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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企业在

“走出去”后，要想步伐迈得更稳、更扎

实，离不开金融的“保驾护航”。 为此，

不少政协委员建议各大商业银行，加

大力度， 进一步降低银行贷款的基本

保证金，加码金融对“一带一路”的支

持力度。

“走出去”企业融资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这个

战略的鲶鱼效应会逐步得到体现。

“全国有千万客商在海外创业，有

数千万海外华侨及众多的海外商会等，

他们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民

间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

事局主席傅军表示，内资企业可以借助

海外侨商力量， 推进经贸合作交流，重

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民间经贸、文化交流，构建多层次常

态化交流合作机制；要依托世界华商力

量，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促进会等

机构。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华商之

间、商会之间的联谊、沟通和交流，推动

项目、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资源

集聚到国内。

傅军介绍，日本在海外投资是国内

投资的三倍， 大部分利润都在海外实

现。 美国的企业更是遍布全球，还在不

断向海外拓展。他认为中国一定要鼓励

企业走出去，但在民企“走出去”过程中

融资难问题成为了最大的瓶颈。

我国有近 4 万亿的外汇储备，我

国“走出去”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能否

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 能不能解决

“内保外贷”的融资问题？ 对此，傅军

分析指出，由于我国海外金融体系分

支机构较少，“走出去”的企业只能到

当地银行去贷款， 但如果是中资企

业，尤其是中资民营企业，当地银行

会担心信用问题，这无疑增加了融资

难度。

持同样观点的许多政协委员都认

为， 中资银行在海外只能成立公司，不

能成立银行，这就导致我们的企业在境

外很难得到金融支持。为此他在讨论中

“建议国家发改委， 要求各大银行加大

力度，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降低

银行贷款的基本保证金。 ”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 永隆银行董事长

马蔚华在提案中表示，在“一带一路”

战略的支持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

伐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基建原材料等

多个行业将从中直接获益。 而企业“走

出去”的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离

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

“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是我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投资经

营活动必需的支持和保障。 ”马蔚华提

出，为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

业在境外的经营发展， 建议国家对于

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创新给予鼓

励和支持，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

的金融环境。

他建议， 进一步放松相关管制政

策，提升商业银行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简化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及

并购的审批核准手续， 鼓励支持其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

布局。

同时， 为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在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项目提供融资和

担保，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贷款适当调

低风险权重， 扩大商业银行短期外债

指标， 并将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

项资金、 出口优惠买方信贷等支持政

策扩展至股份制商业银行。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则建议，

将保险作为制度性安排纳入“一带一

路”的顶层设计之中。 吴焰认为，保险

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

制，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

撑与保障。

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层面的“一带

一路”规划已经获批，或于全国两会后

正式出台。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 目前

“一带一路” 建设总体方案已经过多轮

修改，目前处于待公布状态。 规划的重

点之一是推进互联互通， 畅通投资贸

易，拓宽金融合作，可能有更多省市纳

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而规划包含基

建、贸易、产业转移等多项内容。

交建基础是重点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两会现场采

访获知，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总体方案

已经过多轮修改，而规划重点在于推进

互联互通。

当前，公路物流网络运营系统建设

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公路港城市物流中

心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亟待明确；二是

“信息孤岛”依然存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传化集团董

事长徐冠巨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战略

推进，公路物流网络运营系统的建设需

求更加紧迫。但信息化发展和互联互通

亟待政府支持。

“把公路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纳入

规划，制定明确的建设标准和规范，并按

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待遇， 研究制订用

地、规划、财税、投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探

索适应这一模式发展特点的、 政府扶持

下的市场化运营新模式。 把公路港城市

物流中心列入国家战略规划和城市发展

规划加快推进建设。 ”徐冠巨表示。

西部新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将

拉动中国国内与此相关的大批基建投

资项目，尤其是西部基建投资。

“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不足、 外向

度水平低、城市化水平较低及吸纳资源

要素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制约，仍然是亚

欧大陆发展带上一块凹陷区，难以发挥

承东启西的桥梁纽带和战略通道作用，

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的主要短

板。 ” 全国第十二届政协委员、甘肃省

政协副主席、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委张

世珍指出。

业内人士预计，如果未来十年国内

有一成投资与新战略下的基建项目有

关， 即可带动 GDP增长每年约 0.35 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大规模境外基建将

直接带动高铁等运输设备、建筑机械等

出口，估计在未来十年间将给中国带来

超过四万亿美元的新增贸易总量，仅此

可带动中国 GDP每年增长 0.25个百分

点，两者合计，“一带一路”基建将直接

带动中国经济每年增长 0.6 个百分点，

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而迟福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也指出，西部经济发展要抓住

“一带一路”的契机。

对此，张世珍建议，应利用丝路基

金，在现有《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规划》的基础上，优先启动和实施西

部地区的对外口岸、铁路、公路、航空、

通讯管网等重大交通、 能源建设项目，

努力排除天山、帕米尔高原、沙漠戈壁

等天然屏障的阻隔。

“一带一路”总体方案呼之欲出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重要力量的

海外华人华侨，不仅对推动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潜力巨大，而且，沿线的华人华

侨，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民间

力量。

“作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中长期发

展战略，‘一带一路’ 战略实质上就是

通过我国和周边国家实现政策沟通、

道路连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也

为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推动国内外经济交流与合

作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

中，海外华人华侨大有作为。

陈经纬说， 海外华侨华人是推进

“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华侨华人力量极为强大，特别是东

南亚各国，华侨华人超过 4000 万，数万

亿美元的华商企业中有近 30%集中在

东南亚，世界华商 500 强也有三分之一

在东盟国家，在东南亚国家中，华商力

量占 70%左右，成为东南亚国家最重要

的经济支柱。 因此华侨华人在建设“一

带一路”上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海外华人华侨是连接中国与

周边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海外华

侨华人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

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以及

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在实施“一带一

路”战略中可以大显身手。

为此，陈经纬在有关“一带一路”的

提案中建议， 建立海外华人华商参与

“一带一路”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协会

参与其中；全国工商联应重点引导扶持

海外商协会， 对有能力走出去的商协

会，给予海外政策公共外交等方面的指

导和支持，政府引导工商界与海外华侨

华人沟通合作；外交部、商务部、侨办、

港澳办等相关机构，建立常设型联系机

制，使国家信息得以准确传达，避免信

息错位造成的障碍。

4000万海外华商将受益

“一带一路”代表的是全球化战略，将会对我国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起到新一

轮的积极作用。 3 月 9 日，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机总

经理王金富在谈到这一话题时表示，作为企业，必须抓

住此次“二次创业”机会，寻找机会点，提升竞争力，实

现全球化。

纵观我国农业和全球农业，中国有着全世界 22%

的人口， 却只有大约 7%的耕地， 但是我国在农业技

术、 农作物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根据联合国

以及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86

亿人，粮食缺口将达到 9 亿吨，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

区域内国家。 由于“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的土地资源

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所以，实施农业工程走出去既是

我国粮食战略落地， 也是目标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

王金富认为，中国可通过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实

施农业工程，输出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带动农业产业

和农机产业过剩产能出口，实现一部分农产品回流，在

不占用国内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前提下解决粮食安

全问题， 最终这些合作将极大地拓宽我国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合作；同时，就目标国而言，能够有效地解决

目标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逐步提高农业在整个国家经

济中的贡献度，并通过发展农业机械产业，建立初步的

工业基础。

中国境外农业工程项目在实际项目推进中， 面临

诸多风险：例如，农产品种植项目中不可控因素太多，

农业项目整体周期太长，投资回收时间长，日常运营受

自然风险影响较大。 相比传统的工程类项目， 农业类

项目周期长的特点导致了短期收益目的与长期经营

之间的矛盾。

农业工程

“借道”走出去

张晓梅 张骅 吴明

本报记者 刘凌林

金融服务大平台构建中

本报记者 王莹 刘凌林

本报记者 王莹

全国人大代表、

中联重机总经理王金富：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天方茶叶有限公

司董事长郑孝和建议， 国家应鼓励中国茶企“走出

去”，让茶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官和受益者。

郑孝和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缘

由。 中国是茶叶原产国，也是茶叶大国，是最早发现和

种植茶叶的国家，茶叶由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 丝茶

之路始于西汉， 汉武帝派出使者与南洋诸国贸易往

来，其中茶叶、丝绸和瓷器是重要物品。 大唐时期茶叶

通过海路运往日本、韩国。 明朝时期航海家郑和率领

庞大船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茶带到东南亚、西

亚和非洲东海岸国家。 十七世纪中国茶开始运销欧洲

大陆。 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全世界都流行“吃茶

去”，而中国则是唯一能出口茶叶的国家，英国学者艾

伦·麦克法兰著作的《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说

道: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世界。

郑孝和认为，目前中国是产茶大国，却不是产茶

强国。 新一轮开发的战略机遇到来了，国家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

带一路”战略，中国茶产业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借

船出海。

为此他建议：国家在制定“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

时，要将茶产业纳入重要规划之中；出台相关支持政

策，鼓励茶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积极参与到国家

“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中；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

从原料茶出口转型升级为品牌茶出口，从输出茶到输

出茶文化并举，重振中国茶叶辉煌。

中国茶企

可“借船出海”

张骅 张晓梅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天方茶叶公司董事长郑孝和：

马蔚华：

应支持商业银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

布局 。

傅军：

内资企业应加强与“一带

一路”沿线华商、商会的联系，

促进资源集优整合。

吴焰：

将保险作为制度性安排

纳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

针对民企遇到的融资难题， 全国工商联建议：

希望在国家层面上，整合资源、构建航母型的

金融投资平台。具体的做法，一要立足干“大项目”，

发挥“中民投”优势。重点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及民企

海外并购等，支持我国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重大项

目建设；二要立足搞“大开发”，发挥国家“丝路开发

基金”优势。 为民企实施大开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

持；三要立足融“大资本”，大力推广“市政债”方式。

借鉴美国“市政债”的成功经验，以政府名义发行

“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项目债，吸引民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