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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一带一路&rdquo;是&ldquo;丝绸之路经济带&rdquo;和&ldquo;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rdquo;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ldquo;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rdquo;和&ldquo;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rdquo;的战略构想。

    共建&ldquo;一带一路&rdquo;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

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

建&ldquo;一带一路&rdquo;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

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根据&ldquo;一带一路&rdquo;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

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

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ldquo;一带一路&rdquo;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

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ldquo;一带一路&rdquo;战略行业深度调研与

投资战略研究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

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

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

行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

资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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