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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

长，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逐渐显现。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已经跃升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大国。

然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

复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

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增多，各国面临的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

要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需要我国政府构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新格局，在新一轮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占据主动。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带一路”总体

战略构想，让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带领中西部地区、让沿海地区带动内

陆地区，东西相济、海陆互补，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共同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源于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人民自然而然开辟出来的一条交

通商贸大道。这一通道既承载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历史使命，又记录了历

经的沧桑。今天，再创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是中国政府统揽全局、顺

应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宏伟构想给古代丝绸之路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为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需要继续发展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贸易

交往，通过更加全面的文化交流、战略共谋，建设平等互利的经济共同体，

拓展中国的外部需求；通过发展外部经济区域带动内部需求，促进我国国内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世界市场推动政府的供给侧改革，以市场加政府的

模式实现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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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当今世界多极化

格局下，为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而做出的重要战

略抉择。推进 “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中国改革

开放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继续全面深入开展国际合作，促进欧亚大陆国家

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构想与 “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都是国家大战略，对

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在此背景下，国内著名学者、经济学家，社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商

务部的众多著作纷纷应运而生。

本书主要从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意义、所面临的国际国

内形势出发，对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渊源，中国开

展 “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机遇、具体实践以及中国开展 “一带一

路”建设所需要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系统分析。

全书以先宏观后具体措施的原则对 “一带一路”进行总分式解读，深入

分析了中国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机遇与困境，并针对这些问

题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深入理解阐述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的

思路与构想。本书针对这些构想提出了一系列的金融配套方案，以发挥金融

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发挥亚投行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中的作用，最

后提出了 “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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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四川大学 （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

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川大又经两次 “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

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

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

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

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１８９６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

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

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

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

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

镇。此后，在２０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

“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

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

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

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１９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

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

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

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

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其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

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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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

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４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对社会科学

的研究，思考 “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１９２４年，学校设立了１０个

系，在人文社会科学６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

文、历史、政治、经济５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

格局一直持续到３０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

华大文科自始即以 “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

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具特色。１９２２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及其会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

誉。华大博物馆以 “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

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

葛维汉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Ｇｒａｈａｍ）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

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

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四是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

注，与国立川大更注重 “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的趋向。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

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

中国化。一批既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

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１９３５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

１９３６年５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

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

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

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

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 “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

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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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 （哲学）、朱光潜 （美学）、萧公权 （政治学）、赵人亻隽 （经济学）、徐中

舒 （历史学）、蒙文通 （历史学）、赵少咸 （语言学）、冯汉骥 （考古学、人

类学）、闻宥 （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 （民族学）、胡鉴民 （民族学）、彭

迪先 （经济学）、缪钺 （历史学）、叶麟 （文艺心理学）、杨明照 （古典文学）

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

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

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１９５２

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

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

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

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学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

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２００６

年学校决定设立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

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

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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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渊源

　　２０１３年９—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

后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演讲中提到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为 “一带一路”。这是中国第

一次提出建设２１世纪 “一带一路”的概念和构想的倡议。① 该倡议旨在拓

宽、加深、提高和欧洲、中亚、西亚及东盟等友好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包括

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海上合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同年的１１月，

这一倡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被写进了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这就标志着 “一带一路”的

倡议已经上升到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层面。

“一带一路”借用了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在全球一体化日益加

强的今天，通过和平发展、互助互惠的共赢模式，通过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交

流，使我国与沿途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良好的伙伴关系，成为利益共同体。

１

① ２０１３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

的演讲中，提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
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他在印度
尼西亚国事访问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关于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
以来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
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秦
玉才、周谷平、罗卫东：《“一带一路”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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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

一、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一）陆上丝绸之路名称的来由

“丝绸之路”的名字，来源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

著作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他在书中提到以丝绸贸

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之后有瑞典探险家赫定在１９３６年出版了他的探

险之旅的著作 《丝绸之路》，从而使这一称谓得以广泛传播。虽然李希霍芬

所提到的丝绸之路还只是比较狭义的，主要蜿蜒在沙漠中的，连接中国和中

亚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 “沙漠之路”，但是丝绸

之路这一名称还是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认可，人们将始于两千多年前连接中国

和中亚、南亚、西亚、印度并且通往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的和平友好、经贸

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通道都统称为 “丝绸之路”。

这条通道历史悠久，现代自殷墟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来自新疆和田的玉

石。《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提到了自玉门关和阳关出西域的两条路线 “南

道”和 “北道”，分别指沿着昆仑山北麓向西经过葱岭 （即今天的帕米尔高原）

达到当时的大月氏、安息，以及自天山南麓翻越葱岭后达到当时的大宛、康

居等国家的两条路线。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史书称为 “张骞凿空”。

根据张骞的报告，《史记·大宛传》和 《汉书·西域传》里详细地记载了西域

沿途的五十多个地方政权、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和途经的重要城镇。

直到宋代开始发展海上运输之前，这条商贸通道都是中国和西方各国交

往的重要纽带。

广义的 “丝绸之路”除了指从长安西行出关的通道，还应该包括在西汉

时就已经存在的从成都经云南联系汉藏南亚商贸的茶马古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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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路线

据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古籍的研究考证，结合考古发现和实地考察，历史

上最早往来于西域各国和中国之间商贸团队的的陆上主要通道———从长安到

武威至张掖和敦煌，基本上又分三条路线：一条是北道，一条是南道，还有

一条是略晚于南北两道，流行于唐代的一条通道。北道是从西安出发向西经

过咸阳、天水、武山，翻越六盘山，从甘肃的靖远渡过黄河，经过景泰到达

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和敦煌。南道是从西安出发沿渭河达到凤翔和千

阳，沿着千河河谷，从古陇关翻越陇山，向南到天水，再沿着渭河向西经过

陇西、渭源，翻越鸟鼠山到临洮后再往西行，经临夏沿大夏河北上，于永靖

炳灵寺附近渡过黄河，往西北渡过湟水到达西宁，再沿大通河穿越祁连山达

到张掖、敦煌。第三条是从西安沿南道到达临洮后，向北沿着阿干河谷在兰

州渡过黄河，沿着庄浪河翻越乌鞘岭到达武威，这一条线路在唐代发展成为

一条重要的通道。

在这几条主要的交通商贸通道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许多支线，包括连接

敦煌和新疆昆仑山北麓的青海路和从陕北靖边渡过黄河沿阿拉善高原北经居

延海到达新疆的居延路等。不论是从哪一条路线出境，在中国境内基本上都

要经过四个自然地理单元，即陇西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

帕米尔高原。从长安出发西行都必须过 “一山一河”，即翻越六盘山和渡过

黄河。六盘山古称陇山，陇西高原就是陇山以西，经过乌鞘岭、日月山，北

沿长城，向南到秦岭的黄土高原的最西部。翻越了海拔２０００多米的陇山后，

便要渡过丝绸之路上泥沙最多的黄河。最重要的渡口在三处：一是甘肃永靖

的炳灵寺附近，这条路就是从临洮渡洮河沿大夏河北上，于永靖渡过黄河，

沿湟水河、大通河穿越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二是从临洮往北经阿干

阿谷到兰州渡黄河，沿着庄浪河穿越乌鞘岭到武威；三是西安出发沿泾水谷

地穿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经景泰西到武威。经这三处渡过黄

河之后，便进入了河西走廊，这是一条从乌鞘岭到敦煌，位于黄河以西的狭

长地带，大约１０００公里，介于高山沙漠之间，南北宽度１０公里到１００公

里，是中国古代唯一连接东西的通道。当汉王朝国力日益昌盛的时候，为了

保护和发展这条通往西域各国的商贸之路，他们依靠自己占据河西走廊广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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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优势，在丝绸之路的绿洲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等郡，修

长城到玉门关，重兵防守，形成强大的防御能力，把匈奴赶到漠北，以保障

商旅驼队往来于京城与西域之间运送大量的熟绢和丝绸等商品。

从敦煌往西行，就进入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沿沙漠南北边

缘继续向西，就必须过葱岭，即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其平均海拔

５０００米，汇集了好几座亚洲最大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

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晋代的僧人法显和唐代僧人玄奘都记载了路经这

两个地方亲身体验过的艰辛和危险。出敦煌经伊吾 （哈密）过北庭 （吉木萨

尔），路经乌苏、伊宁到碎叶城 （阿拉木图），然后到里海沿岸的地区；或者

由伊吾向西南过蒲昌 （鄯善）和高昌 （吐鲁番），西行过轮台、龟兹 （库

车），由阿克苏转向碎叶城或者疏勒 （喀什），由疏勒继续西行到波斯 （伊

朗）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南边一条路线西出阳关，经于阗 （和田）到塔什

库尔干，经伊朗去阿富汗或者南下印度。

茶马古道兴起于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它是连接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

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的走廊；它主要呈东西走向，并与南北走向的人们所谓

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西南丝路）形成交汇并部分重合，同时与费孝通先生

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① 据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

传》《史记·大宛列传》等载，“远在西汉时，早就存在着一条由四川经云南

到缅甸、印度以至西亚等地的经商之路。此后汉王朝开辟了博南道，由这条

路去博南 （今永平）、渡兰津 （今霁虹桥渡口一带），越永昌 （今保山）经腾

越，出干崖 （今盈江），使 ‘丝道’得到进一步发展”②。茶叶、马匹、盐、

铁、皮毛、山货、药材、棉纱、棉制品、丝绸、琉璃、海贝、安息香、瓷

器，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物资，通过这条茶马古道由马帮运输往来贸易于四

川、云南和缅甸、印度等地，甚至通过印度转销西亚、非洲和欧洲。

这一通道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在西南存在的另外一条交通要道，司

马迁记载了这段历史： “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出冉，

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

４

①

②

李旭：《茶马古道：横断山脉、喜马拉雅文化带民族走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版，第５０页。

张竹邦：《滇缅交通与腾冲商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９辑，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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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

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

汉欲通西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

夷。”① 汉武帝为打通这条通道，征云南，设四郡，至汉明帝时期设立永昌

郡，统治川西南、云南，南连缅甸、西连西藏，北通巴蜀，东接滇越。所以

许倬云先生认为，自汉代打开西南夷的道路后，从成都出发可以走三条通

道：“第一条大路是向西南进入澜沧江；第二条是向南进入红河以及西江，

然后向西联系到缅甸，向南联系到广东；第三条则是正西方，朝向青康藏的

一条大道。”② 这第三条道就是汉代以来演进成为茶马古道的道路。

（三）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通过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手段，使得通往西域的

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和发展。在军事上，汉王朝战胜了匈奴，打败车师和楼

兰，出兵大宛，使得丝绸之路这一重要通道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在外交上，

张骞出使西域，完成 “凿空”的历史使命；在行政上，西汉第一次在西域的

轮台和渠梨 （库尔勒西南）设立官吏使者校尉，建立政府管理屯田等事务，

后又在乌垒城 （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这一时期丝绸之

路更加畅通、发展和繁荣起来。直至西汉末年，战乱纷纷使得汉王朝对西域

地区的军事政治控制减弱，北匈奴入侵，一度阻断了南北丝绸之路。后来东

汉大将军窦固平息西域，班超出任西域都护，并派遣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国

（罗马帝国），甘英虽受到安息 （伊朗）的阻挠而未到达欧洲，但也抵达了现

在的波斯湾 （条支海）、地中海 （临大海）。公元１６６年，有史料记载有人自

称大秦国使者自日南 （越南）到达了当时的首都东京 （洛阳）。这是古代中

国和古罗马帝国最早的友好交往的记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西域各国纷争加剧，丝绸之路的交

通也受到一定的破坏，但是东西方的商贸活动一直没有停止。１９０７年，敦

煌以西的古长城遗址的出土文物 “古粟特文信札”，记录了中亚的粟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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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１５～７１６页。

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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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敦煌到金城 （兰州）贩卖毛毡和大麻织物等商品的情况。公元３９９年法

显西行印度，１４年后从海上回南京。据他的经历所写的 《法显传》，记录了

中亚、印巴、斯里兰卡等地的历史和人文，为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隋唐时期，随着军事国力得以恢复和强大，疆土扩张，发展西域自由贸

易的政策加强，隋炀帝特派裴矩到张掖支持 “互市”。据裴矩所著 《西域图

记》一书中记载，当时的商贸通道经敦煌后，除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打通的经

高昌和鄯善两条路线以外，还发展了经伊吾往西的第三条通道。至唐代西部

疆土拓展，丝绸之路上的中西经济、文化、宗教交流都达到一个鼎盛时期。

隋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其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

等地有很多西域各国的商胡活动，甚至有波斯人在朝中为官，达到了中外东

西交流的盛世。《册府元龟》《续玄怪录》《寺塔记》中都有对波斯商人的记

录。《新唐书》中的 《李元谅传》所描述的这位官居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

度使的李元谅就是一位波斯人。商胡、僧人、旅行家促进了中西的经济和文

化交流，留下了大量记载丝绸之路沿途自然人文发展变化的著作，如 《中天

竺国行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记》等等，敦煌更是成为当时

国际化的贸易市场，石国、曹国、粟特、波斯、印度、中原的商人都汇聚于

此，交易包括中国、东罗马、印度甚至高丽的商品。

五代以后直至元代，由于战火燃烧，西域民族纷争，中亚政治动荡，丝

绸之路一度衰退。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统一了蒙古高原，三次西征攻陷

巴格达，灭掉阿拔斯王朝，扩张了蒙古帝国版图，设驿站、派遣使臣，才恢

复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使一度衰败的丝绸之路再次复兴，使丝绸之路西端

到达的地方更远，加强了中国和欧洲各国的交往，许多欧洲旅行家都到中国

留下了大量的游记，如著名的马可·波罗、路布鲁克、勃朗嘉宾等。

元朝灭亡后，明朝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无力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全，使得

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逐渐衰败。明朝修建嘉峪关长城以抵御蒙古残余势力，

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丝绸之路的交通。嘉峪关所在的肃州 （今甘肃酒泉）

成为明朝重兵把守的边关，对再往西的疆土则无暇顾及，更谈不上维护以往

繁华的边贸通道。至此，昔日辉煌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没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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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自宋代开始的制造技

术、航海技术的发展，指南针普遍地使用于航海，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并繁

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南北两条线路分别连接朝鲜、日本以及波斯湾、地

中海。北线是从山东半岛蓬莱出发，经渤海、黄海，或从江苏淮安出发渡黄

海，从宁波出发渡东海，最后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南线是从广州、泉州、

明州等地出发，经过南海到达东南亚，经过印度洋，穿过阿拉伯海到达波斯

湾，或者沿着红海到达叙利亚，经过地中海连接欧洲大陆。据载，在宋代

“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

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①

北宋时期，宋王朝最早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主管海上贸易，山东沿海板

桥镇至胶州湾北部的密州、杭州、明州、温州、秀州等处设有市舶司。元明

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由北方南移，经济中心也随之南迁。元世祖在广东设

市舶提举司，后元仁宗时改在泉州、广州、庆元三地设市舶提举司，发放船

只出海公凭，检查管辖港口船舶。海上运输效率远远优于陆上全靠驮马等交

通工具的运输效率，因此在中西互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逐步取代了陆上的

丝绸之路而成为中国重要的 “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航线，宋代中国与

五十来个国家都有货物贸易，出口农产品、纺织品、瓷器、金属制品等，进

口香料、药材、宝物、布匹等，往来商品种类达四百多种。以山东的胶州、

密州、莱州、登州等地为口岸互通海上贸易的国家主要是朝鲜、日本，其次

是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的大食国。

据宋史卷一八六 《食货志》中记载，海上互市还是以官方互市为主，但

是民间的海外贸易同样十分活跃。② 元代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海路

到中国。马可·波罗的游记也在西方广为流传，激发了西亚和欧洲商人对东

方丝绸和瓷器等贸易的兴趣，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也成为西方大航海时

７

①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〇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１３页。

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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