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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国际盛会是中国在2019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成绩斐然、硕
果累累,已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普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

享这一黄金法则得到广泛认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成型,一大批互联互

通项目成功落地。2018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的重要进展的一年,中国与沿线国家

之间的贸易合作规模进一步提升,且增速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投

资合作稳步推进;普通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越发明显。“一带一路”倡议顺应

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规模,创造更多的

市场需求和就业机会,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更为持久的新动力。
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信息的采集、分析、发布和传播,是

推进经贸信息互通,助力拓宽经贸领域,优化经贸结构,挖掘经贸新增长点的重要基础性

工作。为进一步发挥大数据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决策支撑作用,我们继《“一带一路”贸易

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和《“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后,再次组织编写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大数据报告(2019)》,并出版发行。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大数据报告(2019)》较去年实现了一大突破,即在贸易分析的

基础上增加了投资分析,更加全面地展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现状;
另外还用一定篇幅呈现了欧盟、美国、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现状,便
于读者对比中国、欧盟、美国、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格局,这也是本书的一个

新亮点。本书逻辑清晰、内容全面,从全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美国、日本、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省区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商品结构等多个维度来分析研究,并突显了以下特色:一是广覆盖,书中涉及了64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31个省区市,以及欧盟、美国、日本三大经济体;二是大数据,
调用了8500多种产品种类,底层数据量达3.2亿条,并以附录形式展现部分数据,以便查

询;三是全方位,分析维度丰富,涵盖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从全球整体层面到产品层面,
逐步深入,商品分类细化至HS6位编码,为有关各界提供更加详细的进出口商品数据。

本书数据翔实、图文并茂。我们希望所提供的信息与资讯能有助于各方更加全面、完
整地了解“一带一路”贸易合作进展,增进各国信息互通与经贸畅通,更好地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对报告中存在的各种不足,敬请各界领

导和专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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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简称沿线国家)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

告(2017)》中所列出的“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具体国家名称及区域划分详见表1。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区域(国家数量) 国家名称

东北亚地区(2) 蒙古、俄罗斯

中亚地区(5)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东南亚地区(11)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
东帝汶

南亚地区(7) 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

西亚北非地区(2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
以色列、也门、埃及、伊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中东欧地区(19)
波兰、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
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黑山、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二、贸易企业类型划分

国有企业:海关统计中的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海关统计中的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民营企业:海关统计中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海关统计中除上述企业类型以外的企业。

三、贸易金额

本书中的贸易金额均为当年美元名义金额,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未进行平减。

四、其他

本书中统计的“中国”数据均为“中国内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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