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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安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作办公室，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2013 年以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话

题。本文比较新旧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功能，梳理了相关文献分布特征，综述了丝路合作

的机制以及旅游开发等研究，分析现有经济学理论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指出与旧丝路不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强大的功能; 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各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长久并存; 有

效的合作机制必须包括基础构成、制度环境、合作形式、共生协同和问题治理五大模块，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成员国合作必须从政府驱动的模式转变为这五大模块系统作用的

模式; 今后中国政府应加强对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和系统的

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合作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 竞争与合作

一、新旧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功能

中国旧丝绸之路( 以下把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在陆地上: 西汉以都城长安

( 今西安) 为起点，东汉以都城洛阳为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

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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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和欧洲; 在海上则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经东南亚、南亚、非洲、最后到达

欧洲。回顾历史，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使团九死一生，这说明丝路

“联通”与“合作”何其艰难，但是最终实现了“凿空丝路”，“互派使节”，“联盟匈

奴”，“通商合作”等旷世奇迹。它不仅促成了放牧和农耕的“跨文明”交流，也促

进欧亚非三大洲的地区和平发展。〔1〕

在国内，朱显平、邹向阳首次提出了“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
的概念。〔2〕“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古丝路为文化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

经济共同体为合作平台，以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为纽带，以沿线城市群和中心

城市为支点，以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动力，以区域发展规

划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以货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友好往来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

共赢和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3〕

与旧丝路不同，新丝路经济带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强大的功能。第

一，新丝路经济带建设更加强调中国—中亚区域经济的关联互动作用。〔4〕在经

济、能源和文化合力驱动下，新丝路各地区通过交流、贸易、竞争与合作追求区域

利益一体化根本目标。〔5〕第二，新丝路经济带在空间格局上更加强调层次性和

国际分工。由于各地存在不同的基础和制约条件，〔6〕新丝路经济带可以分为核

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三部分;〔7〕在核心区内的国家、地区和中心节点城市在国

际贸易中地位各不相同，这为实现有效的国际分工奠定基础。第三，新丝路经济

带出现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极竞争与合作的国际格局。随着亚洲崛起，美

国、俄罗斯以及丝路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新丝路”计划，这开启了新丝路竞争

与合作的大时代( 见表 1) 。展望未来，新丝路经济带上既充满合作的机遇和挑

战，又存在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与冲突，谋求共同利益始终是丝路各国合作的基

础。为此，我们有必要综述现有文献，寻找丝路合作的最优机制。
表 1 世界各国的“新丝路”计划

来源: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拓展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蒙古和欧亚经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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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他国家。辐射区包括欧盟、西亚、日韩等。核心区主要包括中国与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吉尔吉斯坦) ; 涉及中国的西北 5 省( 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南 4 省( 四川、重庆、云南、广西) 和东部 5 省( 江苏、浙江、广东、福

建、海南) ; 其重要节点城市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中亚五国依次是海口、昆明、南宁、广州、福州、

杭州、成都、重庆、连云港、南京、西安、银川、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阿拉山口、阿拉木图、比什

凯克、塔什干、杜尚别、阿什哈巴德等 20 个城市。〔8〕

二、文献分布特征

2014 年 6 月 24 日，我们用“silk road”作为关键词在 SSCI /SCI 数据库搜索获

得 132 篇文献。文献分析发现以下规律: ( 1 ) 按照文章排名前十位作者都是中

国人。( 2) 来自中国文献占 54%，美国文献占 26%，日本和英国紧随其后。可

见，不同国家政府及学者对“丝路”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同。( 3 ) 从“文献类型”
看，相关期刊文章有 96 篇，综述仅有 4 篇。( 4) 从“基金资助”看，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8 篇) ，中国科学院( 7 篇) ，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3 篇) 资助累计占

22%以上，其他资助较少。( 5) 从研究方向看，地质学，区域研究等自然学科文

献在 12 篇以上，而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商业经济学( 4 篇) 、政府法律( 2 篇) 等的

文献相对较少。( 6) 从“发表刊物的名称”看，多数文章发表在《美国物理人类学

杂志》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有影响力的杂志，而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比如《亚洲

研究热点》等只发表了 1 － 2 篇文章。( 7) 从“机构分类”看，国内云南大学、兰州

大学等，地方综合性大学对丝路的研究较多。
我们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获得的 107 篇硕博论文，50 篇 CSSCI 期刊文章

分析发现类似的规律。它们主要来自于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等，地方综合大学;

经济管理学科的丝路学位论文约占总数的 3． 7% ; 研究主题涉及旅游资源开发、
经济贸易合作、大国外交，以及丝路中文化遗存等方面; 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学描

述、经济学实证分析，缺少地理信息系统比如 GIS 技术分析。〔9〕

总之，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对“丝路”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但是，研究机

构主要是兰州、新疆、陕西等地地区性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尤其是经济管理学

科研究甚少，普遍存在着缺乏基础理论支撑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强对相

关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连续性、系统性的基础理论

研究。

三、新丝路经济带的合作机制研究

目前，学者提出了丝路合作的精神、基础、内容、实现路径、推进战略和切入

点。丝路精神包含“和平与合作，开放与包容，相互借鉴”的综合特质。〔10〕新丝路

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包括资源、技术、产业和交通等领域互补，亚欧大陆桥建设的

共识; 新丝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容包括能源与安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科

技、文化与旅游等领域; 加强政策、贸易、能源的互通互联，建立新的合作理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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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开创区域经济互利共赢新格局是新丝路经济带的实现路径。〔11〕从国际战

略角度看，打造新丝路经济带，要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多种机制并进，要先易后

难、稳扎稳打，以经贸为主、多维度推进; 通过安全稳定、经贸发展、公共外交等领

域的大力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

流通与民心相通的区域大合作。〔12〕选择恰当的切入点对新丝路经济带的实施有

关键作用。〔13〕

但是，新丝路经济带建设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它

不仅涉及到上述内容，而且强调各种要素的组织化和动态化。
( 一) 国家层面的丝路合作机制

国际丝路的合作机制的研究刚刚开始，主要集中在国与国之间，更多地含有

边缘政治色彩和区域稳定动力，而资源争夺和利益分割是大国竞争与合作的最

终目标。丝路国家的合作机制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CEP) 、自由

贸易协定( FTA) 、上海合作组织( SCO) 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CAＲEC) 等。SCO
和 CAＲEC 两种合作机制在法律基础、组织性质、运行机制、合作领域、融资能力

和项目执行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14〕中亚地区是中国保障新疆内地安全的

屏障，低成本原料的来源，产品销售的市场和通往欧美和中东的走廊; 因此，上海

合作组织需要平衡所有涉及中亚地区的国家的利益。〔15〕

( 二) 区域产业层面的丝路合作机制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合作机制建设相对比较复杂。产业层面的合作机制涉及

中国—东盟交 通 运 输，〔16〕中 国—东 盟 区 域 服 务 贸 易 自 由 化，〔17〕东 亚 能 源 合

作，〔18〕东北亚物流合作〔19〕以及丝路旅游合作。〔20〕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实施往

往缺乏合作基础、存在外围陷阱以及大国威胁，没有现成的合作模式。在发展中

国家之间引入模块网络化机制可以夯实他们的合作基础，构筑自主转型系统能

够实现长期合作的战略，建构“共生协同转型”机制可以促进丝路沿线国家走向

共同繁荣，弹性合作模式可以求同存异，实现基于异质性的创新发展。〔21〕

现有丝路合作机制大体可以归为基础构成、制度环境、合作形式、共生协同

和问题治理五大模块: ( 1 ) 基础构成模块包括协商合作条约，制定合作政策、组
织、章程、项目、特区和指标等。〔22〕( 2) 制度环境模块包括外生的目标机制、动力

激励机制、市场驱动机制等，也包括内生的平等对话机制、协调仲裁机制、信息交

互机制、利益协商补偿机制、绩效评价机制、行为约束机制、功能运作机制等。〔23〕

( 3) 合作形式模块涉及专业组织机构、会议论坛形式，可以借鉴非正式合作、地
区政府服务契约、区域政府联盟、城市联邦制等。( 4) 共生协同模块包含一个行

使公共权力的共同体和一套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24〕( 5) 问题治理模块可能

是目前最需要研究的模块。首先该模块能够识别现存问题，比如合作机制约束

力不够、难以实施、滞后于现实需求，存在主权之争等; 其次，该模块能够提供博

弈平台，使合作各方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实现合作博弈，协调好经济与政治关

系，平衡各方利益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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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丝路经济带的城镇化研究

在中国与中亚的政治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丝路各节点城市通过交通便利

联通和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人口和产业沿着“点—轴”集聚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

结构和一体化经济组织;〔25〕多边和区域一体化、市场规模和制度质量在促进贸

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6〕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调节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是改善西部自然环境的关键，而西部地区走城市化发展道路是保护和改善西部

自然环境的必由之路。〔27〕影响丝路沿线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演变的五大类因

子，包括生态环境、政局稳定、商业贸易、多元文化和交通驿站。〔28〕

在“新丝路”交通大动脉陇海、兰新铁路沿线涵盖最重要的 17 个城市，发展

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既有利于促进新丝路经

济带的持续快速发展，也会导致城市之间的竞争。〔29〕河西走廊的一些城市在人

口规模，发展历史，水资源禀赋和可持续发展潜力上存在空间差异和变化，外源

性城际相互作用———合作与竞争对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存在潜在影响。〔30〕根据

旅游中心性指数评价，在亚欧大陆桥 21 个节点城市中，西安在现实竞争力、潜在

竞争力以及环境竞争力方面均位列前三;〔31〕它已经成为西部的经济、金融、科教

和商贸中心。〔32〕围绕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大目

标，基于地理区位优势、交通枢纽优势、历史文化优势、科教资源优势，西安市将

着力打造“一个高地六个中心”，努力建成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创新能力、最具辐

射带动作用的新丝路经济带新起点。〔33〕新疆综合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和 CAＲEC
两个平台，建立和完善与中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机制;〔34〕河南省政府与俄地

方政府，河南省企业与俄方企业之间初步形成农业合作构想;〔35〕因此乌鲁木齐

和洛阳可能成为西安新丝路经济带中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五、新丝路经济带旅游开发研究

丝路旅游合作主要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的目的地间合作，它以丝路历史文

化为核心，以第二亚欧大陆桥为主轴，以利益分享为动力。〔36〕丝路沿线城市联合

开发西北区旅游产业带和产业网，完善西北区旅游中心城市的网络布局。〔37〕西

北丝路应该发展跨区域、无障碍、一体化旅游;〔38〕应以西安、银川、兰州、西宁、乌
鲁木齐等西部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陇海—兰新铁路，及兰青—青藏铁路为主轴，

逐步拓宽西北丝路旅游区的跨地区、跨国际合作; 要推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西藏六省区联合的唐蕃古道旅游线等旅游项目，打破区域限制，相互开放

市场，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西北旅游市场体系。〔39〕西安市硬件基础设

施优越，城市的建设应当瞄准现代化国际旅游、科技文教城市的目标，根据旅游

资源的分布状况，形成“东秦西唐南绿北黄和一个中心”的旅游格局，〔40〕实现西

北丝路区重点旅游城市梯度开发战略。〔41〕

在新丝路经济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这是丝路旅游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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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前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本体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

变，遗产种类繁多，普查力度相对滞后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需要建立科学有效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体系等措施。〔42〕

六、相关理论对新丝路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新丝路经济带建设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经

济带中各成员国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区域经济理论，〔43〕竞争与合作

等经济学理论为各成员国和地区的合作与竞争提供了重要启示。
( 一) 区域经济理论对丝路经济带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区位理论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它表明丝路经济带建

设既要实现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人口集聚度，又要区分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功

能，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有“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和“点—轴”理论，

它为构建新丝路经济带的空间结构明确了步骤。第一步，各地要选择具有产业

关联效应的主导产业，按照“点—轴”开发模式使其成长为“增长点”，产业集聚

形成“增长极”，“增长极”间的交通干线形成“发展轴”。第二步，各地不同的经

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空间距离，共同决定了新丝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辐射区”
与“边缘区”。第三步，各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导致核心区———
辐射区———边缘区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演化，从而实现各地均衡发展。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空间相互作用是新丝路经济带形成和发展的驱动

力: 各地区的产品和要素的互补性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空间可达性决定区域经

济的相邻空间的联系，平等的介入机会有助于确定可持久合作的伙伴与地域。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新丝路经济带内的成员国要清楚界定各自的利益，努力降低

战争的风险，提高区域安全; 要建立多边管理机制，开放经济和市场，保障稳定的

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实现竞争与合作。〔44〕

区域一体化理论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成员国必须通过生产要

素和商品自由流动，降低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最终建立起统一市场，实现要素

价格均等。为此，新丝路经济带建设首先要构建竞争与合作框架，激励各成员开

展国际贸易; 随着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成员

国自然会形成地区联盟，国际贸易将逐渐变成区域内贸易，在国际分工的前提下

实现规模经济; 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各国要素禀赋优势亦发生变化，因此

各地区需要更新产业结构，调整贸易结构，扩大区域联盟，最终实现全球经济一

体化。
( 二) 合作与竞争理论对新丝路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自组织理论认为只有开放的系统从环境中引入信息，才能导致自组织系统

内的非线性作用，产生“突变”和“分叉”，从而实现系统自组织的过程。〔45〕因此，

新丝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各国改革开放，实现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各自的超越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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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46〕

马克思认为，劳资分离与合作引发社会分工，科学技术进步是决定合作与竞

争演变的根本原因。〔47〕在新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各区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必

然促使劳动力和资本自然分离与组合，劳动力和企业家在平等、自愿、互惠原则

下通过竞争实现协作。随着协作与分工的深入，各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与

竞争也日益强化; 技术强国在充分创新的基础上会提升技术弱国的科技和管理

水平，这必然推动新丝路经济带可持续发展。〔48〕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从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三方面，为新丝路经济

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提出了理论解释。如果没有生产成本差别，各地区在某些特

定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这促进专业化生产; 如果存在生产成本差别，各地区在

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这又促进地域分工; 如果这种成本差异依赖于

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和不同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要素比例的差异，区域内成员

合作加强，而区域间各国竞争加强。
在新丝路经济带建设中，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竞争合作理论认

为是否存在创造贡献的潜能、共同的价值观、有利于合作的环境和机会是促使合

作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49〕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是合作竞争方式选择的依据，产权、合约既是

合作竞争的前提，又是合作竞争的形式。新丝路经济带各成员国为了节约交易

费用，要实现以合作为基础的竞争; 合作的结果就是订立竞争规则，即合约安排

或产权制度。
合作竞争博弈理论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博弈各方追求团体理性，能够形成一

致的协议，分享合作剩余。〔50〕目前，由于新丝路经济带内走廊通道初步形成，基

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各国贸易规模大幅跃升等合作条件出现，〔51〕各国在竞争

过程中必然达成一系列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重视联盟内部的信息互通，契约执

行，追求联盟利益最大化，并且对合作剩余展开竞争。
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代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方面的机会均等。〔52〕

新丝路经济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持续协

调发展。各成员国通过竞争与合作，公平分享有限的空气、水等全球公共资源;

要积极维护本代人的公平，平等对待合作伙伴; 要积极致力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等活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污染，保障下一代人公平享受资源。

七、结 论

自从 2013 年习总书记提出大力发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以来，国

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与旧丝路不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加强

调中国———中亚区域经济的关联互动作用，重视空间分布和国际分工的层次性

和动态性，目前基本形成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极竞争与合作的国际格局，这

开启了新丝路竞争与合作的大时代。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文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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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相关研究总量偏少，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成果罕见，研

究机构具有区域性，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 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巨大空

间，中国政府应加强对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连续性、
系统性的基础理论研究。

为了共同利益，中国与中亚各国近年来试图实现产业和人口的“点—轴”集

聚。但是丝路合作机制在国家、区域产业层面仍然只是一个大框架，今后需要构

建基础构成、制度环境、合作形式、共生协同、问题治理等五大模块。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上的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其城镇化模式和区位优势

不同，这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博弈。中国丝路旅游开发要实

现跨区域、无障碍、一体化旅游。
目前，在国家层面政府推动丝绸之路合作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是这种行

政压力下的合作机制只能实现短期的有限合作和溢出效应，因为政府间的合作

框架只能指导而不能替代商业合作机制。国家、地区、产业和个人首先根据地理

相邻度、资源互补性、政治地缘性等确定合作基础构成，再根据制度环境，明确合

作各方的制度异质性和具体合作机制，最后形成各种合作模式，同时需要解决合

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构成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
图 1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机制

从经济学科来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区

域经济理论和竞争与合作理论。根据区域经济理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

注意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的等级性，要形成“核心区———辐射区———
边缘区”的空间结构; 在经济带内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实现竞争与合

作，从国际贸易向区域贸易转化，通过国际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竞

争理论进一步表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各国改革开放，促使劳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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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在平等、自愿、互惠原则下通过竞争，实现组织协作和技术创新; 各成员国

要发挥在地域分工中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选择最佳的合作伙

伴，加强区域内合作与区域间竞争。为节约交易费用，各成员国要在现有合作基

础上进一步界定明晰的权力关系，达成一系列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追求联盟

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分享合作剩余，促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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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into the history and changes of the acceptance of this Chinese folklore in ancient Japanese litera-
ture，expounds its variation with its acceptance，inheritance，adaptation and creation since the old times
in Japan，and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ogical regulations and inherent laws of trans － region-
al，trans － lingual and trans － cultural literary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he story of Zhu Maichen; change; writing; history ; logical regulations

Wang Chua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 Study on the Ｒesearchers of the Taiping Ｒebellion :
Focusing on the Biographical Ｒesources

of Luo Ergang

Abstract: T he 26 published biographical resources of Luo Ergang all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he has made to the study of the T aiping Ｒebellion． T he value of studying the researchers of the
T aiping Ｒebellion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and standard of studies on the T aiping
Ｒebellion through the biographies of Luo Ergang on the on hand; and seeking breakthrough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biographies of Luo Ergang through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T 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requiring to be studied on both sides．
Key words: T he T aiping Ｒebellion; researchers; Luo Ergang; biographical study

Fu Dehua
Fudan University

Literature，Ｒevolution，Politics : Liang Qichao’s
Comment on Tongcheng School

Abstract: Liang Qichao is a modern important literary figure，revolution being his outstanding contri-
bution． His revolution is not for literature，but for his political target． His comment on Tongcheng
School under the modernity perspective is based on the revolution，being political as the destination．
Tongcheng School was mainly established because of Fang Dongshu’s revolutionary spirit against the
sinology． Although criticism of Tongcheng School is a part to achieve his political goal，it opens the
modern fate of Tongcheng School，sets the basi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criticism．
Key words: literature; revolution; politics; Liang Q ichao ; T ongcheng School

Ｒen Xueshan1，2

1． Hefei University ;
2． Nanjing University

Ｒeview on Economy Zones of New Silk Ｒoad

Abstract : Since 2013，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zones of new Silk Ｒoad ( EZNSＲ) gradually
becomes a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 T he paper compared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Silk Ｒoad，combe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ed the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Silk Ｒoad，and analyzed the enlightenment of some existing economic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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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EZNSＲ． It pointed that，different from the old silk road，EZNSＲ has more
abundant connotation and more powerful functions;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EZNSＲ is to achiev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co － ex-
ist for a long time; effec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include basic composition module，
system environment module，cooperation form module，symbiotic coordination module and gov-
ernance module，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of EZNSＲ has to be driven by the model
of systemic function of these five big modules transformed from the government model; regional
economy，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ory enlighten the spatial expansion，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ZNSＲ significantly ．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funding the relat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encourage interdisciplinary re-
search and systemic theory research in future．
Key words: economy zones of new Silk Ｒoad; cooperation mechanism ;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e-
conomy ;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uai Jianjun1 ＆ Wang Zhengbing1 ＆ Zhao Yinke2

1． North W 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
2． X i’an Working O ff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
Ｒules and Ideas

Abstract :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includes two important aspects，physical rules and con-
scious ideas．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system was set up with the advent of strategy
N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t got strengthened accordingl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n the aspect of physical rules，Japanese government focuses on
the creation and renov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policies，law rules，supervisory sys-
tems，executive and judicial rules togeth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tching fundamentals and
service systems． T hus a new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been formed． On the
aspect of conscious ideas，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n incentive system and promoted rele-
vant systematic education so that the ideas on respecting knowledge and newly created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socially recognized and shared． Above all，these shared ideas as accepted
spiritual resources will help the adaptable transf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system．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rules; ideas

Yao Yuan
Anhui Ｒadio ＆ TV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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