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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绿色经济合作展望
—以能源开发和环境研究领域为例

吴  玲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1）

中国自从 1999 年党的十五大会议首次推出“走出去 请进
来”战略构思以来，改革开放政策轨道上又增添了新的强大动
力。WTO 的加盟实现，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
的对外投资空间。

走出去战略实施后，我国大陆企业的海外投资很明显地增
长，特别是民间企业，数据表明大陆的对外投资从 1991 年的
30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03 年的 350 亿美元，2007 年达到了 920
亿美元。2002 年到 2017 年，我国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1.11
万亿美元。2017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1246 亿美元，是
2002 年的 46 倍，年均增长 30%，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017 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48 万亿美元，境外企业
资产总额超过 5 万亿美元。同时，1979 年到 2017 年，我国吸
引外资也呈现快速增长，年均赠长 46.1%，1979 年，我国吸
引外资额居世界第 122 位，2017 年，我国吸引外资达 1310 亿
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1、“一带一路”倡议及走向

2013 年 9 月、10 月期间由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倡议发
起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
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走出去 请进来”战略的继承与
发展。2013 年至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相关国家紧密联
系在一起，中国的新能源企业积极向境外跨国进军，成为“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绿色经济合作的新推手。

根据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在 2018 年 1 月发表的《2017
年“一带一路”中国新能源国际发展报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人均每年电力消费量不足 1700 千瓦 / 小时，低于世界标
准的 3000 千瓦 / 小时。今后，此水准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将
会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增长催生出巨大的市场。如果准确抓住此
动向，向沿线国家地区提供新能源相关的设备、技术以及技术
方案，那么中国将会作为绿色能源新产业的带头者在“一带一
路”新能源供给体制上，从软件到硬件的广泛领域内，发挥重
要作用。

国际能源机构的最新报告书显示，2016 年全世界范围内太
阳能发电的设备容量增加了 50%，其中中国占据一半以上。预
计到了 2021 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增长依然会维持在世
界首位。根据上述提到的，努力朝着第 13 次五年计划中提出
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努力，预测未来向世界输出可再生能
源类发电设备容量的 40% 以上将会来自中国。中国不但将在太
阳能发电领域提前 3 年完成截止到 2020 年的规划目标，还在
水力发电、生物沼气发电、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市场中名列世界
前茅。

另一方面，根据能源经济财务分析研究所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布的报告书显示，在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二氧化碳排
放国中，中国在 2017 年向世界绿色能源项目、企业兼并·收购
等跨国项目大规模地投入资金，金额高达 440 亿美元（约 4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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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 亿日元），较前年增加了近 38%。此外，“一带一路”
推动了中国对外出口 80 亿美元规模的太阳能光伏设备，为向
新能源储存的新领域提供了立足点。

此报告书中还指出，“全球正向朝着可再生能源模式转变，
且势头正越发强劲。随着能源储备与新能源电动汽车技术的发
展，中国正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此领域领先于全世界。”
在“一带一路”构想下，除了努力朝着 2020 年国内人均生产
总值总值较 2000 年实现翻一番的雄伟目标推进外，对煤炭的
需求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大。

但是，随着迅猛的都市化、工业化、近代化浪潮，中国
对能源的需求也会以惊人的势头呈现强劲的增长趋势。中国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国土资源局在报告书中，做出如下警示：

“2010 年煤炭年度生产量高达 29 亿吨，2015 年攀升至 33 亿吨，
预计 2020 年甚至达到 35 亿吨”。也可以说，“一带一路”构
想是中国面向新时代实施的确保未来能源安全保障的一种突围
战略。 

2、中日环境与能源领域的商业合作展望

最初预计一带一路沿线会包含 65 个国家和地区，而西欧
先进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存在不确定
性，位于东亚最东部的先进国日本和韩国则被排除在外。“一
带一路”构想不仅会在外交政策方面促进国家朝着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大国外交”路线的转变，也会带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将会成为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外交政策方针重大转变
的一大历史性事件。

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将会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铁路建设、
公路建设、原子能发电、风力发电、水泥、钢铁等基础建设材
料以及大型机械设备的对外出口，促进中国过剩产能的海外转
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可以预见，石炭、天然气、石油等
资源的供给地将不会只局限于欧亚大陆，风力发电、海上潮汐
落差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地热、氫发电等各种新能源的开发
项目将会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及相关活动，在广阔的东北亚、东
南亚地区落地开花。真正在能源资源方面实现“亚洲经济共同
体”的构建。

中国环保能源事业的主战场现今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大陆本
土地区，也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逐渐延伸开来。改革开
放时期，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等硬件设备的出口变成可能。之后
接收外部的建设安装工事成为主流。从 2013 年起，基于跨境
收购与合资合作模式的海外设备投资、环保能源合作项目的运
营服务也开始兴起。近来，60% 左右的收购案件集中在欧盟各
国，而 93% 的合资合作项目、76% 的建筑工程承包项目以及
63% 的机械设备的订单正来自于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其经
济模式是遵循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不同方案而确定的共存关系。
其特征是合作合资、企业收购兼并、工厂建设、设备供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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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种经营模式共存并同时进行。截至目前为止我国有 30 个
以上的环保型企业已经和 28 个沿线国之间签订了 96 件贸易往
来协定，但仍有 57% 左右的市场未被开发。目前世界环保能源
投资领域的发展潜力为 7.5 亿元。尽管中国的环保型企业不足
其中的 15%，但在环保能源领域，中国企业的未开发市场预计
将会扩大到 6.3 亿元（约 110 兆日元）。

已经在海外直接投资总额中迅速成长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中
国，在水利设施、环保事业和产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
对外投资比率只有 1.6%。其中占据 60% 以上主体的私营企业
在资金规模方面占了不足 20%，而国营企业在资金规模上占据
了 80%。从目前为止的中日两国在环保事业领域的合作业绩来
看，日资企业更加注重在中国环保事业市场的经营、技术转移
等，而这正是日企加入一带一路构想的障碍所在。如果不能跨
过这些门槛，此障碍将会继续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项目运营中
的阻碍因素。

现今各领域内对中日环境合作的要求正逐渐提高。这是日
本产业界共通的愿望，同时也是来自中国产业界尤其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与地区的事务匹配的需求。以下思路是以经济产业省
为首，国际合作银行、国际合作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中
日经济协会等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成果。

（1）进一步增加民间企业的信息交换与交流机会。
（2）为推动低碳循环社会建设，两国在金融合作促进对策

方面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
（3）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核心，成立以二氧化碳排放权

清洁发展机制为基准的信用银行。
（4）以日本的环境技术和节能服务事业为首，引进二氧化

碳节能减排与碳排放量，排放额度的国际贸易制度、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对策、集尘对策技术、相关知识与经验，以及用于普
及农产品残渣的生物质能技术。

（5）构建节能、环境对策等领域内最新市场动向和最新国
际政策实施动向的信息平台。

3、构建“一带一路”构想总体框架下的中日投资争
端解决机制与法律实践问题

2019 年 4 月下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召开，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政治局势变化，各国
的政治体制乃至国家机构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调整或变
动，因此给中日两国之间的第三方共同市场上的双边经贸合作，
包括在产业资源、能源供给、节能环保领域内的合作事业也带
来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如何妥善合理，有效地及时处理解
决经济争端与争议，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
环节。建立专门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既有必要也是迫在眉睫
的问题。

此外，打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摒弃各种既往弊端，
建立一个全新的治理模式与机制，提高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
语权，以中日两国间的双边互惠互利合作为杠杆，促进“一带
一路”域内国家之间经贸活动的良性发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的地步。

4、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执行，必须依靠国家顶层设计
制定的各项政策诱导与政府的行政支持下，结合国际通行的世
界贸易组织规范性条约与国际经贸惯例与国际经济，科技专利
法制模式下，通过国际技术转让的法律交易平台框架，联合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成果以市场经济原理作用下实
现技术转让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和谐平等，合理合法的双向交易
交割，以性价比最高为杠杆属性推动各项产业领域内的高效率
高质量转让项目，最终提升当地中小企业与行业的产能升级换
代，是完全可行的，符合联合国 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最佳途径。中日两国在绿色经济合作领域，尤其是环境研究
与能源开发领域，在克服上述障碍的前提下有着巨大的合作前
景，值得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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