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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应用 IPCC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Ps)，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和经济情景预测，研究可持续路

径 (SSP1)、中间路径 (SSP2)、区域竞争路径 (SSP3)、不均衡路径 (SSP4) 和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 (SSP5) 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势，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情景数据库，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

风险、适应和减缓路径方案设计。研究表明：(1) 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62.3%，GDP 总量

占全球的 31.2%。其中“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经济总量大，但人口密集，人均 GDP 较低；

“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的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人口密度小，经济相对发达。(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人口

和经济整体呈增长趋势，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对人口经济变化有重大影响。不同的 SSPs 路径下，2060 年人口

将比 2016 年水平增加 3.3 亿 (SSP5) ～ 18.3 亿 (SSP3)，经济总量达到 2016 年水平的 3.0（SSP3) ～ 6.4 倍 (SSP5)。人口

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持续减少，经济比重则有所增加。(3)21 世纪中期 (2051—2060 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人

口密度约 95 人 /km2，GDP 约 164 万美元 /km2。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间人口经济分布有一定差异，SSP3 路径下大部

分国家人口增长迅速，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 GDP 多低于 2 万美元；SSP5 路径下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迅速，大

多数国家人均 GDP 超过 2.5 万美元；其他 3 种路径下人口经济发展介于 SSP3 和 SSP5 之间。

关键词：人口和经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预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收稿日期： 2017-08-31；修回日期： 2017-11-06
资助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7YFA0603701)；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气候变化影响综合评估”(CCSF 201722)
作者简介： 姜彤，男，研究员，jiangtong@cma.gov.cn

引 言

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间合作与竞争的关

键影响因素。近两百年来，工业水平的提高和居民

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全球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对全

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工业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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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来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暖和与其

相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加剧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

使全球气候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1-5]。这

一背景下，以人口和经济预测为主的社会经济情景

逐渐成为气候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社会经济情景

描述辐射强迫和社会经济发展间的联系，在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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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评估和相关气候政策的制定方面起着关键作

用 [6]。同时，不同的气候变化对策和措施的选取也

将直接影响到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发达国

家人口保持低速甚至负增长状态，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人口增长幅度也日趋降低，带来劳动力短缺、老

龄化等问题，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贫困、就业

等问题共同受到全球各国的关注 [7]。全球增暖背景

下，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以及不同情景下的发展路径

方案，已成为当前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作为惠及全世界 60% 以上人口的全球性战略

倡议，“一带一路”构想一经提出，就引起全球广

泛关注。“一带一路”沿线经过东亚、东南亚、南

亚、中亚、西亚、北非、东欧，连接亚太、欧洲两

大经济圈，涉及中国在内的 65 个国家，覆盖全球

超过六成的人口和近1/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8]，
其中大部分国家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如此庞大的

人口和经济总量，对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区域经济

增长、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意义重大。2017 年 5 月，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有 130 多个国

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整体框架签订

了一系列条约，为未来数年的政治、经济和贸易合

作明确了方向。“一带一路”的建设必将对 21 世

纪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国

家未来的人口经济发展状况也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

的重要因素。

全球尺度的人口预测最初基于 Notestein [9] 提

出的队列要素法；20 世纪 50 年代初，联合国人口

署成立并开始定期开展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

预测研究，关注 2100 年前的全球人口变化 [10]；世

界银行从 1978 年开始独立开展人口预测研究，并

发布世界发展报告。现有全球和国家尺度上的经济

预测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 [11-13]，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持续开展经济预测研究并发布

相关结果 [14-15]。上述大部分研究中未考虑或仅简单

设定人口和经济情景。考虑到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2000 年 IPCC 发布的排放情

景特别报告中 (SRES)[16] 首次将温室气体排放与社

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将人口和经济纳入气候情景，

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标准情景 [17]。2010 年 IPCC
发布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Ps)，内容涵盖了人口增

长率、出生和死亡率、年龄和性别结构、迁移、城

市化和教育等多种人口要素的假设，以及人均收入

增长率、国际与国内收入分配、经济结构、就业状

况、国际贸易、全球化等经济要素的假设 [18]。国

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 等国际机构提出不

同 SSPs 路径下的全球和各国的人口和经济预测参

数假设，预测 2100 年以前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人

口和经济变化 [19-24]，其中，对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预

测是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口和经济数据。人口预

测未考虑中国当前“二孩”政策影响；经济预测也

没有考虑由于人口政策变化带来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的改变。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口和经济普查以及统计

年鉴数据，根据当前国情设定人口和经济预测模型

参数，开展 SSPs 路径下的中国分省人口和经济预

测。结合已有的全球人口和经济情景研究，预测

SSP1 ～ SSP5 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

口和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人口经济发展情景格点 (0.5°×0.5°) 数据库。研究

从 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现状分

析入手，分析了 SSPs 下各国未来人口和经济发展

状况，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

SSPs 是 IPCC 最新的假设情景，通过人口和

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人类发展、科技、生活方

式、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和制度等关键要素，描

述未来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所面临的气候

变化减缓和适应挑战 [25]。每种路径下有其特有的

人口和经济发展模式 [26]：SSP1（Sustainability, 可

持续路径 ) 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降低化石燃料的

使用，低收入国家发展迅速，世界呈现开放、平

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的路径。SSP2 (Middle 
of the Road, 中间路径 ) 是维持近几十年的发展规

律，世界各国在技术进步、能源消耗等方面取得一

些进展，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缓慢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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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路径。SSP3（Regional Rivalry,区域竞争路径 )

是世界各国区域分化明显且缺乏协调，对化石燃

料依赖严重，大部分国家努力维持人口日益增长环

境下的居民生活水平，去全球化趋势显著的路径。

SSP4（Inequality, 不均衡路径 ) 是国内和国际间都

高度不平等的世界，富裕的国家产生大部分的排

放，管理和全球化由少数的上层集团控制。SSP5
（Fossil-fueled Development, 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

径 ) 经济发展迅速，极端贫困基本消除，教育大范

围普及，但温室气体大量排放。

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44 个国家、欧洲 20 个国家、非洲 1 个国家共 65
国 ( 图 1)。除中国外沿线 64 个国家当前人口和

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8]，未来人口预测来源于

IIASA 发布的全球和国别数据 [27]，经济预测来自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PIK) 提供的 GDP 数

据 [23]。文中 SSP1 ～ SSP5 路径下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口和 GDP 总量的研究时段为 2020—

2060 年。

变化带来的参数调整，预测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巨大，分别占“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总人口的29.7%和GDP总量的47.5%，同时，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未来社会经

济的发展必然会对沿线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带来重

要影响，有必要可靠地预测其人口和经济变化。考

虑到数据的一致性，本研究采用与 IIASA 相同的

人口预测和与 PIK 相同的经济预测模型，重新率

定人口经济预测参数，开展 SSPs 路径下的人口和

经济预测。

PIK 的经济预测，以各国 2005 年 GDP 数据为

基准，通过购买力平价 (PPP) 折算至 2005 年美元

价格。为便于与现状对比，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公

布的 2005—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PPP 转

换因子，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美元汇率，将各国经

济预测数据统一调整至 2016 年美元价格。此外，

结合全球网格化人口和经济现状 [28]，对 SSPs 路
径下人口和经济预测数据进行格点化处理，制作

0.5°×0.5°分辨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

经济网格数据库。

2020—2060 年中国的人口预测采用人口 - 发

展 - 环境模型 (PDE)。模型的初始人口和变量采

用 2010 年第 6 次人口普查数据。根据 SSPs 框架

假设 [20,29-30]，未来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教

育程度等模型参数可以设定为高、中、低 3 种假

设 ( 表 1)。中等假设设定各省 ( 市、区 ) 生育率

在“二孩”政策实施后逐渐增加，2019 年全国总

和生育率达到 1.9，之后有所降低并逐渐稳定至

1.8；低 / 高等假设，2030 年生育率较中等假设

低 / 高 20%，2050 年以后低 / 高 25%。中等假

设下，2010 年开始居民预期寿命每 10 年增加 2 岁，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

Fig. 1   Lo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1.3  中国人口和经济预测

国际上对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预测，均依据世

界银行发布的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的预测模型

参数化方案，未考虑中国“二孩”政策和人口政策

表 1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的人口预测假设情景

Table 1   Assumptions on th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SSPs

人口参数 SSP1

生育率

死亡率

迁移率

教育程度

SSP2 SSP3 SSP4 SS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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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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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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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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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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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70˚N

50˚N

30˚N

10˚N

10˚S

20˚E 40˚E 60˚E 80˚E 100˚E 120˚E 140˚E 160˚E 180˚

20˚W 20˚E 60˚E 100˚E 140˚E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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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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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以后每 10 年增加 1 岁；低/高等假设下，

死亡率较中等假设每 10 年低 / 高 1 岁。中等假

设下，各省迁移人口维持 2010 年水平，低等和高

等假设下，分别在 3 个 5 年内减少为 0 和增加为

2010 年水平的 2 倍。低等假设下，各省升学率维

持现状水平；高等假设下，2050 年以前逐渐达到

全球教育程度最高国家 ( 韩国 ) 水平后保持不变；

中等假设下升学率设定为高低假设的均值。

中国经济预测采用 Cobb-Douglas 模型，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数据和第 3 次经济普查，对劳动力

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等参数开展率定。

其中，劳动力水平由各年龄段人口、教育水平和

劳动参与率共同决定。2010 年 15 ～ 64 岁人口的

劳动参与率约为 77%，≥ 65 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约为 19% [31]；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

型估算 [32]，2010 年全要素生产率为 0.0218；资本

存量以 1952年为基准年，采用永续盘存法[33]估算，

2010 年资本存量为 139 万亿元。未来不同路径下

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资本产

表 2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的经济预测假设情景

Table 2   Assumptions on the economic projections for SSPs

经济参数 SSP1

劳动参与率值

劳动参与率收敛时间 / 年

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速度 /%

长期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长期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收敛

时间 / 年

SSP2 SSP3 SSP4 SSP5

0.70

100

0.70

0.35

75

0.70

100

0.70

0.35

150

0.60

100

0.35

0.25

150

0.75

400

0.70

0.30

75

0.80

100

1.05

0.45

250

图 2  本研究和国际机构对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预测结果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projected in China

出的弹性系数等参数，依据 SSPs 路径下的经济预

测参数假设方案 ( 表 2)[23,34]。

由于考虑了“二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重新预测的中国人口在 SSP1 ～ SSP5 路径下均比

IIASA 预测结果明显增多，2060 年不同路径下高

出 1.16 亿～ 1.25 亿人 ( 图 2)。人口的变化对未来

劳动力有着重要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本文的

经济预测结果低于 PIK 的预测，但变化趋势基本

保持一致。相比 PIK 预测，2060 年不同路径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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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差异较大，部分国家由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居

民生活水平较高，单位面积 GDP 能够达到 100 万

美元以上，而一些邻国由于受战乱、边境冲突等影

响，经济水平较差；欧洲大部分国家经济水平发达，

GDP 普遍较高。

3  2020—2060 年人口和经济变化趋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20—2060 年的人口

和经济变化趋势如图 4 所示。未来不同路径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均有所增加。SSP1
和 SSP5 路径因选取了低生育率、重视教育和医疗

水平的发展模式，总人口数最少，两种路径下人口

的变化趋势、人口总数较为接近，2045 年左右达

到人口峰值 51 亿人左右，分别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60.4% 和 59.7%，之后有所减少，两种路径下 2060
年总人口分别约 49.7 亿人和 49.9 亿人；SSP4 路径

下人口总数略高，持续增长至 2055 年左右增速放

缓，到 2060 年约为 53.2 亿人；SSP2 和 SSP3 路径

下生育率设定较其他路径高，大部分国家超过迭代

水平，人口持续增加，2060 年分别达到 55.6 亿人

和 64.7 亿人。然而，各种路径下，“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

势，SSP4 路径下比重最低，2060 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约 56.7%，SSP3 路径

下相对较高，占 61.0%。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经济现状 (a) 人口；(b) GDP
Fig. 3   Current statu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 population; (b) GDP

国 GDP 低 1.42 万亿～ 5.49 万亿美元。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与经济现状

2016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

线 65 个国家总人口 46.4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62.3%；GDP 总量 23.57 万亿美元，是全球总量的

31.2%。人口和 GDP 空间分布显示 (图 3)，中国人

口和经济总量巨大，分别达到 13.8 亿人和 11.2 万

亿美元，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首。2016年“一

带一路”沿线平均人口密度约 84 人 /km2，GDP 约

45.97 万美元 /km2。沿线人口、经济分布集中，除

中国外，巴基斯坦、俄罗斯、菲律宾、孟加拉国、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6 个国家人口超过 1 亿人，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5 个

国家 GDP 总量超过 5000 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人口和经济分布差异显著。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大部分国家人

口稠密，尤其南亚和东南亚汇集了全球人口密度最

大的国家，其 18 个国家总人口达到 23 亿人，平均

人口密度达到 270 人 /km2，新加坡、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部分地区，平均人口密度超过 1000 人 /
km2。“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东欧、西亚、

中亚等地区则人口密度较低，平均仅26人 /km2。“一

带一路”沿线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东亚和南亚地

区经济总量大，且人口分布密集。西亚国家经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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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各国的 GDP 变化，将各国 GDP 调整

至 2016 年美元价格。SSP1 ～ SSP5 路径下，“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GDP 总量均有所增长，分别为

2016 年 GDP 的 5.0、4.2、3.0、3.7 和 6.4 倍。其中，

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不考虑减排目标的 SSP5 路径

下增长最迅速，2020—2060 年间增长约 3.7 倍；其

次，可持续的 SSP1 路径下各国重视科技和教育，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20—

2060 年间增长约 2.7 倍；SSP2 路径维持当前发展

态势，2060 年较 2020 年增长 2.2 倍左右；SSP4 路

径下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相对较慢，仅略

高于发展水平最低的 SSP3 路径，SSP4 和 SSP3 路

径下 2060 年分别较 2020 年水平增长 1.9 倍和 1.3
倍。各路径下 GDP 占全球的比重都有一定提升，

其中 SSP2、SSP3、SSP4 这 3 种路径下持续增长至

2040—2050 年达到峰值 37% ～ 39% 后，略有降低；

SSP1 和 SSP5 路径下在 2025 年以后基本维持不变，

2060 年 GDP 总量分别占全球的 35.0% 和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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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2060 年不同 SSPs 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经济变化趋势

Fig. 4   Population and economy under SSP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or 2020-2060
(a) total population; (b) total GDP; (c) percentage to the world population; (d) percentage to the world GDP

4  2051—2060 年人口和经济分布格局

21 世纪中期 (2051—2060 年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社会经济格局空间分布显示(图 5)，未来“一

带一路”沿线平均人口密度为 95 人 /km2。“丝绸

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中亚、东欧等地区人口稀疏，

大部分国家平均人口密度少于 50 人 /km2；“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则依然

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大部分国家平

均人口密度超过 100 人 /km2，印度将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人口最多的国家，达到 15.2 亿～ 20.7
亿人；以中欧为主的高收入国家医疗水平的发展使

人均寿命较高，同时有部分外来人口迁入，人口

密度基本保持 100 ～ 200 人 /km2。中欧和西亚地

区，不同 SSPs 路径下人口分布略有差异，高生育

率、高死亡率的 SSP3 路径下，原本生育率较高的

国家人口快速增长，西亚部分国家人口密度将达到

200 人 /km2 以上，其他路径下则为 100 ～ 200 人 /
km2。而在经济水平较高的中欧地区，SSP3 路径的



  

www.climatechange.cn

2 期 161姜彤，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20—2060 年人口经济发展情景预测

<1

10～100

1 ～10

100～500 >500

人口密度 /( 人 /km2)
<1

5 ～20

1～5

20～100 >100

GDP/( 万美元 /km2)

10˚N

70˚N

50˚N

30˚N

10˚S

30˚E 90˚E 150˚E30˚W 150˚W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10˚N

70˚N

50˚N

30˚N

10˚S

30˚E 90˚E 150˚E30˚W 150˚W 30˚E 90˚E 150˚E30˚W 150˚W

<0.5
1.0～1.5

0.5～1.0
1.5～2.5 >2.5

人均 GDP/( 万美元 /km2)

SSP1

SSP2

SSP3

SSP4

SSP5

图 5  SSPs 路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1 世纪中期（2051—2060 年）人口、GDP 和人均 GDP 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GDP and GDP per capita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mid-21st century 
(2051-2060) under SSPs

发展模式将阻碍劳动力人口向发达地区迁移，人口

密度小于其他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 GDP 产值约 164
万美元 /km2，经济水平在不同的 SSPs 路径之间呈

现一定差异。21 世纪中期，高速发展的 SSP5 路径

下 GDP 总量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几乎是 SSP3 路

径的两倍。SSP5 路径下近一半的区域平均 GDP 超

过 100 万美元 /km2，中东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到 21 世纪中期能够达到

2016 年水平的 15.9 倍，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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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部分地区平均 GDP 超过 1 亿

美元 /km2。SSP1、SSP2、SSP4 路径下经济分布较

为相似，这 3 种路径下 21 世纪中期经济总量分别

达到 118 万亿、99 万亿和 90 万亿美元。SSP3 路

径下各地区经济发展均比较缓慢，有 2/3 的区域平

均 GDP 小于 50 万美元 /km2。

国家尺度上，采用人均 GDP 衡量的不同发展

路径下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人均 GDP
状况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最快的 SSP5 路径下，“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 GDP 约 2.8 万美元，卡塔尔、

科威特等以石油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更是超过了

人均 10 万美元；SSP1 路径和 SSP4 路径预测结果

类似，65 个国家人均 GDP 分别为 2.3 万和 1.7 万

美元。中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的大部分国

家经济发展迅速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由于经济基础较差，人口总数大，人均 GDP 相

对较低，尤其在 SSP4 路径下发展不平衡，原本经

济差的国家依然保持原有水平或略有上升；SSP2
路径维持当前发展趋势，大部分国家人均 GDP 在

1 万～ 2 万美元之间，仅中国、中欧和中东部分国

家能够达到人均 2.5 万美元以上；SSP3 路径下经

济发展缓慢，21 世纪中期 GDP 总量为 120 万亿美

元，65 个国家人均 GDP 平均为 1.2 万美元，大多

数国家人均 GDP 小于 2 万美元。

5  结论和讨论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促进区

域间合作发展的战略理念，也是推动沿线国家经济

繁荣，建立新型的全球发展模式的重要构想，“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经济变化将对未来世界社

会政治格局有巨大影响。

本文基于 IPCC 的可持续、中间、区域竞争、

不均衡、化石燃料为主的发展等 5 种路径，考虑中

国人口、经济现状和当前人口政策，开展了 SSPs
路径下的中国人口经济预测，结合国际机构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预测，构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情景格点(0.5°×0.5°)数据库，

分析 2020—2060 年不同 SSPs 路径下“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口经济变化趋势与分布特征，为制定气

候变化影响、适应与减缓措施和相关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研究结论如下。

(1) 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 46.4
亿，占全球人口的 62.3%，GDP 总量为 23.57 万亿

美元，占全球的 31.2%。“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

为发展中国家，“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

东亚和南亚地区经济总量大，但人口密集，人均

GDP偏低；“丝绸之路经济带”所经过的东欧、西亚、

中亚等地区人口密度较小，其中欧洲大部分国家经

济水平发达，西亚国家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一部分

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居民生活水平较高，而一些邻

国由于受战乱、边境冲突等影响，经济水平较差。

(2) 2020—206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总人口和经济将有所增加。预计 2060 年人口最少

的 SSP5 路径和最多的 SSP3 路径人口分别为 49.7
亿和 64.7 亿人，较 2016 年分别增加 3.3 亿和 18.3
亿人。SSP1 ～ SSP5 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减少，2060 年

约为 56.7% ～ 6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济增长迅速，2060 年 GDP 总量将达到 2016 年

水平的 3.0 ～ 6.4 倍，占全球 GDP 总量的比重

也有一定的增加，2060 年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3.3% ～ 38.5%。

(3) 21世纪中期(2051—2060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平均人口密度约 95 人 /km2，GDP 约 164
万美元 /km2，不同 SSPs 路径下的人口和经济分布

略有差异。人口在 SSP3 路径下人相对较多，尤其

在原本生育率较高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

西亚国家；其他路径下人口分布差异较小。经济在

SSP5 路径下发展最迅速，大多数国家人均 GDP 超

过 2.5 万美元；SSP3 路径下不考虑发展目标，略

高于 2016 年水平，一半以上的国家人均 GDP 小于

2 万美元；其他 3 种路径介于 SSP3 和 SSP5 之间。

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的国家总体来说人口

较少，工业化水平高，经济较为发达，“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地区人口和经

济总量大，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但在未来会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SSP1 ～ SSP5 路径下到 2060 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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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6 年水平增长 3.9 ～ 14.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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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2020‒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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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ssumptions of IPCC five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are used to project futur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under the Sustainability road (SSP1), Middle of the road 
(SSP2), Regional Rivalry (SSP3), Inequality road (SSP4), and Fossil-fueled Development road (SSP5).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cenarios could support the studies on climate change impact, 
risk,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opulation and GDP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made up 62.3% and 31.2% of the world total in 2016, respectively. The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how large economic aggregate but low GDP per capita due to their high-
density population. The Central Asia, West Asia, Eastern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have sparsely distributed population and relatively developed economy. (2)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ill increase overall in the future, but trend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social 
economic policy. Under SSPs,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0.33 billion (SSP5) -1.83 (SSP3) billion and economy 
will grow to 3.0 (SSP3)-6.4 (SSP5) times in 2060 with relative to 2016. The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o the world total will decrease, but that of GDP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3) In the mid-
21st century (2051-2060), there will be 95 people and US$1.64 million GDP per square kilometer averaged over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ut differences in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and economy among SSP1-SSP5 are 
obvious. The population in most countries will grow rapidly but the economy will develop slowly under SSP3, but 
trends are quite the contrary under SSP5.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ies’ GDP per capita will be above US$25 
thousand under SSP5, while that at most countries will less than US$20 thousand under SSP3.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for the SSP1, SSP2 and SSP4 will between the SSP3 and SSP5.
Keyword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 Projectio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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