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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与调整
统筹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盲目无序投资，提高对外投资整体合力

文 | 丁学东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关于“一带一路”话题，我想从三个方面分享一

些观点：一是为什么“两条线”取得积极进展，“两

个圈”却搁浅了；二是“一带一路”的进展、问题与

挑战；三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体会和建议。

“两条线”和“两个圈”的不同命运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推动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 TTIP（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如果说“一带一路”

是“两条线”，一条是陆地上的线，另一条是海洋的线；

那么 TPP、TTIP 则是“两个圈”，一个是环太平洋的

圈，另一个是环大西洋的圈。前段时间，习近平主席

访问拉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许多拉美

国家纷纷表示希望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表明“一

带一路”倡议已超越地理界线，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可。

与此相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上台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 TPP，让本就如履薄冰的 TPP 和

TTIP 接近夭折。实际上，“两条线”和“两个圈”都

是在当今世界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都

致力于重建国际经济治理新格局、新秩序，但前景大

不相同。我想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是目的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互

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以开放的区域合作

精神，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其

目的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

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

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无疑

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然而，TPP、TTIP 旨

在建立一套全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试图替代

WTO 规则，维护美国过去在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制定上

的主导地位，与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在反全球化和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TPP、TTIP 已不合时宜。

第二是对象不同。“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

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也有发达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充分考虑和尊重各国

的发展现实，与沿线各国的发展实际相结合，推动沿

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并通过中国的投资合作为这

些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TPP、TTIP 则以发达国家

为主，有少量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实际上仍是“富

人俱乐部”游戏，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

场排除在外，其议题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需求，

难以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第三是内容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优先考虑的

是互联互通建设，重点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再寻

求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是切合实际的，更普惠。

其本质是以中国成功发展经验为基础，向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分享中国中高速发展成果。而 TPP、

TTIP 谈判内容覆盖全、领域宽、标准高，需以较高的

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比如，与 WTO 规则相比，新

加入的内容大多涉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政策、

政府采购、限制国有企业等发达国家最关心的议题，

很大程度体现了美国的自由贸易理念及其战略利益诉

求，脱离大多数国家的实际，因此曲高和寡、相对孤立。

如今，我们看到“两条线”和“两个圈”的前景

和命运截然不同。在TPP和 TTIP主导国即将退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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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开花结果。2015 年，我国对“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投资额 189.3 亿美元，同比增 38.6%；

承接“一带一路”相关服务外包合同 178.3 亿美元，

同比增 42.6%。中投公司作为大型机构投资者，坚持

国际化、商业化、专业化模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目前已有多个项目上报“一带一路”项目库，

涉及港口、铁路、桥梁、船舶、矿产、电力等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然，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快速进展和良好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毕竟“一带

一路”建设本身是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在推进中多

方利益复杂交织，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过快、过大，存在盲目跟风、无序竞争等问题。

2015 年以来，中国企业开启海外“买买买”模式，跨

境投资骤然升温。2016 年前十个月，我国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达到1459.6亿美元，超过2015年全年水平，

同比增长 53.3%。这与同期国内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

回落形成鲜明对比。应该讲，本轮中资企业的海外并

购热潮，既有企业走出去的客观需要，也存在盲目跟风。

比如，一些企业打着寻求海外发展机遇的旗号，借境

外投资争取各种政策支持；一些企业利用国内外市场

的估值差异，在海外收购资产转入国内套利；一些企

业借助对外投资向境外转移资金，加大资本外流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一带一路”项目符合商业化标

准的偏少，投资风险偏大。“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

展中国家，有些国家政局不稳定、法律环境不规范、

主权信用偏低，国别风险较高。目前，“一带一路”

建设涉及的绿地类项目偏多，投资规模大、周期长、

经济效益难以预期，再加上部分沿线国家自身投入不

足，给商业化投资造成较大挑战。另外，国内企业之

间的联动协调也有待加强，少数海外投资项目的规划

论证和尽职调查不够充分。对于部分成熟资产，国内

企业竞相抬价、过度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三个问题是，“一带一路”投资与国内产业调

整之间的衔接有待加强。借力“一带一路”建设，我

国国际产能合作进入快车道，2016 年前十个月，装备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160.4 亿美元，是 2015 年同期的

3.6 倍。但过快的产能输出或导致与国内产业调整出现

脱节。从短期看，企业应对价格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

比如近期煤炭、钢铁价格跳升，从海外进口明显增加。

从长期看，产能过快向境外转移不利于我国中西部地

区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实现梯度发展。

第四个问题是，国内企业面临日益趋严的境外投

资审批环境。目前，全球化在开倒车，一些国家对外

商投资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

部分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资，加大对中资的

审查力度。比如，有的将所有国企视为关联方合并计

算持股，有的通过竞争中性原则对国企设置更高门槛，

甚至在审查中给予中资不公平对待。

展望未来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

前景良好、空间巨大。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提升对外投资水平，我认为可从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统筹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盲目无

序投资。要协调好中资企业的出海行动，尤其是重点

地区、领域的项目，避免无序走出去和不必要的内耗；

要协调好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内产业阶梯转移的关系，

防止过早出现产业空心化；要协调好企业对外投资节

奏和自身能力培养的关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第二，发挥中国视角的优势，提高对外投资整体

合力。中国视角是中资企业的独特优势，中资企业要

借助中国市场的深度和第三方市场的广度，内引外联，

挖掘中国视角下的国际投资机会，为产业升级积蓄力

量。同时，中国视角是中资企业共有资源，产业资本

与金融资本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甚至同类企业间，

要寻求最大利益公约数，把中国因素发挥到最大。

第三，坚持商业化、专业化运作，树立良好的投

资者形象。没有投资接受国欢迎炒短线的投机者，没

有投资对象青睐破门而入的“野蛮人”，也没有当地

社群喜欢置社会责任于不顾的企业。企业在开展“一

带一路”投资时，一定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营造有利舆论环境，做好尽职调查、交

易结构设计、合作伙伴选择、投后管理等工作。

作为境外投资的重要参与者，中投公司诞生于国

际金融危机之时，成立伊始就投入到对外投资的浪潮

中。中投公司愿意在国际化、商业化、专业化原则的

指导下，与国内外企业共同合作，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12 月 3 日在第七届财新峰会上的发言，经作者
审定授权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