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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冲击与对策建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扩散，其综合影响正在进一步扩大。

疫情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冲击和严峻挑战。为此，我

们需要深入研判新形势下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紧迫问题。

一、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疫情蔓延情况不一。总体来看，几

乎所有国家都被疫情波及，且有些国家疫情形势非常严峻。疫情蔓延

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扩散蔓延的危险切实存在。尽管各国

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但许多沿线国家由于缺乏相关治理能

力，防控形势严峻。

目前，疫情跨国传播的态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些沿线国

家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内部，一些

势力已经借防疫之名要求全面限制中国人入境，终止与中国的贸易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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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责难本国政府对华的“软弱”“纵容”态度等。

我国爆发疫情后，一些国家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

产生担忧，怀疑中国是否能维持已有投资，甚至投资新重点项目。沿

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项目毁约的风险。

目前，在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政商两界对“一带一路”项

目的负面评价升高，终止或暂停若干合作项目的压力可能在今后几个

月内逐渐凸显。

二、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项目的影响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高度依赖我国国内派出的高级管理人

员、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目前，受困于国内国际双重人员限流政策，

大量骨干无法返回项目现场，很多企业只能通过远程办公等手段维持

最低限度的工程运转，造成很多重点工程因人力资源短缺而面临困境。

目前，我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价值 110 亿美元的镍矿项目、孟加拉

国 Payra 煤电厂项目等都处于停工状态。

国内生产停工，导致海外项目无法获得中方母公司的指示及具体

支持。国际供应链中断，项目的现金流动、设备供给、订单交付、债

务偿还以及物流运输等方面均出现困难。

由于“一带一路”很多重点工程项目离开中方管理和技术骨干便

无法运行，中方辛苦培养出来的当地技术和管理骨干担心欠薪、失业，

已有队伍人心波动。有些当地工会等组织利用当地员工的恐慌心理，

挑拨中方与外籍员工关系，以扩大当地组织对项目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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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造成冲击

一些国外反华势力及当地反对政治势力欲借机掀起反华舆论，将

中国指为疫情传播的“罪魁祸首”，指责当地政府对中国过度依赖。

他们可能会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施压当地政府使其疏远与中国的

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协力推进，当前出现对中

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期降低，或认为中国不能继续投资的情况，可能造

成相关国家降低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力度。目前，印尼、哈萨克斯

坦等国政府内部已出现强化自主意识的论调，在包括金融、5G 等领

域提出了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替代性选择。

值得重视的是，疫情跨国传播带来的恐慌情绪使“民心相通”的

理念受到严峻挑战。有关中国“威胁各国不许对其实行旅行和贸易限

制”、新冠病毒是“中国发动的生物战”等奇谈怪论在海外网络媒体

上大肆传播。在政策上，可能形成一定压力，造成对我国投资和人员

进入的限制。

四、化解疫情冲击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时代提出并推进的重要战略。针对上述

情况，我国必须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1.尽快恢复和强化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继续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的优先任务。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际供

应链中断，只有迅速恢复和稳定国际供应链，才能重建国际市场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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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信心和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继续推进的信心。为此，

我国应建立“一带一路”重点工程清单，开通人员跨国流动绿色通道，

尽快实现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我国应由中央统筹，建立一个能够迅速

筛选重点工程、关键企业、关键人员的网络，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

使相关企业能够迅速动员人力、物力，推动工程建设。鉴于沿线国家

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人员流入问题，外交部门应出面协调，落实相关

国家对中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相关人员给予快速通关、快速检疫

等待遇。

2.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外交，建立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联动机制，

争取沿线国家对我国防控机制的认可，打通经济要素流动的防疫关口。

同时，我国应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合作运行的防疫机制，确保重点

工程项目的防疫保障工作。

3.发挥产能优势，激发生产潜力。我国应及时把防疫急需物资输

送到带路沿线国家，以体现我国对疫情防控的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

同时，应推动我国与带路沿线国家在防疫产品方面的生产合作，通过

平价销售、转移生产线等多种方式，利用国际社会空前重视公共卫生

产品和产业的窗口期，促进沿线国家医疗医药行业发展。

4.此前，我国在多个场合要求其他国家不对中国实施过度的旅行

和贸易限制。如今，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我国需要调整话语，通过

外交场合公开表明我国理解带路沿线国家在疫情防控上采取的必要

措施，并希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防控疫情扩散。我国应承诺对中国

人员出境进行严格的防疫检测，化解国外因疫情传播造成的厌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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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情绪，把保障“一带一路”项目所需的人员流动、维持国内外产业

链联动，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应急目标和重要任务。

（撰写：任晶晶，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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