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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重要通道＊ 

方煜东1 

(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北京 100044) 

摘要: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引发各方的高

度关注。而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贵州在此条通道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是主要组成部分

之一。自 2013 年 12 月起，国家发改委正式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启动调研，贵州应积极整合资源，借国家大力推进“西南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契机，打造国内主要、国际闻名的长大交通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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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

构想。习总书记还提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工作思路，并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接着提出了中国

与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随后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再次提出: “加快同

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至此，“丝绸之

路经济带”已正式形成思路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西南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丝绸之路”虽早已存在，然而其之名却是最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地理学

家李希霍芬的名著《中国》一书中开始出现的。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可分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起自我国东南沿海，沿途经过东南亚各国，最远达至西亚及非洲、欧洲等地，海上丝绸之路以运销中国产的

丝绸、陶瓷、茶叶等为主要货物，故又称海上陶瓷之路。一般认为其始发港为古现代华东沿海及包括华南沿海的若干港口城市，

比如宁波、泉州、广州等。时间最早在先秦时期已开创。 

陆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两条，最主要并以此得名的也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一般均指西汉武帝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

以长安( 今西安) 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这条陆上通道。《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载了

该路线: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东，为南道； 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东

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由于这条陆路交通线上输出的商品以

丝绸品最具价值、对世界影响最大，所以这条陆路交通线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还包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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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由青海通向南疆的另一条新路青海道等。 

陆上丝绸之路的另外一条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形成比西北丝绸之路更早，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122 年，张

骞奉命出使西域( 今阿富汗、伊朗等地) ，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

事贸易活动了。 

西南丝绸之路一般均以古蜀身毒道、五尺道、永昌道等为主要路线，即从四川出发，直接或转经贵州至云南，进入缅甸境

内，从缅甸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从印度再通至中亚、欧洲、非洲等地。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通渠，

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对外经济交流发展的主要纽带及商贸主通道，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发挥过重要贡献。 

西南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三大古丝绸之路之一，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开发，在当代仍具有

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等作用及现实意义。 

二、贵州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以及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相联系的最早的陆上“贸

易交通线”，并且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边与统治所凭藉的“战略要道”。西南丝绸之路在国内组成部分来

说，主要涉及四川、云南、贵州 3 省。其中贵州在此条通道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如北京大学城乡规划与景观设计学博士奚雪松在其硕士论文《西南丝绸之路驿道聚落传统与现状研究》所载: “我们把西

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畴定为: 历朝历代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交通发生关系的所有交通线路的总称……那么，西南丝绸之路的驿

道聚落空间范畴也与此相对应，即位于西南三省的( 即川、滇、黔三省) 在历朝历代中曾做过官方驿站的所有乡土聚落的总称。”
［1］ 

而现在有许多学者总把最早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蜀身毒道( 即四川经云南至印度通道) 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研究范

畴，从而把贵州排斥在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之外。 

其实西南丝绸之路由历代西南地区的主要官方驿道组成，是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正如黄光成在《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

元立体的交通网络》一文中所说: “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的时空涵盖性的概念，不能将这一概念等同于蜀身毒道，

( 西南丝绸之路) 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而且在秦汉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不断的开拓和

变迁，具有多功能的显著特征。”
［2］

 

黄光成先生说的很对，西南丝绸之路的主道确实在不断开拓和变迁之中，比如最早的主道是蜀身毒道，秦代正式形成五尺

官道，汉代筑西南夷道，其中南夷道筑经贵州西部地区，隋唐至宋元时期，四川至云南主要有清溪道和乌蒙道，都是西南丝绸

之路的主干道。而至元代( 至元二十八年) 起，由于湖南穿贵州至云南的“车驿官道”①＊
2
 筑成，由于“这条驿路道路平坦且

较乌蒙道和清溪道便捷很多，自湖南可乘船入京，沿途又产健马，遂逐渐取代了自秦代始从成都、宜宾进入云南交通线的主导

地位，成为云南联系内地的首选通衢。”
［1］ 

自此，西南丝绸之路主干道即由四川至云南通道改为由湖南经贵州至云南的官道，贵州也因其交通之利而成为西南丝绸之

路的主要组成部分。 

                                                        
2
 ①有些文献记录中常以“辰沅普安东路”称之，最近有学者提称为“古苗疆走廊”。该道主线路为自湖南沅陵进入贵州镇

远，经黄平、贵阳、安顺、普安、盘县入云南曲靖等地至昆明。 



 

 3 

由此可以说，自元代起，西南丝绸之路便已从四川入滇改为湖广经贵州进入云南，贵州成为了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驿路之

一。 

三、应充分发挥贵州在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交通枢纽及重要通道作用 

自 2013 年 12 月起，国家发改委正式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启动调研，在首次召开的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有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 5 省，重庆、四川、

云南、广西等西南 4 省市，而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 5 省。作为西南丝绸之路主要组

成部分之一的贵州却没有被邀请参会。 

目前全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感兴趣的还有河南、山西、山东、湖南等地。河南、山西、山东、湖北的 2014 年省政府报告对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都有描述。山东、河南表述分别是“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河南融入丝绸之

路经济带发展”。就连贵州的东邻湖南怀化市也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接渝( 重庆) 新( 新疆) 欧( 欧洲) 铁路贸易

大通道，主动融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②＊＊
3
可见，贵州已处于打造及融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包围之中。这也为贵州打

造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枢纽及重要通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贵州应积极申请并参与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建设，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李克强总理 2013 年 5 月在访问印度时

提出的“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是基本一致和吻合的，“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旨在加强中国与缅甸、孟加拉国、印度等南亚国家在

政治、经贸、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核心是经济合作，即打通国际商贸走廊。 

贵州省要充分利用打造“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机遇，首先在省内沿 G60 高速公路构筑

起横贯东西的商贸物流城市主通道群，然后向东经湖南、江西承接长三角主要省市浙江与上海的市场及产业，向西经云南出口

转销至缅甸、印度等南亚国家，把贵州打造成为西南主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及商贸主通道，培育形成辐射全省的新经济增长平台。

在构筑南北商贸物流通道方面，应充分利用并拓展贵阳、遵义等现有商贸平台，向北承接重庆大都市区的辐射，向南、向西转

运销至广西、云南等地区。 

四、以交通经济带理论为指导推进贵州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交通经济带的专门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作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

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 

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市、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组织系统； 在沿线

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交通经济带形成发育的前提条

件； 三次产业特别是工业、金融商贸和信息业是交通经济带的主要构成内容； 大中城市是交通经济带发展的依托； 区位是交

通经济带及其经济中心形成的关键因素。 

交通经济带的培育形成主要分 5 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动期: 据点开发阶段。新兴产业或新的生产方式兴起或者引入本区域，增长极开始发展壮大。以矿产资

源开发或农产品初加工为主，工业发展以集聚为主。农村人口流向少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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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雏形期: 从据点开发向沿线开发迈进，集聚与扩散同时并进。经济中心初具规模，沿线开始形成若干新兴

工业城市。城市化开始加快进程。 

第三阶段———形成期: 若干经济主副中心相继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沿线以及周围地区的带动作

用增强。产业扩散继续进行，交通沿线大规模开发，形成一系列工商业发达城市。 

第四阶段———延伸或连接期: 以既有经济带为基础，沿交通集散线路向两侧区域扩散，或者沿着干线与纵深的商贸、工

业城市建立紧密联系，沿线工业及第三产业等发展进一步提升，形成长大交通经济带。 

第五阶段———发达经济带时期: 大致的趋势是交通经济带向更高产业结构发展，交通经济带若干中心城市成为高新技术

产业的研究、试制基地，在金融、信息、科教、商贸等功能方面保持主导地位。整个交通带区域经济互补明显、传承有序，成

为国内国际较为明显的商贸、物流、信息、金融等集散传递通道。 

贵州目前在交通经济带发展中已迈过启动期及雏形期，正走在形成期阶段，即全省主框架高速路网已基本形成，经济中心

贵阳、副中心城市遵义、安顺、凯里、都匀等相继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工商业发达城市，对沿线以及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较强。下一步，我们要积极整合资源，借国家大力推进“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契机，一

方面以省内既有经济带为基础，合理布局交通沿线中心城市，在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基础进一步优先发展商贸、金融、信息、科

教等现代服务业，强势推进打造省内交通经济带建设； 另一方面，联动我国东西向主要高速大动脉――沪昆高速沿线的上海、

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省市，共同提出并实质性推进“西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 “中缅孟印经济走廊”中国段交

通经济带) 建设，打造国内主要、国际闻名的长大交通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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