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与合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前 言

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海合浦考察调研。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考

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合浦古代海上丝路文化底蕴深厚”。他指出：这里围绕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陈列的文物都是历史、是文化。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铁山港公用码头视察时，

习总书记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要想富先修路，在沿海地区要想

富也要先建港，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铁山港有区位优势，发展前景

广阔，将来是北部湾经济区的一个重要依托”，“一定要把北部湾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

营好，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广西发展，为‘一带一

路’建设、为扩大开放合作多作贡献”。习总书记讲话的核心是“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

篇章”和“打造好向海经济”。这是基于历史沿革和所处区位对合浦未来发展所做的精确

定位。对于合浦深入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努力建设美丽

宜居富裕和谐新合浦，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对于这个主题，可以用决胜和追梦

来形容与概括其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和基础性概念。而决胜和追梦，又有三重含义并且互相

联动。第一层含义，是决胜和追梦代表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两个目标及其中间发展阶段。这

包括，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今后这

三年是决胜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百周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今后三十年分为前后

十五年两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个阶段是在 2035 年基本实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在 2050 年

最终达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前面的百年目标可以概括为决胜，后面的百年目标可以定义为追梦。它是一个时

间轴上的两个时点和互相联系的区间。第二层含义，则可从动词来把握。“决”和“追”，

更多地表现的是对实现两个目标的具体行动。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基础理论和一系列具体

措施的制定与出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新矛盾、新使

命、新思想、新方略和新战略等范畴与具体内容，构成了服从于完成党的发展目标而又具

有自洽逻辑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思想。这个体

系内容非常丰富，同时逻辑思路又非常清晰。它来源于过去的实践经验，将其抽象形成理

论体系后又用来指导未来的发展实践。第三层含义，决胜和追梦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气质和精神状态，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舍我其谁，众志成城，克服困难，连续作战，直



达目标。决胜与追梦，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真实写照。它不

仅构成了中国当代史的最主要篇章，也从政治学的角度回答了诸如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

合法性等重大理论问题。这既是观察和解释中国新时期许多现象的一个基础性平台，也是

研究世界发展趋势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典型样本。

2017 年 12 月 1 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时发表的

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

大合作平台。”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带一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为

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由中国发展的两个百年目标和面临的两个具体任务决

定的。在今后的三、四十年内，我们要圆满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必须同时协同推进并完成

引领全球化和促进国内发展的两个任务。而“一带一路”就是实现这个过程的具体路径。

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十九大报告里对“一带一路”新的定位来寻找。十

九大报告里对“一带一路”的定位，一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是要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

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

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合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位于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与广东省廉江市

和广西博白县接壤，西与钦州相邻，南临北部湾，县政府驻地廉州镇距南宁市 176 公里，

距北海市 28 公里。合浦县行政区域总面积 2762 平方千米，2016 年末，下辖 13 个镇和 2

个乡，户籍人口 108.23 万，常住人口 92.56 万。2016 年，合浦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2.23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6.4%。

合浦拥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2000 多年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合浦县境属象郡辖地。汉初，今合浦县境属南越国辖地，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

武帝平南越，划出南海、象郡交界地方置合浦郡，郡治合浦县，合浦县辖地为今合浦、浦

北、北海、灵山、钦洲、博白、廉江、容县、北流以及邕宁、横县的一部分。此后，从三

国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至民国，合浦的行政区划管辖范围不断变化，隶属关

系也在广东与广西之间一直变动。从汉朝到隋，除了在三国时期合浦郡一度改称珠官郡，

其余时期都隶属合浦郡。从唐朝到清朝，除乾亨元年（917 年）划属长乐州，其他时期都

隶属廉州。民国元年（1912 年），撤销廉州府，二十五年（1936 年）合县隶属广东省第八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在合浦县。1949 年后，合浦县先后隶属广东省的南路专区和钦

廉专区，1952 年合浦县隶属广西省钦州专区，1955 年钦州专区划归广东省，改称合浦专

区，合浦县属合浦专区。1958 年撤合浦专区，将所属县市并入广东省湛江专区，合浦县属

湛江专区，同时将北海市和浦北县并归合浦县。1970 年钦州专区改称钦州地区，合浦县属

钦州地区。1987 年 7 月，合浦改隶北海市辖。1988 年 3 月，合浦县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

开放县。

在合浦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南人海，得大州，东西南北千里，武

帝六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自黄支

国行船约八个月，到皮宗；再行船约二月，到日南象林交界。黄支国南面，有程不国”。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著名的中国地理学家徐俊鸣教授在《岭

南历史地理理论集》中明确提出：“在秦汉时代广州的对外交通已经打通……但当时由于

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广州未经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所以汉代从南海出航的地点

不在番禺（广州前身），而在徐闻、合浦、日南（今越南）某地。”北海市通志馆“海上丝

路”专家张九皋先生说，古代“海上丝路”最早的始航港口合浦港有记载的始航时间公元

前 113 年（即汉武帝元鼎四年）。而中山医科大学邓家倍教授则认为，公元前 111 年以前

的番禺（今广州）中原地区之间的五岭山地山高路险，陆路交通尚未开发，五岭南北坡河

流未疏，交通受阻，当时番禺不可能与中原有经济文化交流，因而中原的丝绸也无法直接

运到番禺。因而合浦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关于合浦作为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据国内有关专家考证，合浦原有古汉

墓约一万座以上，是广州、徐闻等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港口城市古汉墓之和的几倍甚至几十

倍之多。而出土的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也比广州、徐闻等地多得多。据统计，

徐闻所发现 200 多座古汉墓，开发的 66 座古汉墓中，舶来品只有 308 件，而合浦仅开发

望牛岭一座西汉古墓就有 245 件舶来品，其中的凤凰灯、铜屋、三足盘等国家一、二级保

护文物还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到日本、马来西亚、南斯拉夫、墨西哥、荷兰、

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展出。在出土的大量舶来品中，有金、银、铜、玉、琉璃、玛瑙、水

晶等雕成的各种饰物，如有琥珀雕成的狮子、蜻蜓、扇子、篮子等。据考证，狮子不产于

我国，而产于印度以及欧、非各国；《三国志·魏志》等史籍记载，玛瑙多产于大秦（罗

马），而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最多。所以参加发掘的广西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和一位研究亚

洲文物的日本专家都认为，上述出土文物应是印度、中亚或西亚的古代舶来品。这证明合

浦与亚、欧、非洲各国通商早在汉代就已经很频繁了。

尽管合浦是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但如今，合浦的经济社会发展却远远落

后于广州、泉州、宁波等后发海上丝绸之路港口。2016 年，合浦县常住人口 92.56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为222.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4124元，三次产业结构为38.8：27.0:34.2。



与之相比较，广州、泉州、宁波等三地 2016 年常住人口分别为 870.5 万、858.0 万和 591.0

万，地区生产总值则分别达到 19457.4 亿元、6646.6 亿元和 8686.5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141933 元、77784 元和 110656 元，三次产业结构则分别为 1.2:29.4：69.4、

3.0:58.5:38.5 和 3.5:51.3:45.8。相比于广州、泉州和宁波，合浦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只有广州的六分之一、泉州的三分之一、宁波的五分之一，而且合浦农业占比较高、经济

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即使是在广西区内，合浦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仅仅排在 110 个县级单位（含各地级

市的城区、县、县级市）的第 78 位，只有第一位防城港市港口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18184

元的十分之一左右。剔除各地级市的城区，在余下 74 个县、县级市中，合浦县的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也仅排第 45 位，只有东兴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 40%左右。三次产业结构方面，

合浦县 2016 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38.8%，只有隆安县的 39.5%、上林县的 40.2%、苍梧县

的 41.6%、西林县的 39.4%比合浦县更高。

总之，在辉煌的历史映照下，如今的合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正因为如此，合浦县应

该借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给合浦带来的战略性机遇，打造向海经济，促进合浦经济快速

发展，从而谱写出壮丽的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首先要明确“海上丝路”的现实意义。用广州市委

副书记朱小丹的话来说是“最大的国际名片”，他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

讨论会上说：“海上丝路”的开发有利于提高广州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过去广州

文化品牌只有“星星”，没有“月亮”，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广州文化的“月亮”。“海

上丝路”是历史给广州留下的品牌，广州一定要擦亮这个品牌。”“海上丝路”的意义由此

可见一斑。合浦作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更要用好这一历史赋予的最佳名片，在

打造向海经济的过程中，促进合浦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构建“谱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

章”的大格局。

其次，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重点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求新创新。合浦有辉

煌而悠久的历史。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合浦历来都是郡治驻地、军事重镇，是岭南地区重

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合浦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作为与

南海诸国交通贸易“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珠还合浦”等历史典故，规模宏大

的合浦汉墓群，构成了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合浦汉代文化遗产。这些都是需要传承和发扬

的。但也应该看到，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港口城市相比，在我国经由南海诸国

通往印度洋、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之路发展过程中，合浦基本上定格在汉代，之后则明显

断代。在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昌盛的宋朝，重心已经转移到福建泉州等地。及至近代，无论

是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主动开放时期，合浦则空享优越的区位优势

而未能赶上开放发展的步伐。而今，面临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机遇，合浦

必须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思路上求新创新，方能迎头赶上，为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必须要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广西的讲话精神，

打造向海经济。2017 年 4 月 19 日到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自北海铁山港公用码

头视察时指出，“要想富先修路，在沿海地区要想富先建港，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

好向海经济”，要充分利用铁山港的区位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开放合作多做

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合浦临海区域优势，大力推进廉州湾、铁山港东

岸、沙田港口的建设，以铁山东港和沙田港建设为牵引，积极引入投资，大力发展高端装

备制造、能源等临港工业，推进产业链的双向延伸，打造北部湾地区重要的临港工业基地；

另一方面要依托区域丰富的海洋资源，以科技兴海、产业兴海为导向，培育发展海洋高科

技产业，发展壮大现代渔业，不断提升海洋经济规模和增长质量。

第四，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需要构建良好的机制体制，结合合浦自身实

际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首先，合浦的政策措施，既要符合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

的战略导向，也要注重与广西自治区、北海市的规划、政策相衔接，充分体现小区域服从

大战略、大战略带动小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次，作为服务合浦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需要更多体现出项目带动性。这就意味着，为合浦谱写丝路新篇章的政策措施，需要

有实在的项目作为依托，为项目制定政策措施。第三，合浦谱写丝路新篇章的政策措施，

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能够服务今后数年的经济发展，能够为今后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为此，本书在结构上将分为三个部分对合浦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进行解析。

分别是：(1)上篇 海丝起点。主要是分析合浦悠久的历史及文化底蕴、自然资源、区位环

境及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作用，重点在于突出合浦谱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的历史渊源。(2)中篇 向海经济。主要是分析合浦应如何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尤其是建

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依托其优越的海

港资源和海洋资源，向海洋要发展思路，向海洋要发展资源，面向海洋谋取产业导向，面

向海洋开拓产品市场。(3)下篇 行动方略。主要分析合浦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政策衔接及项目导向，从而为合浦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上述三部分的内容，通过勾勒合浦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一带一路”尤

其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合浦的发展路径、产业选择与行动方略，以充分

利用合浦作为我国最早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实现把合浦打造成为“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具有突出地位、独居特色、璀璨的“海丝明珠”的目标，努力谱写

新时代合浦发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