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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从市场需求、投资风险和欧亚国家政策三个维度阐述

了中国与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迫切性ꎬ全面梳理了中国企业在欧

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深

化合作的基本路径ꎬ即夯实合作的法律基础、建立有效合作机制、完善合作促

进措施、设立第三方市场合作专项基金、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能力等ꎮ
【关 键 词】 　 中国　 欧亚国家　 第三方市场合作

【作者简介】 　 刘华芹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ꎮ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冲击ꎬ世界经

济持续下滑ꎬ全球供应链危机加重ꎬ国际经济合作受挫ꎬ迫切需要寻求更有效的

合作方式助力各国加速复工复产ꎬ拉动经济增长ꎮ 一些国家或地区组织相继提

出了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倡议ꎬ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ＯＰＩＣ)宣布启动

“蓝点网络”(Ｂｌｕｅ Ｄｏ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计划ꎻ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Ｇ７ 国家准备出台“建设更美

好的世界”(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ꎬ简称 Ｂ３Ｗ)倡议ꎻ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欧盟推出

“全球联通欧洲”的全球基础设施战略计划等ꎮ 这些计划或战略与“一带一路”
存在一定对冲关系ꎬ但着眼于大局ꎬ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妥善处理各方的合

作关系ꎬ实现优势互补ꎬ将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ꎬ并可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

发表了重要讲话ꎬ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将扩大三方或多方

市场合作列为深化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ꎮ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中国企业与有

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ꎮ 作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

式ꎬ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优势互补ꎬ共同推动第三国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和民生改善ꎬ实现 １ ＋ １ ＋ １ > ３ 的效果ꎮ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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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中国已同法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 １４ 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

市场合作文件并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ꎮ
近 ８ 年来ꎬ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ꎬ中国与欧亚国家经贸合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标志性成果ꎬ也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首

次达成的经贸领域重要制度性安排ꎬ旨在深化双方在贸易救济、技术法规、海
关合作与贸易便利化、竞争、金融合作、农产品贸易、绿色贸易与投资、工商界

交流等方面合作ꎬ为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与欧亚十二国的货物贸易额合计 ２ ２４２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５３１ 亿美

元增长 ４６ ４％ 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中国对欧亚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合计 ２６４ ２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０ ３ 亿美元增长 ５５ １％ ꎬ欧亚国家成为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ꎮ 未来积极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为中国与

欧亚国家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新契机ꎮ

一　 中国与欧亚国家探索投资合作新方式势在必行

图 １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与部分欧亚国家 ＧＤＰ 增长率(％)
资 料 来 源: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Об основных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казателя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нварь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 ｒｕ / ａｃｔ / ｉｎｔｅｇｒ＿ｉ＿ｍａｋｒｏｅｃ / ｄｅｐ＿ｓｔａｔ / ｅｃｏｎｓｔａ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２１＿０１ ｐｄｆ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欧亚国家经济造成明显冲击ꎮ 由疫情引发的政

局不稳、营商环境恶化加剧了欧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ꎮ ２０２０ 年ꎬ在欧

亚国家中仅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实现 １ ６％ 的微弱增长ꎬ其他国家经济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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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下降(见图 １)ꎮ ２０２１ 年ꎬ虽然各国经济逐渐复苏ꎬ但仍未完全恢复

到疫情之前的水平ꎮ 中国经济也受到疫情波及ꎬ２０２０ 年实现了 ２ ３％的低速

增长ꎬ２０２１ 年虽然增幅达到 ８ １％ ①ꎬ但源于相对较低的基数ꎮ 双方经济增速

放缓对经贸合作带来负面影响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部分欧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所下

降ꎮ 后疫情时期有效促进投资合作、加速复工复产进程是双方面临的新任务ꎮ
(一)欧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量较大

独立 ３０ 年来ꎬ欧亚国家大力推进经济市场化转型ꎬ完善产业结构ꎬ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ꎬ取得显著成效ꎬ但因资金短缺ꎬ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局面未能

得到根本性好转ꎬ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部分欧亚国家在全球基础设施排名的情况

国家
交通基
础设施

公路
连通性

公路
质量

航空
基础设施

电力基础
设施完整性

通信
设施

亚美尼亚 ７４ １１４ ９１ ９３ ７１ ５９
阿塞拜疆 ３１ ８８ ２７ ７９ ５９ ７３
俄罗斯 ４９ ４１ ９９ １８ ６２ ２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２９ １１０ １１３ １０４ １１５ ６５
哈萨克斯坦 ７３ ９３ ６６ ７２ １９ ４４
格鲁吉亚 ８３ ６５ ８１ ８１ ３６ ５５
摩尔多瓦 ６７ ７０ １２９ ９５ １１０ ４８
乌克兰 ５９ ５９ １１４ ５３ ６４ ７８

塔吉克斯坦 １１１ １３７ ５０ １２１ ８０ １２１
资料来源: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ꎬ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９ /

表 １ 显示ꎬ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９)»的评估ꎬ在全球

１４１ 个经济体交通基础设施指标排名中ꎬ排在高水平(第 ４７ 位之前)的欧亚

国家只有 １ 个ꎬ６ 个国家位于中等水平(第 ４８ ~ ９４ 位)ꎬ两个国家位于低水平

(第 ９５ ~ １４１ 位)ꎮ 总体来看ꎬ欧亚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位列全球中低水

平ꎮ 在公路连通性指标排名上ꎬ只有俄罗斯位于高水平ꎬ其他国家均处于中

低水平ꎬ其中 ３ 个国家排第 １００ 位之后ꎬ表明公路基础设施发展比较落后ꎮ
各国的公路质量指标更参差不齐ꎬ俄罗斯排在全球第 ９９ 位ꎬ属于中低水平ꎮ
落后的基础设施加大了物流成本ꎬ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ꎮ 图 ２ 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

—３—

① 魏玉坤、王雨萧:«承压前行ꎬ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增长 ８ １％ »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７ / １３０２７６７１１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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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成本占 ＧＤＰ 比重的全球平均水平为 １０ ９％ ꎬ俄罗斯计划 ２０２４ 年将这一

指标降至 １５ １％ ꎬ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ꎬ更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等发达经济

体ꎮ 中欧班列途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铁路口岸ꎬ因基础设施老旧、换装

能力不足导致货物压站ꎬ造成一定经济损失ꎮ 为此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

为欧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ꎮ 近年来ꎬ各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基础设施发

展规划ꎬ旨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ꎬ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ꎮ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部分国家物流成本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注:∗俄罗斯为 ２０２４ 年预测值ꎮ
资料 来 源: Инвест － Форсайт Россия не выполняет Транспорт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ａｍｂｌｅｒ ｒｕ / ｏｔｈｅｒ / ４４７４５９８１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ｎｅ － ｖｙｐｏｌｎｙａｅｔ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ｎｕｙ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ｕ /

１ 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俄联邦政府颁布了«２０２４ 年前俄罗斯重大基础设施改扩建

综合计划»ꎬ计划涵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电网基础设施建设ꎬ分别

由俄联邦交通部和能源部负责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拨款额为

６ ３４８ １ 万亿卢布(约合 １ ０２４ 亿美元)ꎮ 俄罗斯预计在 ５ 年内投资 ３９ 亿美元

用于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ꎮ
２ 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实施«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光明之路”国家

规划»ꎬ计划建设、改造、维修 ２ １ 万公里国家级公路ꎬ路况良好率达到 １００％ ꎻ
维修 ２ ７ 万公里地方公路ꎬ路况良好率达到 ９５％ ꎻ实施 １１２ 个基础设施项目ꎬ
新增 ５５ 万个长期及临时性工作岗位ꎻ未来 ５ 年内计划建设 １３ 座新机场ꎮ

３ 乌兹别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 年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批准«２０３５ 年前交通体系发展战略»和«２０３０
年前电力领域改革发展规划»ꎬ计划在 ２０３５ 年前融资 ４６ ６ 亿美元对乌兹别

克斯坦现有公路、铁路进行改造ꎬ改扩建物流中心ꎬ提高陆路交通运力ꎮ ２０３０
年前将乌兹别克斯坦电力装机容量由 １ ２ 万兆瓦增至 ３ １８ 万兆瓦ꎬ年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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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 ６００ 亿度增至 １ ２１０ 亿度ꎬ增长 １ 倍以上ꎮ
４ 亚美尼亚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亚美尼亚政府制定了«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年基础设施发展规划»ꎬ在能源领域

建造新核电机组ꎬ建设伊朗—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架空输电线项

目和太阳能电站建设项目ꎬ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领域与国际组织开

展密切合作ꎮ 在供水领域计划建设两个新水库和灌溉系统ꎮ 在交通运输领

域升级改造北南公路ꎬ发展航空生态系统ꎮ
５ 塔吉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塔吉克斯坦政府制定了«２０２５ 年前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交通领域发展国

家专项规划»ꎬ涵盖公路、铁路和航空等多个领域ꎬ制定了长、中、短期发展和

投资规划ꎬ预计总投资额 ９９ ２ 亿美元ꎮ 其中ꎬ公路运输领域拟投资 ３ ４６ 亿

美元ꎬ铁路领域拟投资 ５８ ９２ 亿美元ꎬ航空领域拟投资 ２ ４３ 亿美元ꎬ公路建

设与改造领域拟投资 ２３ ３４ 亿美元ꎬ交通环保领域拟投资 ３ １８６ 万美元ꎮ
６ 白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白俄罗斯政府制定了«２０３０ 年前白俄罗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

略»ꎬ计划 ２０３０ 年前将硬化路面的占比增至 ９０％ ꎬ２０２５ 年前建立时速为 １２０
公里以上的一级高速公路网ꎻ发展地方硬化路面公路网ꎻ发展铁路基础设施ꎬ
提高铁路现代化程度ꎬ增加吞吐量ꎻ改造飞机场ꎻ互联网用户的占比增至

７１％ ꎻ手机拥有量增至每百人 １３０ 部ꎮ
总之ꎬ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欧亚国家政府的共识ꎮ 各

国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ꎬ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长ꎬ而落实规划需要大量

资金ꎮ 目前ꎬ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主要依靠政府拨款ꎬ资金短缺是

各国未来面临的共同问题ꎬ各国将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作为重要来源ꎬ创新

融资模式和国际合作方式已十分迫切ꎮ
(二)欧亚国家的投资风险有所上升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欧亚国家

的营商环境更趋复杂化ꎬ一些国家的投资风险明显上升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了 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

评级报告ꎬ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角度全面量化评估了 １１４ 个国

家和地区的各种风险ꎬ包括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

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ꎮ 评估结果显

示ꎬ７ 个欧亚国家处于中等风险水平ꎬ４ 个国家处于高风险水平ꎬ其中白俄罗

斯和塔吉克斯坦是中国企业近年来投资较多的国家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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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２０ 年欧亚国家的投资风险评估结果

风险级别 国家

中风险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

高风险 白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
２０２０ 年度报告(ＣＲＯＩＣ － ＩＷＥＰ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 / / ｉｗｅｐ ｃｓｓｎ ｃｎ / ｘｓｊｌ / ｘｓｊｌ ＿ ｙｔｈ / ２０２００７ / ｔ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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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德国评级机构“Ｓｃｏｐｅ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ＧｍｂＨ”对全球 ９５ 个国家

２０２１ 年的经济稳定性进行了评估ꎬ构建了世界经济稳定性排行榜ꎮ 评估结果

表明ꎬ在欧亚国家中ꎬ俄罗斯的经济稳定性最好ꎬ但只处于中等水平ꎬ绝大多

数欧亚国家经济稳定性相对较低ꎬ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进入经济最不稳定国

家之列ꎬ投资风险明显上升(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欧亚国家的经济稳定性情况

国家 排名

俄罗斯 ４１

哈萨克斯坦 ５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５９

乌兹别克斯坦 ７８

白俄罗斯 ９０

亚美尼亚 ８７

格鲁吉亚 ９２

阿塞拜疆 ６７

乌克兰 ８０

摩尔多瓦 ６４
资料 来 源: Марэк Рейтинг ２０２１: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экономик ９５ － ти стран мира

ｈｔｔｐｓ: / / ｓｍａｒｔ － ｌａｂ ｒｕ / ｂｌｏｇ / ７３９４０７ ｐｈｐ

债务风险成为主要风险之一ꎮ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吉国家债务余额为 ４８ ２６ 亿美元ꎬ其中外债余额为 ４１ ７１ 亿美

元ꎬ国内债务余额为 ６ ５５ 亿美元ꎮ 吉国家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６５ ８８％ ①ꎬ

—６—

① 中国驻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吉尔吉斯斯

坦外债余额为 ４１ ７１ 亿美元»ꎬｈｔｔｐ: / / ｋ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１
７９０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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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 ６０％的国际警戒线ꎬ偿债能力下降ꎬ对吸引外资十分不利ꎮ 根据塔吉

克斯坦财政部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塔外债总额达 ３２ ６２ 亿美元ꎬ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３８ ２％ ①ꎬ已接近国际金融机构建议的外债占 ＧＤＰ ４０％ 的上

限ꎮ 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的最大债权国ꎬ进一步扩大对塔吉克斯坦投资面临新

的风险ꎮ 与此同时ꎬ经济形势不稳定导致政策风险、违约风险不断上升ꎬ中国

企业对欧亚国家的投资需作出相应调整ꎬ力争将风险降至可控范围内ꎮ
(三)欧亚国家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新规则

伴随欧亚国家逐渐扩大开放ꎬ在基础设施领域借鉴国外管理经验ꎬ采用

公私伙伴关系(以下简称 ＰＰＰ)模式已成为大趋势ꎮ 这种方式既可以解决多

渠道融资问题ꎬ又可以风险共担方式降低项目建设难度ꎮ
乌兹别克斯坦在基础设施建设ꎬ尤其电力领域积极推广 ＰＰＰ 模式ꎮ 在财

政部成立了 ＰＰＰ 署ꎬ由副财长兼任署长ꎬ负责协助各部委、经济实体和地方政

府落实 ＰＰＰ 模式ꎬ包括制定具体的项目融资方案等ꎮ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

的规划ꎬ清洁能源(光伏电站、风电站)项目将成为 ＰＰＰ 模式的优先试点

领域ꎮ
亚美尼亚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渠道主要是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外商投

资ꎮ 亚美尼亚按照国际惯例采用 ＢＯＴ② 模式和 ＰＰＰ 模式开展项目合作ꎬＢＯＴ
模式涉及电站、公路建设等ꎬＰＰＰ 模式涉及供水和卫生设施建设领域ꎮ 目前ꎬ
参与亚美尼亚基础设施项目的外国公司主要来自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等ꎮ

俄罗斯政府已明确表示未来对外国投资项目不提供政府担保ꎬ希望外资

企业开展直接投资ꎬ探讨以共同经营等形式逐步收回投资ꎮ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也大力推进 ＰＰＰ 项目ꎬ目前批准了涵盖教育、卫生、体

育、文化、旅游和交通等领域共计 ２８ 个项目ꎬ包括医疗血液透析项目、公共交

通电子检票项目和儿童影剧院项目等ꎮ
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将 ＰＰＰ 模式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先进的

创新型工具ꎬ将 ＰＰＰ 作为其吸引外资的重要方式加以推广ꎮ 哈萨克斯坦国民

经济部特设 ＰＰＰ 中心ꎬ负责制定 ＰＰＰ 国家立法、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ＰＰＰ 法律

咨询服务ꎬ评估政府用于 ＰＰＰ 项目的投资效益、起草 ＰＰＰ 项目合同等ꎮ 截至

—７—

①

②

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塔外债总额达 ３２ ６２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ｔｊ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２２７２３２ ｓｈｔｍｌ

ＢＯＴ 是英文 Ｂｕｉｌｄ － Ｏｐｅｒａｔｅ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的缩写ꎬ通常直译为建设—经营—转让ꎬ又
翻译为基础设施特许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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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哈萨克斯坦共签署了 ７１７ 个 ＰＰＰ 项目合同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在
哈萨克斯坦举办了首届 ＰＰＰ 投资论坛ꎬ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

亚和哈萨克斯坦四国 ＰＰＰ 运营管理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ꎬ决定相互交流经验

并就完善法律法规和扩充 ＰＰＰ 工具清单开展协作ꎮ
多年来ꎬ中国在欧亚国家的合作项目大多采用带资承包方式ꎬ以 ＢＯＴ 和

ＥＰＣ① 为主ꎬ低息贷款和优惠买方信贷是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ꎮ 目前ꎬ
部分欧亚国家偿债能力明显下降ꎬ且中国的优惠贷款面临来自美、欧、日的竞

争ꎬ迫切需要作出调整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在建新能源发电项目 ９
个ꎬ其中太阳能电站 ６ 个ꎬ风能电站 ３ 个ꎬ除个别项目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公

司投建外ꎬ其余项目均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司投建ꎮ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一

大风机和光伏设备生产国ꎬ且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完整产业链ꎬ但在

欧亚国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ꎬ需破解诸多难题ꎮ 中国企业应寻求更有效的

投资合作方式ꎬ发挥自身优势ꎬ力争取得新突破ꎮ

二　 中国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状

适者生存不仅是大自然的规律ꎬ也是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基本考

量ꎮ 伴随欧亚国家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ꎬ中国企业审时度势ꎬ不断进取ꎬ在第

三方市场合作方面破茧而出ꎬ取得初步成效ꎮ 迄今ꎬ中国企业以不同方式在

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欧亚国家积极开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ꎬ积累了宝贵经验ꎮ 纵观目前中国企业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的实践ꎬ主要有三种合作形式ꎬ即投资合作型、产品服务型和工程

合作型ꎮ
(一)投资合作型

这种类型指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合资、参股等形式与外国企业共同在第

三方市场开展投资ꎬ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格局ꎮ 最为成功的合作

案例是中国油气企业与日本、法国等国油气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俄罗斯亚马尔

液化天然气项目ꎮ
受欧美国家经济制裁的影响ꎬ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资

金和技术来源中断ꎬ且俄罗斯国内缺少建设大型液化天然气工厂的经验、模

—８—

① ＥＰＣ 是英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的缩写ꎬ即设计 － 采购 － 建

设ꎬ就是总承包ꎬ又称交钥匙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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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制造场地和专业技术人员ꎬ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支持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方以 ３０％份额入股该项目ꎬ助力总投资额 ３００ 亿美元的全球性能源项

目顺利实施ꎮ 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和丝路基金股比分别为 ５０ １％ 、２０％ 、２０％和

９ ９％ ꎬ法国和日本企业为项目总承包方ꎬ中国海油工程公司为核心工艺模块

建造分包商ꎬ共同完成项目建设ꎮ 中方的加盟使项目提前一年竣工ꎬ为俄罗

斯诺瓦泰克公司赢得了 ２５ 亿美元附加销售利润ꎬ提高了俄罗斯在国际液化

天然气市场的占有率ꎬ并创造了超过 １０ 万个就业岗位ꎮ 该项目还使法国投

资方———道达尔公司占据了世界天然气市场的制高点ꎮ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ꎬ
中方企业承担了 ６０ 亿美元的服务和制造合同ꎬ４５ 家中方企业参与制造了该

项目 ８５％ 模块、２０％ 运输船和 ９０％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ꎬ提供了百余种产品ꎮ
该项目带动和促进了中国钢铁、电缆等众多产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ꎬ使中

国企业实现了由单一产品到项目承包、由低端制造到高端“智”造的跨越式发

展ꎮ “中石油”首次成功进入俄罗斯上游气田勘探开发和生产领域ꎬ在与 １５
个国家的 ２００ 多家企业同台竞技中ꎬ中国企业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施工ꎬ学到

了世界先进油气企业的管理经验ꎮ 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成为第三

方市场合作、互利共赢的范本ꎮ 由于这类投资项目影响力较大、实施难度高、
通常为少数大型跨国公司参与ꎬ迄今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ꎮ

(二)产品服务型

产品服务型ꎬ即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设备采购、认证许可、法律商务咨

询等领域开展合作ꎬ共同为第三方市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
国贝肯能源乌克兰子公司中标美国哈里伯顿乌克兰公司侧钻项目ꎮ 该项目

合同总金额约 １ ９８０ 万美元ꎬ中方提供 ３ 台 ８５０ＨＰ 车载修井机(带顶驱)并进

行侧钻服务ꎮ 这是该公司首次在海外市场与国际知名油服公司合作ꎬ也是中

美两国企业在乌克兰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端ꎮ 这种类型合作需要寻找

较为合适的商业机会ꎬ同时中方还需具备高标准的供货和服务能力ꎬ受诸多

条件限制ꎬ目前只有个别成功案例ꎮ
(三)工程合作型

这种类型指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通过总分包、联合竞标等方式共同在第

三方市场开展项目建设ꎬ这类项目具有短期性特点ꎬ一旦项目结束ꎬ合作即可

终止ꎮ 这种合作形式是中方已有承包工程形式的延展ꎬ合作难度相对较低ꎬ
成为中国企业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较为普遍、合作成效较为突出

的形式ꎬ成功案例相对较多ꎮ 基于融资方式的差异ꎬ存在两种合作模式:参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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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融资并承接项目工程建设ꎻ不参与融资而承担项目工程建设ꎮ
１ 以部分融资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的合成氨和尿素生产项目ꎮ 由日本三菱重工和三菱商事

联合体为总承包商ꎬ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分包承建了乌兹别克斯

坦纳沃伊氮肥股份公司合成氨和尿素生产项目ꎮ 该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９ ８５７
亿美元ꎬ其中 ５ ７７ 亿美元由日本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ꎬ３ ２ 亿美元由乌

兹别克斯坦复兴发展基金提供ꎬ８ ８７０ 万美元为中国企业自筹ꎮ 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正式开工ꎬ设计年产 ６０ 万吨合成氨和 ５７ ７５ 万吨尿素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竣工投产ꎬ产品除满足乌兹别克斯坦市场的需求以外ꎬ还出口至阿富汗、土耳

其、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中亚其他国家ꎬ达到增加创汇的目标ꎮ
２ 承担项目工程建设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根据工程承包方式不同分为工程总承包(Ｐ＆Ｄ ＋ Ｂ)和施工项目承包两

种形式ꎬ前者指“工厂设备与设计施工”ꎬ即设计和施工的一体化承包ꎬ是工

程项目管理的一种模式ꎬ相对于一般施工项目承包ꎬ总承包需要承包方具

有更高、更综合的管理能力ꎬ代表了未来中国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新方向ꎮ
(１)工程总承包ꎮ 阿塞拜疆钢铁生产综合体项目ꎬ中国与意大利企业联

合在阿塞拜疆开展工程项目承包ꎮ 阿塞拜疆铁矿石资源丰富ꎬ初步探明储量

超过 ３ 亿吨ꎮ 由于缺少钢铁冶炼厂ꎬ阿塞拜疆一直依靠进口钢材满足国内需

求ꎮ 建设钢铁生产综合体是阿塞拜疆政府发展非能源领域经济战略的重要

方向ꎬ对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钢铁生产综合体位于阿塞拜疆的

第二大城市占贾市ꎬ综合体包括一座年产 １２５ 万吨直接还原铁和 ７０ 万吨板

材制品的综合炼钢厂ꎬ项目总投资额为 １１ ７ 亿美元ꎬ合同工期为 ４２ 个月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所属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工国际”)与阿塞拜疆综合炼钢公司在北京签署了阿塞拜疆钢铁生

产综合体建设项目总承包商务合同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在中国和意大利两国领导

人的见证下ꎬ“中工国际”与意大利达涅利集团在罗马交换了阿塞拜疆钢铁综

合体项目的设备采购合同ꎮ “中工国际”作为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商承建项目ꎬ
意大利达涅利集团作为项目的指定技术合作方负责直接还原装置、热轧与炼

钢装置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供货ꎬ“中工国际”负责球团装置、冷轧装置以及全

厂公用工程部分项目建设ꎮ 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满足阿塞拜疆对还原铁的

需求ꎬ推动当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ꎬ还可扩大出口为其创汇ꎬ并为当地创造上

万个就业岗位ꎬ为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ꎮ 从中方来看ꎬ参与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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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利于“中工国际”开拓工业工程领域业务ꎬ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ꎬ因而

该项目成为互利共赢的标杆ꎮ
近年来ꎬ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实力逐渐提升ꎬ国际合作经验逐渐丰富ꎬ开始

承接总承包项目ꎮ 这类项目对企业执行国际合作规则的能力、总体协调和管

理能力均有较高要求ꎬ由于合作难度较大ꎬ承接总承包项目的中国企业相对

较少ꎮ
(２)一般工程承包项目ꎮ 这类项目指由第三方提供资金支持ꎬ中国企

业中标后在对象国完成项目建设ꎮ 一些欧亚国家接受来自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援助资金或贷款用于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ꎬ中国企业具有技术和经验的优势ꎬ中标后承接工程项目ꎮ 由于资金

来源有保障ꎬ因此这类项目比较受中国企业欢迎ꎬ以这种方式在欧亚国家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成功率比较高ꎬ这类项目在塔吉克斯坦较为突出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国企业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部分工程项目一览表

国家 项目名称 投资方 项目内容

乌兹别
克斯坦

燃气电
站项目

由沙特阿拉伯“ＡＣＷＡ
Ｐｏｗｅｒ”公司投资ꎬ项目
总金额约 １２ 亿美元

中国能建葛洲坝国际公司总承包建设
的锡尔河州１ ５００ＭＷ燃气电站项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举行开工仪式ꎬ该燃
气电站位于锡尔河州希林市ꎬ项目包
括建设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外送线路
和变电站等ꎬ总工期 ３６ 个月ꎮ

塔吉克
斯坦

塔乌公路
明洞建设

项目

塔政府与巴基斯坦联
合融资ꎬ巴基斯坦援
款 ５００ 万美元

该项目为在塔乌公路沿线易发生雪崩
路段修建防护明洞ꎬ共建 ５５ 个明洞ꎬ
总长度 ５ ６６５ 米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中国路桥公司与塔方签订实施合同ꎬ
合同金额 ４９４ ７ 万美元ꎬ工期 １ 年ꎮ

格拉芙纳
亚水电站
技改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赠款
９ ７４９万美元

该项目由中国水电塔吉克有限公司实
施ꎬ合同工期１ ５００天ꎮ 技改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开工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ꎮ ２０１９ 年进行
厂房和大坝修复工作ꎬ尚未完工ꎮ

杜尚别—
库尔干秋
别道路修
复项目
二期

亚洲开发银行赠款
５ ６２１万美元

该项目业主单位为塔交通部ꎬ中国水
电塔吉克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６
日签署项目合同ꎬ该项目修复道路总
长 ３９ ５７５ 公里ꎬ工期 １ ０９５ 天ꎬ原计划
竣工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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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国家 项目名称 投资方 项目内容

塔吉克
斯坦

库里亚布—
卡拉库姆
公路重建
项目Ａ段

沙特阿拉伯发展基
金、阿布扎比发展基
金、伊斯兰发展银行、
科威特基金和欧派克
基金组成的多边银行
提 供 贷 款ꎬ 总 金 额
３ ０８６ １万美元

该项目由中建集团新疆建工塔吉克分
公司承建ꎬ业主单位为塔交通部ꎬ修复
公路全长 ３２ ７３ 公里ꎬ工期 １ ０９５ 天ꎬ
项目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签订实施合
同ꎬ当年 ６ 月 １ 日正式开工ꎮ

杜尚别市
立交桥

Ｍ４１ 项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
亚洲开发银行共同融
资ꎬ项目金额 ３ ９１５ 万
美元

该项目为建设一座两层互通式立交桥
及延伸上下挡墙、两座分离式立交桥
及延伸挡墙、两座环形立交桥ꎬ同时包
括相应排水管线、电信网络、路灯、绿
化等内容ꎬ业主单位为塔交通部ꎬ由新
疆交通建设集团塔吉克分公司承建ꎬ
项目工期为 ７３０ 天ꎮ 应塔方要求ꎬ实
际工期按 ６４０ 天进行ꎬ项目主体部分
已基本完成ꎬ正在进行附属工程建设ꎮ

库里亚布—
卡拉库姆
道路重建
项目 Ｆ 段
(谢科夫—
卡拉库姆)

伊斯兰发展银行等 ５
家 银 行 联 合 融 资
３ １２７万美元

中国路桥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标
该项目ꎬ５ 月 ２４ 日签订实施合同ꎬ道
路全长 ２６ 公里ꎬ工期 ３ 年ꎬ项目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开工ꎮ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商会:«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地区)市场报

告(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ｆｅｃ / ２０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１７４２５２８２０ ｐｄｆ

总体而言ꎬ中国企业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了良好开端ꎬ但
项目数量相对比较少ꎬ以第三方融资、在当地承包工程项目为主ꎬ至于第三方

市场合作的其他模式尚未出现ꎬ如产融结合型ꎬ即中外方金融机构通过银团

贷款、联合融资、转贷款等多种方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ꎬ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ꎬ分散金融机构融资风险ꎬ实现企业和金融机构共生共存ꎻ战略合作型ꎬ即
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形式在第

三方市场开展涉及研发、制造、工程、资本、物流、人才等全方位、多领域、多层

次合作ꎬ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ꎬ同时为第三方市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ꎮ
这既与欧亚国家工程市场的发展水平和需求有关ꎬ也与中国企业自身的管理

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密不可分ꎬ因此ꎬ在欧亚国家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仍任重

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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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问题

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拓展了融资渠道ꎬ扩大了资金来源ꎬ但由于合作主

体多元化ꎬ合作关系变得更为复杂ꎬ各国营商环境差异较大ꎬ推进合作面临诸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一)合作的法律保障有待加强

尽管中国已逐渐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ꎬ但迄今与欧亚国家尚未签署相关

合作文件ꎬ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合作共识ꎮ 中国已经与 １４ 个国家签署了«关于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见表 ５)ꎬ阐述了双方合作的原则、重点领域

及促进措施ꎬ在已签署文件的国家中未现欧亚国家ꎬ这将直接影响双方开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进程ꎮ

表 ５　 中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情况

序号 国家 签署文件 合作平台

１ 中国—澳大利亚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２ 中国—奥地利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ꎻ
中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

３ 中国—比利时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发
展伙伴关系与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

４ 中国—法国
«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联合声明»ꎻ«中法第三方
市场合作示范项目清单»

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
员会ꎻ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论
坛ꎻ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

５ 中国—加拿大
«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联合声明»

６ 中国—意大利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ꎻ
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

７ 中国—日本
«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ꎻ中
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

８ 中国—荷兰
«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９ 中国—葡萄牙
«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葡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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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序号 国家 签署文件 合作平台

１０ 中国—韩国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工
作组

１１ 中国—新加坡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ꎻ«关于
加强中新第三方市场合作
实施框架的谅解备忘录»

中新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ꎻ
中新 “一带一路” 投资合作
论坛

１２ 中国—西班牙
«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西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１３ 中国—瑞士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瑞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ꎻ
“一带一路”能力建设中心

１４ 中国—英国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英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ｔｚ / ２０１９０９ / Ｗ０２０１９０９０５５１４５２３７３７２４９ ｐｄｆ

此外ꎬ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投资合作的一种形式ꎬ因此ꎬ投资的法律保护也

是必不可少的条件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成为合作的法律

基础ꎮ 尽管中国与欧亚国家均签署了两项协定(见表 ６)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的签署时间大多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ꎬ税收协定的签署时间也大多在 ２０１０ 年之

前ꎬ基于当时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平ꎬ这些协定未能充分反映中方对外投资的

利益诉求ꎬ更未涵盖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形式ꎬ为此ꎬ迫切需要根据中方扩大

对外投资的实践ꎬ尤其是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需求修订相关条款ꎬ为企业

开展合作提供应有的法律保护ꎮ

表 ６　　 　 　 中国与欧亚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

国家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执行日期

俄罗斯 ２００５ １１ ９ ２００９ ５ １ 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３ ２０１６ ４ ９ ２０１７ １ １

乌克兰 １９９２ １０ ３１ １９９３ ５ ２９ １９９５ １２ ４ １９９６ １０ １８ １９９７ １ １

摩尔多瓦 １９９２ １１ ６ １９９５ ３ １ ２０００ ６ ７ ２００１ ５ ２６ ２００２ １ １

白俄罗斯 １９９３ １ １１ １９９５ １ １４ １９９５ １ １７ １９９６ ２０ ３ １９９７ １ １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１ ４ １９ ２０１１ ９ １ １９９６ ７ ３ １９９６ ７ ３ １９９７ １ １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９９２ ５ １４ １９９５ ９ ８ ２００２ ６ ２４ ２００３ ３ ２９ ２００４ １ １

亚美尼亚 １９９２ ７ ４ １９９５ ３ １８ １９９６ ５ ５ １９９６ １１ ２８ １９９７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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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国家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执行日期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２ ８ １０ １９９４ ８ １３ ２００１ ９ １２ ２００３ ７ ２７ ２００４ １ １

土库曼斯坦 １９９２ １１ ２１ １９９４ ６ ６ 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３ ２０１０ ５ ３０ ２０１１ １ １

塔吉克斯坦 １９９３ ３ ９ １９９４ １ ２０ ２００８ ８ ２７ ２００９ ３ ２８ ２０１０ １ １

格鲁吉亚 １９９３ ６ ３ １９９５ ３ １ ２００５ ６ ２２ ２００５ １１ １０ ２００６ １ １

阿塞拜疆 １９９４ ３ ８ １９９５ ４ １ ２００５ ３ １７ ２００５ ８ １７ ２００６ １ １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ꎬｈｔｔｐ: / / ｔｆ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２０１１１１ / ２０１１１１０７８１９４７４ ｓｈｔｍｌꎻ国家税务总局:«我国签订的避

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ａｘ ｇｏｖ ｃｎ / ｎ８１０３４１ / ｎ８１０７７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二)规则协调成为合作难点

各方的投资规则差异较大ꎮ 三方合作的模式一般为“中国企业 ＋ 西方跨

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企业”ꎬ合作三方的法律体系不同、管理机制不同ꎬ相应

的海外投资规则也不尽相同ꎮ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针对交通基础设施、电力、电信和环保等社会管理

项目ꎬ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制定了 ＰＰＰ 立法ꎬ内容包括管理机构、
评价标准、采购制度和信息披露等ꎬ跨国公司按照本国的 ＰＰＰ 立法开展项目

融资ꎮ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欧亚国家也采

用 ＰＰＰ 模式吸引外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ꎬ中国企业对各国的 ＰＰＰ 立法不甚了

解ꎬ迄今鲜有中国企业以 ＰＰＰ 模式开展境外投资的成功案例ꎮ 若中国企业与

西方跨国公司联手开展基础设施项目投标ꎬ须事先了解各国 ＰＰＰ 立法的相关

规定ꎬ否则难以有效开展合作ꎮ
在市场准入方面ꎬ各国的政策千差万别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参与国内

项目竞标的外资企业要求提供规定期限内的业绩证明ꎮ 乌政府对自身有能

力完成的工程ꎬ要求全部交由当地企业承建ꎮ 本国企业无能力建设的项目才

通过招标方式交由外资企业承建ꎬ且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要求总承

包商(甚至是强制性地要求)将项目分包给本国企业ꎮ 乌方只允许同一集团

公司旗下一家企业参加同一项目竞标ꎬ如多家企业参与ꎬ乌方会认为有串标

嫌疑ꎬ从而取消该集团公司旗下所有企业竞标资格ꎮ 此外ꎬ出于对本国公民

就业等综合因素考虑ꎬ乌逐渐提高外国投资方的属地化员工比例ꎬ外国员工

与当地员工的比例从 １∶ ４ 增至 １∶ ７ꎬ实际操作中甚至要求外方员工占比仅为

１０％ ~ ２０％ ꎮ 哈萨克斯坦规定了竞标企业的资质要求ꎬ即应在哈萨克斯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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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注册并至少运营三个月以上ꎮ 此外ꎬ提高属地化员工比例ꎬ加大劳务许可

的申请难度ꎬ对中国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业务产生重大影

响ꎮ 塔吉克斯坦政府对投标企业在塔或其他国家施工业绩和资质有明确要

求ꎬ自 ２０１８ 年起ꎬ塔要求中标企业违约保函须在当地银行转开ꎮ
在施工标准方面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沿袭了原苏联 ＧＯＳＴ 标

准ꎬ未与国际标准接轨ꎬ各国设计院认同俄罗斯标准ꎬ对中国标准认同度不

高ꎮ 中国企业在当地中标工程后ꎬ须进行设计标准转换ꎮ 亚美尼亚政府除执

行本地强制性要求外ꎬ一般执行欧洲和美国的标准ꎮ 中国标准在亚美尼亚仅

适用于中国的援外项目工程ꎬ或根据业主及双方合同要求确定中国援外项目

工程的实施标准ꎮ
在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中ꎬ中国企业需要协调对方以及第三方的规则ꎬ

进行对比分析ꎬ制定不同的实施方案ꎬ由此加大了企业投资难度ꎮ
(三)缺少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

目前ꎬ中国为了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ꎬ分别与签署合作备忘录的 １４
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ꎬ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第三方市

场合作论坛、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员会、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等ꎬ为双方企

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支持ꎮ 由于中国与欧亚国家尚未就开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达成共识ꎬ因此也未能建立相关机制ꎮ 合作只在既有双边投资机制

框架内进行ꎬ但第三方市场合作涉及至少三个主体ꎬ相关法律、规则、管理方

式的协调难以通过双边合作机制解决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作进程ꎮ
(四)企业跨国经营能力有待提升

长期以来ꎬ中国企业大多采用传统的 ＥＰＣ、ＥＰＣ ＋ Ｆ 业务模式ꎬ项目融资

主要依赖主权担保ꎬ而第三方市场合作要求企业由传统工程承包向产业前端

的规划、设计、咨询和后端的运营、维护、管理等领域扩展ꎬ由单一项目建设转

向综合经济开发ꎮ 总承包商需要有较强的跨国经营能力和大量复合型管理

人才支撑国际合作项目建设ꎬ为此中国企业面临较大挑战ꎮ 在阿塞拜疆工程

市场上中国企业难以与土耳其和欧洲企业竞争ꎮ 在亚美尼亚市场上针对部

分现汇项目ꎬ欧、美、俄投融资方常常在招标文件行业标准和类似工程经验方

面设置壁垒ꎬ排挤中国企业ꎮ 在乌克兰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中国企业

因不熟悉当地基建市场生态ꎬ协调公共关系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有所欠缺ꎬ面
临来自乌克兰本土企业和土耳其企业的激烈竞争ꎬ２０１９ 年未能中标新项目ꎮ
２０２０ 年ꎬ尽管中国 ７４ 家工程承包企业入围年度“全球最大 ２５０ 家国际承包

商”ꎬ７ 家企业进入前 １０ 名行列ꎬ但企业常常大而不强ꎬ提升跨国经营能力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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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企业面临的艰巨任务ꎮ

四　 中国在欧亚国家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路径选择

２０２２ 年年初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ꎬ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广泛传播迫使各国政府重新采取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ꎬ而能源

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仍在延续ꎬ受此影响ꎬ预计 ２０２２ 年全球经济增长比

２０２１ 年下降 ０ ５ 个百分点ꎬ为 ４ ４％ ꎬ２０２３ 年全球经济增长降至 ３ ８％ ①ꎮ 发

达经济体加息可能加剧金融市场动荡ꎬ致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

流动、货币和财政状况面临较大风险ꎮ 在疫情蔓延背景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升级又增加了其他全球性风险ꎮ
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ꎬ全球基建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ꎬ资本避

险情绪上升ꎬ国际基建市场资金缺口加大ꎬ下行趋势明显ꎮ 许多发展中国家

公共债务水平上升ꎬ难以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ꎮ 同时ꎬ疫情还加大了部

分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ꎬ限制了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ꎮ 多年来ꎬ中国

企业大规模推进的境外承包工程合作面临新挑战ꎮ 但着眼于长远发展ꎬ基础

设施建设仍是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ꎮ 据«全球基础设施展望»预测ꎬ
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平均年增长速度仍将保持 ３ ９％ ꎮ 欧亚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市场需求较大ꎮ 伴随各国加快工业化进程ꎬ新建基础设施增长空间较

大ꎬ预计未来各国政府将出台经济刺激政策ꎬ降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

响ꎬ大力改善民生ꎬ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ꎬ拉动经济增长ꎬ基础设施建设将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ꎮ
(一)转变合作理念

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ꎬ中国与欧亚国家应对既往的合作路径和

方向进行调整ꎬ作出新选择ꎮ
１ 欧亚国家的经济走势与政策

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对欧亚国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ꎬ为此ꎬ欧
亚开发银行预测ꎬ若油价稳步回落ꎬ２０２２ 年欧亚开发银行的成员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平均经济增

速为 ３％ ꎬ低于全球平均水平ꎬ各成员国经济增速存在一定差异(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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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２２ 年部分欧亚国家 ＧＤＰ 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КазТАГ － Валентина Владимирская Рост ВВП почти на ３％ прогнозируют

на ２０２２ год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 участников ЕАБР ｈｔｔｐｓ: / / ｋａｚｔａｇ ｋｚ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ｒｏｓｔ － ｖｖｐ － ｐｏｃｈｔｉ －
ｎａ － ３ － ｐｒｏｇｎｏｚｉｒｕｙｕｔ － ｎａ － ２０２２ － ｇｏｄ － ｖ － ｇｏｓｕｄａｒｓｔｖａｋｈ － ｕｃｈａｓｔｎｉｋｏｖ － ｅａｂｒ /

为了拉动经济增长ꎬ各国决定加大投资力度ꎬ大力吸引国际组织、私人资

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ꎮ ２０２１ 年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

８ ３８ 亿欧元开展 １１ 个项目建设ꎬ同时为乌兹别克斯坦的 １０１ 个项目提供约

２６ 亿美元投融资支持ꎮ 德国发展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总额 ２ ９８０ 万欧

元的贷款与援款协定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世界银行理事会为塔吉克斯坦努列克

水电站二期改造项目援助 ６ ５００ 万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向

塔吉克斯坦提供 ２ ５００ 万美元政府担保贷款、亚洲开发银行为塔吉克斯坦提

供 ８ ５００ 万美元无偿援助ꎬ以提升塔吉克斯坦的国家电网公司效率ꎮ 与此同

时ꎬ世界银行为塔吉克斯坦提供 １ ３２ 亿美元无偿援助ꎬ用以改善边境地区道

路状况ꎮ 这些项目为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发展空间ꎮ
２ 中国与欧亚国家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方向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ꎬ习近平主席强调ꎬ要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ꎬ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ꎬ抓住战

略机遇ꎬ统筹发展和安全ꎬ全面强化风险防控ꎬ优质打造标志性工程ꎬ统筹谋划

民生工程ꎬ继续扩大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ꎬ深化资金融通ꎬ吸引多边开发机构、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参与ꎬ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等ꎬ为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指明了新方向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王毅国务委员与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时签署了

«关于“中国 ＋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建设的备忘录»ꎬ确定了重点合作领域ꎬ
制定共同行动计划ꎬ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ꎮ

２０２２ 年伊始ꎬ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举行视频会议ꎬ提出将携手构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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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４ 日ꎬ中俄元首举行会晤ꎬ双方有

关部门和企业签署了将近 ２０ 份合作文件ꎬ涵盖经贸、投资、能源和体育等方面ꎮ
未来涉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领域包括:(１)提升互联互通水平ꎮ 充分发挥中

国与欧亚国家地理相邻优势ꎬ保障中欧班列、中吉乌公路等畅通运行ꎬ加快探讨跨

国铁路建设ꎬ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ꎬ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ꎬ进一步完善互

联互通网络ꎬ强化“硬联通”ꎮ 与此同时ꎬ提升跨境物流服务ꎬ开设特殊商品过境

“绿色通道”ꎬ挖掘多式联运潜力ꎬ开展“智慧海关”合作试点ꎬ提升口岸过货效能ꎬ
探索构建中国—中亚数字化交通走廊ꎬ推进货物通关便利化ꎬ建立健康码信息互

认机制和人员出入境快捷通道ꎬ提升“软联通”ꎬ促进中国与欧亚国家的互联互通

更加安全高效ꎮ (２)深化能源领域合作ꎮ 深化油气领域全方位合作ꎬ包括油气勘

探、开采和加工ꎬ探索油气领域合作新模式ꎮ 确保中国—中亚油气管道稳定运营ꎬ
加快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Ｄ 线建设ꎬ扩大能源全产业链合作ꎮ 推动企业在能

源装备等领域开展合作ꎮ 促进能源可持续低碳转型ꎬ支持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氢
能、储能等领域开展合作ꎮ (３)加强数字经济合作ꎮ 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

算等高技术领域合作ꎮ 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ꎬ带动合作向数字化转型ꎬ推广跨

境电商、“智慧运输”、远程医疗、远程会展、无线支付等数字经济合作形式ꎬ提升网

络互联互通能力ꎬ提高跨境通信业务质量ꎮ 推动开发跨境电商新产品ꎬ提升跨境

电商贸易处理能力ꎬ打造数字伙伴关系ꎬ让各国人民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ꎮ (４)
扩大民生领域合作ꎮ 各国加强在减贫经验、新冠病毒疫苗、粮食安全、发展筹资、
教育培训和跨境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ꎮ 未来 ３ 年中国将向中亚国家提供 ５
亿美元无偿援助ꎬ用于各国民生项目建设ꎮ

(二)夯实合作的法律基础

在国际合作层面ꎬ根据合作意愿及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状ꎬ探索与各国

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ꎬ确定合作的基本原则、合作领域和促进措施ꎬ为推进第

三方市场合作奠定法律基础ꎮ 探索与各国推动重新修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ꎬ将第

三方市场合作的相关法律问题ꎬ包括投资争端、投资利益保护、市场开放议题等列

入其中ꎬ形成 ２ ０ 版投资协定ꎮ 根据该协定尽快完善中国的 ＰＰＰ 立法ꎬ设立 ＰＰＰ
专业化管理机构ꎬ出台 ＰＰＰ 项目评价标准和细则ꎬ推进 ＰＰＰ 采购制度改革ꎬ加大

ＰＰＰ 项目信息披露ꎮ 尽量协调国内外 ＰＰＰ 立法的相关条款ꎬ缩小差异ꎬ为第三方市

场 ＰＰＰ 项目合作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ꎮ 与各国积极磋商落实避免双重征税协定ꎬ探
索建立简单易行、操作性强的税收抵扣制度ꎬ充分保障境外企业的投资利益ꎮ

(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探索与欧亚国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调机制ꎬ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联

—９１—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盟、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等ꎮ 这些机制重点协调第三

方市场合作的相关法律问题ꎬ投资争端解决问题ꎬ各方的技术规则和标准问

题ꎬ合同规范问题ꎬ投资保险规则、本土化率要求和人员往来便利化等问题ꎮ
在国内应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和东道国的特点ꎬ构建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风

险防范体系ꎬ推进投资项目的安全权益保障ꎮ
(四)完善合作促进措施

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金融支持体系ꎬ鼓励中国的金融机构参与第三方市场

合作的融资活动ꎬ在境外资产价值的有效确认、降低企业担保费用等融资成本、扩
大贷款用途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ꎬ解决中国企业在欧亚国家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项目融资难问题ꎮ 鼓励保险机构创新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对外保险品种和服务ꎬ研
究推出更多币种、更便捷的汇率避险险种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ꎬ简化投保手续ꎮ

完善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ꎮ 利用中国驻欧亚国家

使领馆的信息资源ꎬ协调国内相关政府主管部门ꎬ为企业提供权威的欧亚国

家第三方市场合作公共咨询和服务ꎮ 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企业的实际需

求发布与欧亚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相关的政策法规、项目信息等ꎮ
加强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真实性与合规性监管ꎮ 建立部门间

信息共享机制ꎬ指导境内企业加强对其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监督与管理ꎬ建立健

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投资决策、财务管理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ꎬ深入了解欧亚国家

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政策法规和国际惯例ꎬ遵守当地法律法规ꎬ合法合规经营ꎮ
(五)探索设立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

将现有中国与欧亚国家合作的基金进行有效整合并调整方向ꎬ成立中

国—欧亚第三方市场合作专项基金ꎬ引导金融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ꎬ拓宽第

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市场化融资渠道ꎮ 同时ꎬ利用可能建立的第三方市场合

作机制确定示范项目清单ꎬ通过联合融资、共同投资、中方 ＥＰＣ 总承包 ＋第三

方投资开发等灵活形式ꎬ推动各领域项目建设ꎬ实现互利共赢ꎮ
(六)提升企业的国际合作能力

鼓励中国对外投资咨询服务机构为企业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ꎬ包括资产评估、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税务服务、投资

顾问、设计咨询、风险评估、认证和仲裁等ꎬ提升中国企业在欧亚国家防范境

外投资风险的综合能力ꎮ 此外ꎬ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ꎬ推动政府、社会和企

业联合开展人才培训ꎬ着力打造一批集外语、业务、法律和管理能力为一体的

高端国际化人才队伍ꎬ为在欧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智力支撑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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