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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钟瑛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从地理空间看，贯穿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在此背景下，抓住构建我国民族地区

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新发展的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存在各区域发展缺乏协同、定位缺乏错位、

路径缺乏差异性等问题。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切实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遵循包容性、差异化、开放型发展策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共赢

发展 

    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包容性发展，应通过政策协同、区域包容、文化共建，构

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包容性发展策略。在政策协调方面，必须突破民族地区行政区域限制，通过

国家顶层设计与跨区域政策制度协商，形成民族地区发展合力，推动民族地区制度联动机制与战

略协商平台的建立，实现政策协同。在区域包容方面，应立足“一带一路”建设长远发展规划，

实现民族沿边地区与中原经济腹地之间的有效协同，改变内陆封闭型区位条件，提高民族地区经

济抗风险能力。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避免民族地区由于无序竞争出现投资过剩、重复建设、产业

同构等问题，需要在综合区域产业优势和跨区域产业链分工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规划和

鼓励政策，努力构建民族地区之间的竞合关系。同时，为实现产业之间价值链有序衔接，必须基

于地方区位优势综合考量，对于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政策支持，优先支持优势产业重大项目的布

局，同时配合区域之间产业链分工定位，创新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完善区域间资源开

发及分配机制，为提高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提供软硬件支撑。 

    构建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开放型发展策略，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

关键。一方面，实现民族地区之间内部开放合作，打通民族内部之间贸易通道，推动民族地区之

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纵深化的辐射作用，提高区域经济合作质

量和效益。另一方面，实现民族地区生产要素向外流动，以更加综合性、多元化的贸易方式，通

过连续性跨境贸易政策，创新民族地区加工贸易模式，扩大双向经济投资，推动民族地区跨境市

场合作的有序进行，实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 

    二、立足民族地区国际发展视野，主动谋划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各民族地区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专家研究本地区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的优势条件和不足，分析“一带一路”将给本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及挑战，在此基础

上，制订适合本地区的发展决策。发挥民族地区地缘优势，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抓住机遇，

改变传统民族地区政策局限于国内或限于某一区域市场内部的弊端，将民族地区发展规划与“一

带一路”建设动态衔接，立足国际市场资源，推动生产要素双向流通，开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

视野和新空间。尤其是，各民族地区应积极创建多层次、高频度的与亚洲各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合

作机制，倾力消除影响互联互通的非物理性障碍。 

    三、补足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打通“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族经济走廊 

    加强民族地区对外交通建设，开辟边境资源与物资绿色通道，提升民族地区跨境交通的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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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服务水平。加强东中西地区之间横向交通建设，整合东中西现有交通体系，在加大东中西

地区之间重点枢纽城市铁路公路建设的同时，发挥长江、黄河、珠江等重点河道跨区域优势，推

进民族地区枢纽城市多元交通方式的高效衔接，实现东中西地区之间交通互通互联。加强民族地

区内部交通融合建设，构建区域内部融合交通网络，与此同时，发挥互联网信息实时共享等特点，

构建民族地区间交通信息共享平台。 

    四、注重人文先行，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的基础上不断交融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文化交往交流，需要打造新机制、探索新模式，深入开展文

化艺术、科学教育、体育旅游、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密切不同民族群众的感情，夯实地区间开

展经济、社会、文化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要充分挖掘沿线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加强文

化项目及活动的合作，促进各民族地区文化的共同发展，实现民心相通。 

    加强民族地区内外文化交流。整合民族地区文化品牌，通过文艺演出、影视交流、合作出版

等多种方式推动民族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同时，充分利用会展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效应，通过跨区

域平台的整体性搭建，联合举办民族地区专项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发挥会展平台在民族区域经济

发展、技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 

    发展民族地区特色文化旅游。整合沿边民族特色旅游资源，培育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生态旅

游、探险旅游、农业旅游等具有边境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同时，加大“一带一路”

沿线民族地区的人文历史研究投入，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经济社会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将民

族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打造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历史气息的“丝绸之路”国际旅游文

化品牌。 

    不断完善民族政策与相关制度。创造各民族有效接触的“最佳条件”，保证各民族成员在“最

佳条件”下进行平等交往、相互协作，追求共同目标，最终使各民族实现利益共贏，营造团结和

谐的民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