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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指数：科学评估“一带一路”进展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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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统揽全局提出的重大合作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如何系统、科学、全面地评价、评估其进展、成效和问题十分关键。为此，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

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专家联合编制并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旨在为“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一把能用、适用的“标尺”。本报择其精要刊发，供读者参考。 
    2015年 3月，我国政府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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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

三大洲国家的陆海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

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为推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五通”合作重点，即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此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

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为了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与进展，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相关研究，推出五通指数，该指数结合各国的基本

现状与发展态势，对比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的联通情

况，可为我国政府进行相关科学决策、企业投资、智库研究等提供参考。 
    五通指数构建背景与目标 
    （一）构建背景 
    1.《愿景与行动》提出“五通”合作重点。《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
作重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即“五通”。 
    2.现有研究重“五”轻“通”。相关研究存在重“五”轻“通”的特点，即重点分析了沿线国
家的政治、基础设施、贸易环境、金融环境和人文环境，但对国家之间，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互

联互通关注较少。 
    3.五通指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除加入对沿线国家与中国在五大领域的分析外，五通指数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还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为各类交叉学科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第二，为投资、

贸易等各类决策提供依据；第三，为各类政治经济活动提供风险预警；第四，为战略推进相关决

策提供数据参考。 
    （二）研究目标 
    1.摸清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现状。五通指数从客观数据出发，对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情况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评估，有助于了解现状，以便于决策部门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能以事实为依据，做到有主有次、先重后轻、先易后难。 
    2.支撑与沿线国家合作中的风险控制。五通指数系统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
境、基础设施、贸易水平、营商环境、金融环境、民间交流等情况，对揭示各国法律和监管、货

币风险、劳动力市场、政治稳定风险和外贸及支付风险等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相关机构和企业在

“一带一路”的规划中提前规避风险。 
    3.探索建立互联互通进展跟踪的长效机制。五通指数构建了一套科学客观公正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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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操作性强的测算方法，能科学、动态地对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情况进行监测，对于探索建立“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情况长效评估机制具有积极

意义。 
    4.推动“一带一路”问题国别研究。“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将会在未来深入地与相关地区和
当事国打交道，那么就要求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地区和当事国情况。五通指数正是基于每个沿线

国家在政策、基础设施、资金、贸易、民间活动方面的互联互通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的示例，将推

动“一带一路”问题的国别研究。 
    （三）测算对象 
    本报告主要测算“一带一路”沿线 64个国家的互联互通情况，因巴勒斯坦的多数数据缺失，
最终实际测算了 63个国家。 
    五通指数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五通指数是综合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5 个方面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在指数编制时，课题组尽可能多地选择了《愿景
与行动》文件中提及、且与互联互通紧密相关的指标数据，部分指标反映了与中国互联互通情况。 
    根据指标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科学的分层指数结构，使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全
面、客观、科学地反映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现实情况。 
    （二）核心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经多轮实际测算和专家评议后，最终确定了五通指数指标体系，
它由 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 41个三级指标组成（见表 1）。 
    五通指数测算结果 
    根据测算结果，课题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分为“顺畅型”（40 分
及以上）、“良好型”（30—40分）、“潜力型”（20—30分）、“薄弱型”（20分及以下）四个等级（见
表 2）。 
    参评国家中“顺畅型”等级 5个，占比为 7.93%；“良好型”等级 18个，占比为 28.57%；“潜
力型”等级 31个，占比为 49.21%；“薄弱型”等级 9个，占比为 14.2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五通指数平均得分为 27.94 分，互联互通水平总体处于“潜力型”等级。其中，俄罗斯五通指数
最高，达 47.62，不丹最低，仅为 13.29，这也凸显了各国互联互通水平不平衡的特点。 
    政策建议 
    （一）建立全方位政策沟通体系 
    “一带一路”涉及面广、领域众多，需要集多方智慧，但目前沿线国家政策沟通总体还处于
“潜力型”阶段，且主要以高层领导正式访问为主，后续应着眼于建立“兵对兵，将对将，各行

各业要通畅”的多层化政策沟通机制，既包括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也包括作为政策制定

和执行部门的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还要推进专门政策研究部门之间的政策沟通和与社会

各界之间的政策沟通，通过建立纵横交错的立体化沟通网络，多开展耐心细致的政策解释和政策

对话，是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益汇合点的关键。 
    要积极拓展政策沟通的领域，既要涉及一国的对外政策，也要涉及其国内政策，还要兼及短
期政策与长期政策、宏观政策与某些具体政策。在沟通方式上要灵活安排，既可以针对特殊问题

随时沟通，也可以建立定期的机制性安排；既可以召开小型的内部交流会，也可以举办对外公开

的论坛。通过多层次、多方式的沟通，不仅能够增强政府政策的协调性，也有利于不断增强全方

位合作的民意基础。 
    （二）推动设施联通一体化格局 
    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先导性作用，但由于沿线部分国家基础建设资
金不足，港口、公路、铁路、油气管道、输电网、跨境光缆等配套设施普遍欠发达，设施联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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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还相对较低，特别是与南亚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亟待提升。建议后续应

进一步优先推进设施联通，抓住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以一体化的思维指导相关项目

的规划、建设、管理，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新格局。 
    资金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要善于将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聚集起
来，形成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立体化治理体系。“一带一路”需要构建起包括政府、企

业、社会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投资体系，尤其是通过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拓宽相互

投资领域，引导丝路基金、各国主权基金和商业性股份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基础设施的深度互联互通，真正建设一条超越地缘政治和文明隔阂的互利共赢之路、彼

此信任治理和和平发展之路，更大程度上惠及沿线国家和人民。 
    （三）搭建民心相通桥梁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能否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
点。作为一项沟通多元文明、众多族群和国家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能否获得成功，从根本

上取决于能否跨越藩篱，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特别是能否建立起纵横交织的社会交流网

络，以互联互通的社会网络替代界限分明的民族国家支撑起“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架构。 
    要高度重视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城市间人文交流，
从软性外交中获得持续不断的政治动力，消除硬实力的顾虑。要发挥好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多

渠道、多层次培养对华友好力量，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粘合剂”。 
    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能让双方百姓更多了解对方国家，消除偏见
和误解，同时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力推动经贸发展，可作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产业。后续要以资源、客源、市场和利益共享为目标，积极推动市场相互开放，共同

建立旅游便利化机制。 
    （四）推动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平衡发展 
    五通指数总评分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互联互通存在明显的“两极化”特征，
个别国家与中国之间高层互访频繁、经贸交往密切、文化合作比较深入，而如波黑、叙利亚、东

帝汶、不丹等国家则在政策、资金、设施和民心等领域互联互通水平较低，发展极不平衡，势必

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一是要继续扩大并保持与重点国家的互联互通。以俄

罗斯为例，该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之一，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为关键的

一环，应继续扩大中俄的利益融合，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使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参与方和推动者，进而带动与之关系密切的中亚和东

欧各国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来。二是要适时适度提升与“尚待加强型”国家的互

联互通水平，防止差距过大。要加大对互联互通水平薄弱国家的援助力度，发挥援外资金的导向

性作用，增强对外援助的战略性和实效性。把有关项目纳入到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中，通过帮助

相关国家提升综合实力的方式，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实现地区共同安全，培育地区共同意识，形

成地区共同声音。 
    （五）分步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有优势、各有侧重，因此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既要协同发展、相互支
撑，又要避免一刀切。应在现有基础和能力下，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特征，特别是与中国互联互通

水平，明确主攻方向，突出重点。一是要明确近期发展目标。“一带一路”建设的远期目标是“五

通”基本实现，沿线国家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

尽快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近期应着力夯实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沟通、人文交流等相对薄

弱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战略上要有所选择和侧重。在路线上应确定重点国家和关键项目，

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根据中国与沿线国家具体情况，应由近及远、由易到难，集中力量取得突

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三是要分国施策。各国与中国互联互通水平不一致，如菲律宾和新加坡

同属东南亚国家，但二者在政治环境、投资环境、民间往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切忌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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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式大面积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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