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於先秦時期，嶺南地區與南海諸國已有經貿往

來。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發祥地之一，廣東

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唯一從未中斷海上貿易的省份，

並始終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諸國保持著頻密的經

貿聯繫，為中華與世界文明的交流發揮著重要的

視窗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對東盟、南亞、南太國家等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實現跨越式發

展，並逐步發展成為中國與這些地區經貿合作量

最大的省份之一。參與「一帶一路」尤其是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是新時期廣東貫徹落實

中央政府部署、增創對外開放新優勢的重要舉措。

一、指導思想

圍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的要求，以互利共贏為目標，聯手港澳

台和周邊省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

將廣東建設成為與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戰略樞紐、

經貿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

二、重點任務

( 一 ) 促進重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充分發揮區位優勢，深化港口、機場、高速公路、

高速鐵路和信息的國際合作，打造國際航運樞紐

和國際航空門戶，面向沿線國家，構築聯通內外、

便捷高效的海陸空綜合運輸大通道。

1.	加強廣州港、深圳港、珠海港、湛江港、汕

頭港等港口建設；

2.	結合沿線國家經貿和港口合作需求，聯合國內

主要港口城市與沿線國家港口城市，舉辦港口

城市發展合作論壇，建立沿線港口與物流合作

機制，積極參與建設沿線國家港口園區；

3.	推動與港澳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粵港

澳大灣區，增加廣州、深圳至東南亞地區國家

的國際航線和航班，開通與沿線國家主要城市

的航班；建設東莞石龍、廣州大田國際鐵路貨

運物流中心，暢通與沿線國家的陸路大通道；

4.	加強與沿線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 二 ) 加強對外貿易合作

進一步鞏固與沿線國家的良好經貿合作基礎，建

設一批輻射全省乃至全中國的進口商品交易中

心，擴大沿線國家特色產品進口。

1.	在沿線國家設立建材、酒店用品等廣東特色商

品展銷中心；

■ 廣東省銳意建設成為與「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戰略樞紐、
經貿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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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實施方案

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下稱「 一帶一路 」）的建設，是中國

政府提出的重大倡議。廣東在這項建設、尤其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具

有獨特的優勢。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根據國家部署，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制定

《廣東省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實施方案》。



2.	在沿線國家籌建經貿代表處，設立商會，開展

經貿洽談會；

3.	加強與駐外商務機構、商（協）會和經貿代表

處的溝通合作；

4.	舉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論壇暨國際博覽

會，利用廣交會、高交會等平台推進經貿合作；

5.	建設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動與沿

線國家的貿易合作。

( 三 ) 加快投資領域合作

支援企業赴沿線國家投資，在現代農業、先進製

造業、現代服務業和跨國經營等方面開展深度合

作。努力引導走出去企業實施當地語系化戰略，遵

守當地法律法規，尊重當地風俗民情，強化企業環

保、公益等社會責任意識，為當地創造更多的就

業機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 四 ) 推進海洋領域合作

積極推進與沿線國家在海洋漁業、防災減災、生

態保護等方面的合作，開展漁業技術交流與培訓，

建立海洋污染防治協作機制。促進廣東省企業到沿

線國家開展海上網箱養殖、岸上設施養殖、良種

繁育等方面合作。共同開展近海海洋生態系統保護

研究。

( 五 ) 推動能源領域合作

利用資金和技術優勢，支援電力合作及太陽能光伏

發電項目，與沿線國家開展能源貿易、資源開發、

節能環保合作。加強與沿線國家在氣候變化方面的

合作。

( 六 ) 拓展金融領域合作

鼓勵有條件的廣東省內金融法人機構到沿線國家投

資發展，吸引沿線國家金融機構來粵設立機構，支

持雙方金融機構建立溝通協調機制，開展業務合

作。支援在沿線國家投資的廣東企業與當地金融機

構開展合作，共同發展。設立廣東絲路基金，支援

「一帶一路」項目建設。

( 七 ) 深化旅遊領域合作

積極與沿線國家簽訂旅遊合作框架協議、旅遊合

作備忘錄等整體性協議，深化旅遊業規劃和資源開

放、行業監管、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國際合作。

1.	促進更多的廣東遊客到沿線國家旅遊觀光，支

援廣東企業到沿線國家開展旅遊投資合作，建

設旅遊酒店、旅遊景區及旅遊基礎設施；

2.	與沿線國家華人商（協）會、大型旅行企業合

作，開設廣東駐海外旅遊合作推廣中心；

3.	在廣州、深圳市建設國際郵輪母港，在珠海、

汕頭、湛江等市啟動郵輪旅遊開發。籌劃一批

跨境絲綢之路主題旅遊項目。

( 八 ) 密切人文交流合作

加強與沿線國家在文化、科技、教育、醫療、體

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增進了解和友誼，形成互

信融合、包容開放的社會基礎。

1.	與沿線國家共同發掘和保護海上絲綢之路歷史

文化遺產；

2.	積極推動教育合作和學術科研交流，支持青少

年交流活動；

3.	促進公共衛生領域信息共用、建設早期預警體

系、傳染病防治、突發災難應對等方面合作；

4.	推動政府體育部門和民間體育社團的互訪，舉

辦體育交流活動。

( 九 ) 完善外事交流機制

強化友城合作，完善與沿線國家交流合作機制，

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民間往來，構建多層次溝通協

商機制。

1.	通過沿線國家駐穗領館，加強溝通聯絡，協調

推進互利合作；

2.	建立對口部門交流聯繫機制，促進經濟信息交

流，積極組織商貿合作活動，開展教育醫療、

扶貧、生態環保等公益慈善活動。

三、保障機制

成立廣東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省發展改革委。

1.	鼓勵廣東省有關部門與沿線國家相關部門建立

對口聯繫機制，開展信息交流，合作組織活動；

2.	積極開展基礎研究，探索創新體制機制；

3.	加強宣傳推廣，創新宣傳方式，積極宣導共贏

理念，形成合作共識。

本文轉載自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閱讀

方案全文請瀏覽：

h t t p : / / w w w . g d d p c . g o v . c n / z w g k / z c f g /

gfxwj/201512/t20151231_34410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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