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活动中，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的金融机构如

何发力？目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融资问题面临哪些瓶颈？如何探索新的融资方式？

目前，丝路基金已投资了多个“一带一路”项目。特别是
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已经投资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比
如高速公路、铁路等。另外，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针
对中国企业收购海外环保企业方面的项目，国开行及丝路基
金都会提供相关融资服务。

除了政策性的银行、基金会对企业提供支持，比如国开
行、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等，国内还有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
也配合企业“走出去”开发了一批金融产品，或者是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给“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金融
支持。因为政策性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一定要有商业性的银行来提供配套支持。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方面
可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此前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大量的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去投资、设立工厂等，在这之后
日本很多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也跟随这些企业到境外设
立分支机构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我国可以借鉴学习这一方
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银行需要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
更紧密的方式上加强合作，聚合沿线国家的金融力量，共建

“一带一路”项目。
建议由两到三家中资银行牵头，挑选沿线国家有一定实

力的商业银行，通过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市场
开发、项目建设、贸易便利、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科技等
方面的商业合作，在共同为“一带一路”做好“资金融通”工作
的同时，帮助沿线国家打造经济增长的内生金融动力。

建议建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主要聚焦以下领
域：首先，建议整合项目资源，共享项目信息，开展联合营销，
共同设计项目融资结构和担保措施，利用银团贷款、风险参
贷、投贷结合等多种形式，提高大项目承贷能力。

其次，推动政府间、商业银行与政府间，以及商业银行间
的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稳定汇率预
期。

同时，建立银团合作、资产交易等各项业务合作的文本标
准，建设资金汇兑、清算结算的独立体系。共建信用评级模
型，增进相互认同，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认可的新型信用评估
体系，降低外部评级依赖。

最后，加强沿线各国监管当局的政策交流和信息公开，开
展沿线银行间的经验分享和咨询服务，便利沿线银行合规开
展跨境业务。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
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资本市场发展较为缓慢，金融对
外开放却过快，国内优质企业缺少
安全和高效的直接融资渠道。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很多中
国企业正在迎来海外市场发展的新
阶段，在商贸流通流域，越来越多的
优质商品想“走出去”，但是缺乏在
海外发展的自主平台和渠道，

企业出海，可以在国内寻找资
金支持。针对出海投资的中小企
业，建议组建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
同时，为扩大中小企业银行的资金

来源，政府可允许其公开发行金融
债券。在具体执行时，银行贷款利
率应当比普通贷款利率低，而贷款
期限则应当根据贷款用途确定，考
虑到开拓海外市场的特定需要，应
当相对延长。

同时，可以设立中小企业海外
发展基金，除政府直接拨款外，基金
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接受民间社会
游资、非政府组织及海外华侨机构
的赠款。中小企业在寻求海外投资
或海外业务拓展时，可以申请使用
中小企业海外发展基金，国内居民
以自然人身份寻求国外发展创业机

会时，也可在有担保的条件下申请
使用基金作为海外创业启动资金。

当然，应尽快建立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体系，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
专门为中小企业的外向型发展提供
担保；建立财政贴息机制，为产品确
有国际市场、技术确实先进的中小
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对负债率较
低、产品技术含量高、确有市场潜
力、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的中小企业，
可以适当放宽对抵押担保的要求。
同时，设立中小企业海外发展担保
基金，其来源可以采取由地方、企
业、中央共同出资的办法来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

应设中小企业海外发展基金

“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量
巨大，应鼓励社会多元化投资，引导
国内社会资本“走出去”。

一是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
带一路”投资项目。聚合大量社会
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海外投资、海
外并购以及股权基金和并购基金
等，最大化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建设。二是要加快
PPP 等投融资模式的配套制度建
设。尽快完善“一带一路”建设PPP
等模式，并适度给予一定税收减免

和财政补贴。在“一带一路”重要
节点国家和重大项目上，实施PPP
等创新模式。三是要充分利用国
内金融市场。建议以人民币为核
心的筹资机制，依托政府信用，在
境内金融市场发行“一带一路”战
略专项债券，引导外汇储备、社保、
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参与“一带
一路”投资。

另外，应力争使人民币成为“一
带一路”国家的主导性区域货币，扩
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本币互换
规模和范围，鼓励和支持境内外机

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直接
投融资。同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
开放，放宽金融机构跨境贷款审批，
鼓励境内外商业银行为跨境项目提
供人民币贷款，引导更多的沿线国
家政府和机构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
行人民币债券，鼓励“一带一路”项
目发行“熊猫债”。

赖小民还认为，应推动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互设
跨境分支机构，鼓励国内金融机构

“走出去”，并支持沿线国家金融机
构“走进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

鼓励发行“一带一路”专项债券

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对于“一带
一路”贸易企业的支持，主要集中于
有大型项目的央企国企。因为央企
国企有实力，容易得到来自政府以
及金融机构的支持。

另外，央企国企的投资行为与
我国的发展战略更为靠近。例如，
目前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阶段，大型基建项目主要是中
国铁建、中国交建等央企参与，企

业资金主要靠亚投行、丝路基金贷
款，以及政府出资和股市融资等方
式。

但是也存在一些隐忧，某些央
企国企可能为了完成任务，缺少深
入的成本回报分析和严格的风控方
案。所以，建议应该把央企重大对
外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特别是
财务测算部分和风险原因及防控预
案，向全国人大或其他合适的部门

报告，接受人大的听证、质询，通过
后再向公众适度适当公开。另外，
应该通过项目招标等竞争方式，允
许地方国企也能参与。

此外，相比央企国企，国内民营
企业在“一带一路”贸易过程中应该
量力而行。小型民企可以发挥自身
的灵活性，并通过借力获得更快的
发展，但是重要的是要有能够在市
场上站得住脚的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
管理部主任周学东：

支持金融机构
设立海外分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

应加强沿线国家
银行间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严诚忠：

央企海外投资多受益亚投行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朱虹、张蕊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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