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由
中國社科院工業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推
出的《「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分析》
昨天發佈。該報告指出，當前 「一帶一路」
沿線國中絕大多數屬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其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都面臨着共同繁榮發展的任務。為
應對這一共同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應以創新為根本，共議創新發展藍圖，協
同推進創新戰略。
報告稱，中國自發佈「一帶一路」倡議
以來，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與貿易
聯繫出現了可喜變化。數據顯示，2016年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
62,517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0.5%，其

中，出口增長0.5%，進口增長0.4%；2016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
145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新設
立企業2,905家，增長34.1%，直接投資金
額458億元人民幣；中國對沿線國家承包工
程業務完成營業額 760 億美元，增長
9.7%，佔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
營業額的47.7%。

多數國家臨「中等收入陷阱」挑戰
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工業所研究員

張其仔指出，按2015年世界銀行的標準，
「一帶一路」國家中的64個國家（包括中
國）中，極少數屬低收入國家（2個），進入
高收入國家也為數不多（18個），絕大部分

是中等收入國家（44個）。他表示，很多中
等收入國家在較快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
後，並沒有輕而易舉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
列。就像有些國家或地區長期陷於貧困陷阱
一樣，中等收入國家確實面臨着難以進入高
收入國家的風險。
課題組認為，「一帶一路」的多數國家所

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特點就是
中國需與一批與自身同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
發展中國家共謀發展。這一特點決定了，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的新型開放戰略，不
僅將引領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而且將在
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轉型上發揮重要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馬琳馬琳 北北

京報道京報道）「）「我們我們『『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建

設過程當中設過程當中，，總體來講風險是完總體來講風險是完

全可控的全可控的。」。」面對外界對中國面對外界對中國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投資可能虧損的質投資可能虧損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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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自有資本金和世行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自有資本金和世行、、亞投行基金亞投行基金

等渠道等渠道。。據統計據統計，，目前共有目前共有4747家央企與家央企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沿線國家企

業合作共建了業合作共建了11,,676676個項目個項目。。

國資委追責違規決策盲目投資
回應虧損質疑 強調正加強海外項目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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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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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 阮宗澤

習近平主席站在
歷史與未來的交匯
點，倡導「一帶一
路」與人類命運共

同體，形成氣勢恢弘的「五通」思想（政策溝
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
通）。這表明中國正以構建合作共贏的人類命
運共同體為目標，以共建「一帶一路」為新機
遇、新起點，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
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書寫新世紀
中國與世界新型關係的宏偉篇章。
習近平在提出「一帶一路」時，已清晰地

闡述了「五通」的深刻內涵。「五通」是通
向「共同體」的必由之路，包含互聯互通的
硬件與軟件兩方面。設施、貿易、資金是硬

件，而政策、民心是軟件，兩者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硬件、軟件有機結合，才能有效
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
作，構築真正意義上的互聯互通。
開放是自信的體現。從歷史上看，中國自

身的發展道路在正反兩方面都有經驗教訓，
中國改革開放則興，閉關自守則衰。從現實
看，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緊密相連，今
天的中國已經深度嵌入國際體系，成為其中
不可或缺的一員。習近平強調，中國始終認
為，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
更好。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例，中國不
僅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對全球經濟的大救
援，而且中國自身經濟保持中高速發展，為
世界經濟的復甦與增長注入了巨大的正能

量，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1/3。
當前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全球治理體系

亟待完善，而一些國家和地區卻不斷滋長保
護主義、民粹主義，以鄰為壑的現象不斷增
多。在此情形下，中國沒有隨波逐流，而是
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帶一路」，呼喚同舟共
濟與全球性合作，更顯得難能可貴。
儘管有人會以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倡議，

但「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已經寫入聯合國的決議，得到國際社會的點
讚與支持。這說明國際社會期待並希望中國
在推動全球發展、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發揮更
大作用，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一帶一
路」是全球形勢複雜多變時期的中國答案，
必將為中國贏得更多朋友與夥伴。

有美國智庫引述所謂的中國官員私
下論斷稱，由於一些地區政治不

穩定和恐怖主義影響，中國在中亞、
南亞和東南亞的「一帶一路」投資可
能會有三成、甚至五成以上虧損。肖
亞慶對此作出了回應。

央企投資「帶路」風險可控
肖亞慶回應說，任何一項投資都會
有風險，誰也不可能保證每一項投資
都會百分之百成功。過去幾十年央企
在「走出去」過程中，確實交了不少
學費，但也學習到了國際投資的一些
通行規則以及投資所在國的法律、人
文環境和民俗風情等，這使得央企當
前對「一帶一路」的投資，總體來講
風險是完全可控的。
肖亞慶強調，為防止和減少投資風
險，央企正在加強海外項目的決策過
程監管，從項目的提出到風險評估都
是由第三方或國際權威機構來參與。
另外，也謀求通過與世界頂級公司或
各個國際組織合作，減少風險發生。
「同時，國資委也將加強督導、指
導和追責，特別是對違規決策、盲目
投資、違反規定，投資造成損失的，
一定要嚴肅追責，不斷提高風險防控
能力。」肖亞慶說。

47家央企涉足逾千項目
而對於央企參與「一帶一路」投資

的資金來源，肖亞慶介紹，基礎設施
項目建設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個渠
道：一是企業的自有資本金；二是與
合作方共同出資；三是基金和當地一
些資金，比如說世行、亞投行、絲路
基金等一些國際化基金，有興趣的都
可以投。
據了解，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裡，

「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
其中，共有47家央企參與、參股或
者投資或者合作共建了 1,676 個項
目。
這逾千項目主要集中在基建、能

源以及產能合作和園區合作等方
面。其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建設了蒙內鐵路等一批鐵路和高鐵
項目，以及喀喇崑崙公路等一批高
速公路和交通設施建設，為當地的
出行帶來了便利。能源建設方面，
央企在「一帶一路」沿線二十多個
國家建設了60多個能源項目、油氣
合作項目，帶動了當地資源開發和
能源建設；同時也承建了中俄、中
哈、中緬原油管道，中俄、中亞、
中緬的燃氣輸送管線等，有效解決
了資源和能源的輸出問題。
「下一步，國資委將繼續推動中央

企業深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
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不斷深化
沿線國家在裝備、技術、管理等領域
的交流合作。」肖亞慶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央
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當地帶來了哪些
紅利？中國中車董事長劉化龍昨日在京表
示，「一帶一路」是築夢之路、共享之路。
中國中車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
去」的過程中，一直強調要融入當地發展當
中，要扮演好文化的「傳譯者」、產業的
「推進器」等角色。
劉化龍說，中國中車這幾年海外業務發展
得非常快，分別在馬來西亞、土耳其、印
度、美國等國設有企業。從實踐情況來看，
「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一定要結合當地
實際情況，一定要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服
務，一定要把發展成果做到共享。
劉化龍強調，央企「走出去」在產業佈局
上，要追求與當地繁榮共享。例如，馬來西
亞原本沒有自己的裝備製造企業，中國中車

就多做努力幫助當地相關產業鏈建設和發
展，一方面培育打造當地企業，使其參與到
整個產業鏈建設當中；另一方面，牽線搭
橋，把中國或者其它國家好的企業介紹到馬
來西亞，使它在當地落地生根，共同打造產
業鏈。

要做文化「傳譯者」人才「孵化器」
央企「走出去」也要做文化的「傳譯

者」、人才的「孵化器」。劉化龍介紹，中
國中車為馬來西亞提供的動車組，充分考慮
了馬來西亞當地的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比
如在車廂設計上，單獨設計了女士專用車廂
和祈禱室。同時，還將馬來西亞的人才送到
中國的學校、企業學習，提高技能，發展儲
備人才。
據了解，正是這一系列共享舉措，讓中國

中車近三年來在馬來西亞的訂單源源不斷，
累計斬獲近100億元人民幣，證明了「一帶一
路」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

央企「走出去」須為當地發展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一度被叫停的斯里
蘭卡港口城項目有了新進展。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劉起濤昨日在北京宣佈，
經過溝通，該項目已經正常復
工。他強調，一個項目如果核
心是造福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造福當地人民，不管政府怎麼
更迭，大家有怎樣不同的看
法，最終還是會如期建設。
2014年「一帶一路」倡議為
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帶來了新
的發展機遇，當年由中國交通
建設集團投資開發建設的斯里
蘭卡港口城項目正式動工建
設。該項目一期投資 14 億美
元，是斯里蘭卡史上最大外商

投資項目。但在 2015 年 3 月
初，斯新政府以「缺乏相關審
批手續」、「重審環境評估」
等為由叫停了該項目。
劉起濤表示，一個國家在新

政府上台以後，對原來政府的
一些評估項目有疑慮，做一些
校核工作，這是非常正常的。
目前，經過溝通，該項目已經
正常復工了。
據預測，斯里蘭卡港口城建

成後，科倫坡將變身為一個可
容納25萬人的新城，並為近9
萬人提供長期就業崗位；遊客
來訪停留時間有望從1.2天增長
為2.7天。同時，該項目後續還
將為斯國帶來近130億美元的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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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籲「帶路」沿線國共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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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目前共有4747家央企與家央企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沿線國家
企業合作共建了企業合作共建了11,,676676個項目個項目。。圖為中國中鐵圖為中國中鐵
旗下子公司與以色列公司組成的聯營體承建以旗下子公司與以色列公司組成的聯營體承建以
色列特拉維夫輕軌紅線施工現場色列特拉維夫輕軌紅線施工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劉化龍在發佈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中新社

■■肖亞慶在發佈會上介紹央企參與肖亞慶在發佈會上介紹央企參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共建情況共建情況。。 中新社中新社

■斯里蘭卡港口城項目現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