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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10 日，中国、沙特、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

成协议，恢复双方外交关系。此次中国主导的和平协议被国际舆论称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胜

利”。这一中东局势的重大突破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开辟了新道路，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

家间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东地区当前局势的脆弱性，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仍需国际社

会付出巨大努力。为此，我们认为未来中国需发挥引领作用，提供系统性规划推进多层基础

设施融合，加强地区各国联通，以具体行动路线图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促使中东地区重心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转变，与各国共同推动中

东持久和平。

编者按

虽然全球智库或商业机构已开展大量“区域融合与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究，但是为

全球的前瞻性思想和决策者行动的具体指引是缺位的。因此，港湾海外（https://www.

harbor-overseas.com/）、 北 京 大 学 中 外 人 文 交 流 研 究 基 地（ 简 称“ 研 究 基 地”，

http://igcu.pku.edu.cn/）、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简称“学会”，https://www.hkiif.org/

a-list/29465-chs）融合三方的视野、知识和经验发起这项合作并发布《亚洲智慧城市季评》。

这项先驱性的工作，将提醒我们（以及全球各领域的精英和决策者）所具有的引导全球区域

融合与发展并建立全球基准的责任。我们将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产业发展视角识别目标

区域的挑战，我们还将提供以区域融合为导向的建设智慧城市的方法和融资建议。当前我们

将聚焦亚洲，在合适的时间也会讨论亚洲之外的区域。

前言01



亚洲智慧城市季评  以区域融合为导向的智慧城市评论
1

促使文化、宗教、政治和安全利益迥异的西亚走向合作极具挑战。迄今为止，该区域与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以能源、航空宇航、安全和公共设施为主，也包括在垂直应用领域开

展的信息技术合作，但对促进区域融合方面的工作却很有限。期待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

东盟在内的亚洲经济体，能与美国或欧洲共同对此做出有效补充，稳定而繁荣的西亚符合全

球利益。在此建议围绕利雅得、德黑兰设定两个系统性目标，促进区域融合。

利雅得圈层：

（一）贝鲁特 / 的黎波里 / 海法 - 大马士革 - 安曼 - 亚喀巴 - 吉达 - 吉赞之路；

（二）利雅得 - 科威特城 - 巴士拉 - 巴格达 - 大马士革 - 贝鲁特之路；

（三）利雅得 - 麦纳麦 / 多哈 / 阿布扎比 - 马斯喀特 - 杜库姆之路。

德黑兰圈层：

（一）巴格达 - 德黑兰 - 阿什哈巴德 - 中亚之路；

（二）中亚 / 阿什哈巴德 - 马什哈德 - 恰巴哈尔之路。

问题02

图一、西亚（讨论：各方；绘图：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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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这两个系统性目标是因为：（一）、利雅得和德黑兰是利益中枢；（二）、安曼、巴格达、

马斯喀特 / 杜库姆是区域融合的关键节点。考虑到未来有计划讨论中亚，故本次不对中亚区

域节点诸城（阿什哈巴德、塔什干等）给予深入探讨；（三）、明确瓜达尔和恰巴哈尔的角色。

本节由陈溪博士（港湾海外）和项目协调员高丹博士（研究基地）起草，由王栋教授（研

究基地）、陈溪博士（港湾海外）、肖耿教授（学会）审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系吴冰冰教授对问题识别部分的重要贡献。

根据两个系统性目标，我们提出“轨道交通先行、智慧城市跟进”，从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融合的角度构建以利雅得、德黑兰为中枢的区域融合之路。

轨交先行。首先，技术标准不是问题。和欧洲及中国一样，中东诸国通行标准轨距（1435

毫米），即便需要与俄罗斯、中亚或南亚宽轨（例如 1520 毫米）对接，在换装站交换货物

或更换火车轮对即可。其次，复用已有轨道和新建传统铁路或高速铁路来打造高品质轨交体

系，是实现人和物在西亚大尺度空间下流动的首选途径。

智慧城市。在节点城市兴建智慧城市拉动城市群的产业、产生足够就业并对冲其他

风险至关重要。然而面对区域经济不平衡，需要采用不同的智慧城市建设节奏。例如，有

线网络或无线网络建设是巴格达的首选任务，对于安曼、马斯喀特 / 杜库姆或沙特西北部的

NEOM 新城，则建议建设面向未来的交通枢纽和智慧社区。这些面向公众的远程交互系统

和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实现安曼或马斯喀特与利雅得以及其他红海、波斯湾沿岸城市

的人文交流、文化探索、远程办公或在线娱乐。这不仅促进远在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和

欧洲的技术进步，例如透明的 AR 眼镜、广角可视的裸眼 3D 技术或边缘计算技术，本地的

信息技术服务业也将因此繁荣。

无论是利雅得还是德黑兰，如果希望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动力，让国民具备更强的创造

力，他们将主动考虑建立与技术发展相互适应的数字治理体系，例如制定“规划、建设、运营”

管控体系、引导数字巨头健康发展、统筹区域应急体系。也需要采用推动数字要素市场发展、

方法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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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国际规则和技术伦理以及提升人民数字素养。

关于贝鲁特、的黎波里、大马士革和海法。无论哪个城市主动承担“地中海 - 西亚 - 中

亚 - 东亚”贸易起点的角色，都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当前贝鲁特、大马士革以及巴

格达等城市不具备良好的经济或安全条件，但在共同利益下，我们相信利雅得和德黑兰拥有

智慧去做点什么。

关于恰巴哈尔和瓜达尔的角色。对于伊朗、土库曼斯坦或俄罗斯而言，恰巴哈尔是进入

印度洋的更好选择，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则更青睐瓜达尔。这两个港口分别承

担来自中亚的贸易，将彼此视为合作伙伴将有更多好处。建议推进德黑兰圈层与喀什 - 中亚 -

瓜达尔之路的对接。

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果利雅得和德黑兰拥抱区域融合，西亚的土耳其、高加索山诸国，

以及域外的埃及、印度和俄罗斯均将受益。

关于供应商（从规划、投资、建设到运营）。他们既是本土精英，也是全球企业。我们

对具体供应商的选择没有偏好，建议在高水平的顶层设计之下做出全面安排。

本节由陈溪博士（港湾海外）起草与审阅。

上述庞大的轨道交通网和智慧城市网，需要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

基于利雅得圈层设立目标一：鼓励利雅得、阿布扎比、迪拜或多哈接纳来自美国、欧洲、

东亚和俄罗斯的货币和资本，建成包括金融开放、资产管理、投融资服务和金融科技的全球

金融中心；

基于德黑兰圈层设立目标二：鼓励伊朗在波斯湾规划经济特区，例如恰巴哈尔或阿巴斯

港，对来自欧洲、东亚、中东、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本持开放态度，建成包括金融开放、投融

资服务的区域金融中心；

这两个包容性目标将创造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为庞大的项目群提供债权或股权融资，

与传统、数字和制度基础设施共同促进区域融合。

本节由陈溪博士（港湾海外）起草，由肖耿教授（学会）、练卓文（学会）审阅。

融资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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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短期内本区域的文化、宗教、政治及安全冲突难以被调和，但我们仍尽力提供融

合各方利益的策略，支持西亚成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这张连接节点城市的高质

量轨道交通网和智慧城市网，不仅促进区域发展，也将为全球科技与金融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

本节由高丹博士（研究基地）、陈溪博士（港湾海外）起草。由王栋教授（研究基地）、

陈溪博士（港湾海外）、肖耿教授（学会）审阅。

结论05

狭义智慧城市指向信息与通信技术，但这是不完整的。广义的智慧城市是城市业务、信

息技术和治理机制的融合。因此，我们相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基础设施必

须被融合使用，以促进区域融合。关于区域融合为导向的智慧城市发展方法论可参考 2022

年亚洲智慧城市排名。

欢迎全球的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产业发展、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或应用、

制度基础设施或政府事务、金融等领域的机构加入这项工作，请联系：general@harbor-

overseas.com。这将为我们的工作以及世界带来多元和创新思想、专业知识和本地视野。

由港湾海外向外部伙伴发出正式的邀请函。

产 出 物 可 以 被 任 何 机 构 和 个 人 使 用， 但 请 事 先 获 得 允 许， 请 联 系 我 们：general@

harbor-overseas.com。任何的推广、研究或商业活动中，港湾海外、北京大学中外人文

交流研究基地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的名称应被同时使用。

建议引用格式：港湾海外、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亚

洲智慧城市季评：西亚》,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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