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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江苏经济发展的 SWOT 分析 

徐小兰 

（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江苏扬州 220005） 

【摘 要】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战略,江苏省作为开放型经济大省,又处于沿海省份对外

开放的前沿,应抢抓机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去。文章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内涵及意义,

并通过 SWO下方法分析了江苏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提出了江苏省

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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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

景下,加强区域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2013年 9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访问,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进行主题演讲时,习主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思路;同年 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APEC 非正式会议期间又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

年 5月,习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发言时第一次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起

来,正式提出“一带一路”。[1]中国领导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以维

护开放型经济建设、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为立足点,以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发展为最终目标,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江苏作为开放型经济大省,曾一度被确定为“一带一路”经济交汇点,虽然在20巧年 3月份,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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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没有把江苏省作为重点省份列出,但江苏具备良好的基

础和条件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一带一路”提出的内涵及意义 

1.“一带一路”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是我国近年来针对国民经济转型和发展提出的

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地区横穿亚洲、欧洲、非洲大陆地区,两头分别连接的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

经济圈,中间是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广大腹地国家。[2] 

“一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简称,主要是指陆路合作网络,涉及公路与铁路路线、石油与天然气管道及其他基础

设施建设,是在古丝绸之路的轨迹上继续向西延伸,辐射到欧洲,将亚欧紧密相连。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包括三大地带: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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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地带;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的地带。 

“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主要是指港口及其他沿海基础设施项目的海上合作网络,是以我国古代

“下南洋”为原型而进行的拓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以中国沿海港口为开端,通过南海到印度洋和南太平洋,

最后一直延展到欧洲。 

2.“一带一路”的意义 

(1)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各国经济发展互通有无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协调

发展,共同打造开放、包容、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从而实现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体现

了人类社会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

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2)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实现全球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亚欧非大陆及沿线海洋的互联互通网络的建立,促进沿线各国合作与交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促进沿线各国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发展战略的对接,通过挖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以需求带动

消费、以投资带动就业,从而带动沿线各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与深度融合,加快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实现。 

(3)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及国际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推动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发展经济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任务,这将加速沿线各国经济建设步伐,提高沿线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符合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主题,促进

世界经济和谐隐定发展。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经济发展 SW0T 分析 

1.优势(S一 strengths) 

(1)区位优势明显 

江苏省地处中国大陆沿海中部和长江、淮河下游,东濒黄海,北接山东、西连安徽,东南与上海、浙江接壤,位于长三角北部,承接

苏南和上海的产业转移,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海岸线 954公里,长

江横穿东西 425公里,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 718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向东与日韩隔海相望,向西通过新亚欧大陆桥,将太

平洋沿岸和上合组织成员国、西亚直至欧洲紧密联系起来,具有沟通中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 

(2)开放程度较高 

江苏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活力最强、开放度最高的省份之一,经济实力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江苏省善于利用其明显的地理优势,

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使得外资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大项目、高科技项目、服务业项目不断增多,一般贸易、服

务贸易、新兴产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不断发展。2014年,江苏省进出口贸易额超过 5600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 13.3%,其中利用外

资 280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 20%,对外投资额是 72.2亿美元。 

(3)物质资源丰富 

江苏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物质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一是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优越。江苏省农、林、牧、副、渔等作物种

类繁多,各种农作物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二是土地面积可利用率高。全省面积 10.26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7032万亩,占全国的

3.85%;沿海滩涂 1031万亩,占全国的 14/以上,且每年以 3一 5万亩的速度淤涨,近期可形成 270万亩左右的垦区,远期可形成 700

万亩左右的土地后备资源。三是水资源丰富。江苏地处江、淮、沂沐泅流域下游和南北气候过渡带,滨江临海,河湖众多,水系复

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系特点,给江苏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优势。四是矿产资源丰富。江苏省地跨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两大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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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单元,有色金属类、建材类、膏盐类、特种非金属类矿产是江苏矿产资源的特色和优势。目前已发现的矿产品种有 130多种,

探明资源储量的有 65种,其中妮担矿、含钾砂页岩、泥灰岩、凹凸棒石粘土、二氧化碳气等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 

(4)基础设施完善 

江苏省交通运输网络健全,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完善的交通、能源、互联网络、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为江苏经济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13年,江苏省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5107.2 亿元,同比增长 28%。2014 年江苏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 127%。铁路和航道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其中铁路完成投资 190亿元,同比增长 110石%,在综合交

通投资中的比重由 2013年的 12石%提高到 23.4%,内河航道完成投资 65.1亿元,同比增长 5.5%。[3](5)人文历史悠久 

江苏是六朝古都所在地,自古以来经济发达、商贾云集,多年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了江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经济

发展的当今,作为长江文化发源地的江苏仍是文化大省、经济强省。为了更好的谋划未来蓝图,江苏提出了“三创”精神,即“创

业、创新、创优”。江苏人民不仅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不断进取的精神,同时还具有精巧务实的行事作风、海纳百川的博大

胸怀,这些内在素养使江苏人具备较强的开放意识与创新精神,也使得江苏与周边国家交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外商云集

的热土。 

2.劣势(W-weaknesses) 

(1)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通过图 1一 3可以看出,苏南、苏中、苏北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人等主要指标上存在较大

的不平衡。苏南总体水平明显高于苏中、苏北,苏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甚至高于苏中苏北的总和。苏北地区土地

面积超过全省一半,人口数量接近全省一半,但 GD聪量只占全省的 15/,人均 GDP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 1/2。 

(2)沿海港口建设成效不显著 

港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服务型产业,沿海港口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江苏海岸线虽然很长,但没有

大型港口,海岸线周边都是次生盐碱地。同时,江苏沿海港口城市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其发展水平不仅低于省内平均水平,而且

低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连云港港、盐城港、南通港港口吞吐 

能力明显不足,远洋深水泊位严重短缺。5[] 

3.机会(0-opportunities) 

(1)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在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为促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国在优化贸易结构,拓宽贸易领域,促进贸易平衡,挖掘贸易新增长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政策。江苏省应抓

住这一机遇,不断创新贸易形式,在坚持发展传统贸易的同时,建立健全现代贸易体系,特别是加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

往来,把投资和贸易进行有机结合,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2)过剩产能得到转移 

江苏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江苏可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强与沿线国家,特别是印尼、新加

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将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一方面解决省内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让“一带

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到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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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资更加便利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作为保障,这就需要借助金融创新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2014年 10月一 11月期间,中

国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这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项资金。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必将进

行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以带动经济发展,如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不同种类的基金等,这将给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

机遇,使其在各项经济建设中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4.威胁(T-threats) 

(1)多种风险并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严峻、贸易摩擦不断,政治互信度不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

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不断雄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参与了很多国际上引人瞩目的投资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比较频繁,各种投资项目也较多,但由于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并不稳定,党派更替时有发生,势必带来对外

政策的改变,这些政治风险的存在势必影响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6]同时,任何创新都会带来一定风险,“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中需要不断创新思路,由于各种创新做法层出不穷,特别是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的增加会使金融风险加倍增长,需

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2)区域竞争激烈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竞争激烈,竞争压力较大。不仅是国内、包括国外很多国家,都希望借“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分得一杯羹,各国、各地也都把争项引资作为保发展的首要措施,因此江苏省今后在争取投资、引进项目上,将面

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竞争。 

(3)政策优势不明显 

2015年 3月份,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了《愿景与行动》,在最终确定的“一带一路”重点涉及的省份名单中,处于“一带一

路”的交汇点上的江苏省并未成为圈定的重点涉及的省份,这让江苏省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缺少了国家纲领性政策

的支持。 

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江苏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江苏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江苏省应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积极融

人“一带一路”建设中去,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1.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江苏应借“一带一路”战略东风,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助转型,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增效益,以改革惠民生,把改革创新渗透到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活力,增强发展内在动力,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江苏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强化规划引导,启动实施“一带一路商务创新引领工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

为导向,以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为重点,推动更多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2.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指出科技创新是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提高社会生产力,

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充分认识我国产

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创新驱动中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 

3.通过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江苏作为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明显的区域差异,即苏南、苏北、苏中差距较大。为此,江苏

应加大统筹力度,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加大对苏北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深人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和劳动力“四项转移”及

南北共建开发园区,促进苏北振兴、苏中崛起、苏南提升,进一步增强三大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为全省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增添新

的动力。均衡协调的区域经济发展才能让江苏省毫无后顾之忧地投人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4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创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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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江苏是对外开放前沿阵地,要主动服务中央对外工作大局,创新对外开放的思路和举措,增创

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江苏处于“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上,更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抓住建设中的机遇,积极挖掘潜力,创

造更多的竞争优势,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空间。面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产业组织形态、国际经贸规则等重大变化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等重大机遇,江苏应深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引进来,更大力度走出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5.通过完善陆海通道搭建建设新平台 

江苏省应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统一规划和安排,依托地域优势,把能源资源、支柱产业作为重点合作项目,把沿线中心

城市作为陆上通道发展的支撑,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依托连云港、盐城、南通等重点港口城市建设,打造一批海上战

略支点,为江苏省“一带一路”建设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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