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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

遍关注，但其重大项目投融资机制尚

未建立。在全球经济显露拐点迹象、

美欧货币正常化不断推进导致全球流

动性持续收紧的背景下，资金瓶颈可

能成为木桶的短板，有可能会阻碍“一

带一路”建设。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成功召开，认真研

究“二战”后美国退出的欧洲复兴计

划投融资管理，对推进“一带一路”投

融资机制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进展情况与面临的挑战

2013年，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五年多来，

中国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紧紧围绕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深化与有关国家的务实合作，

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进展情况。目前，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写入联合

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

合组织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已有

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方签署

150多份合作协议；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进展顺利，中老、中泰、匈塞铁路

建设稳步推进，雅万高铁部分路段已

开工建设，中俄原油管道复线正式投

入使用；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超

过10000列，到达欧洲15个国家43个

城市，已达到“去三回二”，重箱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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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2013年至今，与沿线国家货物

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 对

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

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与相关国

家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

联合融资合作。

（二）面临的挑战。一是长期目标

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一带一路”倡

议致力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沿

线国家经济发展，与世界银行等国际

金融机构的理念和宗旨高度契合，有

可能成为解决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的

又一个多边方案。受困于基础设施匮

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基建、

谋求发展的心情十分迫切，提出一长

串的基建项目，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源。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一家能力有

限，难以提供足够资源。“一带一路”

建设需更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企业和

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二是投融资需求

和供给存在巨大缺口。资金短缺一直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基础

设施建设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

缺口尤为突出。据亚行测算，2020年

前仅亚洲国家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就高达7760亿美元，资金缺口每年高

达1800亿美元，2030年“一带一路”

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超过6000

亿美元。由于历史原因，在“一带一

路”实施之前，一些国家就已经债务

高企，难以提供足额资金用于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要解决“一带一路”投融

资缺口大的问题，需各方包括国际金

融机构和发达国家共同努力。三是西

方过度炒作债务风险恶化融资环境。

近年来，西方主要媒体大肆炒作斯里

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债务风险，抹黑

“一带一路”建设导致这些国家债台高

筑，妄图把“制造债务陷阱”这个帽子

扣到中国头上。实际上，中国贷款并

不是这些国家外债的主要负担。据斯

里兰卡央行年报，中国贷款仅占该国

全部外债的10.6%，低于日本，且中国

贷款中的61.5%是优惠贷款；据巴斯

斯坦政府统计，巴42%的长期债务来

自多边机构贷款，18%来自巴黎俱乐

部贷款，中国贷款仅占10%。美西方

炒作债务问题，无疑会增强“一带一

路”建设市场主体的避险情绪，从而

减少潜在的资金供给。

欧洲复兴计划投融资管理模式

欧洲复兴计划（俗称马歇尔计划）

通过科学设计投融资模式，不仅有效

解决项目投融资问题，而且顺利促进

美元国际化进程，拉紧了美欧关系。

（一）以财政赠款撬动投资。二战

后，美国实施的欧洲复兴计划持续4

个财年，共向西欧国家提供131.5亿

美元的资金，相当于美国1949年—

1951年名义GDP的1.4%，其中90％

是无偿援助，且大部分以物资形式提

供。美国联邦政府按年度将上述援助

款项划拨给经济合作署，经济合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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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向美国企业采购西欧受援国所

需的物资。西欧受援国在本土销售受

援物资，将销售收入存入欧洲复兴计

划下成立的对应基金。该基金可用于

稳定国内货币与金融市场、发展生产

和开发新资源。例如，西德以美国援

助资金为基础，成立了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撬动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

1949年—1950年，该行为西德采煤业

提供的贷款约占整个行业投资总额的

40%，对西德战后重建和再工业化发

挥重要作用。

（二）以双边、多边相结合的方

式推进计划实施。在援助计划启动之

前，美国分别与各受援国签订“一对

一”的双边援助协定，规定美国的权

利和受援国的义务。但同时，欧洲复

兴计划也包含下述多边内容：一是

西欧受援国需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

员会，负责汇总每年西欧各国的需求

清单并提交美国。二是西欧受援国需

缔结多边支付协定，以美元为主要结

算货币。三是与多边国际机构开展合

作。例如，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之初

从欧洲复兴计划获得的贷款，由国际

清算银行作为担保者和协调人。

（三）对项目资金使用实行严格

审查。美国对欧洲复兴计划下资金使

用有严格的审查。每个财年，美国经

济合作署负责审查欧洲经济合作委员

会提交的需求清单。美国还成立国际

货币与金融问题国家咨询委员会、公

共咨询委员会和国会联合委员会三个

协调和审查机构作为经济合作署工作

的补充和牵制，进一步完善欧洲复兴

计划的管理、协调和审查。审查通过

后，美国联邦政府据此向国会提出拨

款要求，待美国国会通过后方可实施。

美国经济合作署还在各受援国设立代

表处，实时监督欧洲复兴计划的执行

情况。受援国启动对应基金也受到限

制，必须由受援国提出使用申请，由

美国经济合作署署长在征得国际货币

与金融问题国家咨询委员会和公共咨

询委员会同意后方可使用。

（四）重点援助关键五国。欧洲复

兴计划受援国近20个，但美国援助对

象相对集中，重点援助重要“盟友”和

核心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

荷兰等五国共获得全部援助的71%左

右。其中，英国获得的资金达32.97亿

美元，占全部援助的25%左右，相当

于英国1949年—1951年名义GDP的

2.5%。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一）发挥财政援助作用，广泛吸

引投资资金。与欧洲复兴计划相比，

“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资金总量更大，

不可能主要依靠援助资金，建议以我

国已承诺但尚未实施的以及新增的对

外援助资金为基础，设立“一带一路”

援助基金，作为融合其他市场主体的

“粘合剂”，通过创新融资方式撬动社

会资金，并发挥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

的优势，不断拓展“一带一路”建设资

金来源，广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

资金投资沿线优质基础设施项目。

（二）发挥中方主导作用，积极统

筹多边双边资源。与欧洲复兴计划相

类似，“一带一路”建设应加强多边与

双边统筹。“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是

多边行动。在中方积极倡导下，目前

有28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

指导原则》，初步构建了可持续且风险

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同时，世行、

亚开行、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家

银行签署了《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旨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知识和

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在具体合作中，

“一带一路”则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

边合作，中方应主动加强双边对接，

包括战略对接、政策对接、规则对接

以及资金对接。中国的投资主体，包

括丝路基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

应该通过股权投资、银团贷款等方式，

加强与当地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这既有利于放大融资规模，又可分担

投融资风险。

（三）发挥驻地使馆作用，有效加

强项目管理。与欧洲复兴计划较为单

一的资金来源不同，“一带一路”建设

资金来源较广泛，无法建立一个统一

的项目审查机制。但为了提高“一带

一路”建设有序推进，仍有必要对具

体项目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项目能

够如期落地，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效应和

社会效应。可借鉴欧洲复兴计划在各

受援国设立代表处的做法，建议在“一

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增加中国使馆

人员，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审核

办事处，负责具体审核工作。

（四）加强战略谋划，加大对区域

重要性国家的投入。在短期内，“一带

一路”建设资金瓶颈仍是主要矛盾。

在此背景下，应结合中国未来发展的

规划，加强对外投资的战略谋划，确

定沿线国家投资优先次序，明确沿线

具有支点作用的重要国家、具有重要

地缘意义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大

对其资源投入力度，争取在关键地点、

核心领域取得早期收获，并产生示范

效应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形成“一带

一路”建设投融资良性循环局面，最

终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教务处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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