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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转变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模式，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和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未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转型领

域的合作仍将是中国与各国关注的重点。作为发展中大国与数字大国，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经验与优势，通过

增进交流互信、加强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和开展能力建设等方式在数字经济合作中继续发挥

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数字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Ｆ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５１３（２０２１） －０６－０６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０５日
作者简介：史佳颖 （１９８３－），女，河北保定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ＴＪＳＲ２０－０１５）。

　　一、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意义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

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载体，以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

提升和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涵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领

域，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

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

率提升业等５大类。数字经济催生出大量新需
求、新业态和新领域，转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

贸易和经济增长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相关国际合作对开展联

防联控和远程医疗、维持生产生活、保障贸易

投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越来越成为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共识。

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有利于

促进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联动、贸易畅

通等多个领域增进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一是有助于促进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政策沟通。数字经济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随

着各国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深入，

“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在网络安全、数据跨

境传输、税收制度等领域开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将大大增多，有利于完善数字治理和相关政策

的沟通与联动。二是有助于实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信息基础设施是发展数

字经济的物理基础。在数字经济合作过程中，

互联网和宽带覆盖率的提高、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的更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数字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助力各经济体分享数字经济红

利。三是有助于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畅通。互联网技术及电子商务平台有利于

突破传统贸易的地域局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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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跨境电商的发展对维护贸易环境的稳定、

继续深化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贸

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有助于实现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金融通。广泛应用

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的创新金融、交易、支付
和信用体系有利于资金融通。五是有助于民心

相通。来自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民可以

借助互联网这一工具和载体增进沟通，开展文

化交流和互鉴。尤其是在疫情发生后，借助信

息通信技术开展的疫情防控合作、抗疫实践与

经验的分享增进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民众的沟通和互信。

二、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数字经济合作的最新进展

　　２０１７年，习近平主席在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

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

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２１世纪的数字
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这一愿

景，引发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的广泛关注和响应。

（一）在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开展

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

　　在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积极发

挥政府的作用，开展顶层设计、政策协调 （表

１）。在２０１７年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中国同埃及、老挝、沙特、塞尔维亚、泰

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共同发起 《“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提出了开展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主要原则、重

点领域和实施机制。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中国已同土耳其、沙
特、老挝等１６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建设 “数字丝

绸之路”的谅解备忘录，有１２个国家正在编制
行动计划。中国已与２２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电子
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中国
与２２个国家合作推动 “丝路电商”建设，建立

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就合作涉及的领域

看，重点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
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传输业的投资

达到１１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６９％，增幅较
大。２０２０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１６９万
亿元，增长３１１％。

（二）积极借助其它国际组织平台、利用多

元机制与轨道推动合作

　　中国积极借助其它国际组织平台、充分利
用多元机制与轨道，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

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为例，其
２１个成员中已有１３个同中国签订了共建 “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２０１３年至今，中国已借
助 ＡＰＥＣ这一重要合作平台，发起数字经济合
作项目 ３７项为 ＡＰＥＣ成员中最多，与 １３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电子商务发展、信息

通信技术的推广及应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政策交流、标准一致化五大领域开展具体

合作。

２０１６年，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的
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 Ｇ２０创新增长合
作的重要议题。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尼等

八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其他 Ｇ２０领导
人共同签署了全球首个数字经济政策文件 《Ｇ２０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三）通过多种形式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实现技术的合作共享

　　通过提供人员、资金和技术援助、协助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方式推动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现互联网和数字相关技术的合作

共享。

截至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国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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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开始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导航服务。

２０２０年，“数字丝绸之路”地球大数据平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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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数字经济合作：政策视角

时间 参与国家 名称 内容和意义

一
带
一
路
框
架
下

２０１７
中国、老挝、沙特、塞尔维

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

《“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倡议》

提出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关键

领域、实施机制、主要原则

２０１９
中国与土耳其、沙特、老

挝、古巴等１６个国家

关于建设 “数字丝绸

之路”的谅解备忘录

在人力资源培育、技术转移、规制建设方面

开展合作

２０１９

中国与意大利、阿根廷、

俄罗斯、奥地利、澳大利

亚、巴西、越南、新西兰、

智利等２２国

推 动 “丝 路 电 商”

建设

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双边电子商

务合作机制

２０１９－
中国与塞尔维亚、捷克等

１２国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合作行动方案
编制行动计划

其
他
国
际
组
织
平
台

２０１５
中国与其他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

“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

则”更新案文

国际上第一份全面、系统阐述网络空间行为

规范的文件。为推动制定网络空间行为准则，

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１５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经贸合作协定》

推动中俄双方在 “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上取得了重要阶段性

成果

２０１６
中国和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其他成员

《Ｇ２０数字经济发展与

合作倡议》

阐述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明确了数字经济合

作的原则和优先领域，是全球首个由多国领

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

２０１３

年至今

中 国 和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ＡＰＥＣ）其他成员

《ＡＰＥＣ促进互联网经

济合作倡议》 《ＡＰＥＣ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与发

展倡议》 《ＡＰＥＣ互联

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

《ＡＰＥＣ跨境电子商务

便利化框架》 《ＡＰＥＣ

数字经济行动计划》

确定了 ＡＰＥＣ框架下数字经济合作的机制和

优先领域，主导数字经济合作项目３７项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亚太经合组织网站。注：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和工程建

设、生态环境和农情变化等提供支持，目前已

共享超过１２０万亿字节的数据。此外，中国为
多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

供专项优惠贷款，积极组织 “一带一路”人才

发展项目，开展培训和交流研讨，培育数字人

力资源。

三、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未来深化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的挑

战与制约因素

（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信息化程度低、数

字经济发展滞后

在最不发达国家，仅有 １／５人口使用互联
网，而在发达国家，有４／５的人口可以使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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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区域

看，“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南亚和非洲国家

发展普遍滞后，表现在信息及通信基础设施严

重不足，互联网覆盖率和宽带接入速度均偏低、

移动宽带发展缓慢。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主机代

管数据中心仅占全球的５％。截至２０１９年，“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未上网人口仍有２９
亿，占全球未上网人口的一半。

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及

开展相关合作的关键性、基础性要素。一方面，

较低的信息化水平将制约数字经济合作的开展，

导致合作的既定目标和实效难以实现。另一方

面，各个国家和地区信息化发展显著不均衡，

可能造成各国在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时，对合作

的优先领域、具体形式持不同立场和观点，影

响合作效率。

（二）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速度快，理论研

究相对滞后

　　数字经济属于新经济形式。互联网和数字
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

断加强，创新频繁涌现。与之对比，数字经济

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就显得相对滞后。针对数

字经济的内涵和范围界定、数字经济总量规模

的量化和测度、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活动的

全球治理，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及垄断，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对收入、健康、劳动力流动

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认识有待进一步探索。这

不利于制定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措施以及为数字

经济发展与相关合作提供系统、有针对性的政

策建议，未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深化构成了

障碍。

（三）跨境贸易发展面临的阻滞因素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发展中经济体

采用了相对严格的外汇和资本管制政策，商品、

服务、数据跨境流动面临较高贸易壁垒。其次，

近年来各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织存在大量不同

层级的区域贸易协定，“意大利面碗”格局已逐

渐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领域浮现。第三，数字

治理领域缺乏普遍有效的治理规则，信息和数

据跨境传输、网络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和知

识产权保护面临一定风险。上述因素都将对中

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境

贸易发展构成阻碍。

（四）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迥异造成

各国参与合作的侧重点不同

　　当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子商务、信息

通信设施建设等领域，其他领域进展相对缓慢。

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程

度差异较大。

拥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较高信息通信

技术应用水平的国家往往更关注数字规则制定、

数字治理、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深层次合作，

希望通过参与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各

平台开展的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开拓亚洲、

非洲及全球市场，深入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参

与数字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加强与其他

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互信、交流对话，探索监管

等宏观政策的协调与联动。而数字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则希望通过合作，获

得技术和资金援助以提高本国信息化水平，加

速数字化转型；促进国内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

增强自身竞争力，谋求经济增长转型实现跨越

式增长；增加本国企业参与区域和全球经济的

商业机会。不同经济体关切重点的显著差异，

必然影响未来开展合作的实效。

四、未来合作的展望及中国的参与策略

（一）未来合作的关键领域：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和数字化转型

在较长的时期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仍将客观存在。完

善的信息基础设施是开展各层次数字经济合作

的基础性要素。因此，增加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弥合 “数字鸿沟”将是各国持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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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重点。具体地，一是加强对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领域的投资，提高宽带覆盖率，增加高
速互联网的接入，提升宽带质量，以民众可负

担价格提供服务。二是增强 “数字包容”，通过

各种方式提高民众的数字素养。尤其要关注老

年人、妇女、贫困人口、农村地区居民、残障

群体数字技能的提升。三是保障网络安全，关

注数据跨境传输中的隐私保护、保障在线交易

的保密性和可靠性。确保消费者信息和其他权

益、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此外，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的探

索仍在继续，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融

合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创新快速涌现。未

来，数字化转型将是各国持续共同关注的领域，

包括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研发与创新，数字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利用数字技术改善文化教育、

医疗、环境保护及其他公共服务，应用数字技

术对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进行创新等。

（二）中国在深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

字经济合作中的角色与作用

　　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数字大国，中国应当积
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在未来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中担当更重

要的角色。

第一，继续充分利用多元机制与轨道，与

其他国家加强交流对话、增进合作互信、凝聚

合作共识。有效利用和发挥 “一带一路”倡议、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平台作用，增进国家间政

策制定和立法经验的交流、分享最佳实践。加

强与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等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政府、行业组织、

科研机构和企业各方加强交流沟通，增加数字

经济领域的研究合作和数字人力资源的培育。

以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推动各

方加强合作规划和战略对接，探索数字经济全

球治理思路和监管模式。

第二，针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信息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差异，

充分利用自身实践经验与优势，提供技术援助、

加强能力建设。作为数字大国和发展中大国，

中国有能力、有责任发挥自身在数字经济具体

领域的优势，协助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

家开展能力建设、实现互利共赢。帮助其开展

信息化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人

员、技术和资金等多方面的援助；协助开展网

络安全能力建设，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防护、网络安全人员培训等。促进信息与通信

相关技术的合作共享，推动实现普遍的互联网

接入、普及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教育和医疗、

发展电子商务，使更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分享发展成果，形成新的

竞争优势。

第三，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快速、尚未形成

全球数字治理通行规则和体系的现状，中国应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和数字领域基础制度、

标准规范的制定。中国是数字大国，有责任也

有义务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等治理，增加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数字经济

合作中的代表性和决策权。中国应利用各平台

和机制，积极参与数据产权、数据交易和流动、

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相关制度标准和规则的

制定，推动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独立性、透明

性改革，促进数字地址等关键资源的公平分配。

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运用好互联网

和数字技术，探索数字治理思路和监管模式，

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共享未来数字经

济发展红利。

第四，加强数据安全保障和个人信息保护，

推动建立 “一带一路”数据流通、交易机制和

数据跨境传输安全保护机制。数据资源是数字

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

发展和数据信息的不断累积，数据和隐私保护

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在充分利用数据资源这一

关键生产要素的同时，应重视数据跨境传输过

程中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平衡国家数据安

全保障、企业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建

立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和监管机制。关注二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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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Ｇ２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等国际组织框架下的数
据和隐私保护合作进展，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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