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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仅

促进了包括中国、东道国甚至世界在内的经济的显

著增长，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成为探索全

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参与区域合作和全球化的重

要平台（刘卫东等，2018）。截至 2022年，中国已与

152个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就“一带一路”合作签

署正式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2022）。商务部报告

称，截至 2022年，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累计投资超过

570亿美元，向东道国缴纳税费超过 66亿美元，为

当地创造近42.1万个就业岗位。随着对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关注度的不断上升及其取得的巨大成

就，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研究数量也呈

上升趋势。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FDI）
的新尝试，海外自由经济区（简称海外园区）包括境

外经贸合作区、海外工业园区、海外自贸区、海外农

业产业园区、海外科技园、海外经济特区等不同名

称。其定义如下：为实现投资国和东道国政治经济

目标，投资国投资方单独或者和东道国合作，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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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建立并通过物理性与技术性隔离被严格限定

在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具有完善基础和公共服

务设施，享受财政与行政管理特权，开展经济贸易

活动的特殊经济园区的总称，简称海外园区。此

外，面对后疫情时代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趋势和地区冲突的影响，海外园区不仅可以作为中

国企业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地

位的平台，也可以成为东道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驱

动力，然而，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境外经贸合

作区也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如地缘政治的工

具、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债务陷阱和环境问题的挑

战。现有文献对于海外园区的系统性梳理与评价

研究相对匮乏，而总结其最新进展、面临的挑战和

未来发展趋势对“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与理

论体系构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海外园区相关研究涉及地理、经济、社会、文化

以及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中英文文献为

基础，总结与探讨了“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研究的进

展、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研究方法

系统综述是对现有科学研究进行梳理的有效

方式（Haddaway,et al., 2015）。本研究采用Moher等
人（2010）提出的方法（PRISMA statement）对海外园

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分析。该方法主要包括识别、

筛选、合格和分析四个步骤。

首先，在识别阶段，使用关键词检索学术文献

数据库，识别潜在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选择了两个

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网（WOS）作

为搜索引擎，因为它们包含多学科领域的同行评审

研究文章。使用“一带一路”或“海外”关键词筛选

具有特定地理位置（国外地区）的研究。研究内容

将“overseas free economic zone”（海外自由经济

区）、“overseas free trade zone”（海外自由经贸区，自

由贸易区）、“OETCZ”（境外经贸合作区）、“overseas
industrial park”（海外工业园，境外工业园）作为搜

索标准。文章类型为同行评审研究文章，不包括会

议论文和摘要。研究论文的发表年份范围被确定

为最近 12 年（2010—2022 年）。其次，在筛选过程

中，通过检查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手动删除与研究

关注点无关的文章。再次，对前两步筛选出的所有

记录进行审查，包括整个文稿，以选择最符合要求

的论文。最后，对相关文献中的必要信息进行提

取、加工和讨论。

本研究除系统回顾外还采用实地调查与访谈

法，搜集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与问题的第一手资

料。实地调查和访谈主要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地区

的海外园区进行，并利用相关结果讨论海外园区相

关研究中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三、研究成果

按照上述方法，筛选出2010—2022年的138篇

关于海外园区的中文论文和 25篇英文论文。我们

发现，2010—2021年，中国文献数量呈显著上升趋

势（见图 1）。这一增长趋势表明，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及其新的海外投资试验——海外园区越来越

重要。然而，关注中国海外园区的英文文献数量相

对有限，说明国外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此

外，在学科类别方面，大多数论文发表在与地理、经

济、城市规划、国际和区域贸易、环境科学和国际事

务有关的期刊上。

本文进一步利用VOSviewer进行关键词共现分

析，确定主要研究重点和常见研究主题（见图 2）。

节点大小表示文献中出现的术语频率，连接线的粗

细度表示不同术语之间的连接强度。结果表明，关

键词“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海外工业园

区”是所有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值得注意

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以往研究中作为关键词

出现最频繁；“一带一路”的出现频率排名第二，主

要与贸易效应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有关；“海外工业

园区”排名第三。此外，根据文章关键词及摘要，海

外园区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贸易效应、

图1 2010—2022年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的中英文文献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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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文化的作用、海外投资、空间规划、环境影响。

海外园区数量众多，需要分门别类与选择典型

案例，按照总结归纳范式得出普适性研究成果。本

文以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国际政治、区域与

国别研究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为理论基础和方法，分

别从类型与案例研究、制度和文化变迁、国际贸易

与区域合作、城市规划、海外经验和国际地缘政治

等视角，对海外园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探讨。

1.类型与案例研究视角

分析海外园区研究的前提是区分其不同类型，

总结海外园区的主要特征。部分学术机构学者探

索了海外园区的各种分类标准（孟广文等，2017；
2018；2019；2020；张菲，2013；叶尔肯，2017），研究

表明，海外园区的分类以主导产业为主，以建设模

式和治理结构作为辅助分类标准（Meng，2003）（见

表1）。
第一，基于主导行业的分类。从产业视角来

看，海外园区包括五种类型，即：加工制造型、农业

型、商业和贸易型、科技型、综合型（叶尔肯·吾扎提

等，2017）（见表1）。以加工制造为主的海外园区主

要发展纺织、机械、电子、化工和建材等轻工业（沈

正平等，2018；张菲，2013）。由于投资较少，回报较

分类标准

主导产业

建设模式

治理结构

类别

加工和制造型

农业型

商业和贸易型

科技型

综合型

绿地

园中园

前港—中区—后城

政府主导型

开发商主导型

私人企业主导型

特点

主导产业：轻工业，如纺织、机械、电子、化工等

主导产业：农业及相关加工和贸易

主导行业：物流、仓储、运输

主导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

主导产业：综合性产业

从荒地开始规划，但投资多，时间长

利用已有开发基础，尽快形成开发规模

把物流—加工制造业和城市发展相结合

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国家间的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丰富的工业园区建设和运营经验，将成功的制度和政策转
移到当地园区

运营机制灵活，产业多元，多数园区均由私营企业主导

案例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中—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

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园

中白工业园

越南龙江工业园

泰中罗勇工业区

瓜达尔港自由贸易区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

表1 不同类型海外园区的类别、特点和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2 2010—2022年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的收集文献中关键词共现分析

注：节点大小表示每个关键字的出现频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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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这种海外园区主要位于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

密集的地区。典型案例是越南龙江工业园（孟广文

等，2019）。在国际市场中，欠发达经济体为工业园

区提供优惠税收等优惠政策，有助于中国扩大海外

市场，打破贸易壁垒，同时，东道国利用丰富廉价的

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其创造就业和赚取外汇。一般

而言，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海外园区为当地经济增长

和扩大就业市场做出了显著贡献（姚一涵，2021）。
以农业为主导的海外园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产业链，主要是利用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包括种

植、采购、加工和储存农业资源以及进行国际贸

易。以农业为主的海外园区一般投资大，对土地和

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也普遍较高，但对东道国的经济

发展和全球扶贫工作有利。然而，由于投资的回收

期较长，往往存在财务紧张问题。典型案例是

中—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于淙阳，2020；周俊

等，2024）。
以商贸为主的海外园区主要从事产品运输、储

存、配送、配送加工和贸易。这种海外园区往往享

有自由贸易政策，通常位于或靠近重要的港口或交

通枢纽。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例子（马

祥雪，2020）。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DIFTA）位于

亚丁湾西海岸，是东非国家的重要战略门户。按照

“前港—中区—后城”模式，该园区规划成为东非最

重要的贸易中心和航运枢纽，重点建设港口、物流

园区与出口加工区以及配套城区。

科技型园区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为主。

大多数科技型园区都位于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

的东道国或者地区，如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园。

除上述四类外，综合型海外园区的出现是因为

单一功能无法满足需要具有多元化产业发展需要

的园区，通常具有上述四类园区两种以上的功能，

例如，中白工业园（Meng，2003；沈正平等，2018）。

由于功能齐全、多样，综合型海外园区一般具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东道国多样化的战

略需求，但也存在投资大、周期长等问题（赵钏，

2019；孟广文等，2017）。
第二，基于建设模式、治理结构和位置的分

类。从建设模式来看，海外园区可分为：绿地模

式、园中园模式和“前港—中区—后城”模式。绿

地模式有利于全面规划，但投资和时间成本较高；

园中园模式促进了规模效应和生产率的提升；“前

港—中园—后城”模式将物流、制造业和城市发展

结合起来。根据空间结构，海外园区也可以分为

单区模式和复区模式（梁育填等，2021；孟广文等，

2020）。单区模式适合早期小规模的开发建设，而

复区模式适合大规模和后期建设发展。

学者们还基于其他标准对海外园区进行了分

类。根据治理结构，海外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

园区开发商主导型和私人企业主导型（马学广等，

2019）。根据行政管理水平，海外园区有国家、省级

和地方主导园区三大类型（王爱华，2013）。根据地

理位置，海外园区还可分为沿海、内陆和跨边境类

型，例如，西河努克港经济特区、老挝万象赛色塔开

发区、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2.制度和文化变迁视角

除从类型和案例研究视角研究海外园区的归

纳法外，用地理学中文化和制度转型视角的演绎法

也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学者们指出，尽管中国的

“走出去”政策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海外园区往往忽视

了中国与当地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文化差异（Liang，
et al.，2021；刘卫东等，2020）。近年来，学者们运

用制度、文化转型理论分析海外园区的机制、经验

和挑战，以及外资与地方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的相互作用（高菠阳等，2020；刘卫东等，2020；宋
涛等，2020；Song，et al.，2018；王姣娥等，2020），这

些研究为建设海外园区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制度和文化与多尺度嵌入。研究者指出，

制度和文化作为海外园区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通

过地理嵌入性的广度和深度来表示，即指项目的占

地面积及其对当地环境的影响程度。刘卫东等

（2020）总结了“一带一路”的四种海外项目——改革

性项目、配套项目、综合项目和海外经济特区。一般

而言，地理嵌入性越高、主导产业作用越显著，建设

海外园区时就越要重视制度和文化差异。

当从制度和文化变迁视角分析海外园区的建

设和发展时，多尺度嵌入是另一个分析视角（刘志

高等，2020；Liu, et al., 2021）。学者们将“全球—国

家—地方嵌入”的框架应用于海外园区（如缅甸莱

巴东、中白工业园），揭示了外资与当地制度和文化

互动的机制。研究发现，影响海外园区顺利发展的

主要制度和文化因素各不相同。许多“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不稳

定，而与弱势的地方政府合作，并不能确保海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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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稳定发展，因此，学者们强调了海外园区多尺

度嵌入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必要性。

第二，制度和文化与对外投资。此外，一些研

究还从制度和文化视角分析了海外园区在对外直

接投资中的作用。赵赛（2022）使用来自中国和 6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

的影响，结果表明，建设良好的制度（如政府效率

高、腐败少、健全的法律体系）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呈

正相关。陈伟等（2020）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

特区为例，从制度和文化视角揭示了海外园区对中

国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

海外投资的主要制度和文化因素包括政策协调机

制、投资的软硬环境、信息和资源共享以及集聚经

济（Wang，et al.，2021）。然而，该制度和文化在通

过海外园区发展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

探索。

第三，技术转让和政策流动性。一些学者指

出，在海外园区建设和运营中经常存在“技术转移”

（王姣娥等，2020）。技术转让的难度取决于中国与

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以及技术对制度和

文化的依赖。学者们建议，对于铁路等革命性项

目，推荐“技术—制度—文化”综合模式，包括完善

法律制度，适应当地文化，升级技术标准和管理制

度，产业链本地化管理。除技术转让外，相关政策

也在海外园区发展过程中从中国转移到东道国，这

种转移被称为“政策流动性”（宋涛等，2020）。税

收、外汇和土地使用政策是国内经济特区较为成功

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从中国转移到东道国，并进

行本地化，以适应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

环境。王淑芳等（2022）用案例研究和比较方法来

分析国内外自由经济区的政策制定，结果表明，环

境保护政策、规划、运营、管理的人才和经验可以直

接转移到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此相反，发展模式和

文化政策需要修改，法律、法规、优惠政策需要全面

重新设计。Song等（2021）利用三个相互关联的概

念视角——政策流动性、伙伴关系和行动者网络来

探讨多方参与伙伴关系在海外园区政策流动性中

的作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伙伴关系和行动者在

政策流动中会严重影响技术转让的有效性。

另外一些学者试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

政策、策略及其制定者如何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

构建。Liu，et al.（2021）以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开

发的中白工业园为例，考察了两国及其最高领导人

的战略目标耦合在以各方都期望受益的方式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中的作用。

3.国际贸易与区域合作视角

海外园区的优势之一是打破贸易壁垒，减少贸

易摩擦，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从国际贸易与

区域合作的角度，研究者从双边贸易关系和贸易网

络方面分析了海外园区的作用。

第一，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海外园区通过

影响贸易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

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卢进勇等，2019；孟
广文等，2019；孙冰等，2022；徐俊等，2020；严兵等，

2021；周建军等，2020）。徐俊等（2020）利用动态面

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海外园区对双

边国家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海外园区通过直

接扩大贸易规模（直接“贸易效应”）和通过影响对

外直接投资（间接“贸易效应”）促进贸易合作来推

动双边贸易。

此外，许多研究调查了海外园区与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李金叶等，2019；许培源等，

2019；杨丽等，2020；支宇鹏，2019）。部分学者认

为，海外园区提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

效率和规模（李金叶等，2019），也促进了东道国的

经济增长（孟广文等，2019），其基本机制包括优化

制度环境、增强文化认同和加强双边投资条约，从

而有效减少当地经济、文化、法律、政治背景对外商

投资的障碍（许培源等，2019；杨丽等，2020；张宏

等，2021；支宇鹏，2019）。
第二，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

网络。学者们运用传统经济模型（如引力模型、投

入产出模型）和网络分析，从整体结构、不同区域、

不同产业和产品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贸易网络的特征、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程

中海等，2022）。研究人员根据物流效率、海关和边

境管理、电子商务、监管体系、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

等各种指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量，发现这

些指标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区域贸易网络的整合（陈

继勇等，2018；孔庆峰等，2015；唐宜红等，2019）。

许多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与其经济伙伴之间贸易关

系密切程度的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Song，
et al.，2018；郑智等，2019；邹嘉龄等，2016）。中国

是“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网络的中心，与东南亚贸易

“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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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最近，与中东关系相对松散（宋周莺等，2017；
2018；王博等，2019）。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贸易的

积极经济影响也显示出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中

国沿海城市和地区通过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

的邻国开展国际贸易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增长。

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贸易网络结构通常受经济

规模、地理距离、贸易协定、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因地理位置

而不同（程中海等，2022）。
大部分研究考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

贸易网络，聚焦于生产网络的研究却比较少。郑智

等（202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增值分解和网络分

析，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生产网络的演变过

程以及对周边国家生产网络的经济促进作用。他

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重心的变化，

区域生产网络不断加强；中国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增

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对当地经济

的积极影响有效地驳斥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

负面评论。

4.城市规划视角

“一带一路”不仅促进了中国和东道国的经济

增长与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且推动了中国的规划战略、方针、标准和技

术“走向国外”（李磊等，2020）。除类型与案例、制

度与文化变迁以及国际贸易与区域合作研究视角

外，园区规划亦是海外园区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

学者认为海外园区规划研究为科学、系统、全面的

海外园区规划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有利于海外

园区可持续发展（王兴平等，2021）。
第一，海外园区规划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各种文化、经济社会条件、规划

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同，海外园区规划与中国

的城市与园区规划及其实施存在显著差异（王兴平

等，2021）。总结现有海外园区的经验和教训，有利

于优化其规划并支持建立相应的规划系统。学者

们总结了海外园区规划的类别、技术标准、制定和

管理（见表 2）。与国内城市规划类似，海外园区规

划也可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概

念规划等类型，其中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是主要类

别。由于海外园区通常是由东道国和中国共建，因

此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了两国的规划技术

（陈骁等，2019）。随着东道国规划理论和技术进

步，海外园区的规划技术标准已经从直接“复制”中

西方标准转变到结合前者优势制定本地化的技术

标准。海外园区规划通常由中国规划设计部门或

中国和当地地方部门制定，双方共同负责海外园区

的管理。

学者们还总结了以往海外园区规划的经验和

教训，包括：其一，适应当地环境的需要。一些海外

园区采用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和技术，与当地的政

策、文化、地理、审美等方面不匹配。由于在空间上

的飞地属性，海外园区缺乏与周围环境和城市的沟

通。其二，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规划体系。迫切需

要统一、系统、专业的海外园区规划指南（包括技术

标准）。其三，缺乏规范。大多数海外园区将总体

规划直接应用于地方规划和建设，但在土地利用分

区、公共设施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明

确的规划指标。

第二，海外园区规划的案例研究。学者们还根

据具体案例，分析了与海外园区规划相关的问题。

Wang（2019）分析了东南亚和南亚区域产业发展和

海外园区发展的基本情况，系统介绍了这些地区重

点工业园区发展和规划的条件，以及与海外园区规

划相关的法律法规。作者进一步总结和讨论了具

有重要战略合作意义的海外园区建设和规划的成

就。除对海外园区规划案例进行全面的介绍、讨论

和总结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具体的规划内容或实

施阶段。例如，赵毅等（2009）调查了柬埔寨西哈努

内容

规划类别

技术标准

制定

管理

分类

可行性研究

土地利用规制

战略规划

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工业发展规划

城市规划

完全复制

选择模式

因地制宜

中国

中国+东道国

中国+东道国

案例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印尼滨海公园工业园

马—中关丹工业园

泰中罗勇工业区

泰中罗勇工业区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

中白工业园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中白工业园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

适用于大多数海外园区

表2 海外园区规划在规划类别、技术标准、制定和管理等

方面概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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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港经济特区详细规划的内容和特点。 Shen
（2009）和李扬（2014）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

亚的海外园区规划的制定程序。Zhang等（2015）基

于中白工业园案例，总结海外园区方案制定的共同

特点。此外，国内研究人员指出了为海外园区规划

建立指南和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在

非洲（王骏等，2010）。Wang等（2017）讨论了中非六

个合作开发区的现状及其与中国在工业发展中的差

异，为非洲国家海外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提出了发展

战略和建议。学者们以中白工业园为例，从层次、类

别、内容、主管部门、实施、公众参与等方面来比较中

国与东道国的规划体系的异同（施一峰等，2019）。
5.海外经验和国际地缘政治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及其新的海外投资模式（即海

外园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贸易和国际关系的

影响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来自海外学术机构的学者

关注“一带一路”。海外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了“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相关问题。

第一，对东道国、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大多数

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都集中在其经济影

响，研究对象通常是基础设施项目，而不是严格符

合 定 义 的 海 外 园 区（Inkpen and Pien，2006；
Bräutigam and Tang，2012；Fardella and Prodi，2017；
De Soyres，et al.，2019；Gong，2019）。世界银行审

查了各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决定因素和经济影

响，并评估了共建“一带一路”对东道国的外国直接

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发现包括，其一，共

建“一带一路”促进了东道国，甚至非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其二，降低的运输成本

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但影响程度因运输方式而不

同；其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也随着东道

国的发展水平而显著变化。De Soyres等（2019）基

于全球和区域数据集，研究了“一带一路”构建的运

输基础设施对装运时间和贸易成本的影响。与世

界银行的调查类似，“一带一路”显著降低了其共建

国家的经济体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运输时间和贸

易成本。

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共建“一带一路”对特

定地区或国家的影响。Fardella and Prodi（2017）评

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欧洲，

特别是对意大利的潜在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这种可能的影响因不同地区和行业而异——北

欧和中欧国家以及汽车和电子部门将获得更多的

好处，然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下港口的发展可能

会对意大利产生竞争。面对此情况，意大利需积极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或与之合作，充分利用共

建“一带一路”带来的机会。Gong（2019）探讨了共

建“一带一路”对东南亚的影响及其可能的驱动因

素。主要发现包括，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将会增

加，但限于特定区域。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东盟对共

建“一带一路”的反应，以及由日本、印度、美国及东

南亚其他国家主导的替代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

Goodfellow and Huang（2021）以埃塞俄比亚和非洲

的乌干达为例，探讨了中国海外园区对城市—产业

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洲政府、中国企业和其他

地方部门之间的关系共同塑造了东道国城市的新

城市主义。

第二，中国海外园区的经验和教训。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

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得到了海外学者的

见证、分析、评估和认同。许多研究和报告总结了

中国海外园区的成就、经验、挑战和教训（World
Bank，2011；Bräutigam and Tang，2014；Corre，2018；
Maliszewska and Van Der Mensbrugghe，2019）。世

界银行在2011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海

外园区经验总结的工作文件（World Bank，2011），

介绍了海外经济特区的概念、中国在非洲的海外经

济特区（包括发展目标、投资结构、制度、现状、问

题）、双边和三方合作及潜在的机会。世界银行认

同海外经济特区对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做出的贡

献，同时也有经验和教训，如更好地调整政策目标，

改进管理和运营，重视学习和知识共享，将区域总

体规划纳入区域城市发展规划，制定社会和环境影

响管理战略等。

此外，Fei and Liao（2020）探索了中国发展模式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着陆”，以及该过程中涉及的

多个部门。他们认为，一个海外园区的发展是由政

府、开发商、投资者和工人通过一个复杂的学习和

互动过程所推动的。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的环境挑战和其他问

题。尽管“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与贸易效应显著，

但鉴于园区建设过程中可能涉及环境脆弱地区基

础设施的建设、扩张和升级，共建“一带一路”可能

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Ascensão，et al.，2018；Teo，

“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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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9）。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一带一路”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2017年发布了《“一带一

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生态环境部，2017）和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生态

环境部，2017）。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环境因素的空间分布和风险分析、建设项目对

当地和区域环境的影响，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共建

“一带一路”的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研究了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源或环境因素的空间分布格

局，如天然气、土地、矿产、石油和其他资源（Tracy，
et al.，2017），且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国家的综合风

险评估上（Andri ，et al.，2019）。一些学者对东道

国的环境敏感地区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发现这些

地区的环境问题通常是由建设公路、铁路、天然气

管道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造成的。得出的结论是，

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带来环境破坏，如空气污

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栖息地丧失、石油泄漏和水资

源数量与质量的下降（Irina and Irina，2016；Tracy，
et al.，2017）。学者们也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引起

的降水和温度变化对共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Hardiman，2020）。除海外园区的环境挑战外，

还有学者对海外园区其他问题提出了质疑，包括不

透明决策、制造区域地缘政治工具和债务陷阱。

第四，新加坡和日本海外园区的研究。由于领

土有限、对海外市场扩张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需

求，新加坡和日本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
年代开始发展海外园区（关利欣等，2012；赵政原，

2021）。以日本和新加坡为首的海外园区大多位于

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利用这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

置、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以及有利的贸易条件（赵

政原，2021）。
20 世纪 90 年代，新加坡颁布了《区域 2000 计

划》，大力鼓励外国投资。受此计划的激励，与政府

相关的公司在中国、印度、越南、印尼和亚洲其他国

家建设了数十个海外工业园区。相应地，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对新加坡海外园区的研究要早于对中

国海外园区的研究。这些研究讨论了海外园区发

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并采用各种理论和模型来考察

或评价这些园区的发展。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

Phelps and Wu（2009）研究了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

国家、多国企业和中间商在新加坡海外园区对外直

接投资中的参与情况。Yeoh等（2004）发现，海外园

区给企业带来的低成本投资的吸引力被高估了，当

地的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给新加坡的海外园区带来了

巨大影响。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讨论了地方

尺度和全球尺度的经济战略或活动对新加坡海外园

区的影响，如地方企业政策（Pereira，2004）和域外化

战略（Phelps，2007）。在新加坡所有海外园区中，新

加坡苏州工业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受到

了海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对新加坡苏

州工业园的发展进行了评估和分析（Wong and
Goldblum，2010），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发

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帮助（Zeng，2016；Zhao and
Farole，2011；Pereira，2004）。此外，研究人员以新加

坡苏州工业园为例，揭示了过渡性政策转移的演

变，促进政策转移成功因素以及对其他海外园区的

政策启示（Inkpen and Pien，2006；Lim and Horesh，
2016；Liu and Wang，2018；2021；Miao，2018）。

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

和租金大幅上涨，因此日本企业将其投资目标转向

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与新加坡

海外园区的相关研究类似，日本海外园区的相关研

究亦主要关注由日本政府或企业领导的海外园区

的发展程序、建设模式、投资经验、知识转移等

（Kumar，2001；Pak and Park，2005；Jiang，2019）。

例如，Pak和Park（2005）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考察了

日本在东西方两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作

者指出，内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三

优势理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

和基于知识的观点可以解释日本海外企业的地理

偏好。随着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海外园

区数量的增加，日本和中国海外园区之间的竞争

已经出现（赵政原，2021）。Jiang（2019）考察了中

日在海外投资中采用的发展融资方式，确认了它

们之间的“竞争伙伴关系”；日本和中国一样，注重

实体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注重适应东道国的实际

环境。

与日本和新加坡相比，中国在国家制度、经济

发展、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然而，这三

个国家都是亚洲的重要经济体，共享儒家文化，并

通过发展海外园区来拓展海外市场。对日本和新

加坡海外园区的研究，为中国提高共建“一带一路”

海外园区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指导、经验和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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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部分从东道国基本国情与地缘关系、中国海

外园区理论框架、海外园区比较研究与可持续发展

三个方面论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

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1.东道国基本国情与地缘关系研究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学术界

重点关注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何适应全球

化需要，以构建一个日益开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然而，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远远滞后

于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的全球化步伐，不能满足中

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需要。

基于中国学术界海外研究转型积累和经验的不

足，需要选择既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

也要能够从容易开展的领域入手，“一带一路”海外

园区与投资成为中国学术界服务国家战略的切入

点。首先，海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产能合作的

平台，对促进中国各类型自由经济区建设经验传播

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促进东道国工业化与城市化

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研究有

利于学术界用熟悉的语言和经验，跟随中国企业海

外全球化步伐，总结海外园区建设与投资经验，探

索自由经济区以及对外投资理论，逐步建立起深入

东道国的学术网络与渠道，达到以“一带一路”海外

园区研究为切入点，逐步拓展服务国家全球化战略

需要的海外研究，即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目标。

基于相关研究现状不难发现，目前尚缺乏从中

国学者视角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资

源环境等基本国情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复

杂的国际形势下，很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

的地缘关系。因此，未来对海外园区相关的研究应

更加关注东道国基本国情研究和中国与世界主要

热点地区的地缘关系研究。

2.中国海外园区理论框架探讨

以往对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体现在分类标准、

制度和文化变迁、国际贸易影响、城市规划、国际政

治和海外经验等多个方面。尽管研究视角多样，但

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关于海外自由经济区的

定义和类型仍存在语言和概念上的模糊。当前学

界存在至少20个不同的术语用来定义海外园区，极

易导致语言上的不确定性和概念分类上的模糊性

（Meng，2003）。其二，需要增加用于案例研究和类

别分类的样本数量，以提供充足的样本来总结各种

海外园区的特征。其三，在从文化和制度转型的角

度进行与海外园区相关的研究时，主要是验证国外

相关理论，但是缺乏新观点。其四，国际贸易和投

资的研究很少讨论应用和微观尺度研究。其五，中

国基于理论和经验的海外园区规划模式面临着和

东道国规划系统应用和融合的挑战。因此，建议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海外自由经济区应作为一个统称（简称

海外园区），以涵盖所有海外园区类型，因为它可以

概括其主要特征，例如作为母国和东道国落实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工具，实行母国和东道国双

重管理模式，享有经济“自由”和行政特权，这种自

由和特权被严格限制在东道国某一特定空间，在这

一特定空间中主要以经济活动为主等。

第二，由于海外园区数量巨大，出现很多不同于

国内，也不同于东道国园区的特征与类型，因此，应

扩大研究案例和类型的样本量，准确分析和讨论中

国海外园区的类别特征，并与现有理论进行比较，总

结其基本特征，力求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与观点。

第三，现有基于制度和文化变迁的海外园区研

究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探索，取得

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未来，应在验证和应用国外相

关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海外园区制度和文化变

迁理论研究新发现，探索基于“一带一路”海外园区

研究基础上“制度和文化变迁”理论研究新成果。

第四，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应将研究重

点从宏观尺度经济发展转向微观尺度经济贸易发

展研究。例如，学者们可以讨论海外园区和东道国

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如区域综合经济伙

伴关系）来改善海外园区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宏观尺度贸易网络结构上。

第五，中国学者应探讨如何将中国的规划模式

纳入东道国的规划体系，并制定海外园区规划框架

与指南，用于指导“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如研

究哪些规划内容可以直接复制、哪些需要调整、哪

些需要放弃、哪些需要创新，既可以服务“一带一

路”海外园区规划建设，又可以完善中国规划体系

以及区域与国别规划研究，实现中国标准的输出。

“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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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加强与海外学者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超越现有研究视角，探索从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方

法，研究海外园区相关研究的前沿课题，其中，海外

园区与投资的实地调研与考察是目前学者最需要，

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3.海外园区比较研究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自由经济区与海外园区之间存在异同之

处，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研究（Ye，
et al.，2020）。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克服差

异带来的挑战，探索实现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解

决方案。这些差异主要包括管理结构、利润模式、

环境标准、土地制度和法律制度。

海外园区的管理层由中国企业和东道国组成

（Meng，2003），所以其决策机制要比国内企业复杂，

这也影响着园区的开发和盈利模式。例如中白工

业园管理结构由双方组成，但责任不同，白俄罗斯

负责园区投资和建设准入，而中国负责规划建设和

招商，这就存在一个双方合作与沟通的问题（赵钏，

2019）。海外园区不同的管理结构导致中国投资方

有着不同于国内的盈利模式。国内大部分自由经

济区是由中国政府建设，除租赁土地和财产的收入

外，还拥有企业税收入。海外园区一般由中国建设

和管理，主要盈利模式是土地租金和物业服务收

入，企业税收入仍归东道国所有。同时，为了提高

服务水平和东道国的投资便利性，中国必须承担一

些东道国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如柬埔寨西哈努克

港经济特区在园区内设立海关、越南龙江工业园建

立消防机构。这些政府职能增加了海外园区的运

营成本（孟广文等，2019；王淑芳等，2022）。此外，

园区以外的基础设施通常难以满足园区建设和运

营的需要，特别是在非洲，即使园区有较为完善的

基础设施，但园区外东道国的配套设施往往不能满

足园区的发展需要。

海外园区数量不断增加，加强了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系。如何保持海外园区可持

续发展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东道

国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不容忽视。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由

经济区，当时的环境标准较低，使得投资准入和运

营成本相对较低，然而，21世纪以来，环境标准、“双

碳”目标提高了海外园区的投资准入和运营成本，

导致企业利润空间缩窄。

法律纠纷也是海外园区发展中产生的另一个

典型问题。由于中国和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不同，中

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法律程序和问题不熟悉，容易

产生法律纠纷，影响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除巴

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外，最典型的例子是吉布提政府

和“迪拜世界”之间关于多哈雷多用途港的法律纠

纷，这给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带来

了经济损失（马祥雪，2020）。自由贸易区所在的港

口最初由“迪拜世界”租赁开发，但由于建设延误，

吉布提港务局收回港口，转租给招商集团等中国公

司开发建设。“迪拜世界”在伦敦的一家法院起诉了

吉布提政府，目前这起法律案件尚未结束。

此外，土地使用权期限（从 99年到 45年）的变

化是影响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如中埃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第一期6平方千米土地使用期为

99年，而第二期4平方千米土地使用期则变更为45
年，而两块土地之间还夹有一块私人土地，这种土

地使用权的变化和不一致性影响到海外园区的整

体开发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海外园区

建设给中国和东道国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引起了

一些质疑和挑战，例如，“一带一路”海外园区被认

为是地缘政治工具、决策不透明以及容易引起债务

陷阱和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都是基于意

识形态和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因此它们缺乏

严格的理论支持，这些问题容易对“一带一路”海外

园区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该用科学的学术

话语来回答这些质疑与挑战。

为支持中国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

可从海外园区的盈利模式、综合环境影响评价、土

地制度与利用、海外园区及其国际贸易网络对碳排

放的贡献等方面深入研究。

五、结论

本文总结了“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

主要进展，并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

向。既往的海外园区相关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

一，中文文献数量比英文文献数量多；“境外经贸合

作区”“海外工业园区”“一带一路”在文献关键词中

出现频率最高；第二，研究内容是基于地理学、经济

学、城市规划、国际政治和国别研究等跨学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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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外园区不同类型的分类研究，运用制度和文化

变迁理论的海外园区研究，贸易网络与海外园区贸

易效应，城市规划体系融合、海外园区在东道国、地

区甚至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新加坡、日本和中

国海外园区的经验和教训等方面。尽管研究内容

多样，但大多数研究缺乏对东道国基本国情、与中

国相关地缘政治热点的研究以及海外园区理论框

架与内在机制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而这些问题的研

究对于更好地认识海外园区，促进其未来可持续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海外园区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国内自由经济区与海外园区比较研究问

题，如管理模式、盈利模式、城市规划、法律问题、土

地问题、环境影响等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供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海外园区未来研究应继

续拓宽海外园区研究视角，强化国内外合作渠道与

网络，完善其机制研究，构建理论框架，提炼出适用

于不同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海外研究一

般性结论，服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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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s Overseas Parks under“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Meng Guangwen Wang Ran Wang Shufang
Abstract：The overseas free trade zones（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verseas parks）are the spatial carriers
of China’s“Belt and Road”construction and a new mod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y not only promote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but also facilita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Research on overseas parks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attention in academia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However, there still lacks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overseas parks. Based on research obtained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Web of Science（WO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overseas par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on overseas parks
mainly includes comprehensive studies based on types and case perspectives, deductive studies based on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erspectives, economic impact studi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g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plann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studies based on urban planning perspectives,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critical studies from foreign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tics. Despite the diverse research content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there are still issues such as
theoretical and mechan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park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ow to address the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of foreign scholars. Future research on overseas parks should broade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exp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networks, impro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case studies, summarize general conclusions applic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park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ser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parks under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Overseas Free Economic Zone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verseas
Parks;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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