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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探讨

岳小颖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中国·上海　201701

【摘　要】本文主要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存在不足进行重点阐述，并从加强多边合作体系建设作

为主要着手点，积极引导“一带一路”国家资金能够加快流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金融保障体系建设，从而实现“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能够顺利完成，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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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 nancing mechanism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and fro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ystem as the main starting point, 
actively guide the capital fl ow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o speed up,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 nancing fi nancial guarantee system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 nancing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Furth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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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与10月关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呼吁沿线国家和中国一起实现

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实现沿线国家与中国形成“命运共

同体”。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也是沿线国家能否改善民

生，发展社会和经济关键所在，这需要对现有基础设施建

设投融资机制进行完善，充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基础设

施建设投融资中，以此来形完善投融资体系，保障“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能够顺利完成。

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面临的主要挑战

1.1　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依旧存在缺口

自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迎来快速发

展，但我国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较

大资金缺口口，基础设施依然有巨大改善空间。随着我国

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这就导致我国城市人口逐年增加，

城市基础设施也面临着大规模改造或新建，尤其是各地区

开发区建设，更是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支持。同时，我国先

后制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经

济发展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更是需要大

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但从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来源分析看

出，主要来源方向依然集中在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而政

府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对建设的基础设施享有受益权与定

价权，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又具有公益性特点，这就导致

其经济性下降，使很多社会资本出于经济效益问题无法参

与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中。同时，部分基础设施公益性

质较强，这就导致定价偏低，地方政府每年都要以财政补

贴方式来运营，这就导致基础设施价值、成本与收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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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也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支出压力。由于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融资渠道不足，只能依靠土地收入或中央财

政支持。对外投融资渠道也多集中在银行信贷，这使得基

础设施建设效率与资金利用率难以提高。

1.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回暖，很多国家现有基础设施日常

运营和维护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很多新型基础设施也在不

断发展，尤其是互联网设施，这就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与维

护资金开支逐年增加，但很多经济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供

求矛盾始终紧张。国际金融机构对经济欠发达国家资金支

持依然难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就导致“一带

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更新与维护，使

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严重受限。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全

面实施背景下，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也快速增

加，但很多国家财政收入与融资渠道都不足以支撑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一些国家财政赤字较高，现有公共债

务与外债已经偏高，且国内经济发展受限，从而造成消费

率数据逐年增高，但国民储蓄率严重不足，对外贸易长期

处于逆差状态，很多国家与国际金融市场沟通不畅，这些

都是导致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提升的关键所在。

1.3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乏资本市场支持

基础设施融资渠道本就应当采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这需

要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支持，但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经济本就不发达，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本，仅依

靠所在国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是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还应当开发更多金融工具，赢取更多金融机构资金

支持，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门槛。由于我国金融证

券融资市场已经逐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也开始成为基

础设施融资主要渠道，并已经形成针对基础设施融资的金

融工具。但金融资本市场依然要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尤其

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公用性基础设施项目、日常养护维

修工作，这样既可以让地方财政压力得到缓解，还能建设

更多基础设施项目。但如何让社会资金能够顺利参与到基

础设施建设中，国内并没有成熟经验，实践应用效果也没

有达到预期，基础设施建设资本仍然依靠政府财政投入，

但很多基础设施运营效果并不理想，这导致项目建设与运

营风险加大，让很多社会资本没有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想法[1]。此外，证券融资市场也未发挥出基础设施融资作

用，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盈利点，想要维

护运营依然需要政府财政补贴，导致证券融资渠道难以打

开，致使基础设施融资渠道难以得到扩展。

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探讨

2.1　深化投融资政策与金融体系改革

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改革仍然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地位，对涉及到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融资渠道进行扩宽，从

而实现融资方式多元化。政府应根据基础设施建设特点来

进行统筹规划，可以运用公私合营方面来吸引社会力量与

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项目中，对基础设施收益权实行系统

性改革，按照投入资金和力量不同来参与基础设施产生经

济效益分配，改变现有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切实提高资金

利用率，减轻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财政投入和负债。同

时，还要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下，对基础设施投

融资模式的影响，全面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充分运用市场

化经济特点，吸引国内外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对

现有金融模式、工具和项目融资方式进行全面改革，设定

与基础设施建设特点的金融工具，对其中涉及到税收进行

优惠，放开民间资本步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策限制，强

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建设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

资法律法规，确保金融模式改革有法律支持。

2.2　明确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

在“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背景下，国内基础设施建

设应在现有金融政策下进行深化改革。对于跨国基础实施建

设投融资中，可以考虑沿线国家财政、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

来制定针对性策略，并对基础设施性质与受益群体因素进行

全面考量，当沿线国家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投入时，就要以受益国家政府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并联合

沿线国家开展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并积极寻求各种国际

金融组织帮助，切实解决项目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当项目投

资主体已经明确后，要对基础设施项目是否具有盈利性因素

进行考量，对项目建设风险与社会、经济、民生效益进行综

合评估，在根据项目建成后战略意义来制定出投融资方案[2]

。例如，可以参考国内跨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融资，确

定某交通设施建设投资主体为某地政府，在资金筹措方面可

以向上级申请拨款，并对社会资本开放投资渠道，对基础项

目产生收益份额与责任进行划分。

针对沿线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或资本市场不成熟国家，如

开展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有着巨大战略意义，且我国

也是主要受益者，中国也可以根据受益程度与战略意义来

进行评估，再以资金或工程技术支持方面进行投入。但对

于盈利性基础设施支持，中方应将各种风险与收益因素进

行全面分析，在充分利用技术和资金方面诸多优势和当地

政府进行沟通，既可以采用合作经营方式，也可以获得当

地政府特许经营权，确保中方项目收益稳定、安全，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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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地政府政策支持。此外，在建设资金缺乏情况下

可以寻求商业银行信贷，或者其他融资渠道。同时，国内

商业金融机构也可以参与到基础项目融资中，从而加强我

国在当地影响力，金融机构也可以扩宽业务范围。

2.3　积极发挥出金融机构融资作用

针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特点，这就需要改变

现有金融机构投资方式，切实发挥出金融市场与机构重要

作用，使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亚投行

金融机构建成，国家外汇储备、商业银行、养老基金等金

融机构，都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资金。但针对跨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应当将风险进行分

隔，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应当承担主要风险，而其他金

融机构也应当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承担次要风险，将

项目建设收益留给社会投资者，这样才能让更多社会资金

投入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工作中。

在选择适合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工具时，应当重视债券

融资方式，这需要针对国内债券市场交易模式和政策改革

力度，对基础设施债券发行机构与模式进行试点工作，给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予以融资债券试点政策，积极扩宽

国际债券市场融资渠道，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可以根据基础

设施建设财务特点与战略价值，来发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债券，可以将债券发行范围扩大到国际市场。而亚投行和

丝路基金应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项

目进行大力支持，但这类项目通常涉及到资金投入庞大、

投入风险高的特点，这就可以在项目建设初期发行中长期

融资债券，或者是募集社会资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需要

帮助国内金融机构债券发行顺利，为债券发行成功奠定基

础。而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应当对需要外汇资金投入项目进

行前期投资，对其中风险性进行深入研究，将风险与项目

进行剥离，降低社会投资者项目风险。而针对抗风险能力

高的金融可以按照顺序进入，将风险进一步承担化解，

为社会资金获得收益打下基础，从而使得社会资金可以大

量投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融资中主要充当“启动器”作用，依托自身雄厚的资金储

备，全面降低项目风险，直接承担项目部分风险，以此成

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融资核心，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基

础设施项目，可以使更多具有战略意义项目开工。亚投行

和丝路基金可以采用信用贷款方式，通过发放低息贷款来

让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顺利实施，降低项目建设前期

资本使用成本，为后期投资人创造更大盈利空间，这样可

以让项目承建方财务压力得到环节，而这些企业也可以发

行股票融资，使“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全面

打开，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上一道保险。

2.4　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配套政策机制改革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不仅需要金融机构、

工具方面改革，还需要深入推动国内配套政策与体系改

革，尤其是针对跨国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要逐渐对新融

资方式探索工作，全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可以在海

外部分地区设立基础设施离岸人民币专项债券，引导我国

会计行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积极推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

际接轨工作，和更多国家签订会计核算认同协议，对基础

设施建设融资项目信息进行公开纰漏，让广大投资者可以

了解项目真实的财务信息，这样才能通过基础设施融资渠

道建设，让沿线国家与国际资本市场沟通，进一步提高我

国会计行业影响力。同时，我国会计与法律行业也应当加

强专业水准，重点扶持国际经验丰富的会计事务所和律师

事务所，全面推动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向海外发展，对项目

主体、融资工资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工作，帮助金融工具可

以顺利开展。项目承建企业也应当进行财务观念改革，全

面提升资金利用率，加强内部管理体系与国家资本市场接

轨力度，推动企业利用债券市场优势，积极扩宽企业融资

渠道建设。此外，国家应对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行

为进行规范，在经济发达城市进行投融资改革试点工作，

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基础设施债券权利，构建公共性、开放

性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社会投资者

参与到国内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

3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融资工

作，应当始终保持共建共享核心不动摇，探索政府间项目

风险防范、成本控制与收益共享体系，强化政府资本与社

会资本合作力度，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保障

机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定价与补偿要进

行机制改革，对项目建设风险进行有效防范，从而提高“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工作质量，为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提供更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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