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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容简介 

秉承“始于数据、精于数据”的理念，中经网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目标，利用统计数据资源优势和专业经验，围绕“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重点：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一带一路”统计数

据库，全面提供沿线 65个国家、国内重点省市和相关港口的主要经济统计数据，

力图对接中国需求与沿线各国的发展需求与发展特点，为深度剖析“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潜在机遇与挑战，为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战略决策、政策制定和

政策研讨，为各类科研院所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深入、系统的背景数据支持。 

输入网址：http://ydyl.cei.cn/，打开“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的主界面，如

图 1所示。“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架构图如图 2所示， 

http://ydyl.ce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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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界面 

 

图 2 数据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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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品特点 

★产品分类清晰：依托于国家“一带一路”愿景以及中国各省市在“一带一

路”中的战略地位，将国内重点省市与沿线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形成新亚欧大陆

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

廊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七大数据库。 

★指标内容丰富：围绕五大合作重点，数据库设置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特色

经济统计数据，涵盖经济、农业、工业、环境、资源、贸易、投资等十几个领域；

并以互通贸易投资合作为重点，提供中国及重点省市对沿线各国的进出口和对外

投资统计数据。 

★来源权威可靠：对数据来源进行严谨的考察，数据均来自于国际、国内权

威数据发布机构。 

★数据质量优良：专业的制作流程、完备的校验机制、深入的指标理解，确

保指标名称清晰易懂，确保数据的甄别、筛选、编码入库和注释说明准确可靠，

荣获 ISO9001 质量认证。 

★专业咨询服务：数据服务团队不仅致力于数据收集，准确把握统计口径，

及时跟踪统计制度的更新情况，更重视对数据内容的理解，既能够及时解答用户

在内容和使用上的疑问，还可以在数据分析和应用层面提供专业服务，为用户使

用数据扫清障碍。 

三、 产品内容 

3.1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的核心数据库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六大经

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下图为各个核心数据库的内容简介。 



中经网“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 

                            5 

 

图 3 “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内容简介 

3.1.1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该库主要包括 4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

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内省市。其中，贸易投资板块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

情况、各省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各省对外直接投

资情况。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阿尔巴尼亚、保加

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亚

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捷克、斯洛伐克、马其顿、波黑、塞尔维亚、黑山；沿线省市包括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安市、西宁市、兰州

市。 

表 1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指标架构 

结构 指标内容 

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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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3.1.2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该库主要包括 4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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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沿线国家、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内省市。其中，贸易投资板块

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各省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情况、各省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包括巴林、塞浦路斯、伊朗、伊

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土耳其、阿联酋、也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希腊；沿线省市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表 2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指标架构 

结构 指标内容 

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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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3.1.3 中巴经济走廊 

该库主要包括 4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国家、

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国内省市。其中，贸易投资板块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

情况、各省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各省对外直接投

资情况。中巴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是指巴基斯坦，沿线省市主要是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表 3 中巴经济走廊指标结构 

结构 指标内容 

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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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3.1.4 中蒙俄经济走廊 

该库主要包括 4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

家、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内省市。其中，贸易投资板块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进出口情况、各省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各省对外

直接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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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俄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是指蒙古、俄罗斯；沿线省市主要是内蒙古

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表 4 中蒙俄经济走廊指标架构 

结构 指标内容 

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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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3.1.5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该库主要包括 4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沿线国家、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内省市。其中，贸易投资板块包括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各省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情况、各省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是指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拉西

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沿线省市主要是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表 5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指标架构 

结构 指标内容 

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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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3.1.6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该库主要包括 4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

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内省市。其中，贸易投资板块包括中国与沿线国

家的进出口情况、各省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各省

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是指孟加拉国、缅甸、印度；沿线省市主

要是云南省。 

表 6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指标架构 

结构 指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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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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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3.1.7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该子库主要包括 5 大板块：一带一路指数、贸易投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

廊沿线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内省市、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沿线

国内港口。其中，贸易投资板块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情况、各省与沿线

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各省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子库中沿线国家是指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

缅甸、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

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越南、埃及、希腊；沿线省市主要是上海市、浙江省、

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沿线港口包括天津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深圳

港、湛江港、汕头港、青岛港、烟台港、大连港、福州港、厦门港、海口港、泉

州港、三亚港。 

表 7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指标框架 

结构 指标内容 

一带一路

指数 
 货运贸易指数、运量指数、运价指数、海路景气指数 

贸易投资 

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进出口总量、分行业进出口量额、分商品进出口额 

各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 各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沿线国家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GDP、GNI、人均 GDP、人均 GNI、分行业增加值、最终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通胀率；农村用地情况、化肥施用量、

农作物生产指数、农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额、分商品进

出口占比、国际收支平衡表等 

贸易畅通 

进出口量指数、适用税率、最惠国税率、物流绩效指数、

商品和货物进出口、农作物进出口额、农产品进出口量值；

金融账户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纳税次数、私营部门

投资等 

能源环境 

土地面积、地表面积、森林面积；各类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水资源总量、濒危物种数、CO2 排放量、密度和城市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水工业污水排放、农业排放；能源

生产量、能源消费量及进出口量值、发电量、单位 GDP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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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库存量、设备装机容量等 

设施联通 

航空客运量、客货运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物流绩效指

数；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人口互联网用户和

固定宽带用户数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指标、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指

标；学生人数、入学率、毕业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数、

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国际旅游收支、出

入境旅游人数；军费支出、武器进出口、统计能力评估；

收入分配、贫困差距；社会保险、移民情况；医疗支出、

改善水源受益人口、卫生服务；营养不良患病率、HIV 感染

率、吸烟普及率等 

资金融通 
银行准入、银行资产、资本市场、汇率、利率、货币；财

政收支、政府外债、官方发展援助等 

沿线省市

经济数据 

经济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进出口总额；价

格指数、财政收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及单

位面积产量、农产品播种面积、工业产品产量、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等 

能源环境 
行政区划和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森林面积；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能源产量、发电量、消费量等 

设施联通 

客运量、货运量、周转量、公路里程、汽车拥有量；邮电

业务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业务量

等 

贸易畅通 
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利用外资情况等 

民心相通 

人口数及人口变动情况、就业人员数、劳动报酬、失业率、

人民生活、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数、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等 

沿线港口经济数据 

规模以上沿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沿海港口码头长度、沿海

港口泊位数、规模以上沿线港口生产用/非生产用码头长

度、沿海港口旅客吞吐量、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3.2  各国概况 

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行政规划、地理环境、国家特征、人口、经济、

交通运输、外交、文化等信息，作为经济统计数据的重要补充，为研究人员更深

入了解各国的经济文化背景，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和战略规划提供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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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国概况内容示意图 

3.3  经济监测 

除统计数据和各国概况外，为了让研究人员直观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在首页面提供贸易依存度监测图表，衡量“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包含“一带一路”沿线 18 个重点省份外贸依存度、

“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贸易伙伴国外贸依存度、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65 国外

贸依存度 TOP10。见下图。 

 

图 5 贸易依存度监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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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品功能 

4.1  功能示意图 

 

图 6 “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功能示意图 

4.2  系统操作步骤 

《“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操作简单，步骤清晰，便于研究人员快速定位

指标。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选择数据库或各国概况 

《“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提供两种方式进入七大数据库或各国概况，如

下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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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数据库选择示意图 

（2） 选择分类、报表、指标并对指标进行筛选 

按上一步骤完成数据库选择后，进入数据库查询展示系统，界面分为三大区：

数据目录区、指标选择区、数据展示区。数据目录区以树形结构提供数据索引。

指标区以列表形式展示各表数据指标，该区又分为备选指标区和终选指标区。数

据按树状结构组织，方便用户选择，窗口左侧为备选区，右侧为终选区，选中序

列后可以进行数据查看；支持展示每条序列的基本信息列表，包括地区、单位、

起止时间等重要信息；支持按照指标名称、地区、单位、频度、开始时间、结束

时间、更新时间和来源等维度排序以便于序列筛选。 

（3） 数据提取 

指标选择完成后，点击页面右上的数据提取按钮即完成了对终选区数据的提

取，提取后的界面展示指标的数据信息，并可以进行作图和导出操作。 

4.3  数据查询功能 

中经网《“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可以根据专题和关键字段的方式灵活检

索指标。如果使用者清楚知道目标指标属于数据目录区哪个专题下，可以通过点

击左侧数据目录区的树形结构查找相关指标。数据库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查询条

件进行指标筛选，同时可从查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快速准确查找到所需指标。

备选区、选中区清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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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数据查询功能 

4.4  数据显示功能 

在查询界面选中指标后，点击界面右上角的“查询数据”按钮，即可进入数

据显示界面，系统默认展示 24 个时间点的数据。 

 

图 9 数据显示界面 

显示界面的数据展示区，主要是显示数据报表，序列信息和数据个数，包括

转置、空值过滤、导出等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修改开始和结束时间调整数据显示区间。 

如果想重新选择指标，可以直接点击左侧节点，重新回到指标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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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本图形功能 

中经网《“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自带基本图形功能，供研究人员直观查

看和分析数据。作图工具可以实现自主选取相关指标，实现相关指标的作图分析，

直观展现数据趋势；自定义图形类型（包括线图、柱状图、柱线图、饼图）、字

体调节、颜色可设置为黑白模式或彩色模式便于不同展现目的；作图所用指标的

起始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图例、标题可自由设置。 

 

图 10 作图功能 

4.6  同步更新功能 

通过中经网维护的数据可以自动同步更新，内容更新时，在有数据更新的节

点左下角将出现更新标记“ ”，便于用户第一时间得知、使用新数据。 

4.7  数据导出功能 

中经网“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具备序列信息、历史数据一键导出功能，可

导出 EXCEL 格式并保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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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据来源 

数据 来源 

“一带一路”指数 上海航运交易所、宁波航运交易所 

贸易投资数据 海关总署、商务部 

沿线国家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DI）、世界贸易组织（WTO）、、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CTAD）、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美国农

业部（USDA）、联合国商品贸易（UNComtrade） 

沿线国内省市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地区统计年鉴 

沿线国内港口数据 

各国概况 商务部 

六、 更新时间 

因各机构数据发布时间不同，中经网将持续跟踪各机构数据发布情况，确保

第一时间更新入库。下表为各数据发布机构的数据更新时间。 

数据来源 更新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每月 26-30日 

世界银行（WDI） 每年 4/7/9/12月 

世界贸易组织（WTO） 每年 4/7/8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CTAD） 每年 6月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 每年 11月 

美国农业部（USDA） 每月 7-25日 

国家统计局 次年 3、5、10月覆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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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统计局 次年 10月开始陆续更新 

海关总署 次月 8日、23日 

商务部 次月 16日 

上海航运交易所、宁波航运交易所 每周发布更新 

注：各机构数据发布时间可能有所调整，以实际更新时间为准 

七、 序列长度 

“一带一路”统计数据库 月度 年度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中巴经济走廊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中蒙俄经济走廊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始于 1995年 始于 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