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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海外投资快速增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设施联通、贸易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中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由于其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技术性强等特点，当面临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

社会等诸多不确定性时，极易发生风险。因此交通运输部亟待加大对相关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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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旨
在促进欧亚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交通
运输基础设施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设施联通、
贸易融通、民心相通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是
助推国际基础设施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来源。5 年来，

“一带一路”沿线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批境内外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和跨境桥梁等基础
设施相继开工，国际道路、海运、航空、快递等运输服
务网络逐步完善，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设施联通，
而且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发挥了先行和基础作用。

但是，国际社会环境瞬息万变，海外投资发展险
象丛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除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
期长、投资回报慢的特点外，还有技术性强，社会效益
要求高等特点，这无疑加剧了交通基建项目在建设、运
营期间遭遇风险事件的不确定性。最近影响较大的“新
马高铁”被延期、“马东铁路”被取消等事件，再一次
证明海外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风险。表 1 总结了中
国企业海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的典型案例，这些风
险案例表明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和复杂性，项目各类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重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在海外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的风险分析，研究相应的风险规避对策，为今后
中国在其他国家开展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项目提供
参考。

2“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频频受挫。以

2017 年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交通基础设
施新签合同额 1726 亿美元，失败案例高达 31%。究其
原因，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高、投资周期长的特点
有关。投资周期长意味着本身面临的风险概率就大，而
投资一旦出现问题，将面临巨大投资无法收回的重大风
险。归纳起来，企业在“一带一路”基建投资中可能会
遇到以下几类风险：

（1）政治风险，政治因素是企业海外投资受阻最
主要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策变更导致违约、大国博
弈阻碍投资进程、战争内乱、恐怖主义蔓延等；

（2）经济风险，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经济基础薄弱、
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投资回报低，甚至无
法收回投资的风险；

（3）法律风险，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投资环境差，很多商业行为不遵守规范，无法给予中资

表 1   中国企业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风险案例情况

国家 案例简介 背景原因

马来西亚 2019 年马东铁路被取消 政府更迭，新政府政策改变

马来西亚 2018 年新马高铁被延期至 2020 年 政府更迭，新政府政策改变

泰国 2013 年底中泰高铁项目被暂停，铁路项目大规模缩减 政府更迭，新政府政策改变

墨西哥 2014 年 11 月墨西哥总统撤销中国铁建承建的高铁项目 墨西哥政府以自身的法律规则和执行招标程序不够透明为由，撤销投标结果

斯里兰卡 2015 年科伦坡港口城被叫停 政府更迭，新政府以缺乏相关审批手续、重审环境评估为由暂停项目；美印的政治博弈

委内瑞拉 2015 年委内瑞拉铁路停工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资金断裂，无法按合同提供工程款

沙特阿拉伯 2009 年中铁建与沙特的轻轨项目因工期延误损失人民币
41.53 亿元 中方对当地法规习俗了解不够，时间延误和人力成本增加情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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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足够的法律保护；

（4）文化风险，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许多

国家有自己的宗教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中资企业可能

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而使投资活动推进困难；另

一方面，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容易被“中国威胁论”等舆

论影响，不积极甚至抵制企业的投资活动。

（5）技术风险，由于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在基础设

施上的技术标准不一致导致工程难以协调、项目进度延

误。

3“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规避建议
3.1 政府层面

3.1.1 完善双边协议，防范投资风险

政府在为企业搭台牵线之时，应将基础设施投资纳

入双边投资协议保护范畴，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法律保

护。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已经签订了双边

投资条约（BIT），但这些条约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保护

水平很低，需要加大 BIT 中对政治风险的投资保护力度，

在政策发生变动时，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

3.1.2 扩大社会影响，和谐互利共赢
交通运输部应充分了解中外在大型基础设施领域

投资理念的差异，优先选择具备经济可行性的项目重点

推进，并积极引导企业不但要关注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

效益，更要关注交通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从而

扩大“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影响，与东

道国的交通规划和交通发展战略对接，建立起更加稳定、

和谐的互利共赢关系。

3.1.3 加强风险预研，做好应急预案
交通运输部应加强指导企业开展风险预研，对风险

进行动态跟踪和监测，在民众风险领域利用大数据积极

加强东道国国家风险预警，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利

用智能化的分析技术，详尽研究东道国投资环境，实时

分析追踪东道国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在政

治风险领域提前开展东道国政府交替、领导人更迭所带

来风险预判，把握未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险及走势，研

究不同政党的相关政策主张及其对中资的影响，例如在

“新马高铁”的项目上，应提前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动态

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提前考虑政府换届可能出现

的各种不良情况，做好应急预案及对策准备。

3.1.4 加强沟通、化解争议
交通基础设施风险发生之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双

边友好关系，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条件。通过基建项目建设实实在在的好处赢得当地政府

和民众的信任和理解 , 制定更合理的建设规划，实行分

期建设，加大属地参与的程度，优先使用当地材料和设

备，优先聘请属地员工，呼应东道国利益与诉求，赢得

对方信任和支持。此外，可以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由

中国政府向对方实施外交压力，敦促问题的解决。

3.1.5 发挥智库作用，规避投资风险
交通运输部可通过交通运输智库加大海外交通基

础设施投资风险的研究，建设海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风
险案例库和信息库，充分了解东道国投资风险，合理规
划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主攻方向，指导企业选择风险较小
的投资项目。此外，一旦发生风险，智库专家可协助企
业开展风险事件的应对处理工作。
3.2 企业层面

3.2.1 统筹考虑，全面评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将主要精力集中

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过多考虑项目的技术和资金风险，
而忽视了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在海外投资时常常以两国
关系良好、项目本身受到高层支持为由草率投资，缺乏
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深入了解。建议在考虑海外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时，应详细研究东道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
样性和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了解当地的政治形势，分析
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向发达国家学习海外规避政治风
险的经验，在企业层面设立相关部门专门研究并指导企
业加强投资风险管理，针对东道国实际情况，开展积极
的防范策略，争取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

3.2.2 运用法律手段、完善海外投资保险保障机制
企业在签订投资合同时，可加入各类风险的保险条

款，详细列明由于政策变动、骚乱、敌对行为等造成违
约后合同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一旦发生风险，要积极有
效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争端，保障中资企业的利益。除
了利用法律手段外，还应加快完善和健全海外基础设施
投资保险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保险险种的范畴，加大
对政治风险的保险力度。企业应多方面寻求风险担保与
保险，减轻损失。

3.2.3 通过多方参与、利益共享模式降低风险
目前，我国在海外参与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具有以

下两个特点：从资金上，多是由我国进出口银行向东道
国提供低息贷款；从形式上，以中资企业独立承包工程
为主，与东道国企业合作开发较少。这种投资模式容易
受到当地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成为政治势力交替时的
牺牲品，加之大规模的投资容易触发美国等西方势力的
警惕，加大政治风险，易对我国投资者带来损失。因此，
应通过多方参与，积极吸纳东道国资本，拓展国际金融
市场融资。欢迎其他国家也加入到“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的投资中，一方面多国参与，破除零和博弈思维，缓
解由中国独立开发基础设施的政治风险以及庞大的资金
成本压力，避免来自西方势力的干预与压制；另一方面，
通过形成合作利益共同体，增进相互了解与学习的机会，
减轻西方国家的排斥和敌视，降低对“一带一路”的误解。
在海外基础设施开发模式上，中国应优化现有的开发方
式，与东道国开发商共同合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