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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成果落地生根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快速
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 年全
年，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
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260.3 亿美
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
同额的 51.6%；完成营业额 759.7 亿
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47.7%，同比增
长 9.7%，超过平均值近两倍。今年
以来，这一抢眼表现仍在持续，中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签合同
额、完成营业额继续牢牢占据半壁江
山。

快速增长的数据背后是一大批工
程项目的落地生根。以中国和哈萨克
斯坦产能合作为例，根据发改委数
据，到目前为止，中哈合作已推动
34 个项目竣工投产，如阿克托盖
2500 万吨/年铜选矿厂、巴甫洛达尔
25 万吨/年电解铝厂，里海 100 万吨
年产沥青厂、梅纳拉尔日产 3000 吨
水泥厂等。同时还有 43 个项目正在
实施，包括阿特劳炼油厂石油深加工
项目、阿拉木图钢化玻璃厂、10 万
吨大口径螺旋焊钢管等项目。

近年来，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
力推进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在越
南、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伊
朗、巴西等国家承担了一批有国际影
响力的项目。日前，由中冶集团负责
总体设计和多个单元设计建设的东南
亚最大钢厂——越南河静钢铁项目成
功投产，中冶集团由此实现了国际千
万吨级绿地钢铁系统设计和全产业链
输出，带动 4000 立方米级大型高炉
技术、标准和装备整体成套出口，且
该项目还为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带动了
33.5亿美元的出口额。

产能合作项目之外，能源建设项
目也大放光彩。7 月 3 日，中巴经济
走廊萨希瓦尔燃煤电站竣工仪式在巴
基斯坦旁遮普省萨希瓦尔地区举行，
这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早期收获
重大能源项目全面建成投产。据了
解，该电站是目前巴基斯坦单机容量
最大、技术最先进和建设速度最快的
火力发电站，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年发
电量将达 90 亿千瓦时，预计可满足
巴1000万人口的用电需求。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夏巴
兹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两国共同
的梦想，萨希瓦尔燃煤电站的竣工是实
现梦想的第一步。该项目提前半年竣工
投产，在巴国内首屈一指，将给巴经济
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巴最困难的
时候，中国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构
想，对巴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
行投资，给予巴方许多帮助。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铁路、港

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
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雅万
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
路等铁路项目，喀喇昆仑公路等高速
公路项目，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
等港口项目，都为当地的出行带来了
很多方便，互联互通提供了很多连
接。

带动发展授人以渔

“‘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发展
问题，提出了非常新颖的思路。” 欧
洲管理与技术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
济问题专家欧拉夫·普略特纳尔表
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为沿
途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让其有能
力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中来，提高当
地民生水平，继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稳
定发展。

经过30个月的紧张施工，今年5
月底，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口项目

（一期） 工程顺利完工，投入运营。
吉布提总统盖莱表示，2017 年是令
人高兴的一年，亚吉铁路和多哈雷多
功能港两大项目均顺利完工。“多哈
雷多功能港口是吉布提港口领域盛开
的鲜花。它让我们的国家可以继续专
注于实现物流和运输中心的天然使
命。”盖莱总统认为，基础设施是连
接人类的桥梁纽带。他高度赞赏中国
政府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发展对非关系，感谢中国长期以
来在基建领域对非洲的帮助。

6月20日，中国和俄罗斯合资建
设的华电捷宁斯卡娅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供热电站项目投产仪式在俄雅罗斯
拉夫尔市举行。该项目额定总装机容
量 483 兆瓦，工程总投资约 5.7 亿美
元，设计年发电量30.2亿千瓦时，年
供热量81.4万吉卡，是目前中国在俄
罗斯最大电力能源类投资项目。

“电站建成并网发电后将极大改
善本地区的缺电状况，提高民众生活
质量。”电站锅炉汽轮机车间副主任
图鲁索夫表示，毫无疑问，也会极大
促进雅罗斯拉夫尔州的经济发展，甚
至为俄罗斯中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
带来强劲动力。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带
动沿线国家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成
就。”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
斯·斯诺尔表示，最重要的是，中国
在帮助中“授人以渔”，在给这些国
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还把相关技
术带给这些国家，让他们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继续发展。

日前，埃塞俄比亚首个国家工业
园——阿瓦萨工业园正式运营。占地
130公顷的阿瓦萨工业园，由埃塞俄
比亚政府主导投资，中国土木工程集
团埃塞公司承建，该工业园完全投产
后，将为埃塞创造 6 万个就业机会，
每年出口创汇 10 亿美元，极大提振

埃塞发展工业化的决心。
除了直接的经济效益，2016年6

月，江苏省发改委与埃塞国家投资委
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支持昆山等
有经验条件的开发区对埃塞输出管理
经验”。11 月，埃塞 8 名管理人员应
邀到昆山接受为期一个月培训。埃塞
国家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西塞说，8名在昆山培训过的工作人
员，和其他本国管理人员一起，将像

“种子”一样，播撒到埃塞全国在建
和将要开发建设的国家工业园。

未来还有更多期待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
进，市场的“蛋糕”正越做越大，未
来还将有更多标志性项目值得期待。
截至5月初，中老铁路已经全线开工
建设；印尼雅万高铁已经签署了商务
合同，并有望尽快全面开工；中泰铁
路持续稳步推进，也正在为开工创造
条件；匈塞铁路已签署塞尔维亚段的
商务合同，匈牙利段的建设合同；俄
罗斯莫斯科至喀山高铁勘察设计已经
顺利完成；中吉乌铁路重启了三方联
合工作机制；巴基斯坦 ML1 铁路完
成了既有线升级改造的可行性研究，
中国企业接连中标马来西亚南部铁
路、东部沿海铁路等等。

作为中老铁路建设队伍的一员，
老挝吊车操作员汶米对自己参建的铁
路充满了期待。汶米的家乡，在老挝
北部古都琅勃拉邦。“我在琅勃拉邦

城里长大，坐车去那里特别麻烦，因
为山路多，路况不好，土还大。”汶
米说。

之前，汶米并不知道这条铁路会
一直修到自己的家乡。而当得知中老
铁路在琅勃拉邦的标段已经开工时，
他的眼神中竟流露出孩子般的兴奋：

“是吗？那太好了！如果铁路通车就方
便啦。我真想一直干到通车，然后坐着
自己亲自参建铁路上的火车回家。”

6月19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与孟加拉国铁道部在孟首都达
卡签署总价 3332 万美元的铁路建设
合同。该铁路项目起点为达卡市，终
点为纳拉扬甘杰，全长 17.05 公里。
孟加拉国铁道部表示，该铁路项目将
连接两地重要工业区，帮助孟加拉国
全面步入“铁路时代”，促进孟加拉
国跻身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之列，为当地政府，企业和人民带来
巨大便利。

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资金支持
也在不断增加。在不久前举行的“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
承诺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
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
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
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
金融合作，并将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
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
带一路”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4 年来，建设成果丰
硕，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改善、贸易投资显著增加……一系列成
就的达成，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更离不开企
业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而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持续推进，未来，企业还将继续扮演重要角
色，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既为其“走出去”创
造了良好机遇，也对其“出海”功夫提出了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将目光投向“一带一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企
业“目光短浅”，只是简单地满足于进入这一市场

“赚一把快钱”，那么它很可能会得不偿失。事实
上，“一带一路”的蛋糕正越做越大，只有那些立
足长远的企业才可能从中取得更大收获。而要实
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练好内功，不断提高自身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竞争力、影响力，这其中，担
当意识尤为重要。对此，企业需有一个清晰认识。

首先，这种担当体现在产品上。在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工程项目的
质量意识，建设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精品项目，注
重项目的长期效应和可持续发展，并以产能合
作、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打造一批
标志性项目，在综合竞争水平、打造标准、技
术、品牌及管理等多方面树立企业良好形象，让
中国产品更好地服务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进而
实现企业、东道国互利共赢。

其次，这种担当也体现在责任上。在开展项
目建设的过程中，企业有必要加强对东道国的了
解、充分考虑对方需求，把企业发展与当地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更好建设
项目，也将为东道国和当地民众带去更多好处。
企业通过本土化发展，可以充分带动东道国就
业；项目建设强调节能减排、环境评估，就能有
效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企业积
极参加公益事业，既可以造福当地人民，也将提
升企业形象。

再者，这种担当还体现在合作上。这种合作
既包含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大、小企业的合
作，也包含“出海”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合作，
还包括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国智库及更多外国
企业的合作。通过这些合作，既可以充分利用资
源带动更多企业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
中，又可以为东道国带去先进技术，并帮助中小
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还可以深化国
内外技术、业务、市场、资本、人力等多维度互
利合作，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带动国内产业转
型升级，同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技
术、资金和智力支持。

应该看到，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过程中更有担当，对各方都有好处，并有助于实
现一个多赢的局面：企业可以在担当中提升综合
竞争力，实现更好发展；沿线国家则可以从中
直接受益，加快推动本国产业发展、贸易投资；

“一带一路”建设也会因此获得更有力支撑，其开
放、繁荣之路将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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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大项目的别样风采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企承建东南亚最大钢厂成功投产、中国在俄罗斯最
大电力能源类投资项目正式投产、中企承建的埃塞俄比亚
首个国家工业园正式运营、中巴经济走廊首个重大能源项
目竣工投产……近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大工程项
目再添“新兵”，又一批大项目陆续投产运营。相关人士
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正通过实际行动为沿
线国家带来越来越多重大工程项目，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基
础设施。同时，中国还“授人以渔”，把相关技术带给这
些国家，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发展，进而促进整
个地区的稳定发展。

图为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口全景。 本报记者 沈文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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