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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建设是开创中国全方位
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
平发展的重大战略，也得到了东盟和
东盟国家的正面响应和支持。

• 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
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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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推动泛南海
共同发展完全符合“一带一路”的共
建原则、框架思路和合作重点。

•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泛南海区域共同发展也将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助力打造中国-
东盟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



海南的优势
• 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管

辖中国2/3的广阔海域，是海洋大省和重要侨乡，更加拥
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广泛拓展的外交优势，文化相通
的人文优势，都使得海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担负着重
要角色和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海南战略定位

• 2014年12月国家出台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明
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
地和海上救援基地，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
放力度，把海口、三亚列为海上合作战略支点，
强化三亚国际门户机场功能。



思路与举措
• 打通关键通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航空：加快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三亚凤凰机场三期改扩建；推进
三亚新机场和临空产业园建设；完成博鳌机场二期扩建；增加国际航
线。

• 港口：开通并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建设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和物
流中心；建设邮轮母港，增开国际邮轮航线。

• 铁路：推进湛江至海口高铁项目，海南接入全国高铁网，未来可与
“泛亚铁路”联通对接。



思路与举措

• 拓展地缘商缘，经贸合作互融互合

• 东盟是海南主要贸易伙伴中双边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

• 一产领域：要以南繁制育种为合作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热带农业
合作，发挥海洋优势，开展海洋捕捞和养殖种苗合作；

• 二产领域：发挥海南在油气加工、汽车制造、光伏、制药、原材料加
工（饮料）等方面的产业优势，到东盟国家合作设立产业园区；

• 三产领域：鼓励在房地产、高速公路建设、酒店管理、餐饮等海南优
势服务业走出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思路与举措

• 紧密人缘文缘，人文科技互借互鉴

• 教育领域：扩大与东盟国家间留学规模、联合开办国际学
校、联合开办华文教育；

• 文化领域：加快南海佛学院建设，加强南海海洋文化、下
南洋文化、佛教文化、水下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 科技领域：共建特色科技合作园区和示范基地，比如热带
作物培育、海洋科技攻关等。



思路与举措
• 开辟合作空间，海洋开发互惠互利

• 海南作为与东盟合作的“海上桥头堡”，直面东盟市场，具有地理与
资源巨大优势。随着海南省三沙市的发展和建设，包括服务于南海国
际通道的通航助航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开展区域海洋合作提供了基
础条件、开辟了合作空间。

• 开展海洋油气、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联合搜救、防灾减灾、海
水养殖、渔业加工、海洋生物制药等低敏感领域合作。



思路与举措
• 创建机制平台，合作交流互促互进

• 利用智库平台，比如中国南海研究院，设立泛海南共同发展论坛，定
期进行沟通交流；

• 利用中国-东盟多层次磋商与合作机制，将泛南海共同发展纳入磋商
与合作议题;

• 通过积极推动泛南海共同发展，逐步提升为中国与东盟之间一个新的
次区域合作项目，构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