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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以往中国

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

生产分工体系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资本“走出去”为基础，驱动中国的设备、服务、技

术、标准、货币和文化联合“走出去”，是中国传统的产品“走出去”和资本低层次“走出去”的

升级版（王永中，201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禀赋丰富，但制造业基础薄弱，基

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这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了巨大契

机。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工程项目承包

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 

为深化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学术圈和实业界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

资议题的认知与研究，进而为政府和企业相关投资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将从总体投资、大型

项目投资、绿地投资、并购、工程承包等多重视角，对中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状况和特

征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的研究面临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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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是数据可获得性问题。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将综合运用来自商务部、美国传统基金

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FDI Intelligence 和 Dealogic 等数据来源。商务部的对外直接

投资数据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仅显示了中国对外投资资金的最初投放地，没有提供最终目的

地信息，导致中国大量的国际中转投资未被统计；二是仅公布了国家层面投资数据，无法对

各地区、各行业的投资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在弥补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缺陷方面，美国传统

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FDI Intelligence 和 Dealogic 数据库做出了一些贡献。传

统基金会的数据库统计了规模为 1 亿美元以上的中国对外大型投资项目和工程承包项目，缺

点是忽视了大量的中小投资项目，但优点是提供了中国对外投资资金的最终去向信息。FDI 

Intelligence 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交易数据，Dealogic 则对直接投资中的并

购交易进行了统计。这些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有效弥补了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不足。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 

（一）投资规模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增长，且快于

中国对外投资的总体增速。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对 6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规模由 2003 年的 2 亿美元大幅升至 2015 年的 189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相应

由 7.1%上升至 13%。另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

型项目（1 亿美元以上）的投资规模达 330.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9.6%（见

图 1）。 

图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及比例

 
资料来源:商务部、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注：大型项目指项目金额为 1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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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来看，传统基金会的数据明显高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且波动

程度也明显大于后者。2005-2015 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平均规模为 82.3

亿美元（官方数据），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大型项目投资的平均规模达 165.8 亿美元（传统

基金会数据），占中国对外投资平均份额分别为 11.6%、26.4%。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是官方统计数据不提供中国资本的最终目的地信息，鉴于中国大量资本通过香港、维尔京

群岛等国际投资平台前往第三国，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二

是传统基金会数据未完全扣除未实际交割和失败的投资项目，高估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

家的投资规模。 

（二）区域分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大，分布不平衡。东盟是中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最多的地区。中国和东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经贸合作基础

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源能源储量丰富，但电力等基础设

施薄弱，中国对其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和制造业等行业。2003-2015 年，中

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累计达 530.5 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份额为 58.2%

（见表 1）。其中，新加坡、印尼、老挝是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表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的区位分布  单位：亿美元 

 
东盟 西亚 独联体 南亚 中亚 

东亚 

（蒙古） 
中东欧 总量 

2003 1.2  0.2  0.3  0.1  0.1  0.0  0.1  2.0  

2004 2.0  0.4  0.8  0.0  0.1  0.4  0.0  3.8  

2005 1.6  1.2  2.1  0.2  1.1  0.5  0.1  6.7  

2006 3.4  2.6  4.7  -0.5  0.8  0.8  0.2  12.0  

2007 9.7  2.5  4.9  9.4  3.8  2.0  0.3  32.4  

2008 24.8  2.1  4.1  4.9  6.6  2.4  0.4  45.3  

2009 27.0  7.3  3.6  0.8  3.5  2.8  0.4  45.3  

2010 44.0  11.0  6.3  4.2  5.8  1.9  4.2  77.4  

2011 59.1  13.4  7.5  9.1  4.5  4.5  2.2  100.2  

2012 61.0  14.5  9.1  4.4  33.8  9.0  1.6  133.3  

2013 72.7  21.5  11.6  4.6  11.0  3.9  1.8  127.0  

2014 78.1  21.2  9.4  15.1  5.5  5.0  2.0  136.4  

2015 146.0  22.7  30.6  11.5  -23.3 -0.2  1.6  189.0  

合计 530.5  120.5  94.9  63.9  53.2  33.1  14.9  910.9  

数据来源: CEIC 和商务部统计数据。 

 

西亚和独联体是中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大的两个地区，也是 2010 年以来投资增长较快的

地区。西亚地区资源丰富，是中国资源能源的主要供给地之一，中国对西亚的投资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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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行业，主要分布于阿联酋、伊朗、沙特等国。中国对独联体地

区的投资集中于俄罗斯一国，重点配置于森林、能源开采和加工制造业。2003-2015 年间，

中国对西亚、中亚的直接投资总量分别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额的 13%、10%。 

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主要集中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中国对南亚的

投资量约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总量的 7%，主要配置于机械设备制造、纺织、能源、基

础设施等行业。其中，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增长迅速，投资行业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信息通讯

技术、软件设计开发、金属开采和制造。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集中在石油勘探与开采、交通及通讯建设、

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郑蕾、刘志高，2015）。中国对中亚投资易受地缘政治因素的

影响，波动性较大。2015 年，中国在中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撤资现象，撤资规模达 23.3 亿

美元，约占前期投资总规模的 30%。中国对中亚的投资集中于哈萨克斯坦，投资存量达 28.6

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的投资份额为 53.8%。 

蒙古的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投资目的国之一。2015 年，

中国对蒙古的投资存量为 33.1 亿美元。中东欧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汇合地和终点，由于

劳动力成本较高、市场规模不大、与中国产品竞争性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其投资规模

最低，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额的 1.6%。其中，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是主要的

投资对象国。 

 

表 2  2003-201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排名  单位：亿美元 

东盟 西亚 独联体 南亚 中亚 东亚 中东欧 

新加坡 阿联酋 俄罗斯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蒙古 匈牙利 

247.7  33.7  86.7  34.6  28.6  33.1  5.3  

印度尼西亚 伊朗 格鲁吉亚 印度 吉尔吉斯斯坦 
 

保加利亚 

71.0  28.2  5.3  17.9  10.6  
 

2.2  

老挝 沙特 
     

44.2  18.2            

数据来源: CEIC 和商务部统计数据。 

 

   （三）投资模式 

从投资模式角度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为辅。

2005-2015 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 63.5%采取绿地投资形式，36.5%采取并购方

式。此间，中国年均绿地投资、并购的规模分别为 165.9 亿美元、95.5 亿美元。由图 2 知，

除 2013 年外，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绿地投资额均高于并购。2013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

的并购投资出现了例外的井喷行情，仅中石油、中石化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 4 笔能源项

目并购总额便高达 234 亿美元。绿地投资规模之所以高于并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行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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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以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属于国家战略

行业，其中的大型公司一般是国有垄断企业，中国企业并购的阻力较大，从而绿地投资的方

式易于被东道国接受。 

 

图 2  2005-201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并购投资规模 

 

数据来源：FDI Intelligence 和 Dealogic 数据库。 

 

（四）大型项目的行业结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大型项目投资的行业结构，已由最初的单一能源行业，发

展成为以能源为主，交通、金融、技术、不动产、农业等行业并重的多元结构。能源一直是

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最多的行业，投资份额达 55.7%；交通和金属矿石次之，投资份额

分别为 10%；对不动产、技术、农业和金融业的投资量尚可，对化学、公共事业、娱乐、

旅游的投资较少。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交通业、金融业、技术、不动产

的投资增长迅速，而对金属矿石和化学业的投资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资源寻求，如油气、矿石和土地；次要动机是市场寻求和效率寻求，

如对交通业、金属、建筑、化学、金融等行业投资，以利用当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开拓当地

市场；此外，也有出于技术寻求动机的高科技行业的投资。 

 

表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投资项目的行业结构   单位：亿美元 

时间 能源 交通 金属矿石 不动产 技术 农业 金融 化学 其他 

2005 46.9 
        

2006 60 9.7 9.4 13 
    

1.2 

2007 20.1 1.5 43.2 
 

4.6 
   

0 

2008 72.2 49.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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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84.6 4.7 4.8 
 

5 
 

5.3 
 

2.8 

2010 40.5 1.5 21.4 6 3 14.4 
 

1.9 3 

2011 115.9 14.3 27.4 16.9 
 

1 1 19.2 1.2 

2012 57.2 10.2 28.8 26.7 15 
 

10 
 

4.7 

2013 174.4 9.1 21.3 30.5 3.5 20.4 2 1.1 9.1 

2014 84.9 15.2 11.9 5 30.6 15.6 3.2 
 

9.4 

2015 217.5 48.1 20.4 13.2 19.2 4.4 17 
 

29.1 

2016 121.7 61.7 4.1 16.7 19.3 17.6 21.2 
 

66.7 

合计 1195.9 225.1 214.3 128 100.2 75.4 59.7 22.2 127.2 

数据来源：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和作者的计算。。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地投资的特征 

（一）投资规模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总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但波动性较大。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 2011 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地投资

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投资规模分别由阶段性高点 2008年的 254.6亿美元、2011年的 232.3

亿美元大幅降至阶段性低点 2010 年的 120.5 亿美元、2013 年的 32.7 亿美元。2014-2015 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呈高速增

长态势。2015 年的绿地投资额高达 388.36 亿美元，创历史性新高（见图 3）。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地区绿地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重较高，2003-2015 年期间的绿地投资份额达 56.1%。

2013 年是绿地投资的低谷年份，份额仅 24.8%。2015 年是绿地投资的井喷年份，份额超过

了 75%，为历史高点。 

 

图 3  2003-2015 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规模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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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FDI Intelligence 数据库。 

 

（二）区域分布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国绿地投资金额最多的地区是东盟，投资增速最快的地区是

南亚。2003-2015 年期间，中国对东盟累计绿地投资 745.6 亿美元，位居第一，而对南亚绿

地投资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1.6%（见图 4）。2015 年，中国对南亚绿地投资额达 163.6 亿

美元，超过对东盟 154.8 亿美元的投资水平。这主要可归咎于中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有 3

笔大额电力投资，其投资额合计达 140.5 亿美元。 

 

图 4  2003-201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地投资的规模和项目数 

 

数据来源：FDI Intelligence 数据库。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国绿地投资项目平均金额最高的区域是西亚，金额最低的地

区是中东欧。这与可能投资行业类型和投资企业性质密切相关。能源资源类行业的单笔投资

额通常较高，国有企业的单笔投资额一般较大。中国企业在西亚绿地投资的行业主要是能源

资源类，以国有企业居多，从而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比重最高，达 87.4%；而在中东欧地区，

投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份额最低，仅为 59.4%。 

中国绿地投资金额最多的地区是东盟，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份额一直保持在

30%-50%的水平。在东盟地区，中国主要投资目的地是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新

加坡（见表 4）。 

中国对南亚地区的绿地投资金额增长最为迅速，投资主要分布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

中国已成为南亚国家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2007 年以前，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中国对南亚

地区绿地投资相对落后，投资额仅占中国对“一带一路”绿地投资额的 8%左右，但在

2008-2014 年期间，南亚的投资份额稳步升至 20%，2015 年的份额达 42%，超过了东盟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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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 

中国在西亚的主要投资目的国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西亚地区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中

国绿地投资的行业集中于制造业、采矿业，其投资份额分别为 59.4%、28.5%。中国对沙特

绿地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精炼业、铝和钢铁制造业，对伊朗的投资主要配置于能源开采、火

力发电、汽车制造和金属制造业等行业。 

 

表 4  2003-201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绿地投资规模  单位：亿美元 

东盟 南亚 西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印尼 印度 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279.1 251.6 104.8 192.4 26.5 36.4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伊朗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土库曼斯坦 

117.8 124.5 97.1 8.1 21.9 34.8 

越南 阿富汗 也门 白俄罗斯 匈牙利 吉尔吉斯斯坦 

117.0 34.2 34.9 5.4 11.6 13.6 

菲律宾 斯里兰卡 叙利亚 

 

波兰 乌兹别克斯坦 

74.1 8.3 15.8 

 

10.4 10.9 

新加坡 尼泊尔 阿联酋  罗马尼亚  

45.3 6.8 12.4  10.1  

数据来源：FDI Intelligence 数据库。 

 

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绿地投资主要集中于俄罗斯，投资份额达 91.4%。中国对俄罗斯投

资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以汽车制造、工业机械和水泥为主。中国对俄罗斯矿产资源行业投

资受阻，主要是因为 2008 年俄罗斯对资源开发的国外股权进行控制，抑制了中国企业在俄

罗斯森林、能源领域的直接投资。 

近年来，中国对中东欧的绿地投资规模相对较低，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较小。中东欧地

区市场一直受到欧洲发达国家控制。2009 年以来，中国利用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和乌克兰

危机而鼓励外国投资的机会，显著加大了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力度。中国对中亚的投资也呈

现出投资额较小的特点，集中于制造业、物流运输、采矿业和电力等行业。 

（三）行业结构 

从行业结构角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制造业

为最主要的投资行业。在独联体和中东欧，制造业投资份额高达 70%，其中 26%为石油精

炼等能源制造业。第二，电力是第二大投资行业，主要投资目的地是南亚。2014-2015 年间，

中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有 7 笔大额电力投资，共计 160 亿美元。第三，采矿业是第三大投资

行业，主要配置于西亚地区，以伊朗为主要目的地。2007-2009 年期间，中国对伊朗的采矿

业绿地投资达 65.7 亿美元。第四，中国对建筑业投资的主要地区是东盟和独联体。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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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物流配送和运输业投资的主要地区是东盟和中亚。第六，中国对信息通讯技术和互联

网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巴基斯坦和印度。最后，在设计开发与测试行业、研究与开

发行业、技术支持中心、维护维修业、共享服务中心领域，中国的投资基本配置于印度。 

 

表 5  2003-201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地投资的产业结构  单位：亿美元 

行业 东盟 南亚 西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合计 

制造业 436.5  164.8  165.5  156.7  75.4  46.9  1064.8  

电力 129.6  175.7  20.1  11.5  12.9  8.9  358.7  

采矿业 55.3  35.4  79.3  5.1  0.0  16.0  196.0  

建筑业 55.7  8.7  3.9  28.4  3.8  0.8  103.6  

物流运输 33.8  5.6  3.5  2.0  4.4  26.9  76.4  

IT 通讯和互联网 3.1  16.2  0.0  1.7  0.0  0.0  36.0  

销售、营销和支持 13.9  2.8  1.8  2.0  3.8  0.3  24.9  

商业服务 8.8  2.6  1.8  3.0  2.4  0.3  19.5  

设计、开发和测试 1.7  10.5  0.7  0.0  1.2  0.3  14.8  

总部 5.7  0.0  1.1  0.2  0.7  0.0  8.5  

研究与开发 0.8  2.5  0.6  0.0  0.8  0.0  4.8  

技术支持中心 0.0  1.1  0.3  0.0  1.0  0.0  2.6  

其他 0.6  1.0  0.1  0.1  0.3  0.0  2.4  

数据来源：FDI Intelligence 数据库。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并购的特征 

（一）并购规模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始阶段。2013 年以前，

中国企业的并购规模较小，年均并购额仅为 51.2 亿美元。二是大发展阶段。2013 年，中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金额呈现爆发式增长，达 348.3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当年有

数笔大额并购项目，如中石油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气田项目（100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卡

什干油项目（53 亿美元）和里海近海项目（50 亿美元）的并购投资。2013 以来，并购金额

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见图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是中国境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地。2005-2016 年，中国在沿线国

家的并购占中国境外并购的平均份额为 13.6%，高份额为 2013 年的 35%，低份额分别为 2007

年、2012 年的 1.3%、1.6%。2014-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并购份额趋于稳定，

围绕着 14%的水平波动。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并购份额预计将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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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5-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购投资的规模及比例 

 

数据来源：Dealogic 数据库。 

 

（二）区域分布 

 与绿地投资相类似，东盟仍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地，其中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主要目标国。2005-2016 年，中国在东盟的并购量

累计达 415.3 亿美元，占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并购量的 30.2%。中国对独联体、中亚、

西亚的境外并购规模差不多，但明显低于东盟，属于第二集团，而对南亚、中东欧的并购规

模较低。2005-2016 年，中国对独联体、中亚、西亚的累计并购量分别达 283.6 亿美元、270.4

亿美元、239.4 亿美元，占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并购的份额依次为 20.7%、20.0%、17.4%。 

中国在“一带一路”各区域的并购体现出不同的行业特征。在东盟并购的行业较为分散，

以公共事业与能源为主，涉及采矿、油气、计算机与电子、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中国在西

亚的并购投资主要分布于化学、石油天然气和电子计算机行业，在中东欧的并购分布于化学、

金属、公共事业与能源和交通等行业。中国在独联体、中亚的并购集中于石油天然气。

2005-2016 年，中国在独联体、中亚的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并购份额分别达 74%、81%。中国

在南亚的并购集中于电子计算机、公共事业与能源两大行业。 

总体上看，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并购活动体现出了因地制宜原则。中国对东盟和南亚的

公共事业投资适应了当地基础设施不完善和需求较大的特点，对独联体、中亚的能源集中型

并购战略利用了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对蒙古的采矿业和南亚的计算机与电子的并购，均与当

地的相对优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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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购的区域分布   单位：亿美元 

时间 东盟 独联体 中亚 西亚 东亚 南亚 中东欧 

2005 8.1   41.8  0.0  0.9   0.1  

2006 20.2  41.5  20.7  0.0  0.5  0.0   

2007 13.1  0.4  0.6  6.2  0.0  4.2   

2008 57.0  10.3  0.3    0.2  0.5  

2009 35.9  4.9  11.5  3.0  0.4  3.3  2.1  

2010 19.2  14.7  0.6  24.0  0.8  0.5  0.3  

2011 12.8  0.9  11.6  1.8  1.6  1.6  17.0  

2012 6.1  5.8  0.7  0.3  0.2  0.8  0.4  

2013 50.5  131.6  129.5  34.3  1.0  0.9  0.3  

2014 53.4  0.0  15.0  19.6  0.6  0.4  2.6  

2015 80.9  28.9  15.8  27.0  20.0  17.4  11.2  

2016 58.1  44.5  25.8  123.2   43.7  26.2  

合计 415.3  283.6  274.0  239.4  26.1  72.8  60.8  

数据来源：Dealogic 数据库。 

 

（三）行业结构 

石油天然气行业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并购规模最大的行业。2005-2016 年间，中国

在“一带一路”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并购份额达 38.5%。由于油气行业具有单笔并购金额非常

大的特点，其投资份额的变动性较大，最高时达到 98.1%（2005 年），最低时仅为 4.1%（2012

年）。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并购活动还较多涉及 IT 通信业、采矿业、公共事业与能

源、化学业，其中 IT 与通信业、公共事业与能源是近三年来的投资热点行业，投资增长十

分迅速。以 IT 与通信业为例，2014 年以前年均投资额仅为 1.3 亿美元，2016 年则达到 89.3

亿美元。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金融、不动产、运输、医疗保健、消费产品、

食品饮料等行业也所投资。 

表 7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购的行业分布    单位：亿美元 

 
油气 

IT 

通信 
采矿 

公用和 

能源 
化学 

金

融 

不动

产 

运

输 

医

保 

消

费

品 

食品 

饮料 

其

他 

2005 50.0   0.0  0.0  
  

0.8  
   

0.0  0.1  

2006 62.3   10.0  0.5  
 

9.8  
   

0.0  
 

0.3  

2007 6.2  4.2  4.7  0.9  
 

0.6  0.6  0.0  1.2  0.0  0.2  5.8  

2008 3.6  0.7  0.3  36.2  1.1  20.1  0.0  
  

2.1  0.1  4.2  

2009 37.5  0.1  7.4  1.2  2.2  5.3  0.5  0.2  0.0  0.1  0.0  6.6  

2010 17.8  0.8  2.4  1.8  21.1  0.1  2.2  5.5  0.1  
  

8.2  

2011 5.0  1.5  11.2  0.2  15.6  0.8  2.8  1.4  1.2  1.2  0.8  5.5  

2012 0.6  0.8  7.6  0.1  1.1  1.0  1.6  0.1  0.1  0.5  
 

0.8  

2013 253.6  0.6  35.7  0.2  22.0  13.3  10.9  1.4  2.7  0.7  0.4  6.6  

2014 15.3  28.9  3.0  1.0  
 

3.2  4.4  2.7  1.3  0.0  13.9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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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42.6  24.1  21.2  49.9  0.0  6.8  9.6  14.6  6.2  12.8  7.5  5.9  

2016 34.0  89.3  44.0  35.7  51.2  5.1  21.5  14.0  14.8  8.1  0.2  3.6  

合计 528.6  151.1  147.5  127.5  114.3  66.1  54.9  39.9  27.7  25.4  23.1  65.8  

数据来源：Dealogic 数据库 

 

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特征 

（一）工程项目的规模 

中国对外承接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半数以上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2016 年，中国

在“一带一路”承接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的金额为 465.2 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对外承接的大型

工程承包项目的份额达 60.8%。“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弱，存在较大的基

础设施供需缺口，缺乏建设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施工队伍。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的建立和业务发展，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投资将很可能出现爆

发性增长。 

 

图 6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规模及比例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注：大型项目指项目金额为 1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二）工程项目的区域分布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主要分布于西亚、东盟和南亚三个地区，

而在独联体、中亚和中东欧承接的工程规模较低。2005-2016 年，中国在西亚、东盟和南亚

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份额分别为 30.3%、28.1%和 22.4%，而在独联体、中亚和中东欧承

接的大型工程项目总份额仅为 18.8%。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区域分布呈现出逐步分散化趋势。

2005年，94%的工程项目集中在西亚和东盟地区，2006-2010年间这一地区的比重降至 60%，

2011-2015 年进一步跌至 40%-55%。同时，中国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逐步扩展至南亚、独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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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中亚。中国对南亚的投资增长最快，2006-2012 年年均项目总额仅为 35.3 亿美元，而

2012-2016 年平均项目总额达 124.3 亿美元。 

 

表 8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区域分布 单位：亿美元 

 

西亚 东盟 南亚 独联体 中亚 中东欧 

2005 35.2  13.1      3.0    

2006 44.7  23.9  30.0  

 

7.0  

 2007 86.3  68.4  54.9  8.3  24.5  1.7  

2008 56.0  59.1  11.7  11.8  1.7  1.3  

2009 64.5  45.1  30.6  8.2  33.9  1.0  

2010 83.4  132.9  69.1  30.5  19.9  7.3  

2011 71.8  73.2  29.1  99.4  12.4  

 2012 73.3  82.0  21.5  8.7  71.4  25.0  

2013 106.2  80.3  129.2  2.5  4.6  35.9  

2014 101.5  72.4  126.6  46.7  50.4  12.5  

2015 86.6  134.1  142.1  38.6  24.2  13.3  

2016 195.4  149.4  99.4  6.0  4.9  9.0  

合计 1004.9  933.9  744.2  260.7  257.9  107.0  

数据来源：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和作者的计算。 

 

（三）工程项目的行业结构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也经历了一个从高度依赖能源行业，到以能

源为基础，向交通、不动产和采矿业拓展的过程。与直接投资不同，大型工程项目多分布于

公共事业领域，较少涉足高科技领域和服务业。2005-2016 年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承担的能源项目工程规模达 1645.4 亿美元，占中国在该区域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份额

为 49.5%。2010 年以前，能源工程的份额甚至超过 60%。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承接

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增长迅速，从 2005 年的 15.7 亿美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140 亿美元。近

年来，不动产、化学和公共事业行业成为中国在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增长点。 

 

表 9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的行业结构   单位：亿美元 

 

能源 交通 不动产 金属矿石 农业 化学 公共事业 技术 其他 

2005 11.1  15.7  7.5  12.0    3.5  1.5      

2006 71.6  11.0  13.2  

 

4.3  

  

5.5  

 2007 158.3  14.4  23.0  41.0  3.5  

 

1.0  1.5  1.4 

2008 69.7  20.9  17.2  6.6  14.6  

 

1.4  4.0  7.2 

2009 108.9  36.0  24.9  4.4  

  

1.1  9.2  

 2010 224.6  27.8  26.3  24.4  19.0  12.6  2.9  4.2  1.3 

2011 135.2  78.5  22.8  27.3  12.2  1.3  

  

8.6 

2012 126.6  37.3  57.4  16.0  12.6  

 

4.4  9.5  18.1 

2013 200.2  80.2  13.7  30.4  

 

11.0  13.5  4.3  5.4 

2014 188.5  124.8  41.6  22.8  6.9  14.3  6.7  1.2  3.3 

2015 134.8  188.3  27.5  11.2  12.6  22.7  24.9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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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15.9  140.0  68.3  5.8  8.9  7.5  2.7  9.1  7 

合计 1645.4  774.9  343.4  201.9  94.6  72.9  60.1  48.5  79.1  

数据来源：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尚未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具体

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境外工程承包和绿地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不是跨境并

购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东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绿地投资、跨境并购最多的地区，独

联体、中亚和西亚均吸引了大量中国并购投资，南亚是中国绿地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而中

东欧是中国投资最少的区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承接的大型工程项目多来源于西亚、

东盟和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等地较少。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投资的主要行业，交通、金属矿石和不动产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绿

地投资主要分布于制造业、电力、采矿业和建筑业，而跨境并购集中于油气、采矿、IT 通

讯、公共事业和化学。 

为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的效率和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促进中国对沿线

地区投资的稳定发展，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以基础设施合作为先导，发挥中国在资本、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领域有着高度的互补性，有巨大的合作潜

力。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拥有较强的设计、施工、运营和融资能力，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建

设经验，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大，资金严重缺乏，基础设施的设

计、施工能力弱，缺乏运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经验。中国应鼓励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竞标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和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动金砖新开发银行、

亚投行、丝路基金和国开行等国内外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大基础设施的融资力度。 

其次，因地制宜，优化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区位布局。中国企业应根据“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的投资环境、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等状况，科学选择投资的行业和区域。在

西亚、中亚、独联体等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中国继续实施能源资源优先投资策略。在俄罗

斯、东盟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要加大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并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延伸。在

印度等软件技术发达国家，要加大对高技术、研究开发行业的投资力度。 

第三，企业应根据东道国特征来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模式。在工程建设速度快、经济增

长速度高、市场需求不确定性高的东道国，以及并购管制较严的地区，企业应选择绿地投资

（Moskalev，2010；李善民, 李昶，2013）。若在东道国有较成熟的企业，企业可选择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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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方式，从而其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可迅速获得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和市场资源。 

第四，规范企业行为，加强与国际企业的合作。规范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增强中国企

业海外分公司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减少劳动力纠纷、提高产品质量、履行环保标准，

强化与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减少投资阻力。中国企业应完

善投资策略，与欧美跨国公司联合“走出去”，以迅速学习海外经营投资的技能和经验，减

少投资项目的受关注度和政治风险，实现互利共赢（王永中，王碧珺，2015）。 

最后，完善服务、支持和保障体系。综合利用开发性金融、出口信贷、出口保险、财政

投入（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手段，并引导商业银行、投资基金、信托公司等商业性金

融机构，向“走出去”的国内企业提供财政、信贷和股权资金支持，减少民营和中小企业的

资金压力。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倾斜，重点支持具有战略意义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尤其是其中

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改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

协定，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的双向、有序与自由流动，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依法维

权，要求东道国的法律公正、透明，充分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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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简介：国际投资研究系列（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的研究成果。该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跨境直接

投资、跨境间接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国家风险、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际投资头寸表等。

国际投资室的成员为张明、王永中、张金杰、李国学、潘圆圆、韩冰与王碧珺，定期参

加国际投资室学术讨论和报告写作的成员还包括姚枝仲、高蓓、陈博、刘洁、黄瑞云与

赵奇锋。我们的主要产品包括：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季度报告、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

国家风险报告、工作论文与财经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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