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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五周年。11月 15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中外企业
共建“一带一路”中外记者见面
会。国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袭艳春表示，过去五年来，“一
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多方响应，也
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中外企
业，在共商共建共享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
展研究报告》显示，2014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累计达646.4亿美元，年均增
长 6.9%。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合作方式不断拓展，带动装备、产
品、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孙子宇表示，作为中国最早
走出去的企业之一，沐浴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中交集团从 1978 年开

始，在海外历经了40年发展。“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交集团新
增合同额超过11000亿元人民币。

在对外投资方面，“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前，中交集团在境外的
投资总额不到 5 亿元人民币，而目
前在手的境外投资项目总规模已
经近 200 亿美元，建设了蒙内标轨
铁路、中巴经济走廊、斯里兰卡科
伦坡港口城、孟加拉河底隧道，以
及缅甸仰光机场扩建、马尔代夫中
马友谊大桥等一大批重点项目。
中交集团境外项目在品质、安全、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
提高，企业的供应链也得到拓展。
目前，中交集团不但参与这些项目
的建设，有些还参与运营。这些项
目为所在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也为中国企业在国际社会赢
得了声誉。

作为中交集团的合作方，肯尼亚

标轨铁路项目监理联合体副总监詹
姆斯·米楚古·卡兰贾表示，蒙内铁路
是肯尼亚在近100年里所建设的第
一条铁路，最初大家有很多疑虑、有
很多不理解，但是在中国和肯尼亚人
民的共同努力下，这条铁路现在已经
进入运营。在短短的565天里，蒙内
铁路已经发送旅客超过200万名，运
送货运超过200万吨。

全长 472公里的蒙内铁路连接
起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和首
都内罗毕。前者是“一带一路”倡
议进入非洲入口，是东非第一大港
和非洲第六大港。后者则是全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重要的
交通枢纽。以前两个城市间往返
一次需要花费10个小时，如今有了
蒙内铁路只要 5 个小时就可以互
达，而且更安全、更舒适。这条铁
路为当地创造了 46000多个工作岗
位 ，对 肯 尼 亚 GDP 的 贡 献 超 过

1.5%。“一带一路”倡议与肯尼亚
2030年发展愿景十分契合，它旨在
提升人民的生活，同时追求共赢发
展。现在从蒙巴萨到内罗毕有 40
列火车运行，这极大改善了当地的
环境，同时也更加低碳。

在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结出的硕果同样为中国企业赢得
了合作伙伴的赞誉。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副总
裁安吉洛斯·卡拉科斯塔斯表示，
中远海运在希腊的合作为当地直
接创造了3100个就业岗位，间接创
造的就业岗位达到了1万个。在过
去的 8年里，“一带一路”倡议下进
行的中希合作，赢得了希腊民众百
分之百的支持。“我们在‘一带一路
’建设方面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形象。”卡
拉科斯塔斯说。

2008年的时候，中远海运获得

了比雷埃夫斯港 2号和 3号集装箱
码头35年的特许经营权，并据此成
立了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公
司。2010年，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
吞吐量只有88万标准箱，在世界排
名第 93位。经过几年的发展，2017
年比港吞吐量达到了 415 万标准
箱，在世界上排名第36位。“我们预
计2018年全年的吞吐量将达到500
万标准箱，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
会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口，也会成
为欧洲排名第四的港口，位列北欧
三大港口之后。”卡拉科斯塔斯说。

“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
带来了希望和未来的项目。”卡拉
科斯塔斯说，“当初，比港刚开始进
行私有化的时候，希腊国内还是有
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经过 8 年的
合作发展，现在希腊国民的反映变
得更加积极，大部分的希腊民众都
非常支持中国在希腊的投资。”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赢国际赞誉
■ 本报记者 张凡 实习记者 刘禹松

近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因海外项目的工程延误和故障，导
致日本企业遭受巨额损失的事例不
断涌现。三井控股和千代田化工建
设2018财年(截至2019年3月)预计
将遭受最严重亏损。同时，川崎重
工和重工企业 IHI也在基础设施相
关领域遭遇损失。这背后反映出日
企对于技术实力低下和劳动力短缺
等环境变化的应对迟缓。基础设施
出口是弥补日本国内市场萎缩的王
牌，但如果出口企业不具备实力，有
可能丧失外界对“日本品质”的信
赖。《中国贸易报》记者就相关问题
分别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
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
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

中国成为全球的“基建狂魔”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国家赖
以生存的命脉。近年来，中国的发
展速度让世界惊叹，基建实力更是
世界闻名。公路、铁路建设四通八
达，中国高铁更是成为走向世界的

“中国名片”；8小时建桥，9小时通

路，曾经震惊中外的“中国速度”，举
世瞩目。一项又一项中国基础建设
项目令世界感叹，在全球基建市场
上留下了“基建狂魔”的名号。

前段时间，一个名为“Highest
Bridges（最高的桥）”的网站火了，这
个网站专门给世界桥梁排名，而且
排名中许多桥梁都可以用“丧心病
狂”来形容。截至 2018年 4月底的
排名中，前 100名桥梁中只有 18座
桥不是中国制造的，且前十名桥梁
中，中国占了 8 座。这些桥梁大多
坐落在地貌复杂，高山深谷，原先交
通极不方便的地方，现在成为中国
的经济大血管，是切切实实的民生
工程。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铁路
桥梁的建造水平突飞猛进。据铁路
总公司透露，截至 2017 年底，中国
铁路里程达 12.7万公里，居世界第
二位。

除造桥以外，中国的修路能力
也不甘示弱。此前中央电视台纪录
片《改变地球的一代人》中提到，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公路筑路国”。
1989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长不足

千公里，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高速
公路已超过12万公里，总里程居世
界第一。中国修建高速公路的规
模，甚至让美国的洲际公路网黯然
失色。

“近些年，中国基础设施工程大
发展，国内不仅建设了全球最大的高
速公路网络，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
还建设起了最密集的国内航线与机
场网络等。中国企业通过这些大型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积累了不少经验
和能力，再加上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
备，企业也有足够的现金流，在对外
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企有着明显的
优势。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承建的
一些大型发电站等工程，经受住了强
烈地震的考验，展现了中国承建的基
础设施的高质量。”丁一凡在接受《中
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日应联手发挥各自优势

“这是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尽管世界经济
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经济总体保持
了平稳较快的发展趋势。”丁一凡告
诉记者，“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

中，“设施联通”是合作重点之一。
因此，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研究，不仅
为“一带一路”倡议具体落实提供依
据，也对中国加强与周边区域经济
合作、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
互惠共赢具有重要战略义。

张建平告诉《中国贸易报》记
者：“日本为发达经济体，海外基建
历史悠久，而且技术和能力比较强，
拥有海外开发机构的机制性的支
持，所以融资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
势；这些年，中国在海外基建工程建
设方面进步非常快，而且中国具备
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不仅性价比
非常高，而且效率也非常高。”

张建平表示，目前中国不仅在
海外项目融资机制、装备技术，包括
一些关键的部件以及自动化的控
制，以及精密零部件等方面与日本
相比较还是有些差距。但是也不可
否认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在进一
步缩小，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项目越来越多，比如中国高铁。

丁一凡也坦言，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日本在海外加强基

础设施投资的趋势也在增长，明显
有与中国竞争的含义。日本政府还
希望联合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亚
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基础设施市场。
然而，最近一些日本企业承建的基
础设施项目事故不断，暴露出不少
致命弱点。日本基础设施能力最强
的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
日本的新干线高速火车、高速公路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很多，日本
企业也锻练出了一身“好功夫”。但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已经多年不搞
基建了，企业的建设能力与融资能
力都在持续下降。而且，日本要与
中国竞争，就要在价格上“下功夫”，
与中国企业拼价格，拼优惠条件。
结果，日本企业在争得了一些基础
设施项目的建设权后，不得不在价
格上做文章，通过分包来降低成本，
那质量自然难以保证。

“中日两国企业如果不断在海
外基础设施市场上搞恶性竞争，最
终一定会影响到项目的质量。”丁一
凡说，如果中日两国企业之间能够
联手项目，则可以发挥各自优势，保
证项目成功。

中日企业应联合发力海外基建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实习记者 蒋志颖

日前，新奥股份收购东芝美
国 LNG 业务 100%股权的消息引
起了各界关注。这是继投资澳大
利亚第二大油气公司 Santos 能源
完成亚太地区布局后，新奥股份
在北美地区布局的落子，是其在
海外天然气领域上游布局的第二
步。业内人士认为，该笔收购将
会是新奥股份进入全球 LNG 大
玩家俱乐部的一块敲门砖。

这起收购案的关注点比较
多。例如，这起并购是发生在油
气领域，在中国每年需要进口大
量 LNG 的背景下，意义不言而
喻；再比如，这起并购发生在中美
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由于中美两
国天然气市场存在互补性，此举
有利于美国缩小贸易逆差……

当然，也有许多人注意到了
这起并购案比较“奇怪”：东芝能
源系统与解决方案公司计划向新
奥股份支付 8.21 亿美元，作为前
者与东芝美国 LNG 签署的相关
合同权利与义务的合同承继对
价。那么东芝以倒贴 8.21亿美元
的代价剥离该业务的目的何在？

相关资料显示，东芝能源为
了向日本及其他地区销售天然
气，已经同美国天然气液化服务
商——美国自由港（Freeport）签
署了 3 号液化气出口工厂每年约
220万吨的天然气液化服务合同，
总期限为 20 年。这项协议还包
括支付自由港地区天然气管道的
使用费用等各项费用。也就是
说，无论东芝美国是否拥有足够
的上游天然气源还是液化后的天
然气，都将按照合同价格支付给
自由港一笔不菲的费用。

对此，跨境并购专家、香港上
市公司联合能源集团副总经理
兼总法律顾问张伟华说：“油气
业务不是东芝的核心业务，东芝
在购买此项目后，发现其与东芝

其他业务无法产生联动，还存在
潜在的损失风险。如果东芝不
出这 8.21 亿美元将该业务出售，
未来的损失可能会比 8 亿美元多
得多。”

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
员刘英看来，东芝出售该业务除
了考虑到未来要向美国自由港
支付昂贵费用之外，还有其自身
在油气领域竞争力相对较弱的
原因。东芝在日本开拓油气市
场都十分不容易。虽然存在中
国这样的油气进口大国，但东芝
在美业务竞争力依然不足，例如
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油气进入中国更
方便等等，面临这样的风险，舍
弃是第一选择。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
运作之后，总体来看，东芝这样的
作法就是为了‘稳赚不赔’。”经济
学家宋清辉表示，一方面新奥股
份承接业务后一次性获得 8.21亿
美元价差，虽然海外资金实力得
以大大增强，但是另外一方面，由
于新奥股份签署的是“照付不议”
协议，即使未来 LNG 市场不乐
观，新奥股份也需要向外包商支
付目前预计每年成 3.5亿美元至 4
亿美元的固定费用。再加上新奥
股份继承了东芝公司日本子公司
相关合同的权利与义务，要追加
的 6.61 亿美元资金投入，以及每
年支付东芝集团 700 万美元担保
费（即东芝继续保留对标的公司
的担保，新奥股份将为东芝提供
反担保，同时每年定期向东芝支
付 700万美元担保费）。

“东芝出售该业务，给中企上
了一堂生动的商业课程。”宋清辉
说，中企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应
注意取舍，不能产生协同效应的
并购尽量不要碰触，以免增加不
确定性风险。

东芝出售美国LNG业务
倒贴8亿多美元为哪般

■ 本报记者 张凡

巴基斯坦《商业记录报》近日
报道，巴基斯坦央行发布报告显
示，本财年前4个月（2018年7月至
10月），巴基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6.01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同期下
滑46%。其中，2018年10月，巴基
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612亿美
元，同比下滑55%。正义运动党新
政府在吸引外国对巴长期投资方
面仍面临困难局面。中国仍位居
对巴直接投资首位，本财年前4个
月对巴直接投资达3.319亿美元，
英国、美国、韩国、瑞士分列二至五
位，对巴直接投资分别为 6450万
美元、4500万美元、4390万美元和
3630万美元。

据俄新社近日发布消息，外
贝加尔边疆区发展集团总经理比
柳科夫在接受《俄中头条》记者采
访时表示，外贝加尔边疆区计划
同中方合作建设后贝加尔斯克—
满洲里边境贸易旅游中心。该项
目建设面积为5万平方米，内部将
设展览中心、免税区、旅游服务区、
贸易区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成本预计将达到23亿卢布。比
柳科夫表示，此项目为中俄双方
在该领域的首次合作项目，标志
着中俄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保加利亚《索非亚新闻》11
月16日报道，欧盟驻保加利亚代
表处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欧
盟将从凝聚基金出资 2.93 亿欧
元，用于在普罗夫迪夫和布尔加
斯之间建造更现代化、更快捷、更
安全的铁路线，将保加利亚一些
大城市与其最重要的黑海港口之
一（布尔加斯港）连接起来。据报
道，这些投资将助力保高速铁路
线的建设，促其并成为泛欧交通
网的一部分。

厄瓜多尔《商报》近日报道，
根 据 全 球 移 动 通 信 系 统 协 会
（GSMA）报告，厄瓜多尔电信业
对厄财政贡献度位列拉美地区第
三，仅次于巴西与阿根廷电信
业。2017 年厄瓜多尔电信业实
现收入21亿美元，占厄当年国内
生产总值 2%,其中 30%用于上缴
相关税费，上缴税费占厄全国税
收比例达4.9%。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乌兹别克斯坦一企业希寻找
对 苯 二 甲 酸（PTA）、乙 二 醇
（MEG）、二乙二醇（DEG）、二氧
化钛（TiO2）等涤纶生产原料可
靠供应商，有意的中企可直接联
系艾卡莫夫先生。

联系电话：
+998-97-7000789

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州位于
乌西北部，北接哈萨克斯坦，西
部、南部和东部与该国卡拉卡尔
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州、
撒马尔罕州和锡尔河州相邻，面
积 11.08 万平方公里，人口 96.97
万人，州内建有纳沃伊自由经济
区，是乌建立最早，基础设施较完
备的自由经济区之一。目前，纳
沃伊州希吸引中国投资者赴该州
考察投资，感兴趣的中企可直接
联系拉赫马托夫先生。

联系电话：
+998-90-9414542
温馨提示：乌兹别克斯坦处于

改革的“窗口期”，市场趋于活跃，
但机遇与风险并存。请欲赴乌投
资企业做好基础调研，仔细推敲合
同文本，审慎对待合作伙伴的口头
承诺，注意规避投资风险。

（本报编辑部整理）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中国仍是巴基斯坦外商
投资第一来源国

俄外贝加尔边疆区
计划建设边境贸易旅游中心

欧盟计划投资2.93亿欧元
支持保加利亚铁路建设

报告称厄瓜多尔电信业
税收负担较重

乌兹别克斯坦一企业
寻找涤纶生产原料供应商

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州
邀请中国企业考察投资

在中国恒逸石化和文莱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座现代化石化产业基地正在崛起，助力文莱实现产业升
级，摆脱资源出口依赖，促进中文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新华社发 王申摄

11 月 15 日，2018 招商局“共铸
蓝色梦想——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优才计划”简称（C Blue 优才计
划）秋季班结业典礼在深圳蛇口招
商局港口大厦举行。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4 大洲
11 个国家的 27 名学员圆满完成 C
Blue 优才计划全部课程，顺利结
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直接
受专业课程培训的同时，还到访多
座城市，感受中国经济社会的活
力，探索中国的发展逻辑，对自身
发展和国家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和更清醒的认识。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总

支书记李锵说，天津大学希望与招
商局慈善基金会、招商局港口控股
有限公司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合作，
为国际人才培养创造一片沃土，为
沿线国家培养本地化人才。通过
加强中外人民的人文交流和相互
了解，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发展。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白景涛期望学员在即将
返回自己祖国之际，能将“中国印
象”带回他们的国家，架起两国互
信的桥梁。

来自马来西亚的学员沙利尔·
阿卜杜勒·舒克尔说，主办方采用多

种培训方式让学员受益，此次来到
中国，被中国的发展、创新、科技所
吸引。“一带一路”倡议会进一步促
进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让
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实现互利共赢。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助理、招商
局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董事褚宗
生表示，希望学员将课堂上讨论的
港航管理理论、招商局前港-中
区—后城综合开发模式和管理经
验带入自己的工作中；希望学员们
回国后保持彼此、与中国的友谊，
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分
享中国“共建、共商、共享”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理想。

招商局集团助力一带一路人才培养
■ 毛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