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第 12 期 

 

中国贸促会发展研究部                  2020 年 4 月 27 日 

 

 

 

“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更名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后，互联互通建设地域和方向更加广泛，影响范围从重

庆扩展到整个西部乃至全国，成为我国西部对外开放主动

脉。但从国家对外开放全局考量，仅有一条南向太平洋通道

仍显不够。以云南为起点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

陆海国际新通道，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 2 - 
 

一、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以云南（辐

射中心）为起点，向西通过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和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贯通印度洋经济圈，向南向西通过中老泰经济

走廊贯通印度洋，形成陆海联通的新通道。该通道与长江经

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在建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在昆明、

贵阳交汇，形成“大”字形交通大动脉。项目建成后，我国

南向（印太“两洋”）战略将形成“东”有粤港澳大湾区、

“中”有太平洋陆海新通道、“西”有印度洋陆海新通道“三

管齐下”的格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也将实现“两条腿走路”

的均衡态势。 

一是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国际新形势。美日澳印“印太”

战略对我国军事安全、政治经济和区域影响力等都提出了严

峻挑战。“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建成后，

将改革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自由贸易区网络格局，有利

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妥善应对有关国际贸易摩

擦。同时，对于顺应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大势，重构我国地

缘政治经济关系也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特别是有利于拓展

环印度洋经济圈，加快构建印太“两洋”战略。 

二是有利于完善我国大通道建设新布局。新通道建设将

起到几方面推动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互衔接、协同发展；推动东西双向互

济、陆海统筹联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东中西协调发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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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等顺利实施；推动澜湄合作机制、

上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和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发展；推动人民币

周边区域泛亚与多边全球国际化进程。 

三是有利于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印度洋是世界最

大的海洋石油产区，约占海上石油总产量的 1/3，贵金属和

渔业资源也很丰富。印度洋沿岸地区 39 个国家，国内生产

总值占世界的 10%，贸易量占世界的 12%，全球 70%的贸易

运输需途经印度洋，环印度洋经济区正在形成新兴经济体。

打造“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可以联结环

印度洋庞大的国际资源贸易市场，对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四是有利于推动云南经济社会新发展。云南是我国面向

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在全国

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用独特。建设南向印度洋新通道，能够

助推云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更好服务和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澜湄合作等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

云南及整个西南部地区提对外开放水平。 

二、几点建议 

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既需要

在宏观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新通道施工蓝图；也需

要云南多措并举，为推进新通道建设做好充足准备。 

国家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将“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

海国际新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项目。致力于打造一条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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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国外，也联通国内；既融合“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

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三大战略，又衔接国内“四

大板块”协调发展的战略通道，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拓展

国际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有力支撑。二是将

“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建

设规划进行有效对接。推进该通道向南联结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向北贯穿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联结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和中新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将这三条路线贯

穿、连通起来，形成“大”字形，实现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

互联互通。最关键一点，确保通道绕开马六甲海峡，真正实

现直接打通中国与印度洋。三是在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

中南半岛、澜湄合作、中老（泰）、中缅以及孟中印缅等经

济走廊建设和区域次区域合作中，增加“一带一路”南向印

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建设的规划和内容。以共建该通道为总

抓手，推动中外各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进程。四是

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人民币泛亚国际化进程。依托昆明区域性

国际金融中心，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和保障，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向南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

建立更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 

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方面。一是在推进中国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优先考虑建设“一带一路”

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新通道建设项目，将其作为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的创新性内容，纳入优先争取国家支持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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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探索中缅、中老泰跨境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着

力推动设立澜湄自贸试验区和孟中印缅自贸试验区。二是将

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桥头

堡、“辐射中心”建设与“一带一路”南向印度洋陆海国际

新通道建设统筹起来，同时加快建设沿边金融总会改革试验

区和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三是积极支持提升瑞丽国际

陆港，设立中国（瑞丽）沿边自由贸易陆港。四是加强“泛

亚”铁路、“泛亚”公路、“泛亚”水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云南与周边国家无障碍互联互通，形成以云南辐射中心

为战略枢纽的大西南全面开放新格局。 

 

                 （云南贸促会刘光溪、肖博仁、孙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