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09月30日星期五
编辑：王雅静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国际合作

社址：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100048 账号：10282000000248270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车公庄支行 户名：《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68485798（总编室）68701500（办公室）68425077（地方工作部）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本版主编：萧一鹏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

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事实证

明，在特定的时期，经济全球化为世界

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不可否认，经

济全球化仍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

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

势。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

调整期后，各国的经济合作在原先的

基础上，也在寻找新的方向和新的动

力。

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全球经济

仍在恢复，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

高失业等风险交织，部分国家的过度

投资已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冰火

两重天的发展态势下，国家之间的深

入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意识到把握好世

界大势、紧随时代潮流的重要性。

商会助力“一带一路”
项目落地

提出已有三年的“一带一路”仍受

到世界各国的关注，8月17日召开的

推进“一带一路”工作建设座谈会上，

习近平点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

不管是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

资水平，还是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合

作，本质上都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

催生需求。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愈来

愈多的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参与到这

场宏大的建设中，而民营组织更多的

是将“一带一路”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建

设中。

在众多的组织与机构中，2015年

12月10日成立于香港的丝绸之路国

际总商会便是其一。丝绸之路国际总

商会主席吕建中此前表示，“总商会在

原有的金融、商贸和文化三个委员会

基础上又增设了交通和能源两个委员

会，五大委员会的成立将为我们总商

会未来更好地服务于会员、助推总商

会的迅速发展壮大，同时总商会会员

共同创办了网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

国际发展基金、丝路智库联盟、丝绸之

路大众商品交易中心和大美国际文化

艺术品交易中心等七大机构。

据悉，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是由

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丝绸之路

沿线各国国家工商协会和大唐西市国

际集团共同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非

政治性的国际商会组织，目前有集团

会员 40 个。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执

行主席让-盖·卡里埃介绍，总商会得

到了世界商会联合会（WCF）和中国

国际商（CCOIC）的支持，成立这个总

商会，是国际商界及丝绸之路沿线各

国工商协会的共同倡议，会员构成面

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工商会组织和

企业开放。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希望

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同沿线国

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习

近平强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

常态，中外经济合作也在同步提升，意

味着给世界各国及各国企业提供新的

合作契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

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

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

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

向不会变。

部分国家与我国贸易
愈加频繁和深入

从数据来看，近两年，中国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愈加频

繁，众多的国家和我国的合作已有数

年，但是也不乏与我国经贸合作尚处

于初期阶段的国家。

据斯洛伐克统计局数据显示，今

年 1—6 月，中斯贸易额达 32.4 亿欧

元，同比增长12%。其中斯自华进口

26.5亿欧元，增长8.3%；出口5.9亿欧

元，增长23.6%，斯对华贸易逆差20.6

亿欧元。

斯洛伐克中国商业合作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我们目前对中国输送与IT技术相关

的项目，其中自动化技术较多。希望

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

合作越来越多，因为丝绸之路连接了

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贸易往来越来

越频繁，希望以后不仅是在贸易方面，

旅游和文化方面也可以有所交流。”

除了斯洛伐克，格鲁吉亚的表现

同样值得关注，近两年，中格两国经贸

发展稳中有升。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格贸易额达到

7.13 亿美元，占格对外贸易总额的

7.2％，中国已成为格第四大贸易伙

伴。其中，格对中国出口达1.26亿美

元，同比大幅上升39.2％。当年，中方

对格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5800 万美

元，成为格第六大投资来源国。

格鲁吉亚政府近年来为振兴经济

提出的发展制造业、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和打造地区物流中心的经济发展战

略，与中国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构想不谋而合，使中格合作具有高度

的契合点。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驻华代表

处首席代表尤德良表示，我相信，在汽

车配件、重工业、机械制造、电子电器、

农夫产品、进出口贸易等领域中国企

业都可以给中东国家带来新的投资和

经贸的机会。但是同样我们是做双向

的一份工作，不但希望中国企业可以

投资到波兰、投资到中东国家，我们也

希望能促进波兰企业和中东的企业往

东亚、往中国开展他们的进出口贸易

和投资业务。

此外，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还与

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工商理

事会、白俄罗斯工商会、乌克兰丝路联

盟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整

合国内外优质资源，促进“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

目前，土耳其的铁路项目、成立旅

游委员会、跨境电商委员会，总商会的

分会设立等众多项目在规划中。

事实上，随着我国“走出去”和“引

进来”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与愈来愈

多的国家展开了更加密切更加广泛的

合作，涉及的产业众多，主要包括基础

设施、农业、能力建设、产业集聚区、文

化旅游、金融、商业与投资等合作领

域，不可否认的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市

场空间巨大，同时，我国正在经历产业

结构调整的时期，可以预计的是，未

来，将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

一路”这场互赢中。

在“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后，这

项重大的发展战略受到愈来愈多的国

家关注，这其中不仅包括“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还有其他非沿线国家与地

区，他们大多以合作的形式参与到这

场互赢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涉

及层面之广，部分国家和企业存在“无

从下手”的情况，具体项目的加推和平

台的建设似乎迫在眉睫。庆幸的是，

我国政府和各类机构组织正在不断落

实此类动作。对此，《中国企业报》记

者对中国国际商会投资融资委员会主

席余延庆进行了专访。

《中国企业报》：“一带一路”是我

国的重要战略之一，近两年愈来愈多

的民间组织也参与到这场宏大的建设

中，这其中有很多的代表活动，如近期

在西安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合

作发展大会，您怎么看待此类现象？

余延庆：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

我们国家的百年战略，过去主要是由

政府推动的，大唐西市能举办这么有

影响力的活动，能邀请到52个国家商

会的主席以及外交使节，还有一些国

家的总理政要，它必然对丝绸之路这

个战略从民间角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企业报》：目前，我国与此类

参加活动的国家的合作情况是怎样

的？

余延庆：丝绸之路最初是指65个

国家，而新丝绸之路是指众多国家，各

国商会的主席和我们交流，包括进行

文化互动、经济互动，以至于最后形成

共赢。“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

中国家，甚至贫穷落后国家，他们渴望

着基础设施配套的投资，更渴望着创

新理念、新的产业链条的构架以及投

资，归根究底是对产业链的需求，他们

同样希望中国对其有所支持。

《中国企业报》：在产能合作方面，

跨境园区是否可以成为合适的载体？

会成为主流合作方式吗？

余延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

是从深圳拓荒的，发展时间非常短，成

果较为明显，在我国，这种特区、园区已

经相对成熟了，但是，对沿线的国家，这

种概念还是一个新概念，他们也认识

到，如果国家区域比较小，这种园区、开

发区不太适合他们，他们需要的是产

业，但园区确实存在一些优点，比如生

产要素成本低。在与各国商会的交流

中，他们也表示，欢迎更多的投资人和

产业入驻他们国家。而且我们国家正

好处于产业调整时期，我们有很多的产

能可以出去，很多优质产品、技术、资

金、中介性的服务也可以输出去。

最初，我们提出“中国城”的概念

只是开辟新兴市场、进行产品拓展，而

工业产业园不仅是生产产品、销售产

品，还有贸易的互动，这是一个产业的

链条，将来各国要想发展，产业园可能

是适合他们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

《中国企业报》：我国“走出去”的

企业愈来愈多，在风险规避方面，你有

什么建议吗？

余延庆：世界各国的价值观不同，

国外大多是“我的利益高于一切”，很

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走出去，就

是投资战略，我不这样认为，盲目投资

是有很多风险的，有法律风险、规则风

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走出去要

有所准备，包括法律、团队、外援人员，

必须先做好功课，才可以少走弯路，达

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再逐

步开始调整。如果企业考虑不周到，

投资了项目发展不起来，其他国家也

是不欢迎的。企业走出去要融入当地

的文化，只有融入才能实现共赢，精神

和物质结合才是最好的合作结合体。

《中国企业报》：未来，你对“一带

一路”有怎样的具体期待？

余延庆：此前在丝绸之路国际总

商会合作发展大会上，我们也讨论过

此类问题，未来我们不单纯是从宏观

上、顶层上去设计，我们将项目以更高

标准与市场结合，融入到产业链中

去。接下来我们要找这个切入点，即

从一个一个的国家中做，建立这种模

式，建立之后再在各国进行复制。

对于“丝绸之路”，很多国家过去

并不知道，通过商会、协会等组织，作

为其中的成员国，我们才可以实现与

世界的无缝对接，让更多的成员国知

道并了解“丝绸之路”是一场互赢，政

府在某些方面是不能完全做到的，这

就要求我们民间组织、商会去深入，我

们做的工作是让他们了解“丝绸之

路”，最终是带来利好，是合作共赢的

一个局面，所以我认为未来“一带一

路”肯定是政府主导、国家支持，商业

运作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 李霂轶

余延庆：“一带一路”
未来的发展模式离不开三个层面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深入，“一带一路”

的相关项目愈加务实、具体，从国家间的合作到企业间的

合作，表现形式众多，涉及行业众多，合作发展的思路也

各异，但最终是为了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实现共

赢。尼泊尔工商联合会主席伯束伯蒂·穆拉塔此前表示，

“尼泊尔的投资委员会希望能够去推动外国来尼泊尔的

投资，能够建设更多的一些项目来支持尼泊尔当地的经

济发展，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尼泊尔非常重视‘一

带一路’的倡议，我们坚信随着‘一带一路’的倡议和经济

带的发展，我们也将因此而受益。”

本报在此对部分项目予以整理。

格鲁吉亚借力“一带一路”推广葡萄酒产业

格鲁吉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最重要的葡萄和葡萄

酒产业国际合作官方平台成员国之一，也是第一个签署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书的国家。作为世界葡萄产业的起

源国，格鲁吉亚种植葡萄已有 8000 年的历史。格鲁吉亚

国家葡萄酒局隶属格农业部，是主管葡萄酒行业的政府

机构。葡萄酒产业是格鲁吉亚的战略性产业，是格鲁吉

亚民族的象征，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全球，格鲁吉亚

是唯一一个把葡萄酒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政府。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葡萄酒已经

被格鲁吉亚列为涉华机构的第一要务。2012年2月，通过

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搭建的桥梁，应格鲁吉亚驻华使馆

邀请，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成立了格鲁吉亚葡萄酒

（中国）推广中心，并于2015年7月13日正式揭牌，由此拉

开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在中国推广的序幕。

推广中心在格鲁吉亚国家葡萄酒局及格鲁吉亚酿酒

协会的支持下，依托研究院的技术背景和资源优势，致力

于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的推广、消费者教育及贸易促

进。2015 年格鲁吉亚对中国出口增长 122%，成为格鲁吉

亚第四大葡萄酒出口国，并且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中尼跨境铁路为尼泊尔提供发展新出口

中尼跨境铁路一直是最为吸引人的项目，青藏铁路

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基础设施因其高承载量和平稳性，

一向被外界特别是印度高度关注。如果能将青藏铁路延

伸至中尼边境，实现与尼国内交通网的有效结合，尼泊尔

整体经济面貌或可得到较大改善。

此外，中国电建日前在尼泊尔投资的首个水电站上

马相迪下闸蓄水，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工程是中国电建在

尼泊尔的首个投资项目，也是响应国家“走出去”和“一带

一路”战略实施的项目。该电站坐落于尼泊尔西部马相

迪河上，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 180 公里，为径流式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2×2.5 万千瓦，工程采用低坝挡水、

长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主体工程于 2013 年初开工，当

年 12 月实现首部截流目标，2015 年 3 月引水隧洞全线开

挖贯通；同时项目公司克服了 2015 年尼泊尔“4·25”8.1

级大地震和“宪法事件”引发印度封锁尼泊尔口岸造成的

停工影响，全力推进项目进展，高质量完成了各里程碑目

标。

重庆新疆特色文化园欲引进“一带一
路”特色项目

重庆新疆特色文化园项目是由和田地委、行署，重庆

市涪陵区区委、区政府主导，由新疆和田重庆商会、新疆

跨越建设集团联合打造的展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具

有特殊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的文化旅游综合项目。据和

田重庆商会会长、新疆跨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强此前介绍，重庆新疆特色文化园欲引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特色项目，目前，项目拟建在重庆市涪陵区新妙

镇，计划总投资28.6亿元，规划总面积5500亩。项目建设

民族团结主题广场及民族团结展示馆、新疆旅游文化展

示馆、新疆大巴扎文化城、新疆文化露天演艺中心、养生

温泉城等16个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容纳新、渝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500余家，安置新疆少数民族就业

岗位 2000 余人，年输入新疆农副土特产品 200 万吨，为全

面宣传新疆、推介新疆，促进新渝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建立

了平台。

西安综合保税区欲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区

西安综合保税区项目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规划面

积 6.17 平方公里，是西安国际港务区三大平台之一，是中

国西部外向型经济和物流枢纽的节点平台，是我国目前

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先后获批西安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海

关多市联运监管中心、进口肉类指定口岸、进境粮食指定

口岸四个国家资质。该项目作为西安港的主要组成部

分，与临近的集装箱站进行了很好的功能叠加，实现了港

口内移、就地办单等无缝对接方式，将货物运往天津、上

海、青岛等沿海口岸，向西可借助长安号国际货物班列将

货物运到中欧、阿拉穆图。目前逐步形成了加工制造、贸

易销售、交易结算、物流配送、维修服务、研发设计等六大

中心。重点吸引大宗商品贸易、进口商品展示与交易、电

子加工贸易、文化艺术保税等相关企业入驻，其中策划的

项目有全球物流分拨中心、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区、贸易功

能区、国外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项目投资估算160亿元，

合作的方式是合作共建、独立投资、租赁经营。

（本报记者 李霂轶整理）

多方发力
“一带一路”项目不断落地中外经贸合作愈加紧密

民间商会助力“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李霂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