战：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和相关合

作机制尚未建立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数

字经济的国际规制尚未建立，尚未形成统一且被广

泛认可的多边规则。虽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

准信息平台已经上线，促进了标准信息的互通，但

是还远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沿线各国在网

络数据信息安全及数据接口、货物海关检疫、跨境

贸易税收、数字产业划定等方面标准不统一，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设施、资源禀赋、营商

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还可能受法制环境影响

而设置数字壁垒如数据本地化要求、网络审查、内

容限制等，从而影响数据流通与共享，使得合作项

目难以有效对接。

目前，“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主要以基

于某种共识、友谊或互信的关系治理为主，具有强

制约束力的规则治理明显不足。虽然我国已同全

球168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但其中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还不占多

数，对双方的权益保障和义务履行都非常有限，不

利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美国掌握互联网

传输协议等多项技术标准的制定，但由于数字经济

本身比较复杂，尚有诸多规则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且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输出国内标准以掌控数字

经济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主要致力于全球物流、网

络支付便利化等内容，虽然在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上

有较大的优势，但相关规则制定却相对滞后，多是

被动地适应国际规则，且由于数字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还不完善，要想在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

较大话语权并不容易。同时，由于网络空间中的双

重标准及网络空间规则中话语权的缺乏，使发展中

国家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合作的深入推进。

5.金融支持挑战：数字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还

不完善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推动数字经济合作的稳

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持不可或

缺。目前“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金融支持还

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数字

经济合作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目前很多合

作项目都以中国企业投资为主，资金来源比较单

一，并且数额有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刚刚

起步，可以预见，在后续的合作中将面临非常大的

资金缺口；另一方面，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

字金融服务体系还比较落后。沿线发展中国家金

融服务普遍不完善，一些新兴国家的银行账户渗透

率不高，如印度、东南亚、非洲等沿线地区由于银行

网点少、门槛高，使得银行服务只能面向少数人。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技术还比较落后，

无法有效构建社会征信体系，也缺少社会信用文化

的土壤，再加上会计准则、法律环境等金融支撑体

系还很不健全，可能导致“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

面临较高的风险。此外，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

主要集中于传统贸易结算，新型支付方式还远远未

实现普及，非常不利于跨境贸易的发展。

6.机会争夺挑战：数字经济合作中还存在无序

竞争

“一带一路”的数字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合

作的一个热门领域。虽然相关的协调、对话机制已

经在陆续推进，但是由于同一时空内的机会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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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因此，对机会和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从

而造成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中的内耗。这

种机会争夺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的机会

争夺。比如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多家企业都

想抢占机会去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条件较好的国家

投资，在商业谈判中容易降低底线，造成整体利益

受损。二是国内层面的机会争夺。比如国内一些

城市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中，出于政绩考虑很可能

为了达成项目而压低合作底线，从而造成各自为

政、无序竞争，不利于合作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国家层面的机会争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

作只是一个倡议，沿线国家均可参与，国家之间也

存在机会和资源的相互争夺。不仅中国可以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可

以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

也可以开展合作。这就造成了多头参与、多方竞争

的局面，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很可能引起恶性竞

争，损害合作利益。

三、“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应对策略

面对“数字鸿沟”、网络安全威胁、战略互信不

足、规则制定欠缺、金融支持乏力、无序竞争等诸多

挑战，要积极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加强政治磋商和

政策沟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共同守护网络

安全，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强协调统筹，构建“一

带一路”数字经济共同体。

1.积极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缩小“数字鸿沟”

一是要继续加强沿线国家传统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合作，重点在互联网络的速率和稳定性方面提

供支持，补足其基础设施短板；二是要大力推进5G、

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先进技术应用能力，尽快缩小数字技术差距；三是

要合作共建行业性数字基础设施，促进行业的数字

转型。如在数字农业领域，要加快农业数字化改

造，推广农业遥感技术，合作构建“天空地”一体化

数据采集和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服

务平台等。在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过程

中，要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性作用和民营企业

的技术研发优势，优势互补，携手并进。要降低数

字基础设施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企业

和社会资本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通过多

种途径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合作，缩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此外，要

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交流合作，建立沿线国家

共研和共享数字科技共同体。基于市场需求不断

改善数字产品和服务，改造渗透传统产业，促进沿

线国家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在沿线国家设

立的境外产业园、经贸合作区，在工业互联网、智能

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数字园区，

助力更多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

2.加强政治磋商和政策沟通，增强战略互信

一是积极利用多边机制加强政治磋商和多边

协调。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纳入双边、多边

合作框架中，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RCEP、“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坛和世界互联

网大会等多边合作平台，对“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

作的相关政策、数字治理、技术标准、实施方案等进

行双边和多边沟通协调，促进“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合作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要努力推动解决地

缘政治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地缘政治冲突不利于

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阻碍了“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合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只是谋求经济利

益，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构建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尽力调和地缘矛盾，缓和冲突，促进

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三是加强合作双方的高层

外交，增进友好协商和政治互信。一些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仍持有观望甚至警惕态

度，应加强合作双方的高层外交，深化双边互信，找

准思想共同点，尽可能多地打造利益交汇点，缩小

矛盾点，凝聚合作共识。四是要努力与相关国际组

织及沿线国家的数字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与合作，加

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财政、金融、信息、能

源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促使数字经济合作

落到实处。

3.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合作契合度

一是要遵循国际秩序和规则，以 WTO 及其他

国际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为参考，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加强多边磋商，共同探索制定适合“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和机制，推动搭建“一带一

路”联合区域治理框架。同时也要借助G20、APEC
等平台和机制，在跨境电商、数据产权、数据安全、

数字地址分配、数据交易和流动等相关规则的制定

中积极争取话语权，发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进展、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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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声音。二是要加强标准制定的国际合作，减少

数字规则分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积极参与数

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建立沿线

国家统一的数字经济标准体系，打破发达国家对相

关标准制定的垄断。三是要建立“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纠纷处理机制。建议在北京、上海或香港等国

际都市设立“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纠纷仲裁机构和

解决机构，使仲裁机构具备国际仲裁标准，从而作

为权威机构处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纠纷。跨境

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内容，在深度合作

中需要更完善、更便捷、更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方式，

在线争议解决机制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如电子商务

法庭、空中调解室等。此外，阿里巴巴的《阿里速卖

通纠纷裁决指引》及赔偿金制度、欧盟的《消费者

ODR条例》等为在线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借鉴。

4.积极构建网络安全共同体，守护网络安全

一是要积极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平台作用，在网络安全和数

字治理方面开展对话，探寻利益共同点，探索建立

“一带一路”数字安全和保护合作机制。围绕5G、云

技术、移动支付等重点领域加强数字安全标准化建

设。定期召开网络安全合作会议，加强网络空间治

理法治化合作和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网络犯罪

和网络恐怖主义。组建“一带一路”网络安全专家

联盟，定期开展沟通对话，集思广益，共同维护网络

安全。二是要加强数据安全保障和信息保护，推动

建立“一带一路”数据流通、交易机制和跨境传输安

全保护机制。数据资源在便利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也面临信息泄露的威胁。要研究借鉴 G20、
OECD、APEC等国际组织框架下的数据和隐私保护

合作，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高度

重视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增强数字主权保护意

识，在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监管的同时实现数据的

共享和流通。三是要完善“一带一路”沿线信息网

络服务系统，统筹协同防范合作中的各种重大风

险，建立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系统性风险

预警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

5.建立面向数字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夯实金

融支撑

一是要建立“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专项基

金。中国应联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专项

基金，一方面激励数字科技企业积极投身“一带一

路”沿线经济体的数字化建设，推广数字化商业应

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为沿线欠发达

地区提供无偿或低息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援助项

目，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帮助其发展数字经济。通

过专项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合作中来。二是要积极梳理对接沿线国

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投资需求，创新融资模式，扩大

金融支持来源。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开

展国际金融业务，获得境外融资支持。整合境内外

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资源向数字经济领域

倾斜，畅通金融支持获取渠道，汇集更多力量支持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三是要大力发展金融

科技，防范化解投资中的风险。引入区块链技术建

立新型社会信用体系，强化信用预警，着力解决沿

线政府信用和商业信用缺失问题。加强“一带一

路”大数据分析，做好合作前的风险评估，在合作中

实时跟踪监测项目进展、企业经营、经贸往来、资金

流动等信息，并动态关注沿线国家的整体局势、宏

观经济、金融市场等情况，加强风险预警，着力破解

金融机构跨境业务风险防控的难题。

6.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中的协调统筹，防范无序

竞争

一是要加强企业层面的合作协调，避免无序竞

争和资源浪费。中国企业要组团“出海”，在参与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中互帮互助，分工合

作，形成合力。可采取产业链“出海”的方式，上下

游企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在参与国外的数

字经济项目中站稳脚跟，共同抵御风险。要开展

“丝路电商”行动，多渠道支持企业共建共享海外

仓，提升海外仓储等供应链系统的整体功能，避免

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二是要加强国内层面的

合作协调，避免各自为政。各地要加强协调，根据

各自的不同情况，找准自身优势寻求合作。特别是

郑州、西安、重庆等“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霍尔

果斯等沿边城市，以及连云港、泉州、北海等海上丝

绸之路节点城市，类别不一样，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合作的倾向性也有所不同。而数字经济比较

发达的北京、杭州和数字经济相对较弱的中西部城

市在数字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很不一样。

如北京探索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试验区，

其他一些城市可参与北京的“朋友圈”，壮大“数字

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试验区的整体实力。总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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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根据自身特点加强统筹协调，增强合作的针对

性，提高契合度，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格局。

注释

①兴岳：《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共享网络发展红利》，光明网，

2019 年 04 月 28 日。②徐向梅：《展现数字贸易活力与韧

性》，《经济日报》2022年5月27日第11版。③此处是指广义

的跨境电商。网经社把它定义为电子商务在进出口贸易及

零售中的应用，包括进出口跨境电商、跨境电商（B2B、B2C、
C2C）以及9710、9810等海关监管代码和相关建站、SAAS、供
应链、物流、海外仓、支付、金融等服务商。④《多国无现金

支付加速发展 支付方式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青年

报》2020 年 9 月 30 日。⑤《数字经济合作 为共建“一带一

路”增添动力》，《人民日报》2022年5月6日第17版。⑥刘华

芹：《以数字经济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空间》，《中国

远洋海运》2021年第10期。⑦姜志达，王睿：《中国与中东共

建数字“一带一路”：基础、挑战与建议》，《西亚非洲》2020年

第6期。⑧王小艳：《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基

础·困境·对策》，《经济界》2021年第2期。⑨王道征：《“数字

丝绸之路”视域下的中越数字经济合作》，《湖北经济学院学

报》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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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进展、挑战与应对

Progress，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the 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 Xiaoming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is at the right time. In recent years，the digital econom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area of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ave been
accelerated. Th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The trade in digital servic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e-commerc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silk road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various remote servic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and new financial payment methods have developed continuously. However，we still face four challenges from
the cooperation foundation，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the cooperation momentum an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it
includes many challenges，such as the digital economic gap，the threat of network security，the lack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rule making，financial support，disordered competition，and so on. At present，the global COVID-19 will continue，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s still complex and grim. We should actively face the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nd policy
communication，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ctively，safeguard network security jointly，improve the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to build a“the Belt and Road”digital economic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on;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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