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九期 “一带一路”构想的地缘背景与布局 

 

 

2016年 3月 19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九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办。来

自中央军委、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港

澳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新华社多媒体数据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神华恒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近 30位院友参与本次沙龙。

本次沙龙的主题是“‘一带一路’构想的地缘背景与布局”，主讲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

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教授。 

 

在本次沙龙中，王志民教授对当下热议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对该倡议所涉及的一系列发展目标进行了解读，并与各位与会院友认真讨论了该倡议目

前所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在活动一开始，闫岩老师代表学院对各位到来的院友表示真挚的欢迎。闫老师向各位院

友介绍了学院在对口扶贫单位云南弥渡县红岩镇的扶贫工作，指出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希望有相关经验的院友能够积极提出建议，并亲自参与到学院的对口扶贫工作当中。院

友们纷纷提出建议，主动表示愿意参与该项活动，为学院的扶贫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 

 

本场沙龙由北京大学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的钱元强老师主持。钱老师从两个问题出发，引

出了本场沙龙的讨论主题，并为后面的讨论奠定了基调。在演讲开始，王志民教授谈到自己

在国关学院求学的经历，并为见到久违的同学与师兄弟而感到高兴。王教授首先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高政治”与

“低政治”的挑战是该倡议形成的重要推力。王教授通过引入“胡焕庸线”的概念，分析了

中国对外开放的三个层次，指出近十余年来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提供了客观条件。另外，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来看，世界中心正在经历由太平洋向印度洋转移

的过程，未来存在于印度洋上的博弈也迫使我们要做出应对，参与到竞争当中。此外，伴随

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产能过剩、外汇储备存量过大等问题也需要中国更多地向外释放能

量，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王教授强调，我们应当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它看作政治问题，

就会引来很多争论。在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中，所有的国家都在采取各种

措施以应对这种博弈所带来的影响，并从中获取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启示。“一带一路”倡

议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承载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因而不可操之过急，更应从长计议，做好顶层设计，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一带一路”多条线路的发展情况复杂，每条路上都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和风险，对

此，我国提出了“五通三同”等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理念，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加强对这一倡

议的深入研究，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 

最后，王教授提出了“印太”这一概念，并指出未来的国际竞争将在印度洋上展开。“一

带一路”倡议关乎中国在印度洋上出海口的获得，关系到未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

我们必须严肃看待，长远发展。 

讨论环节中，王教授与院友们就“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并对该倡议应当如何定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讨论中，大家尤其关注在该倡议实施过程



中，国内与国际如何定位和接轨的问题，也对此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指出“一带一路”其实

离我们很近，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一倡议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王志民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开放，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构想

的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是我国最早研究“一带一路”问题的学者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院长吴强老师、院长助理闫岩老师、院友会办公室的金瑞老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