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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现状、挑战与路径*

—— 以中马合作建设数字产业为例

陈思静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作为广受欢迎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缩小了沿线地区的数字鸿沟、促

进了沿线地区的多边贸易，呼应了时代浪潮、回应了“数字霸权”现象，充分彰显了“一带一路”合

作包容发展的特质，在东南亚等地区得到广泛认可。马来西亚作为网络用户群体增长迅速、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良好的东盟国家，近年来出台了《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等一系列有利于数字

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本国数字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当前，中马两国政府政策沟通渠道畅通，高位

推动数字合作，签署了一系列数字合作协议，在电子商务、数字基建、数字科技研发等领域取得了

显著的项目共建成果，数字产业合作全方位惠及马来西亚民众生活及企业经营方式升级，双方具

有良好的合作前景。然而，两国合作仍然面临一定的外部环境考验，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

工作，通过开展政府间数字对话、增加留学生交流计划等方式夯实双边互信关系，同时进一步精

准对接双方的合作需求，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继续扩大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数字产业

的深度参与，助力马来西亚数字人才培养，强化两国政府间打击网络犯罪、数字法治建设等领域

的数字治理合作，为中马双方的数字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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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第四次 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推 进的时代

背景下，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合作日益引发各国

的广泛关注。在2023年结束的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各国一致同意要“打

造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

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

作互利共赢的数字丝绸之路”“支持推进数字

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就数字产业合

作达成了多项具体合作清单，彰显出中国参与

全球数字合作的贡献与智慧。

作为广受欢迎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数字

丝绸之路”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

广泛关注，无论是全球视域下的“数字丝绸之

路”整体推进路径研究，[1]还是中国同东南亚[2]、

非洲[3]、阿拉伯[4]等地区的“数字丝绸之路”建

设策略展望，乃至聚焦于“数字丝绸之路”法律

秩序构建的依附型、独立型路径探索，[5]均体现

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尊重各国主权、引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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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展、合作、共赢历史潮流的时代特征。[6]

然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数字丝绸之

路”倡议的美好愿景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切实

转化为国际合作成果，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的民生福祉。因此，完成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出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国别合作方案，特别

是针对马来西亚等重要的地区国家，需要进一

步理清数字产业合作中的优势与现状，以期提

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二、“数字丝绸之路”的时代
贡献与马来西亚的数字动能

2017年，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

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

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

‘数字丝绸之路’”。经过数年的推进，“数字

丝绸之路”倡议在沿线地区广受欢迎，创造出

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对于中马两国而言，以共

建“数字丝绸之路”引领两国数字合作，能够充

分激发两国数字发展动能，可谓正当其时。

（一）“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呼应数字时代

浪潮

人类在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科学技术

对于人类生活与社会生产的影响与日俱增。美

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70年代便

指出，由于计算机的高速扩展使用，“我们正在

使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精明能干’”了。[7]在以

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几十年

后，人类日益享受到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

数字技术带来的时代红利，全球的数字贸易规

模、数字制造业飞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各国的互

联互通及传统工业智能化进程，使全球产业链

发生了深刻变革。依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9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报告》，2005—

2017年，全球宽带的平均网速从5兆增长到700

兆，[8]未来有望突破千兆大关，基础设施的深刻

变革很容易映射到各项数字产业门类中。中国

通信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至2020年，

全球数字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60%，全球参与跨境电商网购的人数亦在稳步

增长。[9]因而即便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

数字产业依旧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实际上，通过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推进

互联互通建设的设想早已有之。2013年，美国

的钱德尔教授便提出通过“电子丝绸之路”建

设推进沿线地区贸易，[10]但真正使这一设想变

为可能的，仍须归功于我国在2017年提出的“数

字丝绸之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倡议启航之

初，我国并未将数字产业作为互联互通建设的

重点，但随着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及合作模式

的不断创新，我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与沿线各国签署了大量的数字合作协议，建设

了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大量的数

字基础设施，与沿线国家的数字科技合作、数

字人才培养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力带动了

沿线各国的数字产业水平，有力呼应了以数字

技术引领的时代浪潮。

（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回应数字霸权

现象

尽管各国日渐认识到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的

数字产业进而紧紧抓住数字时代的红利，但从

全球数字产业的布局情况来看，各国数字产业

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矛盾仍然客观存在，除中国、

印度等少数发展中国家之外，多数发展中国家

难以充分享受到数字时代的红利。2019年至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发布了3份《全球数

字经济报告》，尽管3份报告聚焦的主题各不相

同，但都无一例外的关注到发展中国家在数字

时代有可能遭受的发展困境。其中，2019年的

报告重点聚焦数字产业效益的产生与获取路

径，该报告认为“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在基

础设施建设、财政支持、人才培养、法律机制

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取数字平台建

设的收益”；2021年的报告重点关注跨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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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该报告认为多数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存储、收集、分析能力较为

滞后，全球数据明显呈现“由南向北”流动的趋

向；[11]2024年的报告重点关注数字产业可能导

致的碳排放问题，该报告认为发达国家每年废

弃的各类电子设备数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

以上，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未能公平享受

数字红利的同时，还必须承受相同程度的碳排

放损害。[12]可见，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

不平等体现在产业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

究其原因，当然不能否认广大发展中国家

自身基础较为薄弱等客观事实，但长期以来美

国等引领科技革命的西方国家实施“数字帝国

主义”、试图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数字

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等所作所为，[13]其影响同样

不可忽视。因此，只有逐步消解“数字霸权”现

象、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公平分享数字红利，

才能增进全球的共同繁荣。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充分

彰显了其包容发展的特征。我国推动达成的一

系列数字合作国际规范以不具有强制任务属性

的软法为主，为我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数字

产业合作留有充足的空间，同时我国企业参与

的一系列数字产业项目也体现出“物美价廉”

的特征。我国以低于西方国家5%~40%的同等

报价支持了不少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发起设立了兼具优质便捷、成本低、灵活性

强等特征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14]同非洲国家开展了广泛的数

字医疗、数字教育线上线下合作，[12]以切实有效

的行动回应了当下的“数字霸权”现象，使广大

沿线发展中国家享受到公平的数字红利。

（三）“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激发数字发展

动能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之所以在沿线国家

广受欢迎，除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自身的普

惠性、包容性特征之外，各国发展本国数字市

场的愿景及相应的政策支撑，同样是激发本国

数字发展动能的重要因素。目前，马来西亚的数

字产业要素较为完备，法律政策支撑较为有力，

中马有望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激发双方

的数字发展动能。

一方面，马来西亚国内的数字基础较为良

好、数字市场前景广阔，两国能够通过全面数

字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依照世界银行于2018年

发布的《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新驱动》报告，

马来西亚已经可以为多数国民提供最基本的数

字服务，[15]但其稳定性仍然有待提升，数字服

务的价格也有待降低，特别是部分偏远地区的

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有待继续提速，因而中马两

国仍有望在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方面进一步拓

展空间。同时，马来西亚总人口中的网民占比达

到了81%，仅2021年就增长了300万网民，其中

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超过了3000万人，

因而马来西亚的手机APP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如果中国企业能够深层次参与马来西亚

的商务、通讯、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手机APP研

发，将创造可观的数字产值。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国内的数字产业发展

政策体系较为完备，为对接“数字丝绸之路倡

议”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政策支撑。在东盟十国

当中，马来西亚制定数字规划的起步时间早、

涉及领域广泛（见表1），2021年提出了《马来西

亚数字经济蓝图》十年规划更是极具前瞻性，

就公共部门的数字服务能力、开放竞争的数字

经济市场建设、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效能、数

字人才的培养、数字服务人群的覆盖、网络安

全的保障等提出了详尽的规划，希望在2030年

通过数字经济引擎将马来西亚带入高收入国家

群体。[16]在这份报告中，马来西亚鲜明地提出：

“为了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人不被数字时代所

淘汰，已经到了整个国家加速转型、进一步发

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鼓励数字创意、努力创造所有马来西

亚民众的数字生态环境”。同时，报告还对提升

政府工作效率、优化马来西亚营商环境提出了

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对于希望参与马来

西亚数字产业发展的外国政府和企业来说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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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良好宽松的政策环境。综上，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浪潮中，马来西亚对于数字经济的发

展有着清晰的国家规划，“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将充分激发中马数字产业合作的新动能。

三、“三共”原则视域下的中马
数字产业合作机遇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指导原则，表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平等对话、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坚定

态度，对于中马两国的数字产业合作也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两国目前在政策沟通、项目合

作、成果共享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将

为两国未来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一）政策共商：多渠道汇通彼此合作意愿

从中国—东南亚的多边合作渠道来看，东

南亚地区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场域，

中国和东盟组织及东盟各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

成果完全能够辐射中马两国双边的数字产业

合作。双方通过“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

议”“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中国—东盟

博览会”等渠道，先后达成了《中国—东盟战略

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东盟关于建立

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落实中国—

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

2025）》等重要的合作文件，为中国与东盟的整

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中国与多数东盟

国家都签订有双边的数字产业合作协议，不少

东盟国家亦是《“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北京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重要国际文件的发起国、签署国，中国与东

盟各会员国的国际合作具有相应的规则基础。

在达成上述一系列合作成果的过程中，马来西

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成果的落实，

也将为加速马来西亚数字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

的机遇。作为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合作的标志

性成果，“中国—东盟信息港”近年来为提升货

物通过效率、增进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支点作

用，[17]马来西亚亦在信息港的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同东盟的数字化、信息化建

设的丰硕成果。

从中马两国的双边合作来看，数字产业在中

马合作当中的重要性也日渐突出，两国政府对

于全方位提升双边数字合作提出了诸多设想，

其中2024年6月李强总理访问马来西亚时达成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

深化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中马命运共

同体的联合声明》可谓继续加强两国友好合作

的标志性文件，[18]声明明确提出“两国将把握

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能源等新质生

产力发展契机”“共同开发和确定相互协同的

新领域”。同时，两国政府还达成了专门的“加

时间 政策文件

1996 多媒体超级走廊
（The beginning of MSC Malaysia）

2004 多媒体超级走廊国家开拓计划
（MSC Malaysia National Rollout）

2010 国家宽带建设计划
（National Broadband Initiative）

马来西亚第10个国家发展计划
（10th Malaysia Development Plan （2011-2015））

2011 数字马来西亚
（Digital Malaysia）

2012 马来西亚国家科学技术创新规划
（National Policy On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2013 -2020)） 

2013 大数据分析规划：数字公共部门
（Big Data Analytics Initiative: Data Raya Sektor Awam）

2014 开放数据规划
（Open Data Initiative）

2015 国家物联网战略路线图
（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IoT) Strategic Roadmap）

2016
-

2017

马来西亚第11个国家发展计划
（11th Malaysia Development Plan （2016-2020））

国家电子商务战略路线图
（National eCommerce Strategic Roadmap (2016-2020)）

公共部门数字产业战略规划
（Public Sector ICT Strategic Plan (2016-2020)）

马来西亚生产率路线图
（Malaysia Productivity Blueprint (2016 -2020)）

数字自由贸易区
（Digital Free Trade Zone（2017））

2019 国家5G发展特别行动
（National 5G Taskforce）

马来西亚第11个国家发展计划中期回顾
（Mid Term Review of the 11MP (2018 - 2020) ）

国家互联互通规划
（National Fiberisation and Connectivity Plan (NFCP) (2019-2023)）

第四次工业革命国家规划
（Industry4WRD: National Policy on Industry 4.0 (2019-2025)）

马来西亚智慧城市网络
（Malaysia Smart City Framework(2019- 2025)）

共同繁荣2030愿景
（Shared Prosperity Vision 2030）

表1   马来西亚数字产业政策文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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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可

见，在两国政府的顶层设计中，数字产业合作

已占据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在其他的外交活

动中，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数

字领域合作。2021年10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伊

斯梅尔·萨布里参加第130届广交会时便指出，

20 09年之后中国便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

伙伴，马来西亚愿同中国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

全面合作；[19]2024年7月，马来西亚投资、贸易

和工业部长扎夫尔也表示，“希望两国共同探

索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

术，不仅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全球福祉做出贡

献”。[20]两国政府对数字合作的高度重视，一方

面表明双方在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背景下，已充分认识到发展数字产业、数字科技

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两国将继续畅通

数字产业合作渠道，全方位惠及两国民众。

（二）项目共建：多领域推进两国数字建设

在两国政府就数字合作达成充分共识的情

况下，两国企业也以项目共建等方式推进数字

产业合作，其中一些标志性的项目对于全方位

带动两国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就电子商务合作而言，阿里巴巴、天津渤

海商品交易所等中国企业陆续投资马来西亚电

商平台建设。特别是在2017年3月22日，阿里巴

巴集团便与马来西亚共同建设“自由数字贸易

区”，系中国以外的第一个eWTP试验区，[21]通

过发挥产业集群优势，为马来西亚中小企业跨

境贸易提供物流、仓储、通关、贸易、金融等一

系列供应链设施和商业服务。根据阿里研究院

公布的《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报告，马来

西亚位列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排名中的第三

名，并且在2015—2016年，马来西亚的天猫国际

商品成交额增长了140倍，[22]这表明中国企业的

共建项目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电商零售产业的

蓬勃发展。

就数字基础设施合作而言，华为等中国企

业很早便着手在马来西亚开展海底电缆、数据

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畅通东盟国

家之间的信息通道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华为在

参与MCT（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海底电

缆系统建设时，能够与马来西亚电信公司、泰国

电信公司等合作伙伴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加强

需求对接及优势互补，打破了三方合作中常见的

“不欢而散”的结局，彰显了“团结互信、平等

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23]

就数字科技研发而言，新华三集团、中国港

湾工程有限公司、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中国数

字企业很早便布局马来西亚市场，重点聚焦人

工智能相关产业，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

等官方机构和马来西亚G3科技公司等马来西亚

企业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涉及人工智能产

业园、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建设等多项工程，进

一步助力两国数字科技水平提升。

（三）成果共享：全方位惠及双方企业民众

我国2022年2月公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稳步推进，5G等新型技术的应用普及

不断提升，在数字医疗、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日渐

显现，电子政务的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因而我国在数字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具

体实践，均能够给马来西亚的数字发展提供一

定的借鉴，并切实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

就马来西亚民众的生活而言，中马两国的

数字产业合作大力带动了马来西亚的数字就

业，逐渐使马来西亚民众的生活更加便利，线上

教育、线上医疗、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智能建造

等领域的进步正全方位造福马来西亚民众，特

别是在数字支付领域，随着微软、支付宝等中国

企业的数字金融服务落地马来西亚，目前马来

西亚国内的电子支付使用率正在不断上升，[24]

线上数字生活日益得到马来西亚民众的青睐。

就马来西亚企业的经营方式升级而言，马

来西亚除了推动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服务数字

产业自身的迅猛发展之外，[25]传统产业的数字

化升级成效也逐步显现。据Mendeley Data等相

关数据共享平台的统计，2020年之后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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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的数字工具使用率

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马来西

亚企业更加重视数字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数字战

略的制定，而数字转型也切实提高了不少马来

西亚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据马来西亚大学联

合会等机构研究表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在实

现数字化转型后，评价生产效率能够提升27%

以上。[26]可见，中马数字合作将持续惠及两国民

众生活及生产经营，双方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四、中马数字产业合作的路径
探索与远景展望

展望中国和马来西亚未来的“数字丝绸之

路”合作远景，仍然面临一定的内部和外部压

力，双方应采取各种措施增进互信、对接需求，

加快人才培养，共同推进数字治理，实现两国

数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舆论引导营造良好合作氛围

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推进中马数字产业合作

的重要基础，只有当中马两国民众都充分认识

到数字产业合作的光明前景时，才会全面支持

数字产业的各项合作。然而，面对部分西方国

家不怀好意的舆论宣传，中马两国媒体有必要

继续强化舆论引导和宣传合作，避免“数字丝

绸之路”的建设合作面临舆情风险。

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国家智库对“数字丝

绸之路”持敌对态度、刻意抹黑，十分警惕中国

企业在马来西亚市场的持续开拓。例如，加利福

尼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中国事务项目的负责

人巴里·诺顿曾在2020年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

《中国的工业政策与“数字丝绸之路”：阿里巴

巴在马来西亚的实践》。诺顿在报告的对策建

议部分提出，中国政府主导的倡议不会为东南

亚地区的数字市场带来积极影响，[27]美国和日

本必须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为东南亚地区提

供更具吸引力和性价比的选项。其作为研究中

国问题的专家，提出如此具有倾向性的观点，

其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敌视可见一斑。与

之相比，尽管西方科技公司针对马来西亚发布

的数字产业研究报告语气较为缓和，但其对马

来西亚市场的重视仍然可见一斑。以谷歌为例，

其在2021年发表了题为《将马来西亚定位为区

域数字产业领导者：数字经济的转型与谷歌的

贡献》的报告，[17]该报告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

谷歌对于推进电子商务、线上消费及创造就业

等方面的贡献。尽管该报告有自我标榜之嫌，但

仍然值得我国企业引起重视，在市场经营和舆

论宣传方面制定更为完备的策略加以应对。

为了营造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良好外

部环境，中马两国政府应考虑开展更多的政府

间数字对话、政企需求对接活动及留学生交流

计划，让更多的马来西亚民众了解中国的数字

产业发展。目前，中马两国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进展顺利，在学历互认、合作办学等方面有着

长期的合作经验，[28]如果双方能继续加强信息

技术专业的高等教育合作，将为提升双边的数

字互信提供更直接的帮助，马来西亚官方、高

校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如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

展局2019年举办的“数字丝绸之路—马来西亚

与东盟的数字商机”研讨会、马来西亚管理与

科学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大讲堂启动，都为

“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互信根

基。同时，中马两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当地的中文

媒体阵地以及微信等社交媒体软件，发挥新闻

媒体、民间组织友好往来的积极作用，宣传中

马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成果，引导马来西亚

民众对两国合作产生正向的认识。

（二）以精准对接需求提升合作实效

互利共赢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中马数字产

业合作并非中国单方面的人才、资金、技术输

出，必须充分考虑两国当下的数字产业发展需

求，以高效的资源投入达成合作目标。中马两国

现有的合作项目尚未全面覆盖《马来西亚数字

经济蓝图》当中的全部产业发展规划，对于马

来西亚官方实现规划的具体时间节点及量化指

标，我国企业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依

据马来西亚经济规划办公室主任（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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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of  Economic Planning Unit ,  Pr ime 

Minister’s Department）的计划，马来西亚全国

数字产业在2021至2030年的总体建设规划是，

2021—2022年重点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3—

2025年重点实现全面数字经济转型，2026—

2030年要在东盟地区市场的网络安全建设方面

取得领先地位。就具体的指标而言，要在2025

年之前依靠数字产业创造5万个新就业岗位、所

有国民都实现居家使用网络的条件，以及所有

学生都能够在线学习；87.5万家的大、中、小型

企业都要开拓电子商务业务，以及全体公务员

掌握线上办公技巧、80%的政府公务实现线上

办公、80%的政府资料实现云储存等[29]。因此，

对照这些具体的指标，我国应在2022—2025年

间与马来西亚重点开展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

方面的培训，特别是推广我国在电子商务平台

的建设、运营、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先进经验，

展现我国政府公务平台建设的先进成果。

同时，我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充分

研究马来西亚对数字产业的发展规划及相关

法律政策，在双边及多边合作中精准定位马来

西亚对于数字产业的发展需求，通盘考虑我国

数字企业的技术优势及产业优势，及时出台相

关的优惠及激励政策，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

位，推进我国企业充分对接马来西亚市场。例

如，市场竞争与反垄断问题，一直是影响马来西

亚数字基础建设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外国企业很难入局相关产业，间接导致

其国内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人接手”。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已充分认识到垄断

的弊端，正在考虑改变其国内立法政策，我国

企业应充分关注相关动向，适时入局马来西亚

的数字基建市场。

（三）以数字人才培养夯实合作基础

数字人才是一国数字产业可持续发展不可

或缺的资源基石，如果数字人才的规模及能力

素养有所欠缺，则不仅会将大量的就业机会拱

手让出，其本国数字科技产业的持续进步也将

因从业人员的短缺而难以为继。对此，马来西亚

也提出了明确的数字化教育方案，即要求在小

学和中学阶段加强信息技术普及教育，在职业

教育中更加强调包含信息技术在内的能力全面

提升教育，同时还要求对已就业人员实施信息

技术再教育，最终实现马来西亚全民掌握一定

的信息技术。

然而，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并

不均衡，各州的教育水平及数字教育水平也呈

现出失衡状态，全国范围内能够接受科学、技

术培训课程的学生数量较为有限，这 显然与

“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人不被数字时代所淘

汰”的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受制于数字人

才短缺的现状，马来西亚的数字科技与应用水

平也有待提升。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科

研指数，马来西亚位列全球第42名，这显然与

其在《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当中提出的宏

伟目标存在一定的距离，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2021年公布的报

告，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对已有数字技术的应用

比率也较为有限，[30]这对其未来提升综合竞争

力造成了阻碍。

面对这一现状，有不少马来西亚政府官员

希望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强化马来西亚

本地的数字人才培养。例如，2020年11月，时任

马来西亚旅游、文化和艺术部长南希女士在接

受《新加坡新海峡时报》采访时指出，中马共

建“数字丝绸之路”将充分提升两国的友谊和

双边合作，特别是能够为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提

供一个富有创意的平台，激发年轻人在动画制

作、新媒体等领域的创意和潜力。因此，我国

数字企业在马来西亚国内投资时，应当同时带

动马来西亚当地的就业，吸引更多的马来西亚

国民进入数字产业，为马来西亚国内的数字人

才培养做出相应的贡献。除了阿里巴巴对马来

西亚“数字自贸区”的投资建设外，中兴、华为

等中国企业亦积极介入马来西亚数字人才的培

养。例如，中兴于2016年同马来西亚多媒体大

学签署了教育合作备忘录，[31]通过校企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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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一步助力马来西亚的数字教育，华为在

2018年发布了《加速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发展》

白皮书，提出华为将进一步优化马来西亚中小

企业参与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为提升其数字

转型能力提供服务。因此，在中马双方均已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数字贸易国际

政策环境持续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更应

抓住机遇，继续扩大对马来西亚数字产业的参

与，并在这一进程中培育更多的马来西亚本土

数字人才。

（四）以数字全球治理延展合作空间

在过去的十年间，“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而“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作

为“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创新性提议，其不

仅涉及科技、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更

涉及标准、规则的互联互通及全球数字治理的

共同参与。在中马两国政府已经畅通交流渠道

的基础上，双方应寻求共同立场，加强网络安全

等方面数字治理合作。

根据马来西亚本国提出的《数字经济发展

蓝图》，马来西亚将于2026年始重点关注网络

安全方面的建设。然而，安全的数字环境并非

一朝一夕所能建成，就中马两国的双边合作而

言，打击网络犯罪已成为双方十分迫切的现实

需要。

东盟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的机制建设。

早在2004年，中国和东盟便建立了打击跨国犯

罪部长级会议机制，将打击网络犯罪作为一项

重要的合作领域。[32]随后，东盟国家又推动建

立了东盟地区论坛、东盟网络安全行动委员会

等机制，力求通过区域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然

而，由于东盟合作非正式性、不干涉等特点较为

突出，导致各国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的成效有限，

因而进一步加强双边性质的打击网络犯罪合作

便更具现实意义。马来西亚作为较早关注网络

安全建设的国家，较早颁布了《国家信息安全政

策》等法规，[33]建立了“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

等专门的监管机构，在网络安全的机制建设方

面较为进步。近年来，马来西亚高度重视同中国

合作打击网络犯罪，于2016年一次性将74名网

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引渡回中国，得到了我国外

交部的高度赞赏。未来，从全球立法和区域合

作的视角来看，联合国制定《打击网络犯罪公

约》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网络犯罪议题也将

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的长期

议题，因而我国有必要同马来西亚进一步协调

双方在打击网络犯罪当中的立场，共同推动打

击网络犯罪的区域合作与国际合作。

此外，两国在推进数字法治建设方面亦应

拿出更多的切实举措。依据RCEP的规定，合作

区域内的跨境数据流动应以“自由流动为原则、

以援引例外条款限制数据流动为例外”，但从

国内立法的视角观之，与中国的数据立法相比，

马来西亚2010年颁布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在

数据控制者义务、数据主体权利与保护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便马来西亚已颁布了《2017

年个人数据保护（向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传输

个人数据）令草案》，[34]设立了数据流动“白名

单”制度，为放宽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提供了一定

的立法借鉴，但因该草案尚未生效，因而其立法

效果尚难以显现。基于此，我国一方面应提示我

国数字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时必须合规经营，

遵守东道国的数据法规，另一方面应强化同马

来西亚的双边治理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高标

准的数据法律规则，为双边数字产业合作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五、结语

自2020年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

年”活动以来，我国与东盟各国的数字经济合

作进一步加深，为带动东盟各国的数字产业发

展、创造当地数字就业、提升当地的信息化水

平做出了贡献，中马数字产业合作也取得了突

出成就。展望未来中马数字产业合作的远景，

双方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等各个方

面都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在人才、技术、

市场等各个方面也能够形成不同程度的优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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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只要双方进一步增进互信、精准对接需求、

开展 务实合作，就一定能持 续取得优异的成

绩，进而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中国

同东盟所有国家的“数字丝绸之路”合作做出

贡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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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ilk Road” ：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on Digital Industry

CHEN Sijing
Abstract: In last years, As popula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especially among ASEAN states, Digital 

Silk Road Initiative has narrowed the digital divide, promoted multilateral trade along Belt and Road region, 
echoed the wave of the digital age and riposted to digital hegemony, which shows the character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and adequa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broaden Digital marketplaces in ASEAN, Malaysia has issued 
a lot of policies such as 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 to boost digital economic which la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Both friendly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ve good 
prospects for digital cooperation due to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 series of digi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nd high-level attention from both governments. Meanwhile, digital programs which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electronic commerc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vested by 
Chinese firms have benefited the people and enterprise of Malaysia. However, cooperation might be disturbed 
by external factors. To foster the Co-Building of Silk Road by the two friendly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good national image and build bilateral trust by conducting intergovernmental 
digital dialogue and increasing exchange program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meeting bilateral needs precisely, we should also play the role of companies as market players and expand 
the deep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Malaysia’s digital industry to promote bilate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digital industry. In addition, we also need to promote bilateral digit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such as combating cybercrime and accelerating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le of law.

Keywords: digital silk road; digital indust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belt and 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