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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巴基

斯坦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而作为“一

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在习近平

主席访问期间， 巴基斯坦好消息不

断： 丝路基金首单花落中巴经济走

廊、 瓜达尔港计划于本月投入运营、

中巴“1+4”经济合作布局初步形成等

等。 专家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将成为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示范工程。

丝路基金首单

花落中巴经济走廊

丝路基金的首单将花落谁家，始

终是国内外热议的话题。 如今，谜底

已经揭晓。

2015 年 4 月 20 日， 在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

谢里夫的共同见证下， 丝路基金、三

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

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

《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

谅解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

备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丝路基金将

投资入股由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

亚公司，为巴基斯坦清洁能源开发以

及包括该公司的首个水电项目———

吉拉姆河卡洛特水电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而吉拉姆河卡洛特水电站正是

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能源项目

之一，计划于今年开工建设。

丝路基金负责人对《中国企业

报》 记者介绍， 该项目是丝路基金

2014 年底注册成立后投资的首个项

目， 标志着丝路基金按照市场化、国

际化、专业化的方向开展实质性投资

运作迈出了坚实步伐。

不仅如此，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习

近平主席访问期间共签署了 51 项合

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达成了总值

460 亿美元的能源、 基础设施投资计

划。 其中，包括 280 亿美元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以及 155 亿美元的能源

建设项目等。

商务部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

的 51 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中， 超过

30 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 共有至少

15 家中国企业参与合作协议和备忘

录的签订。” 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

与巴方签订 43 亿美元融资项目；中

兴通讯持股 23.26%的中兴能源，与巴

方签署 900MW 光伏电站的协议条

款；上海电气与巴方签订煤田煤电一

体化项目的合作协议等。

瓜达尔港在中巴

经济走廊具重要地位

在基建项目中，瓜达尔港是中巴

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 据悉，中国海

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2 月

接手瓜达尔港后， 经过两年的建设，

瓜达尔港现已经具备运营能力，连接

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陆路也已经打通，

将于本月正式投入运营。

此前， 在 2007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期间， 瓜达尔港处于新加坡国际

港务集团的运营下，但每天靠港停泊

的商船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处于闲

置状态，运货量连年不足，经营难以

为继。 最后双方不得不终止合约。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对于新加坡而言， 经营瓜达尔

港更多的是对商业利益的诉求，而

对于中国而言， 瓜达尔港在中巴经

济走廊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

位。 ”

据了解，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

西南部俾路支省，是中巴经济走廊的

终点。 其距离卡拉奇约 600 公里，毗

邻巴基斯坦和伊朗边界，濒临阿拉伯

海，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堪称印度洋

上的咽喉要地。

同时，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也是

瓜达尔港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此前

瓜达尔港在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运

营下情况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瓜达尔港周边的基础配套设施严重

缺乏。 据了解，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

非常重视瓜达尔港基础配套设施的

建设，包括修建瓜达尔港东部连接港

口和海岸线的高速公路、瓜达尔港防

波堤建设、锚地疏浚工程、自贸区基

建建设、新瓜达尔国际机场等 9 个早

期收获项目， 预计将在 3—5 年内完

成。

（下转第二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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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首单落子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旗舰店开张

中巴两国签署的 51 项协议和备

忘录让中国企业看到了新的投资机

会，专家表示，目前进入巴基斯坦的

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机械进出口等领域。 随着中巴

经济走廊的升温，未来，中国企业尤其

是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将在巴基斯坦的

电器制造业、农业、纺织业等多个方面

都寻找到巨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鲁巴经济工业区：

中企进入巴基斯坦的桥梁

事实上， 早在 2001 年中国海尔

集团就同巴基斯坦的鲁巴集团共同

建立了“海尔－鲁巴经济工业区”，主

要生产家电产品。 十几年来，该工业

区由家电生产基地逐渐发展成集家

电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经济区，

其产业还涉及拖拉机生产、 发电、建

筑业及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曾任海尔巴基斯坦工厂项目负

责人安广飞曾表示：“2006 年，我们完

成了从工业园向经济区的转变，海尔

的角色也从过去的家电生产商变成

了家电产业链平台运营商，负责经济

区的建设以及相关产业的招商开发，

为入区的中资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厂

房建设等服务。 换句话说，海尔是为

中资企业进入巴基斯坦牵线搭桥。 ”

到 2014 年底， 已有超过 28 家中

国公司签约进驻海尔－鲁巴工业园

区，其中包括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

讯、华为公司、格力集团和客车制造

商厦门金龙汽车集团等。 中巴投资公

司总经理曹文江表示， 在制造业领

域，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巴基斯坦会大

有可为，“因为巴基斯坦的市场空白

点很多”。

旁遮普纺织经济区：

为吸引中资企业免税

巴基斯坦不仅是植棉大国和棉

花消费大国，而且当地劳动力资源丰

富,人力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

多个纺织制品类别已获得了世界贸

易组织为其颁发的 GSP�Plus 资质。 对

于拥有该证书的纺织品类别，从巴基

斯坦出口至欧盟将免收关税。 对此，

巴基斯坦驻沪总领事扎法尔·哈桑表

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巴国的

纺织行业，从而更好地将产品转销至

欧盟国家。 ”2013 年 8 月，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与巴基斯坦旁遮普工业资

产发展与管理公司签署了《合作备

忘录》，双方将共同推动“旁遮普省

纺织服装特别经济区” 的开发和建

设。 据了解，旁遮普省经济区为吸引

中国纺织企业前来洽谈投资， 提出

“用于建厂而进口的固定资产免除关

税和税收”、“十年内园区内企业经营

所得免缴所得税”等一系列投资利好

政策。

2014 年 5 月 28 日， 由中国一线

纺织企业山东如意集团联合巴基斯

坦马苏德纺织厂共同投资建设的、位

于旁遮普省的纺织工业园举行奠基

仪式。 如意集团计划将该项目打造成

一个集纺纱、染色、织布、整理、高端

面料、服装、仓储、物流一体化，具有

能源配套优势的棉纺服装产业链纺

织工业园区。

（下转第二十四版）

中资产业园区“先手”中巴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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