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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向好，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加快，但全球经

济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风险 ：一是美联

储“缩表”计划与加息进程相互叠加，美

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将对全球金融市

场产生深远影响。“缩表”启动后，将对

全球流动性产生溢出效应，对全球大宗

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各国汇率带来一

定压力，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

来冲击。二是贸易摩擦频发。美国重启

“201 条款”，又对中国启动“301 条款”

调查，中美或贸易摩擦不断 ；印度频频

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频繁的贸

易摩擦不利于经贸合作，也损害了全球

贸易增长。三是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朝

核问题进一步恶化，东北亚安全秩序面

临挑战，美朝矛盾升级等一系列地缘政

治问题都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

响。四是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主要经

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

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上一轮

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

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这

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经济增长。五是自

然灾害不断。中国四川九寨沟县和墨西

哥中部先后发生强震，造成数百人伤亡 ；

美国遭遇飓风，并引发洪水灾害 ；台风

“天鸽”造成多人遇难 ；飓风“玛利亚”

重创多米尼克 ；也门霍乱疫情扩散，近

2000 人死亡。这些频发的自然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利于经济发展。

总 的 来 看，未 来 一 段 时 期，全 球

经济总体或延续比较强劲的复苏态势。

IMF 预测，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

3.5%,2018 年 将 达 3.6%。其 中，2017 年

和 2018 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别为

2% 和 1.9%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增速分别为 4.6% 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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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机遇和挑战
王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一

大批项目稳步推进，相关合作不断丰

富，“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

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领域均

取得长足进展。我国企业以传统施工技

术标准高、能力强、成本低为优势，积

极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

合作，着力推动优势产业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迈进，为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

合、文化包容、安全互助的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有利条

件。2014 年—2016 年，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约 1.8 万亿美元，

进口总额 1.2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国出

口总额的 27.4% 和进口总额的 23.7%。

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

持续高涨。本文就我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进

行了分析，并针对如何加速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方面 ：一是海外基础设施建设

前景广阔。据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含中国）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

占世界比重的 1/3 左右，人口共计 46 亿，

占比超过 60%，蕴藏着巨大市场机遇和

广阔发展前景。此外，“一带一路”沿线

的许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

进时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非常巨

大。而我国很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

业已经在国内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

着较强的建设和服务能力，完全可以利

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带来的机遇，进

一步促进自身的发展。二是加快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通过统筹利用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输出我国优质产业的过剩产

能，缓解产品需求压力，为国内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空间。三是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企业在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时，需要适应东道国技术

标准、投资环境和劳工制度等，这就要

求企业在商业模式、战略规划、技术手

段等方面有所创新 ；同时，企业“走出

去”可以学习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结合

自身特点，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挑战方面 ：一是海外市场存在多重

风险。如“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局

动荡，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时有发

生，难以保障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又

如，一些市场存在一定贸易壁垒或知识

产权保护，看似潜力大实则缺乏有效需

求，企业进入风险高盈利难。再如，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语言、

宗教、风俗不尽相同，民心相通存在一

定障碍。二是企业自身能力有待加强。

从整体看，我国企业“走出去”大多单打

独斗，缺乏协同作战、抱团取暖，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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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部的子公司还互相内斗。国企是

当前“走出去”的领军者，但部分国企市

场化运营能力不足，尚未构建现代企业

制度，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不高 ；民

企在“走出去”中地位日益重要，但整体

实力较弱，经验仍需积累。三是金融支

持有待加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

带一路”大数据报告显示，资金融通平

均得分较低，为 6.66 分（满分 20 分），仅

高于设施联通（平均得分 5.91 分），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环境完善程

度不一，难以形成有效的金融支持。此

外，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外分支机构有待

增多，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网络

建设有待加强。

加速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对策

建议

（一）完善政策支持，不留制度空

白。一是凝聚发展共识，实现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对其他各国政策战

略的全盘否定，不是封闭的小圈子，而

是统筹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发展诉求的开

放性倡议，打造利益、责任、命运“三同”

的生态系统。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注

重与俄罗斯、东盟、哈萨克斯坦、土耳

其、蒙古、越南、英国、波兰等战略规划

的衔接协调，积极开展政策对话，建立

加强沿线各国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复合型的合作模式，为我国企

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加

强统筹规划，避免恶性竞争。空间布局

层面，引导企业在区位资源条件好、政

治经济环境优、向外辐射能力强的重要

支点区域稳步有序投资，避免盲目建

设、扎堆投资 ；行业领域层面，支持企

业创新创业、转型升级，向高端价值链

迈进，减少低端领域恶性价格战 ；参与

主体层面，鼓励企业“组团出海”，以国

企、民企、外资联合体的形式参与项目，

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各方优势，打消东

道国对所有制形式的顾虑。三是强化风

险管理，稳定企业预期。以“中国一带

一路网”等为抓手，不断丰富国别投资

环境研究，对外加快构建集风险识别、

风险预警、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担补偿为

一体的风险管理体系，对内完善海外投

资保险制度，发挥银行、保险、担保等

机构在风险管理上的专业优势，避免由

于东道国政府更迭、内乱或其他原因造

成项目停摆，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给

企业吃下“定心丸”。

（二）创新金融服务，有效利用资

金。一是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秉持

金融资源服务于沿线国家实体经济发

展的理念，集中力量、明确重点，鼓励

资金流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

资、产能合作、能源能效、资源及中小

企业等领域，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二是充分动员市场力量。开放各国

公共服务市场，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

作用，以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

方式吸引各类资金，实现公共服务供给

可持续。三是规范创新融资方式。打造

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示范样板，梳

理标准化流程，为各方提供实操经验，

提高资金投放的有效性、规范性和及时

性。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出口信用机

构、商业银行、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

金等提供金融支持，通过银团贷款、担

保、股权投资等多元化方式，分担融资

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新融资工

具，以在境内外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债

券或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宽融资渠

道，实现融资方式多元化。

（三）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企业能

力。一方面，做到人才培养和就地取

“才”相结合。既注重培养熟悉当地国

情、精通当地语言，同时具备法律、财

务、工程、经济等专业知识的国际化、

复合型人才，又注重挖掘沿线国家当地

人才为我所用，缩短培养周期、减少培

养成本，尽快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

力支持。另一方面，做到人才“走出去”

和“引进来”相结合。着力提高人才培养

的国际化水平，整合利用各类资源，为

国内人才出国访问交流提供条件 ；发挥

海外华侨联络网作用，开通境外高层次

人才和专业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积极

引入国际知名专家，构建企业海外人才

储备库，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航空油料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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