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丝绸之路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

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 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

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

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

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

2017 年 04 月 20 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牵头城市，

联合南京、宁波、江门、阳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丽水等城市进行海上

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 

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时提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 



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

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

记基于历史，着眼于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进

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

民的福祉而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

线带面，增进同沿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

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

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由于东盟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

路口和必经之地，将是新海丝战略的首要发展目标，而中国和东盟有着广泛的政

治基础，坚实的经济基础，21世纪海丝战略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