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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成果、问题与思路∗

李自国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困

难的时刻提出的ꎬ是中国向主动外交转型的标志ꎮ 它以零门槛、非排他的泛

区域经济合作为抓手ꎬ探寻地区经济发展之路ꎮ 经过三年多的探索与实践ꎬ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果ꎬ得到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

持ꎬ一大批项目签署和落地ꎬ展现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ꎮ 但同时ꎬ“一带一

路”也面临“成长的烦恼”ꎬ如何“搞定”沿线地区复杂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风

险是个艰巨的任务ꎬ这需要更大的智慧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中国方案　 进展与成果　 问题与挑战

【作者简介】 　 李自国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ꎮ

自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ꎬ已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表示支持ꎮ 中国与 ４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ꎮ 中

国倡议广被接受ꎬ合作进展超出预期ꎮ 但与此同时ꎬ“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

诸多问题和挑战ꎬ如何使“一带一路”走稳、走远更需大智慧ꎮ

一　 中国方案带来的历史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进入低速增长期ꎬ国际格局出

现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是共同判断ꎮ 经济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有二:一是中国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ꎬ“按照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ꎬ中国经

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 ３０ ５％ ꎬ跃居全球第一”①ꎻ二是反

∗　 本文得到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ꎮ

①　 郭同欣: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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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思潮上升ꎬ世界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ꎮ 在全球化受阻而区域经济联盟

对抗激烈的背景下ꎬ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ꎬ即以“通”为纲ꎬ构建不设门

槛、不搞排他的泛区域经济合作ꎬ为地区发展与稳定提供了新方案ꎮ
(一)符合历史潮流ꎬ为沿线国家提供灵活合作空间

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ꎬ它追求的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置ꎬ从而

以最低的成本产出最多的商品和服务ꎮ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历史地看ꎬ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

果ꎬ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ꎮ”①但毋庸置疑ꎬ逆全球化现象越来

越突出ꎬ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对全球化的认知和感受差别很大ꎮ
一段时期ꎬ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全球化受阻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ꎮ

但现在看ꎬ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有困难ꎮ 英国脱欧和法国大选中强烈的“去欧”
思潮都说明区域一体化也有反复ꎮ 经济联盟有好处ꎬ就是对内开放、对外排

他ꎮ 但在经济利益相互捆绑的同时ꎬ也意味着参与其他经济合作受到限制ꎬ
它为成员国发展打开一扇门ꎬ也关上一扇窗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联盟与联盟之

间竞争激烈ꎬ例如:ＴＰＰ 排斥中俄ꎻＲＣＥＰ 在谈判结束前不邀请美俄ꎻ欧亚经济

联盟无意邀请中国ꎮ 相互竞争与排斥导致市场割裂ꎬ严重时还会出现地缘危

机ꎬ如乌克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角力的结果ꎮ
尽管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有问题ꎬ但有两个共识:一是没有国家

会真的“去全球化”而走向闭关自守ꎻ二是经济联盟间强烈的相互排斥不符合

各国长期利益ꎮ 因此ꎬ欧亚大陆需要一种不设门槛、不搞强制义务、非排他的

包容性合作平台ꎬ在这个平台上ꎬ参与国既可以参加泛区域经济合作ꎬ又不违

背其在联盟中的承诺ꎮ “一带一路”倡议恰恰符合这样的时代要求ꎬ这也是沿

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很快接受并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原因ꎮ
(二)聚焦发展问题ꎬ为各国经济提供新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ꎬ主要特点有四:一是

人口增速快ꎬ有旺盛的需求ꎻ二是多处于工业化或再工业化阶段ꎻ三是道路、
电力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ꎻ四是多数国家城市化水平较低ꎬ都会有一个长

期且快速的城市化进程ꎮ 以电力为例ꎬ多数南亚、东南亚国家电力短缺ꎬ成为

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ꎻ而原苏联空间则面临设备老化问题ꎬ“跑冒滴漏”
严重ꎬ亟待更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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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 / ｃ ＿
１１２０３３１５４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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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４ 年各国年发电量及人均发电量比较

国别 年总发电量(万亿千瓦时) 人均年发电量(千瓦时)

中国 ５ ６４９ ５８３ ４ １２３

印度尼西亚 ０ ２２０ ７９４ ８６４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０５５ ４１０ １ ７８０

巴基斯坦 ０ １０５ ３０４ ５３４

孟加拉国 ０ ０５５ ８４５ ３５０

柬埔寨 ０ ００３ ０５９ ２０４

印度 １ ３０８ ８７３ １ ０１０

德国 ０ ６２７ ７９５ ７ ６３７

资料来 源: 根 据 联 合 国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 据 库 整 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ｈｔｍ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出现ꎬ有望调动国际及沿线国家的资本ꎬ在较

短时间内大幅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投资环境ꎬ利用基础设施的乘

数效应使国际资本向人口众多的大欧亚空间流动ꎬ以此使各国经济发展获得

新的动能ꎮ
(三)营造和谐氛围ꎬ为地区稳定提供“安全绳”
首先ꎬ为地区和平提供“压舱石”ꎮ 我们经常提到中美之间有经济“压舱

石”ꎬ因彼此无法承受关系破裂带来的伤害ꎬ所以合作的大船不易倾覆ꎮ 同

样ꎬ中国与沿线国家、沿线国家之间也需要经济“压舱石”ꎮ 就中国与沿线国

家关系而言ꎬ可以设想ꎬ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道路联通ꎬ人员频繁交往ꎬ贸易

高度依存ꎬ形成“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ꎬ那么双方就不会轻易搞坏

关系导致“双输”ꎮ
另外ꎬ有一种说法是周边一些国家(如韩国)经济上靠中国ꎬ安全上靠美

国ꎮ 短期看这种说法似乎成立ꎬ但长期看是不现实的ꎬ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

经济上长期依靠中国ꎬ而同时又举着反华的旗帜ꎮ 在南海问题上ꎬ菲律宾出

现了大转弯ꎬ这里有个人因素ꎬ但更多的是经济产生的吸引力ꎮ 同理ꎬ“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间若形成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ꎬ彼此之间也不会轻易动干戈ꎮ
“一带一路”所推动的“五通”将沿线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ꎬ为地区和平加上

了一道无形且无价的保险ꎮ
其次ꎬ为国内安定增加“稳定器”ꎮ 对很多家庭而言ꎬ拥有温暖住房、充足

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ꎮ 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ꎬ也是一些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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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①ꎮ 西亚、北非的乱局ꎬ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ꎬ
固然有外部的因素ꎬ但发展停滞、分配不公等内部问题是主因ꎮ 就中国而言ꎬ
全国各地均衡发展、机会均等、成果共享同样是一个艰巨的课题ꎮ “一带一

路”第一次把中西部地区推到开放的前沿ꎬ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与国外

的联通ꎬ使原本的地域劣势变成优势ꎬ促使国内、国际资本向中西部流动ꎮ 例

如ꎬ借助中欧班列、中巴走廊、中老铁路ꎬ新疆、云南等沿边地区与中亚、南亚

合作时将获得时间和成本优势ꎮ 相较于兄弟省份的援助ꎬ边疆省区更需要平

等的发展机会ꎮ
(四)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争取时间和空间

“一带一路”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ꎬ它首先服务于中国经济ꎬ助中国企业

“走出去”ꎬ促产业升级ꎮ 近年来ꎬ中国经济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土地、水资

源矛盾突出ꎬ环境进入临界点ꎬ人口红利减少ꎬ国内投资的边际效益不断递

减ꎬ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

导意见»、«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两个重要文件ꎬ正是经济迫切需要转型的体现ꎮ
沿线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再工业化阶段ꎬ是中国装备制造的需求国ꎮ 而中国

的产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更好地融入新技术、新工艺ꎬ渐进地实现产业

和技术升级ꎮ
“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中国从接受和学习国际

规则向尝试参与制定规则转变ꎻ从参与别人构建的产业价值链ꎬ向“自主构建

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跨境产业链”②转变ꎻ从使用别人的平台ꎬ到提

供自己的公共产品ꎻ从自家事为主ꎬ向主动承担大国责任转变ꎮ

二　 进展和成果超出预期

经过三年多努力ꎬ“一带一路”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超出预期ꎮ
(一)政策沟通效果良好ꎬ签署数十份合作文件

１ 获得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中国共与 ３４ 个国家(含 ４０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

—５—

①

②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 / ｃ ＿
１１２０３３１５４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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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备忘录ꎬ与 ３０ 余个国家启动了机制化产能合作ꎮ 中国

倡议得到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的支持ꎬ表明中国倡

议不是“独唱”ꎬ而是共同行动ꎮ “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ꎬ但
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①ꎬ这句话已经落到实处ꎮ

２ 合作由虚到实ꎬ从备忘录到路线图

如果说签署合作备忘录只是表明对中国倡议的积极态度ꎬ那么ꎬ制定对

接合作详细规划更具实际意义ꎮ
在双边层面ꎬ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捷克等国签署对接合作文

件ꎬ率先从备忘录向制定具体规划迈进ꎮ 例如ꎬ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中哈签署«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ꎮ 这是首

份双边对接文件ꎬ提出在交通运输、工业、农业、能源、新兴产业、金融、知识产

权等七大领域深度合作ꎮ
在多边层面ꎬ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中、蒙、俄三国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ꎬ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关于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

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ꎮ 这都标志着多边合作也开始从

备忘录向制定合作路线图转型ꎮ 对接不再停留在口头上ꎬ而是进入实质性谈

判新阶段ꎮ
３ 自贸区建设有新的突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与东盟签署«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ꎬ双方自贸区进入 ２ ０ 时代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中国与格鲁吉亚完成自贸区谈判ꎬ实现了中国在欧亚地区自贸区

网络布局零的突破ꎮ 中国与摩尔多瓦自贸谈判可行性研究也已启动ꎮ 中

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顺利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已举行三轮ꎮ
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海合会”等也举行了多轮谈判ꎬ大部分议题已

达成一致ꎮ
(二)设施联通成果突出ꎬ重大项目先后落地

１ 设施联通快速推进

第一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 １３０ 多个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ꎬ
涉及铁路、公路、海运、航空和邮政等各个领域ꎮ 利用 ７３ 个水路和公路口岸

与相关国家开通 ３５６ 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ꎻ海上运输服务已覆盖“一带

—６—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３０ / ｃ＿１１１８７７８６５６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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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所有国家ꎻ与 ４３ 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ꎬ每周航班约４ ２００个①ꎮ
第二ꎬ三年多来ꎬ“要想富ꎬ先修路”的中国口号成为沿线国家的共识ꎬ不少国

家争当地区物流中心ꎮ 例如ꎬ阿塞拜疆修建东—西、北—南交通走廊ꎬ打造巴

库新港ꎬ拟成为高加索物流中心ꎻ哈萨克斯坦更是当仁不让ꎬ要成为东西方物

流枢纽ꎮ 第三ꎬ一大批重大项目启动ꎮ 例如ꎬ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竣

工通车ꎻ瓜达尔港投入使用ꎻ乌兹别克斯坦卡姆奇克隧道通车ꎻ雅万高铁、中
老铁路、同江大桥等启动建设ꎻ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中泰高铁即将开工ꎻ
莫斯科—喀山高铁进入勘探设计阶段ꎮ 第四ꎬ物流软环境建设方面取得很大

成就ꎮ 例如ꎬ哈萨克斯坦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牵头成立了跨里海国际运

输线路协调委员会ꎬ积极协调中国—中亚—高加索物流运输ꎮ 哈萨克斯坦提

出ꎬ为加快融入国际交通体系ꎬ哈将推行“５Ｃ”(服务、速度、价格、稳定性和完

整性)准则为过境运输保驾护航ꎮ 第五ꎬ油气管线、通信光缆等建设初见成

效ꎬ全方位、立体联通初具规模ꎮ 中国—中亚、中国—缅甸天然气管线和中

哈、中俄石油管线投入运营ꎻ亚太直达国际海底光缆(ＡＰＧ)项目启用ꎬ东北

亚—欧洲、中亚—中东—欧洲、南亚—欧洲、东南亚—欧洲四条陆路网络通道

在加紧建设中ꎮ 设施联通已由中方倡导变成共同行动ꎮ
２ 中欧班列渐成规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中欧班列已开行 ３９ 条ꎬ到达 １０ 个国家 １５ 个城市②ꎮ
中欧班列的主要进展有三方面:一是增速快ꎮ ２０１５ 年中欧班列开行 ８１５ 列ꎬ
是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７ 倍ꎮ ２０１６ 年开行 １ ７０２ 列ꎬ同比增长 １０９％ (成都、重庆开行

８６６ 列ꎬ占一半)③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ꎮ 文件提出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将达到 ５ ０００ 列左右④ꎮ 二是反向运输诉求增加ꎮ ２０１６ 年

返程班列为 ５７２ 列ꎬ同比增长 １１６％ ⑤ꎮ 另外ꎬ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伊朗和乌克兰也

曾尝试向中国发送专列ꎮ 三是更多国家参与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中、白、德、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 １３０ 多个互联互通交通协定»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０ / ｃ＿１１２０８４５２２２ ｈｔｍ

同①ꎮ
«２０１６ 年铁路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取得新进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ｒ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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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建 设 发展 规 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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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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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波、俄七国铁路部门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ꎬ拟扩大班列

服务地域ꎬ开发新产品ꎬ推进跨境电商货物、国际邮包、冷链运输ꎮ 中欧班列

已初具国际物流知名品牌的底蕴ꎮ 当然ꎬ也存在开行城市过多、线路过度竞

争、依赖政府补贴等乱象ꎮ
３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点的建设成果显著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点即可成线、成面ꎮ 三年多来ꎬ中资企业

参与建设了“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批重大项目ꎬ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贸易和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表 ２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参与企业 具体内容

皎漂港(缅甸) “中石油”、中国港口建设
集团

油轮码头ꎻ集装箱船码头ꎻ
液化气船 ＬＰＧ 码头

皎漂经济特区(缅甸)

中国中信集团、泰国正大集
团、中国港湾集团、中国招
商局集团、中国 “天津泰
达”、中国“云南建工”

皎漂特区工业园项目、深水
港项目

科伦坡国际金融城
(斯里兰卡) “中国交建” 酒店、购物中心、住宅、码头

等综合项目

汉班托特港(斯里兰卡) 中国招商局集团 收购 ８０％股权

瓜达尔港及港口城
(巴基斯坦) “中国交建” ４０ 年专属经营权(港口城

建设中)
吉布提港(吉布提共和国) 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收购 ２３ ５％股权

海法新港(以色列) 中国上港集团 ２５ 年专属经营权

比雷埃夫斯港(希腊) 中国远洋集团 ３５ 年专属经营权

库姆港(土耳其) 中国远洋集团、招商局集团
和“中投海外”

收购集装箱码头约 ６５％
股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ꎮ

(三)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有进展ꎬ亦有困难

１ “亚投行”快速发展ꎬ成员数仅次于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亚投行”正式成立ꎬ成员国为 ５７ 个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亚投行”扩容ꎬ批准 １３ 个意向成员国加入ꎬ成员国总数增至 ７０ 个ꎬ超过经营

多年的亚洲开发银行(６７ 个经济体)ꎮ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ꎬ
又有 ７ 个国家获批加入ꎬ成员国增至 ７７ 个ꎬ仅次于世界银行ꎮ 金立群行长在

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上表示ꎬ未来成员国数量将达到 ８５ 个以上ꎮ
２ 直接投资有波动ꎬ国别集中度高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 ４９ 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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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ꎬ投资额为 １４８ ２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８ ２％ ①ꎬ占当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总额的 １２ ６％ ꎮ ２０１６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 ５３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额为 １４５ ３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 ꎬ只占同期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的

８ ５％ 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２ 月ꎬ中国对沿线 ４１ 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

１７ ９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９ ７％ ③ꎮ
从数字可以看出ꎬ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并未随“一带一路”提出而出现

“井喷”ꎬ反而在下降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

接投资存量为 １ １５６ ８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１０ ５％ ④ꎮ 而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中ꎬ新加坡和俄罗斯分别占 ２８％ 和

１２ ３％ ꎬ两者合计占比超 ４０％ ⑤ꎮ 这说明ꎬ中国企业直接投资仍以发达经济

体为主ꎬ对多数沿线国家缺乏投资信心ꎬ也缺乏投资信息ꎮ
３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签得多用得少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中国人民银行已与 ３３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

议ꎬ货币互换金额为 ３ ３１ 万亿元人民币ꎬ但使用案例却很少ꎮ 例如ꎬ蒙古国

使用了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ꎬ但认为利率过高ꎮ 跨境贸易ꎬ特别是投资ꎬ人民币使

用量仅占 ２０％ ꎬ尚有提升空间ꎮ 应通过增加本币结算比例、完善支付体系、降
低互换协议的人民币利率、推动人民币投资和混合贷款(人民币 ＋美元)等手

段ꎬ切实推动人民币的境外使用率ꎮ
４ 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小幅增长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１ ６５５ ３ 万

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２６ ２％ ⑥ꎬ略高于中国外贸整体增幅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为 ６ ２５１ ７ 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０ ５％ ꎬ占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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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５ 年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合作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ｆｗｙｄｙｌ / ｔｊｓｊ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９８３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ｆｗｙｄｙｌ / ｔｊｓｊ / ２０１７０１ / ２０１７０１０２５０４２３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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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ｗｙｄｙｌ / ｔｊｓｊ /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５３９４５５ ｓｈｔｍｌ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２０１６)»ꎬ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ｚｈｚｃ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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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 ２６ ２％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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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期中国外贸总额的 ２５ ７％ ①ꎮ 这一比重虽变化不大ꎬ但由于沿线国家在对外

贸易方面出现困难ꎬ因此ꎬ中国在多数沿线国家贸易中的地位仍保持不断上

升趋势ꎮ

表 ３ 中国与俄印两国货物贸易情况及占比 (单位:亿美元)

国别 贸易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俄罗斯

印度

俄外贸总额 ７ ８２８ ０ ５ ２５８ ３ ４ ６７７ ５

中俄贸易额 ８８４ ０ ６３５ ５ ６６１ １

中国占比(％ ) １１ ３ １２ ０ １４ １

印外贸总额 ７ ７９６ ６ ６ ５８３ ６ ６ ２３５ ９

中印贸易额 ７１６ ０ ７０８ ３ ６９６ ２

中国占比(％ ) ９ ０ １０ ７ １０ ８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国别报告» (俄罗斯、印度) 整理ꎬ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

(四)产能合作进展顺利并开花结果

１ 产能合作园区快速涌现

目前ꎬ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 ２０ 个国家共同建设了 ５６ 个境外合作区ꎬ
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 ７２ ７２％ ꎬ累计投资 １８５ ５ 亿美元ꎬ入区企业为 １ ０８２
家ꎬ总产值为 ５０６ ９ 亿美元②ꎮ 其中有 ２０ 个园区建成并通过商务部考核ꎬ部
分园区已具规模ꎬ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目前入驻企业超过百家ꎬ提
供就业岗位 １ ６ 万个③ꎮ 上述园区有地域限制ꎬ当地政府给予特殊政策ꎬ多有

一定的产业倾向ꎮ 如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ꎬ该园以机械制

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精细化工、仓储物流为重点ꎮ
２ 中哈产能合作成为新模板

与园区式产能合作不同ꎬ中哈产能合作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ꎬ其特点是

政策沟通 ＋实业项目双向推进ꎬ无地域限制ꎬ项目无特定要求ꎮ 合作路线是:
签署«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政府间框架协议»ꎻ进行产能与投资合作对话ꎬ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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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共举行 １１ 轮对话ꎬ编制产能合作规划ꎬ跟踪项目清单ꎬ提供后

勤保障ꎻ设立产能合作基金ꎬ初期规模为 ２０ 亿美元ꎮ 最终ꎬ中哈之间形成 ５１
个项目、总投资为 ２６８ 亿美元的产能合作ꎬ并有一批企业开始启动①ꎮ 这种模

式中政府的引领作用更强ꎬ也受到一些国家青睐ꎮ
(五)为推动民心相通ꎬ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行动

从“一带一路”的进展看ꎬ支持度高、项目进展快的都是民心相通最好的

国家ꎬ如“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哈产能合作ꎬ这再次印证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ꎮ
在政府层面ꎬ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ꎬ提
出“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丝绸之路”师
资培训推进计划等ꎬ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②ꎮ 目前ꎬ教育部已与

４６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ꎬ其中“一带一路”国家 ２４ 个③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④ꎬ提出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ꎬ打造知名交流品牌ꎬ
促进文化贸易的大方针ꎬ同时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之旅计划、“丝绸之路”文
化使者计划、“一带一路”艺术创作扶持计划、“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

计划等ꎮ 目前ꎬ中国在境外共建立 ３０ 个中国文化中心ꎬ其中“一带一路”国家

占 １１ 个 ⑤ꎮ 在民间交往层面ꎬ随着“一带一路”框架内经济合作的深入ꎬ中国

企业越来越感到与合作方彼此了解不够ꎬ因此ꎬ非常重视将对方知名专家、技术

人员请进来ꎬ除进行培训外ꎬ也让其亲身感受企业的技术实力ꎮ 这些一线人员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部分人对中国的认知ꎮ 另外ꎬ以
“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人文活动越来越多ꎬ例如ꎬ举办“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

坛、“一带一路”国际文化遗产论坛ꎬ成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

路”高校战略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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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４１９ / ｃ１０５３ － ２９２２２６８６ ｈｔｍｌ

«文化部“一带一路” 文化发展行动计划»ꎬ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７０１ / ｔ２０１７０１１３＿４７７５９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ꎬ中国文化插上“一带一路”的翅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ｂｎ￣
ｓｊｄｔ / ｄｗｗｈｌｌｊ / ２０１６１２ / ｔ２０１６１２２８＿４６５４１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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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用力ꎬ久久为功ꎮ 民心相通虽不像投资那样容易量化ꎬ但持之以恒ꎬ
必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无法估量的影响ꎮ

作为新生事物ꎬ“一带一路”在短期内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ꎬ取得超出预期

的早期收获ꎬ表明它顺应了历史潮流ꎬ契合了沿线各国谋发展的强烈诉求ꎬ无论

个别国家支持与否ꎬ都无法阻挡“一带一路”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ꎮ

三　 “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两大类问题ꎬ一类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当地

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ꎬ这其中有政治风险、经济活动本身风险ꎬ还有文化差

异、认知不足等问题ꎻ另一类是“一带一路”建设固有的困难ꎬ如多大程度上实

现区域产业链的构建ꎬ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国际资本ꎬ而不是中国一家“打
拼”等ꎮ

(一)地缘政治与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政治和社会动荡风险相对较高ꎬ但中国的外交

政策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ꎬ如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使用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

等外交基本原则仍会坚守ꎮ 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

海外利益是个艰巨的任务ꎮ
１ 政局变化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多未定型ꎮ 执政党与反对党、中央与地

方、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复杂ꎬ新政权“清算”旧政权的情况时有发生ꎬ这时就

会出现殃及池鱼的现象ꎮ 典型的案例是科伦坡港口城建设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斯里兰卡大选后ꎬ新政府明知项目对斯非常有利ꎬ仍以缺乏相关审批手

续、须重新进行环境评估为由暂停了项目建设ꎮ 后经多次沟通磋商ꎬ双方在

停工近一年半时间后重签协议ꎬ港口城更名为“科伦坡国际金融城”ꎬ项目才

得以重启ꎮ 这虽是个案ꎬ但不排除在其他国家还会发生ꎮ
２ “三股势力”带来的安全风险

应该说ꎬ“一带一路”所通过的地区是“三股势力”最活跃的地区ꎮ 即使

在“全天候”伙伴巴基斯坦ꎬ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俾路支省分离势力对

合作项目虎视眈眈ꎮ “三股势力”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重大项

目ꎬ如中国—中亚的能源管线、重大隧道工程等构成威胁ꎬ使运营成本增加ꎮ
据称ꎬ“中石油”海外项目中 １０％ 的成本来自安保ꎮ 二是对投资者构成心理

威慑ꎬ影响投资者的信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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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社会动荡风险

“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发生ꎬ有来自外部的干预因素ꎬ也有经济

发展缓慢、社会分配不公、政府腐败的内因ꎮ 这是前车之鉴ꎬ而未来一些沿线

国家仍面临外有干预、内有病根的情况ꎬ社会动荡风险仍在ꎮ 加之沿线地区

“火药桶”多ꎬ如果阿富汗问题无解ꎬ中东乱局无法平息ꎬ都会影响“一带一

路”项目的落地ꎮ 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国企业在阿富汗的艾娜克铜矿项目ꎬ虽
成功中标ꎬ但由于安全问题一直难以推进ꎮ

４ 国家间矛盾和冲突

欧亚大陆是矛盾冲突多发区ꎬ领土、领海纠纷多ꎬ国家间的历史恩怨多ꎬ
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中国与越南等ꎮ 这些矛盾对“一带一

路”项目的落地带来困难ꎮ 另外ꎬ中亚国家在水资源利用问题上分歧明显ꎬ中
国企业在该地区开发水电站须慎之又慎ꎮ

(二)思想解放与相互认知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难点在于思想不接轨ꎮ 例如ꎬ在欧亚地区尚有乌

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未加入世贸组织ꎬ而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等大国也是近年才加入ꎬ这说明该地区与国际接轨程度低ꎬ开
放度低ꎬ思想保守ꎮ 问题主要有:

１ 签证难

签证难问题在独联体国家最突出ꎮ 例如ꎬ土库曼斯坦规定ꎬ企业外籍员

工与本国员工比例不得超过 ３∶ ７ꎬ而实际情况比规定还严苛ꎮ 哈萨克斯坦则

实行配额制ꎬ不同州可获得一定数量的配额ꎬ一旦配额用满外籍员工就再无

法获得工作签证ꎮ 中国企业因签证数量不够而拖延工期的情况时有发生ꎮ
虽然限制外籍员工数量有利于本国人就业ꎬ但一些国家动辄将签证问题与国

家安全挂钩ꎬ甚至对游客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ꎬ则显示了整个社会的保守性ꎮ
２ 资源开采企业易与当地民众产生矛盾

“资源掠夺论”是近年西方媒体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纽约时报»称ꎬ中国以“公然盗窃”和“权贵资本主义”方式对缅甸自然资

源发动“大规模抢掠”ꎮ 此等挑拨文章比比皆是ꎬ尽管毫无道理ꎬ但“资源掠

夺论”极具蛊惑性ꎬ使当地民众对外资企业开采本国资源充满敌意ꎮ 这方面

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中国紫金矿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金矿项目ꎬ曾与当地民众

发生过冲突ꎮ
３ 文化差异和心理过度敏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大ꎬ很多情况不同于国内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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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拆迁难度大、宗教规范和要求多、工作习惯和效率差别大等ꎮ 中国

企业习惯的“搞定政府就可以甩开膀子干”恐难行得通ꎮ 另外ꎬ投资企业多重

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ꎬ而软件中常强调法律、税收等ꎬ文化、习俗、宗教等

要素常被忽视ꎬ也容易与当地人产生矛盾ꎮ 而沿线国家多有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ꎬ对他人是否尊重其文化格外敏感ꎬ如印度曾因中国企业的员工将其国旗

倒入垃圾桶而爆发大规模抗议ꎮ
４ 对华认知不足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有“经济威胁论”、“安全威胁论”、“人口威胁论”等不同

形式ꎬ其主要原因是认知偏差ꎮ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

的基因ꎬ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①ꎮ 但沿线一些国家民众对中

华文明并不了解ꎬ容易听信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ꎮ 另外ꎬ沿线国家历史上多

受过侵略ꎬ与西方打交道的结论就是“国强必霸”ꎬ中国需要时间自证和平崛

起是真实的ꎮ “中国威胁论”即使在友好国家也会出现ꎬ例如ꎬ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巴基斯坦信德省分离组织“万岁信德统一阵线”举行游行示威ꎬ公然打出“Ｎｏ
ＣｈｉｎａꎬＧｏ Ｃｈｉｎａ”的反华标语ꎬ称“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对当地的经济、政治

和军事侵略②ꎮ
(三)经济活动本身的风险

１ 基础设施获利风险

基础设施有明显公共产品的属性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ꎬ
不以获取短期利益为目的ꎮ 因此ꎬ通常投资额巨大ꎬ回收期长ꎮ 企业采取的

ＢＯＴ 模式ꎬ由于时间跨度长ꎬ即使经济上可行ꎬ还会面临地缘政治、安全等问

题ꎮ 因此ꎬ需要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ꎬ如“世行”、“亚投行”、“亚开行”等融资

建设ꎬ共担风险ꎮ “一带一路”建设中ꎬ还需关注一些“陷阱”工程ꎬ如中国—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建设难度大、成本高)ꎻ波斯

湾—黑海走廊(缺物流)ꎻ蒙古国色楞格河水电站(俄反对ꎬ很难成功)ꎻ而莫

斯科—喀山高铁ꎬ由于两地及沿线人口规模不够大ꎬ其效益也值得商榷ꎮ
２ 汇率风险

近年ꎬ由于国际经济低迷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ꎬ不少沿线国家汇率受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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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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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建学、宁胜男:«“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机遇与风险»ꎬ«ＣＩＩＳ 研究报告»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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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坚戈对美元汇率两次大规模贬值ꎬ幅度均超过

２０％ ꎬ从 ２０１５ 年年初的 １５０∶ １ 达到 ２０１６ 年年初的 ３５０∶ １ꎮ 而乌兹别克斯坦

存在官方、黑市和交易所三种汇率ꎬ且差别巨大ꎬ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苏姆对美元汇

率分别为 ３ ０００∶ １ꎬ７ ５００∶ １ 和 ９ ３００∶ １ꎮ 汇率波动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ꎮ
３ 法律风险

沿线国家法律千差万别ꎬ由于对当地法律了解不够ꎬ不少企业陷入困境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由于程序问题ꎬ中石油—阿克托别油气股份公司被哈萨克

斯坦有关检察院以违反地下资源法为由处以 ３０ 亿坚戈的罚款ꎻ在吉尔吉斯

斯坦ꎬ由于吉政府不同部门对入驻经济特区企业的应税范围规定不同ꎬ导致

经济特区内的中国企业陷入税务纠纷ꎮ 另外ꎬ沿线国家政策多变ꎬ人治情况

较普遍ꎬ依法经营也未必“不惹事”ꎮ
４ 对当地情况不够了解而贸然投标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间不长ꎬ经验不足ꎬ对当地文化、自然环境缺乏足够

了解ꎮ 最典型的案例是 ２０１０ 年“中铁建”在沙特阿拉伯的轻轨项目出现巨额

亏损ꎮ 该项目在投标前缺乏详细实地勘探ꎬ不熟悉当地地质、土壤、水文环境

以及施工要求等ꎬ中标后又遭遇拆迁难度大、宗教要求多等问题ꎬ最终导致

“亏本赚吆喝”的局面ꎮ 尽管有前车之鉴ꎬ但不进行实地考察ꎬ根据在中国的

经验就贸然投标的情况仍时有发生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某民营企业在未进行实地

考察的情况下对格鲁吉亚公路项目投标ꎬ由于标价过低ꎬ经我驻外机构反复

提醒后ꎬ该公司派员进行了实地考察ꎬ最后及时撤标ꎮ
５ 环境风险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某些势力阻击“一带一路”项目的抓手ꎮ 发展工业必

然会产生污染ꎬ这一点沿线老百姓也明白ꎮ 但与中国搞产能合作就常常被污

蔑为中国污染输出ꎮ 以环境为由搁浅的案例也屡屡出现ꎬ如中国企业在缅甸

的密松水电站和在柬埔寨的柴阿润水电站项目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中国环保

部、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的指导意见»ꎬ表明中方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ꎮ

四　 应对风险和问题更需大智慧

不论在哪里投资ꎬ风险都将存在ꎬ与“一带一路”无关ꎮ 西方早就总结出了

“七七定律”ꎬ即 ７０％企业并购未达到预期ꎬ而其中 ７０％又源于文化整合不顺ꎮ
“一带一路”要做的ꎬ恰恰是通过制度安排、文化交融和及时纠错ꎬ使风险最小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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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家底ꎬ“回头看”ꎬ补人才缺口

１ 摸清自己的家底

第一ꎬ要找准中国最需要转移的产业及其优势企业ꎬ避免“自己打得头破

血流”ꎮ 目前ꎬ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联合出海的重要性ꎬ纷纷建立企业联合体

到海外竞标ꎮ 例如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组
成联合体ꎬ联合中标马来西亚南部铁路项目ꎬ实现了共赢ꎮ 但也有恶性竞争

的案例ꎮ 例如ꎬ在其他中国企业已签订商务合同的情况下ꎬ“中铁”三局在尼

日利亚未履行国内程序ꎬ恶意低价竞争ꎮ 第二ꎬ对同一市场不能一哄而上ꎮ
例如ꎬ３ 年前水泥在塔吉克斯坦是紧俏商品ꎬ但随着中国企业大量涌入ꎬ塔水

泥由年产不足百万吨迅速增至 ５５０ 万吨ꎬ商务部被迫发出产量过剩警报ꎮ 而

此类事情更需要的是事前预防ꎮ 第三ꎬ中欧班列开设要合理ꎬ不要四处开花ꎮ
目前ꎬ中欧班列半数从四川出发ꎬ这是打破中国西部在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合理

举措ꎮ 但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等)纷纷发专列ꎬ这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ꎮ
２ 了解对方战略诉求

要分国别摸清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最渴望合作的领域ꎬ规划最

现实可行的项目清单ꎮ 同时ꎬ还要摸清对方最忌讳的话题ꎬ了解国家间矛盾ꎬ避
免“踩脚”ꎮ 只有这样ꎬ合作项目才能更好地应对政权交替、社会动荡等风险ꎮ 政

府和企业都要保持强烈的“求知欲”ꎬ积极了解沿线国家的社会政治、地质地貌、风
土人情、消费习惯等各种信息ꎬ找到双方共赢与企业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平衡点ꎮ

３ 密切跟踪ꎬ建立“回头看”机制

首先ꎬ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当地政治形势、经济风险、地缘格局、社
会走向进行跟踪和分析ꎬ及时发布信息ꎮ 其次ꎬ中国企业ꎬ特别是私营企业应

主动与使领馆沟通ꎬ而不是挣钱时闷声发财ꎬ出事时抱怨连天ꎮ 最后ꎬ有关部

门应对一个地区、一定阶段的投资成功与失败案例进行总结ꎬ形成相关报告ꎬ
通过“回头看”避免重复“交学费”ꎮ

４ 建立长期人才培养机制

“五通”中任何一通都离不开人ꎬ而“一带一路”建设中最缺的不是资金、
项目ꎬ而是对当地市场、文化、语言非常了解的人才ꎮ 中国对沿线国家贸易上

多是顺差ꎬ但了解上往往是逆差ꎮ 例如ꎬ目前ꎬ哈萨克斯坦在华留学生达 １ ３
万人ꎬ而中国在哈留学生只有 １ ３００ 人①ꎮ 在鼓励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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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应设立鼓励中国学生赴沿线国家留学的机制ꎮ
(二)开展制度和规则对接ꎬ力争互认标准

小智治事ꎬ大智治制ꎮ 目前ꎬ“一带一路”合作以单个项目为主ꎬ制度对接

才刚刚开始ꎬ而要使合作更深入ꎬ就需要法律、制度、规则方面的保障ꎮ
１ 制度对接难在当下ꎬ利在长远

如果说关税是硬障碍ꎬ那么手续繁杂、通关不畅、标准差异、签证难、双重

征税等问题则是困扰合作的无形障碍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启动对接谈判ꎬ内容涉及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

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竞争、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法律、政府采购、部门合

作等 ９ 个议题①ꎬ显然ꎬ谈的不是具体项目ꎬ而是规则ꎮ 中哈双边对接规划也

提出:“愿加强两国税务机关的沟通合作ꎬ对避免双重征税有关问题进行磋

商ꎬ包括加强相关协定的执行力度ꎮ”②近年来ꎬ中国与相关国家每年都发布

«中国—东盟(柬、老、缅、越)贸易便利化研究报告»ꎬ目的同样是改善规制环

境、提高口岸效率、便利人员往来ꎮ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对接谈判肯定不

易ꎬ但一旦成功则长期获益ꎮ 鉴于沿线国家多数是 ＷＴＯ 成员国ꎬ可考虑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生效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为蓝本ꎬ加速制度和规则对

接ꎬ以降低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ꎮ
２ 标准对接ꎬ价值无限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中国技术标准与当地标准

相互协调和认可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ꎬ提出从 １０ 个方

面推动形成地区或国际标准ꎬ首先是标准交流、互认ꎬ然后在一些重大行业ꎬ
如电力、轮轨交通、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中医药、纺织等制定国际标准ꎮ
这说明标准互认问题早就引起关注ꎮ 标准的统一会极大方便项目的实施ꎬ有
利于企业准确核算成本和工期ꎮ 尽管每一个商品都涉及标准问题ꎬ内容繁

多ꎬ很难面面俱到ꎬ但将最关键领域ꎬ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标准进

行双边互认ꎬ就可以大大提高建设效率ꎮ 未来可从双边入手ꎬ由简入繁ꎬ由互

认到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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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第三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ꎬ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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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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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会换位思考ꎬ注重社会责任ꎬ以共赢谋长远

１ 学会换位思考ꎬ考虑当地民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别很大ꎬ与中国人思维也不一样ꎮ 对此要因国

而异ꎬ在换位思考中搞合作ꎮ 首先ꎬ要放弃国内的工作习惯ꎬ如依赖政府搞“强
拆”ꎮ 其次ꎬ要勇于承认“中国式”未必是最合理的ꎮ 中国企业不愿使用当地劳工

的理由是效率低、不能吃苦耐劳、讲究休息权ꎮ 而中国式勤劳在一些地方被视为

不公平竞争、不守法律ꎬ受到当地人的抵制①ꎮ 第三ꎬ不论政府部门ꎬ还是企业、个
人ꎬ都要摒弃帮助当地搞建设、教会和培养当地人员等居高临下的思想ꎬ把自己首先

当成按市场规则去挣钱的主体ꎬ才会对当地习惯、法律有敬畏之心ꎬ才会主动适应ꎮ
２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ꎬ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ꎬ而企业直接与雇员及

其家庭的利益挂钩ꎬ最接地气ꎮ 企业文化及带来的切身利益是对“一带一路”
最好的诠释ꎬ远比媒体宣传效果好ꎮ 近年ꎬ中国大型企业开始重视承担社会

责任ꎬ也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ꎮ 但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不适合“一带一

路”建设ꎬ应该积极宣传中国的援助项目和企业的社会反哺ꎬ让当地民众了解

并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ꎮ
３ 要考虑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民众受益感

共建“一带一路”是把蛋糕做大ꎬ形成联动发展ꎮ 但在项目规划和可行性

研究时ꎬ要设身处地考虑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当地百姓的直接受益感ꎬ否则就

会有人对“共享”产生怀疑ꎮ 同时ꎬ通过大数据来确定项目与环境的关系ꎬ以
绿色“丝绸之路”争取民意ꎬ避免授人以口实ꎮ 以利相交ꎬ利尽则散ꎻ以势相

交ꎬ势去则倾ꎻ唯以心相交ꎬ方成其久远ꎮ 只有真心实意为对方考虑ꎬ不搞一

锤子买卖ꎬ“一带一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个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ꎬ让经济规律说话ꎬ不必急于求

成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落实ꎬ由易到难、由近及远ꎬ以点带线、由线到

面ꎬ扎实开展经贸合作ꎬ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起

来”②ꎮ 这句话已经明示了建设路径ꎮ 未来要做的是把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企业为主体等原则落到实处ꎬ在市场规则下构建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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