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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塑与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

刘友金#李玮瑾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5((!$($

摘3要#俄乌冲突的根源在于俄美之间的大国博弈" 俄乌经济体量虽然不大$但俄乌两国的优势产业在全球分工体

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俄乌冲突加上俄美角力$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蝴蝶效应$形成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多重冲

击$导致%去中心化&的进程加速!%权力分岔&的影响加深!%经济脱钩&的范围加大$将改变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方式!布局

路径与布局逻辑" 因此$要高度重视俄乌冲突波及下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隐忧$把握大变局中的全球化演变新趋势$发挥

%一带一路&在中国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的枢纽作用$积极应对动荡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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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一只'黑

天鹅(,,,俄乌冲突不期而遇#无疑使这个大变

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尽管这一重大事件的最终

走向还很难预料#但比较清楚的是!'冲突的根源

不在俄乌之间#而在俄美之间-冲突的本质不在俄

乌对抗#而在俄美角力-冲突的影响不局限于俄乌

两国#而是波及全球&(

!那么#俄乌冲突所引发的

'世界冲击波(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3 我

们应当如何应对3 本文试图从全球产业链这一独

特视角展开探讨#并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提

出应对之策&

一3俄乌冲突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蝴

蝶效应

俄乌冲突的背后是俄美角力& 俄乌两国的优

势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独特#在经济全球化

分工持续深化的今天#俄美角力下的俄乌冲突#可

能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

!一"俄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地位

据世界银行数据#!$!$ 年俄罗斯 <ZY总量

为 (5 *#5)6*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 (( 位#乌克兰

<ZY总量为 ( ""5)6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 "" 位#

俄乌两国 <ZY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6#l& 从

两国的经济体量来看#俄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似

乎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对世界经济影响作用似乎

有限#但俄罗斯和乌克兰具有资源优势#是世界农

产品%能源%工业生产原料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如表 (所示$#从而使得两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俄乌的优势产业处在

全球产业链的前端位置#俄乌冲突的经济风险可

通过全球产业链传导波及全球&

()俄乌素有$欧洲粮仓%之称

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是世界重要农产品出口

国#对欧洲乃至全球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

!$!$年#俄罗斯小麦出口额居全球第一位#占全

球小麦出口份额的 (6)5l-大麦出口额居全球第

三位#占全球大麦出口份额的 (5)!l& 同年#乌克

兰葵花籽油出口额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葵花籽

油出口份额的 50)!l-小麦出口额位居全球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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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球小麦出口份额的 6)5l& 合计来看#!$!$

年俄乌两国葵花籽油%小麦%大麦%玉米的全球出

口总份额分别超过了全球的 0$l% !$l% !$l

和 ($l

!

&

表 (3!$!$年俄乌主要出口商品与份额

数据来源!J'.%数据库-K;P&@HED%>&

33!)俄罗斯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

在石油方面#俄罗斯是原油出口大国#!$!$

年俄罗斯日均出口原油 51$ 万桶#占全球原油出

口份额的 (()(l#出口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全

球第二位& 欧洲和中国为俄罗斯原油主要出口

地#其中欧盟占比约 "$l#中国占比约 #$l& 同

时#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是欧洲最

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年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

天然气占其天然气总出口的 5"l#其中俄罗斯对

德国和意大利的天然气出口占比分别达到 !*l

和 ($l

"

&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对欧洲能

源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俄乌是有色金属/稀有气体等工业生产原

料的主产国

俄罗斯是钯%镍%铝等有色金属主要生产国&

根据:Q\与 Ŷ年鉴#!$!( 年#俄罗斯钯%镍%铝

产量分别占全球该类金属产量的 #1l%6l和 "l#

其中镍%钯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份额已经高达

!5l和 !0l& 根据 8iCV数据#全球氖气%氪气和

氙气供应量分别有 1$l%5$l和 #$l来自乌克兰&

有色金属%稀有气体是工业生产的基础性原材料#

对电子%半导体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二"俄乌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

可视为产业链供应链的集合体& 俄乌的优势产业

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关键位置#俄乌冲突将引

发全球性供给短缺的新挑战#并传导到全球产业

链的中下游#就像'那只煽动翅膀的蝴蝶(#对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导致新一波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

()粮食和能源出口减少将直接造成全球性供

给冲击

在粮食方面#俄乌冲突将乌克兰变成了战场#

部分土地不再生产粮食-俄罗斯因受到国际制裁

和自身反制措施的需要#粮食出口受限& 同时#俄

罗斯和乌克兰还是化肥生产和出口大国#俄乌冲

突不仅造成化肥出口减少#而且导致化肥价格暴

涨& 这些都将严重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威胁全

球粮食安全& 事实上#为了应对粮食安全威胁#短

期内已有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 !$ 多个国家

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令& 在能源方面#欧洲对俄

罗斯天然气%原油依存度很高#欧盟从俄罗斯进口

的天然气约占进口总量的 5$l%进口原油约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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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农产品数据来源!K;P&@HED%>%J'.%与PiVP数据库&

俄%乌能源数据来源!\YiP与 Ŷ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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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量的 #$l

!

& 随着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能源出

口的制裁升级和俄罗斯对'不友好国家(反制裁

的加码#国际能源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出现严重失

衡#会使德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某些能源依赖性

强的工业陷于瘫痪#能源价格也将持续上涨#在全

球引发连锁反应#出现所谓'普京涨价(

"

&

!)重要基础原材料短缺将衍生出全球关键零

部件断供

钯等工业原材料用于生产传感器%内存卡等

产品#大规模用于电子%汽车%半导体等行业& 欧

美国家都是俄罗斯钯的主要进口国#其中美国

#$l的钯进口来自俄罗斯& 俄乌冲突导致汽车零

部件%半导体产业链面临短料风险#将直接影响全

球汽车产业链稳定%导致半导体行业的供需紧张&

氖是芯片制造所需激光的关键材料#主要用于半

导体光刻技术#特别是深紫外光刻技术"ZK7$&

美国半导体产业有超过 6$l的氖气供应来自俄

乌两国#俄乌冲突造成稀有气体断供#可能直接加

剧全球'芯片荒(#掣肘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

#)货物运输受阻导致部分全球供应链中断

俄乌两国是欧亚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乌

冲突切断了经乌克兰的黑海海运航线#导致经过乌

克兰%俄罗斯的航空和陆路运输大部分被叫停#包

括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在内的国际海运巨头甚

至停止接受途经俄乌的欧亚货运订单& 俄乌冲突

带来的空域封锁和安全问题使得所有经过两国的

贸易路线复杂化#跨国物流公司不得不选择更长的

中东航线作为替代#造成运费大涨%港口大堵& 中

国同欧洲的全部贸易往来中#约 *$l的货物要通过

乌克兰境内送往欧洲& 俄乌冲突下#中欧班列及其

他货物运输路线都受到影响#导致大量货物运输堵

塞#推高了运输成本#中断了部分供应链#

&

二3俄乌冲突波及下的全球产业链重

塑及其隐忧
在当前地缘政治冲突爆发%大国战略博弈加

剧的背景下#'个体理性(将加快各国的产业链与

供应链的适应性调整#加速全球产业链重塑#但对

世界整体而言却可能带来'合成谬误(#动摇全球

产业链分工布局的根基&

!一"俄乌冲突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多重

冲击

俄乌冲突在对全球粮食%能源%重要有色金

属%稀有气体等的直接供给造成冲击的同时#由于

受欧美对俄罗斯制裁与俄罗斯反制裁导致的全球

性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出现的全球产业链多

重冲击&

()$去中心化%的进程加速

伴随着 !$$*年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中出现

了'去中心化(现象"见图 ($#'去中心化(有两个

明显的特点!一是霸权解体#二是逆全球化& 二战

后#美国作为美元垄断的提供者和全球化体系的设

计者#处在'中心,边缘(结构体系中的核心国地

位#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推进是建立在美元作为公共

品及其维护者基础之上的#美国作为核心国在享受

'美元霸权(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其体系运

行的责任和成本$

& 但 !$$*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将自身次贷危机产生的金融风险转嫁给世界

各国#美元不仅没有发挥稳定世界经济的公共品

作用#反而成了引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的肇事者#出

现了霸权解体危机%

#世界面临'金德尔博格陷

阱(

&

& 随后#美国带头鼓动制造业回流#推动产

业链回缩#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浪潮来袭&

在某种意义上#俄乌冲突是以俄罗斯为代表

的后发新兴国家与西方传统'中心(国家的一场

政治经济博弈#在该博弈的过程中#美国的核心地

位进一步受到冲击&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

别军事行动之后#美国将美元作为金融武器制裁

俄罗斯#特别做了两件事!一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冻

结俄央行在美资产& 在美国打响冻结俄央行资产

第一枪后#欧盟等迅速跟上#俄罗斯外汇储备中价

值 # $$$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被欧美国家冻

结#这严重削弱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

基础'

& 二是美国将部分俄银行剔除出 8:V]Q体

系#使其与国际金融体系脱节#无法正常进行国际

贸易和开展全球产业链合作& 作为对制裁的反制

措施#俄罗斯发布了'卢布结算令(#宣布俄出口

商品将使用卢布进行结算& 博弈的结果#引发了

人们对西方国家将金融武器化的广泛担忧#为非

西方国家探索建设平行金融架构创造了新的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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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Q\与 Ŷ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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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凌永辉!)论新发展格局下重塑新的产业链*#)经济纵横*!$!(年第 "期&

张康之!)论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理论探讨*!$(!年第 !期&

彼得0特明#戴维0瓦因斯!)无霸主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中信出版社 !$(6年版#第 (#6页&

霸权解体导致世界失序的核心逻辑是公共品短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称其为'金德尔博格陷阱(&

佟家栋#刘程!)'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年第 1期&



第 !"卷 刘友金#等!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

力#加速了世界'去中心化(进程&

图 (3全球经济出现过两次$去中心化%现象

数据来源!(*!1,(656年的数据来自TADG'.SD.% C'A'&.'G#!$(5-(6"$,!$(1年的数据来自Y>.. :&EA% QDRA>G6)$&

33!)$权力分岔%的影响加深

'权力分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中心贸易

网络体系的形成#即新的生产分工中心的出现#使

原有分工权利主导国的地位受到挑战& 二战后美

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利用其霸权地位在世界贸易中

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主导和控制全球产业

链分工!

& 然而#随着全球资本和生产力因追逐

利益而实现全球性流动和转移#美国和欧洲发达

国家'脱实向虚(#中国利用低成本比较优势承接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发展成'世界工厂(#一

个新兴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心崛起#由此形

成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三足鼎立(的多极化

格局"如图 !所示$

"

#产生了'权力分岔(

#

#美国

和欧洲发达国家不再具有绝对的世界经济

霸权$

&

图 !3$权力分岔%中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三足鼎立%格局

数据来源!:Q\与\iPZ#!$(6-)<A&RDA7DAI>P=D'. Z>L>A&U@>.Ha>U&EH!$(6*&

"0

!

"

#

$

刘建江#蒋丽霞#唐志良!)美元霸权基础的动摇与美国应对战略探析*#)国际展望*!$(0年第 #期&

图 !中圈的大小代表增值出口的大小& 每一对贸易伙伴之间的增值流量由连接两者的线的粗细表示&

魏南枝!)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文化纵横*!$!$年第 5期&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 #)$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0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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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从图 !的'权力分岔(过程中可以看出#不仅

中国快速成为一个新兴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

心#美国%日本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体系中的影

响力明显削弱#而且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

络中的亚中心地位开始显现#俄罗斯与欧洲及中

国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

的& 美国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不断升级对中国

高科技产业中链主企业的制裁#从奥巴马时期的

'本土抵制(到特朗普上台后的'全球绞杀(#到拜

登执政后的'拉网式围堵(#再到美国在俄乌冲突

中的'拱火(表现#不过是美国为巩固经济霸权的

'连环(套路#不仅难以缓解'权力分岔(趋势#还

会加深'权力分岔(影响& 正如西班牙政治分析

家马诺洛0莫内雷说!'一个普遍共识是#我们正

处于时代转型中#其特点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

势力的出现#我们正在向多极世界过渡&(

!

#)$经济脱钩%的范围加大

经济脱钩指的是国家之间不再进行交易和经

济往来#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经济脱钩(是中

美贸易战中#美国试图改变美中贸易关系的一种

策略声明"

& 俄乌冲突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俄罗斯不断升级制裁措施#而俄罗斯则不断升

级反制举措#其'经济脱钩(的趋势相当明显&

'经济脱钩(也是国际'逆全球化(潮流背景

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

一种贸易博弈#前者希望通过高端制造业回流解

决自身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而后者则寻求在产业

链技术升级中摆脱对前者的技术依赖& 与中美贸

易战中的'经济脱钩(相比#俄乌冲突中的贸易制

裁和金融制裁是世界经济进入更深层次'经济脱

钩(的征兆&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系列经济制裁"见表

!$#俄罗斯作为反制#不仅发布了'卢布结算令(#

而且宣布以卢布偿还'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债

务& 这种制裁与反制裁的不断加码#进一步加剧

了全球范围的'经济脱钩(#导致国际社会的严重

分化#迫使相关国家'选边站(#由此可能形成多

个对立阵营&

表 !3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经济制裁主要措施

国家 时间 主要制裁措施

美国 !月 !5日,"月 *日

将俄罗斯储蓄银行剔除出美国金融系统#限制其美元交易-

将俄罗斯部分银行剔除出 8:V]Q系统-对 (#家主要企业和机构进行融资限制-禁止进口俄

罗斯原油和某些石油产品-

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扩大与俄罗斯相关个人制裁范围-

禁止美国人在俄罗斯进行的所有新投资-针对 0#"名俄罗斯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 #

名俄罗斯官员-对俄罗斯一家主要商业银行和由俄罗斯个人以及实体组成的全球网络进行

制裁-将禁止俄罗斯公司和公民使用美国的会计%营销和咨询服务&

欧盟 !月 !5日,5月 *日

禁止向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禁止俄央行在欧盟的交易-全面禁止

与某些俄罗斯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的任何交易-禁止投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项目-欧盟

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钢铁产品#试图中止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主

要多边金融机构享有成员权利-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禁止欧盟企业投资俄罗斯

油气行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在关键领域对俄实施价值 ($$ 亿欧元的出口禁令-全面

禁止四家俄罗斯主要银行进行交易-禁止俄罗斯和俄企经营的船只进入欧盟港口&

英国 !月 !5日,"月 *日

协同美国和欧盟#对俄央行和俄罗斯财政部发起制裁#禁止英国个人和法人与其交易-限制

俄罗斯指定银行获取英镑和接入清算系统-把俄罗斯部分银行剔除 8:V]Q系统-禁止维修

受制裁的俄罗斯富豪及其企业所有的飞机和船只-对俄罗斯贵金属征收进口关税和实施出

口禁令&

33来源!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33!二"俄乌冲突波及下全球产业链重塑的

隐忧

俄乌冲突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蝴蝶效应#不

仅对全球产业链重塑产生多重冲击#而且由于美

"欧$俄之间制裁与反制裁拉锯式加码的全球性

影响#给全球产业链重塑带来了新的隐忧&

00

!

"

人民网#)俄乌冲突'世界冲击波(之政治篇,,,世界秩序深刻演变 美国霸权失道寡助*#=HHU!++J&EA%)U>&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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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关于中美脱钩的几点看法*#)中国经济评论*!$!(年第9(期&



第 !"卷 刘友金#等!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

()$去中心化%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式

全球产业链是经济全球化的内核#'去中心

化(表现为新兴国家不断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

附#改变全球产业链的传统布局方式& 随着俄乌

冲突的持续#'去中心化(进程将会加速#促使全

球产业链布局方式逐渐朝着'短链化(和'分散

化(方向演变!

& 一方面更多的国家倾向于将部

分产业链分工环节回缩本国#进行产业链纵向整

合#或者布局到周边国家#缩短跨境供应链距离#

降低因供应链过长而遭受不可控的外部冲击的风

险"

& 另一方面'去中心化(在全球产业链上表现

为产业链控制权将不再集中于某一国#而是呈现

出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的特征#以降低对某一国的

产业链的过度依赖& '去中心化(可能出现某种

程度上的无霸主世界经济#全球分工的参与各方

从'互洽(走向'互掐(&

!)$权力分岔%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路径

'权力分岔(将主要从两个方面改变全球产

业链布局的路径!一是产业链布局'集团化(& 美

国为了阻止中国这一新兴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

心的崛起#采用集团化的'小院高墙(策略进行打

压#企图通过科技竞争把中国排除在高新技术产

业链之外#

& 如美国参议院通过的)!$!! 美国竞

争法案*#计划划拨 "!$ 亿美元的投资和补贴以

扩大本国芯片工厂建设#并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

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设置半导体壁

垒围堵中国大陆& 二是产业链布局'区域化(

$

&

由于'权力分岔(#世界贸易组织作用下降#区域

贸易组织盛行#'退群(与'建群(将可能成为新常

态#有关各国更多地会考虑在区域贸易组织内解

决问题%

& 特别是看到美欧利用俄乌冲突施展其

贸易%金融等经济制裁手段#对俄罗斯贸易伙伴进

行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意

识到自身产业链依附于某一个大国可能成为霸权

主义政治欺凌把柄的弊端#触发更多的国家倾向

采取在自身'可控区域内(进行产业链布局&

#)$经济脱钩%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逻辑

附加了意识形态对抗的'经济脱钩(显然具

有长期性和反复性#西方国家对不同意识形态的

担忧将隐射到不同意识形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贸

易对垒中#长期来看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逻辑&

即为了应对'经济脱钩(#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不再

以成本导向为主#产业安全将成为重要的考量因

素#安全性将替代经济性成为新的全球产业链布

局主导逻辑&

& 随着当前地缘政治冲突爆发%大

国战略博弈加剧#新兴大国可能会部分地放弃使

用美元和以美元为基础的资产#有些跨国公司会

撤出可能遭受制裁的国家#更多的国家将会采取

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和'多元化(布局& 甚至

为了寻求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构建'供应链备胎(#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严酷

的'产业链内卷(&

三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

策略

世界在变#中国融入世界的方式和形态也要

科学应变&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动用超级金融

武器制裁俄罗斯#本身就开启了一个风险与变数

并存的新的动荡时代& 最近#西方国家创造了两

个英文新词'Z>GJ'BH'.S(和'WID.'XDH'&.(#即'脱

8:V]Q(和'人民币化(#这既形象表述了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方式与影响后

果#也反映了俄乌冲突扰动下我国蕴含的危与机&

我们要把握全球化演变大势#以大国的政治智慧

和勇气#主动参与到新的全球化体系的设计与建

设中#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发挥'一带一路(在全

球产业链网络体系构建中的枢纽作用#加快打造

'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积极应对动荡时代的全

球产业链重塑&

!一"秉持互利共赢价值理念寻找区域产业

链战略利益契合点

战略利益是'一带一路(国家共建区域产业

链的基本出发点& 在俄乌冲突扰动全球产业链布

局的背景下#中国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寻

求区域产业链战略利益契合点#以互利共赢价值

理念推动区域产业链构建#导引全球产业链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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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合作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

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构筑互

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事实上#早在

!$(#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时#就已指出

从加强'五通(入手构建跨区域大合作格局& 一

个月后的 !$(#年 ($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印

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指出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

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迎挑

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 年 # 月 !1

日#国家三部委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发布

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了'一带一路(建

设模式的核心是'共建%合作(和打造'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表明'一带一路(

倡议从一开始就是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共生的

国际区域产业链合作体系!

&

!)寻找产业链合作参与各国的战略利益契

合点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区域产业链

构建方面普遍存在重要战略利益契合点& 一方

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资源和产业上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一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一些国家人

力资源丰富-一些国家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产业方面占据优势-一些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资源

密集型产业方面占据优势& 这些禀赋不同的国家

在参与'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构建的过程中可

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

是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经济活

力最强的大国#'一带一路(国家能够通过参与区

域产业链合作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

&

#)借助俄乌冲突扰动下的产业链合作反向

引力

西方对俄罗斯的强力经济制裁#让更多的国

家感受到面对美国金融武器的脆弱性#反过来使

中国可以借机增强人民币及其金融架构的吸引

力#并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国际合作& 如本轮对俄

制裁生效后#俄罗斯立即接受以人民币结算部分

煤炭和石油贸易#这为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开

了新的窗口& 尽管在短期内并没有哪种货币可以

替代美元#但中国可以发挥'一带一路(国家伙伴

关系作用#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PVY8$#积

极探索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和结算#推

动更多的国际机构采用PVY8#以推动人民币国际

贸易从'边缘(走向'中心(#为导引产业链跨区域

合作与全球产业链重组铺平道路&

!二"加强多边合作激活参与各国共建区域

产业链积极因素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节点国家#很显然#俄乌冲突不利于中国'一带一

路(建设和中国产业链全球布局#不利于中国作

为新兴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心的快速成长& 为

了破解可能出现的困局#我们需要加强多边合作#

激活'一带一路(参与各国共建区域产业链的积

极因素&

()建立健全多边合作机制

在产业链安全问题得到更多关注的当下#多

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可以消解沿线国家参与区

域产业链构建的战略疑虑和地缘政治风险#为

'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

& 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依据各

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将能

够更为有效地整合各方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各

方参与区域产业链构建的积极性#也可以强化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总之#建

立健全多边合作机制#有利于开展更为广泛的交

流与协商#加强规则制定和对接#提升中国在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增加与沿

线国家间政治互信和制度相容#降低各国参与区

域产业链构建的成本和风险& 在实践中#要特别

注意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

b

((%

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信会议等现有多边合

作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搭建'一带一路(组织架构

和决策管理的多边机制#激活与调动沿线国家的

积极性#建立'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新

秩序&

!)积极拓展多边合作对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步步紧逼的

强力制裁#迫使俄罗斯主动或被动地退出西方国

家主导的'合作群(#这将大大增强俄罗斯参与亚

*0

!

"

#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年第 ($期&

廖涵#胡晓蕾#刘素倩!)不利外部冲击下我国供应链韧性分析*#)企业经济*!$!(年第 ($期&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中国社会科学*!$(*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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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积极性#

使得俄罗斯产业链布局路径更多地转向亚洲地

区& 这就启示我们#在俄乌冲突引发世界更大范

围'经济脱钩(的背景下#应当顺势推动加强上海

合作组织安全合作及其框架下的中俄印伊合作#

深化金砖国家会议机制下的南南合作#推进'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拓展'一带一

路(产业链合作对象#促使全球产业链更多地转

向围绕中国这一新兴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心布

局& 同时#主动寻求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因为美国

拉拢欧洲国家制衡中国并非铁板一块#我们应当

以企业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为突破口#创新多边

合作机制#寻找中欧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路径#开

拓产业链合作弹性空间&

#)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又

提出了'战略对接(这一概念& 可以看出#'战略

对接(一词蕴含了国与国层面上互利共赢和共同

发展的重要寓意& 目前已经开展的有中俄区域经

济合作战略对接%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欧亚

倡议(的战略对接%'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

划(的战略对接%'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

的战略对接%'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上支点(

的战略对接%'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

战略对接等!

& 可以看出#战略对接目前已经成

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双边互动%实现产

业互利共赢合作布局的重要途径& 加强与'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对接#还要注重以下策略!一是大

力实施标准国际化战略#抢占标准制高点#推进

'中国技术 b中国标准 b中国装备 b中国建设(

的全链条'走出去(#提高国际话语权-二是推动

中国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即中国优质产

能 b发达国家先进技术 b发展中国家现实需求#

形成'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新机制-三是推进合作

模式升级#支持国内科研机构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科研机构共建高水平的联合研发机构#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从重视产能合作向重视研发合

作拓展"

&

!三"立足$双循环%以国内产业链构建引导

区域产业链重构

!$!(年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

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强调#要统筹考虑

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共建'一带一路(#聚焦

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立足'双

循环(推动区域产业链重构提供了指引&

()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的 $双循环%枢纽

作用

据报道#!$!!年前 5个月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 #)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l#而同期我国与 aPiY其他 (5 个成员国合

计进出口 #)*5万亿元#同比增长 #)6l

#

#足见'一

带一路(对于我国在构建全球产业链方面的重要

作用& 然而#欧美国家极力阻拦这种作用的发挥&

如 !$!!年初#美国和欧盟提出要通过更强有力的

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加深与非洲国家的接触#以此

平衡'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非洲国家创造的

经济与政治影响力& 最近的 " 月 (! 日至 (# 日#

在华盛顿举行了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白宫希望

借该峰会与东盟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从而

'阻止该地区向中国倾斜(& '一带一路(作为产

业协作国际平台#要充分发挥其推进国内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与联结整合国际产业资源的双重作

用#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

廊#推动形成我国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

渠道的开放新格局#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提供强大支撑&

!)畅通内循环做大做强国内产业链

'慢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热词&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未来 "至 ($年经济全球化将

步入深度调整的'慢全球化(关键过渡期#大国国

内产业链构建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影响将显著上

升&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利用国内产业体系完

整%战略回旋空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有利条件#

畅通内循环#主动作为#做大做强国内产业链#拉

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防止'经济脱

钩(& 我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充分

发挥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和区域生产中心%不断

扩张的全球和区域需求中心地位#利用产能优势

和市场优势不断吸引资本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向中国集中#使国内产业链

向高端环节延伸& 二是面对发达国家加强对高技

术环节的垄断与封锁#努力提升我们产业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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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解决基础软

件%核心硬件%基础材料制造中的'卡脖子(问题#

补齐关键短板和锻造关键长板#着力打造自主可

控%安全可靠%具有弹性的产业链!

& 三是加快推

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强沿海地区与东北%中西

部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产业链在国内区域间合

理布局与协同发展#构建上下游高度协同%技术紧

密联系%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高水平国内跨区域

产业链群&

#)打通外循环引导区域产业链重构

我们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打通内外

循环#借助相对产业梯度优势和大国综合比较优

势#凝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力量#引导产业链

重构方向& 一方面#中国要开展新一轮 '走出

去(& 加强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支持和

引导企业开展联合对外直接投资#提升'走出去(

的规模和水平-加大行业龙头企业'走出去(的支

持力度#培育以龙头企业为牵引的跨国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能力#逐步构建本国龙头企业主导

的跨国产业链条& 另一方面#要加强产业链区域

合作&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共建共享#主

动作为#从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转换成主动

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由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参与者

转换成全球产业链的治理者#引导区域产业链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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