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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您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原因是什么？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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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的一项倡议，原因也许只有中国知道吧。从外部的角度观察，我认

为这是中国地区乃至全球外交的一个合理步骤。因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在不断增

加，中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倡议实现一些想法。例如，商品从 A地流通到 B地，

需要修建道路，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等等。这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拓展，其他国家也

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唯一的不同点在于，中国倡议的规模很大。所以看到，“一

带一路”涉及到东南亚、中亚甚至远至英国。通过各种通道进行的贸易往来也连

接了南太平洋地区、非洲、欧洲等地，可能没有到达的地区就是美国了。所以我

认为这是中国影响力拓展的一个合理结果。

（薛：只是经济上的影响力吗？）

有经济影响力，也有政治影响力，这两者都会发挥作用。如果我在北京的话，

也会考虑，中国现在可以提供原材料、资金，其他还有什么可以做呢？我们需要

搞清楚的一点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国际贸易很正常，而

贸易之外还有什么呢？

（薛：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新加坡的国际行为相比有什么不同吗，除了规

模之外？）

我不认为新加坡和中国具有可比性。

（薛：那和日本、美国等国的国际行为相比呢？）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走向世界还是比较独特的。中国努力在其他国家建

造桥梁、道路、港口，中国有一个路线图，连接 A地到 B 地、C 地、D 地。中国

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通尤其是每一个地方都与中国相连。如果看地图的话，您会

发现，中国在连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连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非洲、欧

洲、中亚等等地区。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雄心和愿景。即使和美国二战后援

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比较，美国也只是把欧洲连接起来，在德国、法国等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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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重建。这显然与“一带一路”有很大不同。

（薛：中国的那些道路建设最终都是要联通到北京吗？）

北京，或许是上海，总之一定是中国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地区大战

略是考虑以北京为起点，连接中国与整个世界。如果看一下地图的话，一切都很

清楚。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非常独特，也雄心勃勃。当然也可能是成本高昂

的，这就必须考虑到政治意义了。这很正常。

2、“一带一路”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我认为“一带一路”好的一点在于，它提供了亚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

融资方式。我们需要很多建设，但是缺乏融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提供的资金有限，或者是资金审核非常严格。很多“一带一

路”项目的融资都可以通过亚投行进行。亚投行不同于其他的中国商业银行或者

国有银行。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的一大价值在于为亚洲、非洲等地区提供更

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这很必要也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缺点有两条。

第一，对“一带一路”的描述方式不准确。很多中国媒体甚至官方说“一带

一路”是中国投资。投资意味着投入你的资金，到我们国家来修建道路，风险由

你承担，收益也归你所有。但是许多“一带一路”的项目其实不是投资，而是提

供贷款。这意味着风险要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老挝等等

国家来承担。投资和提供贷款是两码事，例如马来西亚接受中国的贷款，就必须

要如期偿还。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国将“一带一路”形容为投资，中国显得十分

慷慨，好像这是用中国的资金帮助亚洲地区发展。项目建设之前这一点被广泛接

受，但是当项目发展不好时，必须要将钱还回中国。这样，（如果依据中国的说

法算是投资的话）其他国家（的民众）就会感觉被骗了。因此，表述要准确。

（薛：中国在一开始就说过项目是免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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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这是投资。投资意味着中国资本进入 A国，中国需要寻找当地的合作

伙伴，也需要承担风险。投资意味资金流入，贷款当然也会有资金的流入，但是

当地人民最终需要偿还，投资就不需要偿还。例如，中国对马来西亚进行投资，

中国可以获得收益，这是商业形式。中国投资，然后获得收益，回收成本，不会

对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带来风险。

（薛：问题在于，一些项目是投资，一些项目就是贷款。）

大多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贷款。这是一条缺点，对“一带一路”的

描述方式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中国帮助我们发展，拯救我们等等。对非洲、东

南亚国家来说，吸引投资是好的。作为领导人，获得中国的投资是履行了工作职

责。

（薛：如果是获得了中国的贷款，就不一样了。）

是的，贷款需要偿还，怎样的方式偿还，这还要经过议会。吸引投资是地方

政府的职责。如果进行贷款，项目进展顺利的话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出现问题的

话，谁来负责呢？投资意味着帮助，贷款不是，这样下去中国的形象会受损。所

以，我认为有些项目不应该使用投资一词。

（薛：这是缺点之一，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这些贷款的利息非常高，利率高达 6%--8%。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贷款利率一般是 1%、1.5%、2%，最高到 5%。如果从正常的借贷渠道融资，利息

非常低，所以贷款国的民众会抱怨利息为什么这么高，6%已经相当高了。中国从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中获得收益，尤其这些贷款还是在中国与伙伴国之间

进行的。我很好奇，伙伴之间的借贷利息为什么高达 6%以上，远高于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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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这样的利率是平均水平吗？）

我们看到日本提供贷款的利率通常是 1.0%、1.5%。

（薛：在提供低息贷款上，没有国家能和日本相比。）

是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很难获得。日本、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很少参与中国的这些高风险贷款项目。高风险的项目或许要求较高

的利息。这就是第二条缺点。中国愿意提供贷款，但是贷款利息较高，可通过其

他渠道又得不到贷款。

中国出资的“一带一路”项目并不能给当地带来那么多的收益。一些项目风

险很高、融资难以进行、利息高，这些不利条件加起来可能会导致项目的失败。

3、“一带一路”目前在一些东道国实施情况您能举例说明么？这些国家是

被迫必须接受中国的贷款吗？

好问题。斯里兰卡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斯里兰卡政府要求中国提供贷款，中

国并没有强迫斯里兰卡接受贷款。但消极的结果是，项目进展到后来，变成中国

获得了港口 99 年的经营权。这看起来像是中国抢走了斯里兰卡的港口，抹黑了

中国的形象。

就像在马来西亚，人们也会问纳吉布政府做了什么？人们不在意事实的真

相，他们只关注项目的另一方是中国。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不小心谨慎，

轻易向这些项目提供贷款的话，会带来不好的国家形象。人们会断定中国故意贷

款给这些会失败的项目，中国能从失败的项目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获得位于

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港口，它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人们会质疑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动机，这样的例子在缅甸、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等地都能看到。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中国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或

许这些消极的例子是例外，但是这些容易被认作是陷阱。所以“一带一路”倡议

会产生消极印象。我承认，责任不只是在中国一方，马来西亚也有责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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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来西亚领导人签订合同时，应该多思考一下，这些项目真的对我们马来西亚

有益吗？

另一个批评是，中国太雄心勃勃。他们希望通过许多“一带一路”的项目来

展示成功。“一带一路”有成百上千的项目，但其实数量并不是关键。对一些企

业的负责人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合同。五年之后，不管这些

项目成不成功，他们也早已升任其他的工作岗位。但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老挝等国人民要继续承受这些项目，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也会受损。这

是在项目实施层面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的许多项目，中国提供贷款、中国公司施工、雇佣中国工人。

（薛：这样的现象现在在马来西亚很常见吗？）

据我了解，这种现象正在改变，但是在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建设工地，一切

还是照旧。我想将一些极端的情况介绍给你知道。你可以看到 2000-3000 的中国

工人，甚至是施工的设施、原料都是从中国进口。当地人不能学到任何技能，对

当地的带动效果非常微弱。中国的银行根据自身的商业条款提供贷款，所有的事

项都由中国的银行负责，当贷款需要偿还的时候，马来西亚人民交出马来西亚的

资金。双赢的项目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当马来西亚政府面对选举的时候，人民会

批评政府签订这些项目只雇佣中国工人。一个项目雇了多少中国工人，马来西亚

人能占多少比例，这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所以中国建设项目必须十

分小心，避免让当地人觉得，这些项目只会让中国收益。

以三个大项目为例，马来西亚以比较高的利率向中国借钱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然后买中国产品，雇佣中国工人。这些项目帮助中国解决就业问题、消化中

国过剩的产能，一切都有利于中国。而贷款需要我们还 20 年、30 年、40 年。这

合理吗？这是个大问题。

还有，一些支付条款也有问题。这些条款要求，每过六个月，必须为工程付

款。甚至不需要开展任何工作，就获得了款项。一个例子是，付了 80%的款项，

只完成 20%的工程，那么由谁来建设另外的 60%呢？施工公司没有错，合同就是

那样规定的。错误出在签订合同的政府身上。或许马来西亚（上届）政府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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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不好，但是中国方面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中国说的是双赢，但是马哈蒂尔

总理会认为，这些项目不利于马来西亚，有些项目可能会演变为政治项目。

（薛：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上，这些国家如果不与中国合作，还有其他的

替代选择吗？）

简单的回答是，没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不怎

么提供这类贷款。它们为什么不提供贷款呢？因为一些项目是不必要的，当地人

民并不需要。如果是好项目，很多机构都会出资。比如，中国出资斯里兰卡的一

个机场建设项目，使用价值就不高，因此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出资。修机

场的贷款需要偿还，还要维护机场，因为不能将新建好的机场关停。这样的项目

最终可能会失败。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是好的，但必须考虑这些项目真的有必要

修建吗？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提出亚洲需要多少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有一些需求

是错误的。每个人都需要道路、铁路等设施，但能负担的起吗？只有可负担的才

能修建。这需要选择一些商业上可行的项目来做。

（薛：一种说法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与机场，都是因为上一任总统要求

在家乡开展建设，想把自己的家乡从一个村庄变成一个城市。中国该怎样面对这

样的项目呢？）

中国进行这样的项目建设时，必须考虑到风险。斯里兰卡普通民众并不关心

这些问题，他们知道的是：前总统下台了，工程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但相关贷款

需要他们来偿还，这可能激怒当地民众。

（薛：我想知道，在面对这样的项目时，中国该怎么做？）

中国应该说不。因为没有效益，中国很长时间里将无法收回贷款，而当地人

又认为这是中国的贷款项目，中国的声誉将因此受到巨大影响。所以，对于这种

代价巨大的项目，中国应该说不。

ISP



8

4、您来自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的情况很熟悉，您认为马来西亚在东南亚

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将发挥什么作用？是很重要国家么？

我不是很了解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但知道这两个国家有许多不大的项目，

而马来西亚有不少大项目。在马来西亚至少有两项重大的项目，最大的项目无疑

是东海岸铁路建设项目。

（薛：您本人支持东海岸铁路建设项目吗？）

不，我持反对意见，因为项目缺乏商业可行性。

（薛：那升级现有的铁路项目可以吗？）

升级现有的铁路或许可行。不过，关键在于，大部分东海岸居民都是大家庭，

人们到吉隆坡购物、游览，都习惯于开车，火车是第二选择。毕竟，他们乘火车

到了吉隆坡之后，也需要汽车。一些人（在吉隆坡）销售他们的产品如榴莲，然

后去购物。还有，即使修建道路连接吉隆坡和关丹，关丹的居民出行也需要汽车。

这和新加坡城市内有便捷的交通不同，也不同于中国。在中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

个城市有铁路、高速公路等多种选择方式，人们并不需要一辆汽车。总之，马来

西亚东海岸铁路需求并不大，项目合理性不足。

（薛：那连接新加坡与吉隆坡的高铁项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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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的建设应该更具可行性，路线所在的地区要有更高的发展水平。连接新

加坡和吉隆坡的马新高铁可以便利很多新加坡人到吉隆坡做生意，这也是两地人

民出行的一大选项，人们可以选择到另一城市度周末，他们也喜欢到马来西亚进

行购物。所以说高铁项目更具发展机会。东海岸的铁路建设项目则不同。除了上

面所说的原因外，还有一点，东海岸的人口在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东海

岸到西海岸工作。

（薛：因此，马来西亚普通民众在此次大选前就对“一带一路”持负面看法

了？）

那倒不是。马来西亚没有对“一带一路”进行公开的讨论，即使在政府部门，

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了解。东海岸铁路项目等，民众事前并不清楚细节，在选举

的过程中，细节才慢慢披露出来。

5、您认为，马哈蒂尔为何赢得五月份的大选，因为前政府的腐败？

因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一马公司，英文为 One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简称 1MDB）。这是马来西亚的大独特之处。纳吉布（之

所以）与中国签订许多项目，一个重要原因是弥补一马公司的亏空。因此，一些

中国公司的资金被一马公司用于还债。现在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薛：按照您这种说法，一马公司似乎成了纳吉布的钱包了？）

当然了。随着越来越多信息被公开，纳吉布现在很难堪（embarrassing）。

我不知道具体的金额，但大概情况知道。打一个比方，纳吉布宣称项目用了 5500

万，而承建项目的中国公司说这个项目的合同金额为 4500 万，那（其中的差额）

1000 万去哪了？不止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

这和“一带一路”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问题。所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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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和马来西亚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当地政府治理能力弱或者贪

污腐败的话，不仅是当地的问题，也会牵连到中国。

（薛：纳吉布建立一马公司的动因是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原先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不大。在一马

公司成立后快速增加，先是一个电厂（power plant），然后是东海岸铁路项目，

等等。我们推测（投资项目快速增加的）原因在于，马来西亚政府在签署协议时

规定，（部分）投资资金必须进入一马公司的账户。

6、“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南中国海的形

势比前两年有所缓和。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外交政策上有大的变化。

7、您觉得“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变好、变坏、没变？

说这个现在还太早。我们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亚太地区内，中国是第

一，而不是美国。

（薛：经济上吗？）

不，所有方面。在下一个十年，中国仍将是第一。我们可能通常认为美国是

第一，但是结合现实，许多活动、许多生活和发展的便利来自中国， 所以综合

来看中国的排名还是高于美国。“一带一路”项目就有所体现，中国推出了雄心

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形象总体还是正面的

（positive）。

马来西亚是独特的，因为现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本来与中国无

关，但因为“一带一路”项目，人们会认为，这和中国就是有关的。因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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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该小心谨慎。

8、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南海政策？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您

的建议是？

这个很难说，问题在于，所有的东西都被看作与“一带一路”有关。我们甚

至听说，连中国向缅甸出口农产品都属于“一带一路”。即使习近平主席做了一

个又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主题演讲，“一带一路”和中国南海政策的关系还

是很难界定。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应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到底是变得盛气凌人还是考虑双边的利益，中国将变成怎样的地区领袖，我

们还需要继续观察。我认为中国过去两年在处理一些南海争端时比较具有进攻

性，特别是在南海仲裁案之后。

我们最初将中国视为商业伙伴，好邻居，中国不对我们产生威胁。但好像中

国的政策有所改变，这关系到我们这些区域内的国家。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

奥巴马中国不会将岛屿军事化，但中国好像推翻了这一点。中国宣示自己的主权

主张，扩建岛礁并将其军事化。释放出来的信号让人感觉，中国会做任何它想做

的事情。我们只能这样假设。这令我们感到忧虑。中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的

一些做法也使我们担忧，如中国限制从韩国进口产品。中国把贸易当作武器使用，

这种做法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薛：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不是专门针对韩国，也对菲律宾进行过。）

是的，中国曾经限制从菲律宾进口香蕉。对菲律宾制裁的规模小，但制裁对

韩国的影响很大。我们感觉，中国现在将贸易政治化，现在是韩国、菲律宾，那

下一个可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等国家。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依赖于中国，中国的行为将促使我们思考：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是否需

要把贸易多元化？我们的政治立场可能不同，但是贸易就是贸易。如果中国觉得

一些国家不听自己的，就在贸易上进行制裁，我们就会陷入麻烦，因为我们处于

不利地位。这将影响我们对中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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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您认为“一带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现有的做法有什么不足？

如何改进？

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缺乏持续性。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也

不看好“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他们认为让中国的资金流入外国，帮助别国修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不用来建设中国的其他地区呢？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地区

都像上海、北京一样发达，中国的西部地区也需要建设资金，为什么不将资金留

在中国呢？

是的，“一带一路”坚持一两年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十年、十五年呢？各种

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永远不会结束，中国投入的越多，规模越大，就越难将资本

回收。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中国现在的资金盈余都是过去二十几年辛苦奋斗得来

的，现在这些钱投入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难以回收，好像中国过去的时间都

白奋斗了，这对中国人民不公平。所以，最终中国国内对“一带一路”项目展开

一些讨论。

对我们而言，中国更应该投资一些好的项目，只是不断扩大项目规模并不合

理。我担忧的是，“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的一些困境会一再上演，

导致中国形象的恶化。东南亚地区（市场容量）有限，没必要追求每年都上新项

目，有些年份有，有些年份没有，这很正常。毕竟，（有些）项目需要六到七年

时间的执行期。

10、马哈蒂尔上台之后，或许会对“一带一路”项目做出新的最终决定，从长

远看，这对中马关系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要看情况，正像你之前提到的，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友好要大于分歧，

马来西亚也不会和中国成为敌人。但是中国可能牵涉到纳吉布政府的贪污腐败问

题，这可能会损害中国在世界的信誉。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方面或许做不了什么。

有些时候问题出在马来西亚一方，不在中国。就像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前）

总统要求中国建设这个、建设那个，（中国可能难以拒绝）。所以还是需要一种

谨慎的行为方式，防止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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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不调整项目，马来西亚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负担，项目就会推

迟。那样，双方都会陷入麻烦，双方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薛：您认为马哈蒂尔会遵守承诺，把总理权力移交安瓦尔吗？）

他最终会这么做，但是到底需要多久没人知道，他不能永久当总理。当然这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党派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也可能会不高兴。所以不能对此

施加太大的压力，不光是马哈蒂尔，还需要内阁的决定。

11、您认为中国的马来西亚政策存在什么问题么？如果有，该如何改进？

纳吉布时期，中国的对马政策非常成功。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中也没有与中

国对抗。如果政府没有变更，没有问题。政府变更了，事情会有变化。

中国应该调整中马关系，因为新政府来自反对党，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北

京曾经对前内阁与总理施加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新一届政府都会把马来西亚

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管是南海问题还是贸易问题。或许马来西亚与中国等国家的

关系很重要，但必须保持开放和对话。本届政府将在 3-4 年内面临选举，民众对

新政府的期待也比较高。所以，其做法会与纳吉布政府不同，以便获得合法性。

外交政策上因此也会有所不同。

（薛：政府的一届任期是多长时间，5年吗？）

最多 5年，通常的内阁任职时间是 3年到 3年半，一般不会任满 5年。

（薛：之前的各界政府都任满了 5年吗？）

大部分政府都做了五年。纳吉布政府也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做多长时间取决

于总理什么时候解散议会。总理通常依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解散议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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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认为纳吉布的问题出在他自己，还是他的妻子？

或许两者都有。

（薛：他算是一个聪明人么？）

问题是，每个男人的身后通常都有一个强势的女人，对么？哈哈哈。

（薛：这么看来，很难说男人是否足够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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