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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况课程大纲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春季） 

课程类别：选修 学    分：2 

上课时间：周三 5-6节（13:00-14:50） 上课地点：理教 407 

课程主持：汪卫华 电子邮件：wangweihuapku@pku.edu.cn 

课程助教：沃土 电子邮件：2001110863@stu.pku.edu.cn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

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截至 2023年 1月，中国已与 151

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既是建设合作共赢开放体系的重大举措，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

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

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已经从理念转化

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况，作为北京大学思想政治选择性

必修课程，由国际关系学院地区国别研究领域的专家团队共同合作开设。本课程

在梳理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演进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

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基本情况，择要介绍相关发展战略和政

策对接现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等领域

的共建进展，以及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面临的各种现实挑战。课程力求更

为全面立体地展现“一带一路”建设动态，以及沿线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形势

及国际关系现状，帮助学员深化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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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季学期课程安排 

 

周次 日期 授课内容 授课教师 

1 2023/2/22 导言及课程概况 汪卫华 

2 2023/3/1 中东欧概况 孔凡君 

3 2023/3/8 中东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孔凡君 

4 2023/3/15 拉美地区概况 郭  洁 

5 2023/3/22 拉美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 郭  洁 

6 2023/3/29 南亚地区概况 钱雪梅 

7 2023/4/5 清明节假期  

8 2023/4/12 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 钱雪梅 

9 2023/4/19 中东地区概况 王锁劳 

10 2023/4/26 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 王锁劳 

11 2023/5/3 劳动节假期 
 

12 2023/5/10 非洲地区概况 刘海方 

13 2023/5/17 非洲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 刘海方 

14 2023/5/24 从南海到南太平洋 翟  崑 

15 2023/5/31 从南海到南太平洋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 翟  崑 

16 2023/6/7 课程总结随堂考试（小组报告方式） 汪卫华 

 

说明：因授课时限影响，每个开设轮次将在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中亚、中

东、非洲、拉美、中东欧、俄罗斯等九个沿线地区之中选择六个地区介绍其概况，

根据老师们的时间和课程情况轮替安排。 

 

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穿插课堂讨论，课堂讲授时间约占 75%，随堂讨论

约占 25%（包括期末小组报告展示）。本课程强调对阅读材料的精读和讨论，在

课堂讲授基本事实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学员精读有关背景文献、研究论文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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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建设性的态度，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地区和国家基本情况入手，对相

关现实热点问题形成自己初步的理论认识和理性思考。 

课程考核将以期末最后一次课的小组展示（40%）和个人课程论文（60%）

方式完成。在开课第三周前，选课同学以自由组合方式组成研讨小组（每组最多

不超过 8位同学），在助教协助下确定小组研讨主题，并在最后一次课上完成小

组报告展示（最多不超过 6分钟），由任课教师团队进行打分并计入最终个人总

评成绩（40%）。每位选课同学还必须独立完成一篇 5000字左右的研究论文，在

最后一次课上集中提交打印版（同时提交电子版到助教邮箱），此部分的成绩占

个人总评成绩的 60%。 

研究论文需遵守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相关学术规范要求，不得抄袭剽窃，如有

违反，一经发现取消课程成绩。 

 

教学内容与参考文献 

 

第一讲  导言及课程概况（2课时） 

内容简介：主要介绍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目前相关推进情况，

同时介绍课程各讲次内容和相关安排。 

 

（一）“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三）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概况 

（四）课程讲次内容介绍和相关安排 

 

阅读文献 

1.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文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 3月。 

4.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

践与中国的贡献》，201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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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2017年 6月。 

6.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进展、贡

献与展望》，2019年 4月。 

 

参考书目 

1. 蔡昉等主编：《“一带一路”手册（20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 

2. 刘伟、王文主编：《“一带一路”大百科》，武汉：崇文书局，2019年版。 

3. 陆大道等：《科学认识“一带一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4. 本书编写组：《“一带一路”简明知识读本（修订本）》，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7年版。 

5. 中央电视台《一带一路》摄制组编著：《一带一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6. 李军主编：《“一带一路”研究文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 

7. 张蕴岭、袁正清主编：《“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7年版。 

8. 赵可金：《大国方略——“一带一路”在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版。 

9. 本书编委会：《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安全环境评估》，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0. 汪应洛、黄伟、徐立国主编：《“一带一路”国家国情手册》，北京：科学出版

社，2016年版。 

 

第二讲  中东欧概况（2课时） 

第三讲  中东欧国家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2课时） 

内容简介：两讲围绕中东欧国家的多样性、复杂性，讨论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

地区的进展及挑战，分析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从 16+1到 17+1再到 16+1的演变。 

 

（一）何谓中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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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东欧的多样性 

（三）中东欧的复杂性 

（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及其制约因素 

 

参考书目： 

1. 孔寒冰著：《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2. 孔寒冰著：《东欧政治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 孔寒冰著：《寒冰走苏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四讲  拉美地区概况（2课时） 

内容简介：本讲主要讲解拉丁美洲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及其该地区与中国双边

关系的演进。关于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议题的讲授将区分出区域和国别两个层

面，同时对重点国家和重点议题内容上做适当侧重。本讲的落脚点在于阐明拉丁

美洲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实现互利共赢的内在逻辑与可预期的

发展前景等。 

  

（一）政治经济概况 

1. 地区掠影 

2. 政治变迁及其逻辑 

3.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 

（二）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1. 政治与外交关系演进 

2. 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 

3. 整体合作的愿景与挑战 

  

阅读文献 

1.       José Antonio Ocampo, “The History and Challenge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Santiago, Chile, August 2013.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183/LCl3546eng_en.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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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scar Arias, “Culture Matters: The Real Obstacles to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1, Vol. 90, Issue 1, pp.2-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800375?seq=1#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3.       郭洁：《周而复始的政治“狂欢”？——拉丁美洲民众主义探析》，《国

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 2期。 

4.       郭洁：《变化中的中拉经济关系——多元化及其前景》，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学报》第 48期（半年刊，2019年 12月）。 

  

官方资料 

1.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08年 11月）

<http://www.gov.cn/jrzg/2008-11/05/content_1140303.htm> 

2.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6年 11月）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161

1/t20161124_7949957.shtml> 

3.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201501/t20150121_6284980.htm> 

  

第五讲  拉美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2课时） 

内容简介：进入 21世纪之后，全球化与市场的力量将中国和拉美愈益紧密地联

系在了一起。近几年，双方亦积极努力，共同推进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与

拉美地区发展议程的融合与对接，为双边关系未来注入更为持久的动力。本讲将

以重点项目案例为依托，就现有进展和成就，合作领域与潜力以及所涉风险和挑

战等加以详细讲述。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与平台 

1. 合作基础 

2. 政策对接 

3. 平台建设 

（二）“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风险挑战 

1. 重点合作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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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近内外条件变化 

3. 可能的机遇与挑战 

  

阅读文献 

1.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Explor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Chile, January 2018.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3214/1/S1701249_en.pd

f> 

2. Rhys Jenkin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Latin America: What has 

Changed?"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51, Iss.1, 2022.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211047871> 

3. Leolino Dourado, "China-Backed Infrastruc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the Brazil-Peru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Projec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2. <https://doi.org/10.1080/01436597.2022.2154204> 

4. Guo J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The Making of 

a Post-Boom Paradigm,"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5, Iss.1, 2023.  

5. 国开行与中水电国际工程工程有限公司联合课题组：《“一带一路”与中拉

基础设施合作的战略对接》，《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 3期。 

6. 郭洁：《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农业投资——案例与评析》，载王缉思主编：《中

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6》,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9月版。 

7. 郭洁：《首钢秘鲁铁矿项目的历史与变迁》，《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 1

期。 

  

官方资料 

1.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201802/t20180203_6285012.htm> 

2.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201802/t20180203_6285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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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zywj/202112/t20211208_10464107.htm> 

 

  

第四、五讲参考书目 

1. [美]彼得·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谭道明译，译林出版社 2013年版。 

2. [墨]恩里克·克劳泽：《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万戴译，北京

日报出版社 2020年版。 

3. [美]霍华德·J. 威亚达尔：《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郭存海

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4. [英]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三版），

张森根、王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5. Carol Wise, Dragonomics: How Latin America is Maximizing (or Missing Out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6. Enrique Cárdenas, José Antonio Ocampo, and Rosemary Thorp, e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2000. 

7. Harvey F. Kline, Christine J. Wade, and Howard J. Wiarda, ed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9th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17. 

8. Margaret Myers and Carol Wise,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Millennium: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9. Peter H. Smith and James N. Green, Modern Latin America, 9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 Stephen B. Kaplan, 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第六讲  南亚地区概况（2课时） 

内容简介：本讲主要介绍南亚主要国家（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政治经济

的基本情况、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和特征，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一） 政治经济概况 

1、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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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富汗 

（二） 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关系 

1、 中巴关系 

2、 中阿关系 

阅读资料： 

1、 方金英：《从社会阶层角度解读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态》，《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4期。 

2、 唐孟生：《巴基斯坦与印度政治制度比较》，《南亚研究》2001年第 2期。 

3、 钱雪梅：《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执政后的政治和解》，《当代世界》2021年第 10

期。 

 

第七讲  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2课时） 

内容简介：南亚多国与中国山水相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本讲主要在

上一讲的基础上，探查南亚主要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和相关落实方案

构想，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的落实情况及其发展前景。 

（一） 推进现状 

1、 相关主要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 

2、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展 

（二） 共建一带一路的风险和挑战 

1、 大国政治和地区国际关系的制约 

2、 共建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矛盾 

3、 跨国恐怖主义 

4、 期望值和定位 

阅读资料： 

1、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事实数据和项目进展情况，可访问巴基斯坦 CEPC官方

网站：http://cpec.gov.pk/  

2、 刘宗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展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 

3、 钱雪梅：《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电子版）。 

4、 Manish Prashant Kaushik, “CPEC, Afghanistan and India’s Concern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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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rly, Vol.75, iss.2 ( 2019) pp.253-261 

5、 Yousaf  Ali et al, “Economic Viabil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Railway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he Engineering Economist, Vol.65, 

iss. 2 (2020), pp158-175. 

6、 Shakir Ullah et al, “Problems and Benefits of  the CPEC for Local People in Pakistan: 

A Critical Review”, Asian Perspective, Vol.45, no.4, (Fall 2021), pp.861-876. 

 

参考书目： 

1、 杨翠柏：《巴基斯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2、 殷永林：《独立以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研究：1947-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6年。 

3、 何美兰：《中巴经济走廊：从构想到实践 2013-2018》，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年。 

4、 高柏等著：《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5、 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杨格曼著：《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 

6、 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昆仑出版社 2007年。 

7、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八讲  中东地区概况（2课时） 

内容简介：中东地区包括 22个国家，其中 19个是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

埃及等；另外 3个是非阿拉伯国家，即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中东地区是犹太

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中东地区也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宝

库。自 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之后，中国与所有 2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

且与 14个中东国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或创新伙伴）关系。 

 

（一） 中东政治经济概况 

1、 中东政治概况： 

（1） 中东 8个君主国政治概况 

（2） 中东总统制及议会制国家政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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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东经济概况 

（1） 中东石油暨天然气出口国经济概况 

（2） 中东非能源出口型国家经济概况 

（二）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 

1、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 

（1）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2） 中国与中东国家战略伙伴关系 

2、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1） 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2） 中阿合作论坛行动执行计划 

 

参考资料 

1、 阅读文献 

（1） 胡雨：《“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君主制国家政治稳定》，《国际论坛》，2014

年第 2期。 

（2） 冯基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东政治动荡中的海湾君主国》，

《当代世界》，2013年第 5期。 

2、 官方资料 

（1） 外交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

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2014年。 

（2） 外交部：《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年。 

（3） 外交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

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2016年。 

3、 参考书目 

1、 王瑛等著：《海合会六国卷：“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

版社，2020年。 

2、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3、 王联著：《中东政治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九讲：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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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自 2014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迄今几乎所有中东国家

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官方合作协议。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点：一是能源合作；二是基础设施合作；三是技术及贸易合作；四是宗教对话与

文明交流互鉴等。 

 

（一） 推进现状 

1、 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现状 

（1） 中国与埃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一带一路”政策对接现状 

（2） 中国与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能源政策对接 

2、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等领域共建进展 

（1） 中国与中东国家交通运输合作 

（2）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投资合作 

（3） 中国与中东国家宗教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 

（二） 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1、 中东国家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2、 中东国家政权更迭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3、 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4、 大国干预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参考资料 

1、 阅读文献 

（1） 姜英梅：《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合作前景》，《阿拉伯世

界研究》，2019年第 2期。 

（2） 张玉梅：《“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融资方式研究》，《当代石油石化》，

2019年第 12期。 

（3） 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国

际观察》，2018年第 2期。 

（4） 王胜杰、吴绍忠：《“一带一路”视角下中东恐怖主义活动对我国经贸合

作的影响及预警防范》，《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 2期。 

2、 官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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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安曼宣言》，2020

年。 

（2） 外交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20年至 2022年行动执行计划》，

2020年。 

3、 参考书目 

（1） 陆瑾、王建著：《中国和伊朗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与风险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7年。 

（2） 马丽蓉著：《“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6年。 

（3） 潜旭明著：《“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中东的能源合作》，时事出版社，2016

年。 

 

第十讲  非洲地区概况（2课时） 

内容简介：非洲是地球上面积第二大的大陆，其生态环境、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

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和文明千姿百态。非洲的音乐节奏、舞蹈和抽象派画法以及

复杂的分行几何学知识都对今天欧美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做出重大贡献。非洲和

解而不是复仇和惩罚的社会价值观，对人类司法思想和治理体系做出贡献。非洲

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是传统元素和 20世纪 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以来建立的多

党选举制度交叉融合，被认为是不同于西方民主、也明显不同于亚洲和拉丁美洲

国家的当代政治实践。冷战后经历了“失落十年”，新世纪的非洲经济呈现“崛

起”的趋势，特别是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龙狮共舞”的勃勃生机。 

中国早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非洲大陆独立时期就开启了正式外交关系，

而且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双边关系都围绕着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中国重

返联合国多边外交平台的焦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非洲在中国国际

战略板块上的地位也相应转向南南合作和平等互利经济合作伙伴。2000 年中非

合作论坛这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多边机制平台建立以来，中非关

系在其推动下，走向了全方位、多领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成为中国

与广大全球发展中国家集体推动南南合作的典范。 

 

（一）政治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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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历史中的非洲 

2. 当代非洲政治特点 

3. 当代非洲经济发展与走向简析 

（二）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1. 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中非关系 

2. 20世纪 80至 90年代中非关系的调整转型 

3. 21世纪以来快速进展的中非关系 

 

参考文献 

1.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Lions on the Move: The Progress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Economies, McKinsey & Company, 2010. 

2. Ali Mazrui, “The Re-invention of  Africa: Edward Said, VY Mudimbe, and Beyond”,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5, pp. 68-82. 

3. 刘海方等：《非洲农业的转型发展与南南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第 1-15页。 

4. 林毅夫：《中国的崛起和非洲的机遇》，《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3》，第 19-33

页。 

5. 刘海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非洲的抗疫与中非合作》，《国际政治研究》

2020年第 3期。 

 

第十一讲  非洲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2课时） 

内容简介：除了个别非洲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在 2017-2018年才开始正式

与中国讨论和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在一带一路建设

上面更不重要，林毅夫教授甚至断言非洲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最容易实现

的地区。与此同时，如何理解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与既有的中非合作论坛之间

的关系呢？ 

 

（一）推进现状 

1. 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现状：一带一路与非盟 2063议程的对接；与中国签

订一带一路协议的非洲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 



 - 15 - 

2.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等领域共建进展 

1）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特别是跨境项目） 

2）促贸合作（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沙）、进博会等） 

3）快速推进的经贸特区为主的投资合作 

4）人文交流机制与文明互鉴的进展 

（二）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1. 非洲本土营商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因素 

2. 中非互动中的政策、观念和社会文化层面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一带一路”需要加上“一洲”》，《社会科学报》2015年 3月 12

日第 3版。 

2. Ana Cristina Alves, Su-Hyun Lee, “China’s BRI developmental agency in its own 

words: A content analysis of  key policy documents”,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150, 

2022,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21.105715. 

3. 刘海方：《一带一路与非洲：新在哪里？》，《中国非洲研究评论第九辑：一

带一路调研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第十、十一讲参考书目 

1. James Ferguson, Global Shadows: Africa in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ead Introduction) 

2. 孟洁梅：《非洲自由铁路：中国的发展项目如何改变坦桑尼亚人民的生活和

谋生之计》，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年，第一章和第二章（建议阅

读英文原文书名：Jamie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3. 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Unit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p. 132-

204. 

4. TED 演讲 Africa in the hands of  its youth - Alcinda Honwana at TEDxEust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GdT8_fw9s> 

5. Irene Yuan Sun, “The World’s Next Great Manufacturing Cent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2017. (PDF file will b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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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第 26-77页。 

7. 潘华琼：《摩洛哥与马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中世纪的撒哈拉商路、

非洲城市和伊斯兰文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2》。 

8. 刘海方：《非洲重回世界中心还是大国在非洲博弈》，《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世界知识出版社。 

9. 刘海方：《非洲兴起的内生动力及中非国际合作新思路》，《中国国际战略评

论 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 

10. 刘海方：《中国对非民间外交：传统友好，润物无声》，《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

告 2016》，吴建民、于洪君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 114-157页。 

 

第十二、十三讲  从南海到南太平洋（4课时） 

内容简介：从南海到南太平洋这一段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主要线路和

延伸线。本课程将系统讲述本段海丝建设的缘起、进展和趋势，面临的挑战和问

题，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如下内容：一是从中国国际战略的角度对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全盘战略分析，明确从南海到南太这一段的战略地位和作

用。二是运用北大团队开发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对本段海丝建设的总体进展

情况进行定性定量评估。三是介绍中国东南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四是介

绍中国与南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五是提出中国在本段海丝建设中面临

的问题、风险、挑战及其战略管理。 

第一，从实践和学术两个维度，讲述本段海上丝绸之路的缘起、进展和趋势

（附部分相关实践案例），从而对中国在此区域的战略进行全盘分析，明确中国

在此地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第二，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南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于此区域的

合作，并通过北大团队开发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对目前的合作展开定性定量

评估发现中国本段海上丝路在现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三，根据当下国际形势提出如何更好助推本段海上丝路的相应对策以及

建议。 

 

参考书目 

1、《东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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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政治安全篇）》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 

4、《超级版图》 

5、《南太基本概况》（翟崑编） 

6、《“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阅读文献 

东盟互联互通 2025年，2030年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南太岛国发展的或者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2017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SIDS) 

 

第十四讲  课程总结与随堂考试（2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