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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便利化机制建设研究

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的重点内容，为沿线国

家政府、贸易组织、企业团体协

商与合作搭建贸易平台，解决贸

易 投 资 便 利 化 问 题， 释 放 沿 线

国家贸易潜力。贸易畅通的关键

在于实现参与国、参与组织和团

体在政策指导、基础设施标准、

市场准则、口岸管理等方面的协

调， 为 合 作 双 方 提 供 便 利 化 条

件。贸易畅通协调与便利化可以

有效解决贸易自由化过度依赖国

家政治制度和政策调整、关税等

措施，并从程序、管理层面简化

贸易流程，营造透明贸易环境，

降低成本，推动贸易畅通。本文

从 协 调 与 便 利 化 构 建 面 临 的 挑

战、成本考量和策略角度对构建

贸易畅通的协调与便利化机制进

行探索。

一、贸易畅通便利化机制
建设存在的挑战

（一）国际环境因素带来的
挑战

1. 全球贸易环境新变化带来

的挑战

首先，全球贸易结构正经历

大调整，全球价值链重构，贸易

增速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一带一路”参与国贸易遭受贸易

压力。其次，西方发达国家政治

变动引发“黑天鹅”事件，给全

球经济贸易带来不稳定因素。英

国“脱欧”事件给全球经济带来

巨大震动，引发地区经济波动 ；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自由

贸易进程。

2. 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

除了“一带一路”倡议外，

各 国 都 在 积 极 推 进 本 国 经 济 战

略。美国在 2011 年提出了“新丝

绸之路”计划，主张以阿富汗为

中心，建立一个与该地区政治、

安全、能源等领域相互合作的亲

美政治板块。日本在 2004 年重提

“丝绸之路外交”计划，目的是通

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获得中亚地区

的能源开发与贸易的主导权。除

此之外，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推动

本国“丝绸之路”计划。不论是

美国的战略围堵、俄罗斯的战略

猜疑、印度的战略不合作、日本

的战略搅局还是局部矛盾，都不

同程度地对“一带一路”倡议顺

利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3. 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挑战

在“ 一 带 一 路 ” 成 员 国 之

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如印度和巴

基斯坦的敌对关系 ；中东、非洲

等地国内政治不稳定，战争和冲

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猖獗 ；欧

洲难民危机扰乱了地区秩序。据

《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6）》显

示，2005 到 2014 年间，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因政治因素导致失败的

案例占 25%，其中 8% 源于东道国

政治派系的阻挠，17% 源于东道

国政治动荡。

（二）沿线各国发展因素带来
的挑战

第一，各国发展阶段差异较

大。从经济总量来看，世界银行

数据显示，64 个发展中国家成员

中，大多数国家经济体量与中国

相差甚远。从对外贸易来看，贸

易逆差国占大多数，对外贸易潜

力有待开发。从人均 GDP 来看，

根据世界银行 2013 年的新标准，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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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贸易畅通的关键是建立贸易便利化机制，然而贸易便利化机制构建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环境方面，地

缘政治不稳定、全球贸易环境持续恶化。沿线国家方面，各国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市场化与法制化程度低，基础设施

建设在资金管理、建设标准和协调机制方面有待加强。有鉴于此，需要从政策成本、资金成本、信息成本和时间成本

角度对贸易畅通是否便利化进行评价。从统一行为准则、互联互通机制、多边金融合作体系和便利化系统四个方面建

立贸易畅通便利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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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000 美元的占据大多数。沿线

国家储蓄严重不足和贸易逆差严

重形成的“两缺口”问题突出。

另外，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

中亚和中东国家仍然以劳动密集

型的低端产业作为经济主体，处

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底层。

第 二， 沿 线 国 家 市 场 化 法

治化程度低。首先，投资准入阶

段存在的法律风险。一是对投资

所有权的限制。东道国会限制投

资企业持有的资产数量和股权比

例，支持本国企业掌握投资所有

权。二是对投资领域的限制。考

虑到本国安全，东道国通常会通

过“肯定清单”或“否定清单”

的 方 式 限 制 外 资 准 入 范 围。 其

次，企业运营阶段存在的法律风

险。一是环境保护风险。中国企

业缺乏对类似国际环境公约文件

的重视，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

的投资行为极易造成环境污染。

二是 税 收 风 险。 沿 线 国 家 因 国

情 不 同 导 致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差 异

较 大。 三 是 知 识 产 权 风 险。 因

中 国 企 业 不 了 解 和 不 重 视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有 违 反 他 国 知 识 产

权 的 风 险。 四 是 劳 工 风 险。 由

于 东 道 国 缺 乏 对 劳 工 保 护 政

策， 无 法 保 障 项 目 施 工 和 管 理

人员的人身安全。

第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面

临挑战。首先，“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各国

沟通机制不畅通，工程建设周期

长、难度大。许多沿线国家沿用

着 差 异 化 的 技 术 标 准 和 管 理 制

度，无形中降低了运输效率，提

高了运输成本。其次，基础设施

建 设 资 金 短 缺， 投 融 资 模 式 单

一。资金需求方面，沿线国家在

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巨大资金缺

口。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

到 2020 年间，亚洲所有国家的基

础设施投融资需求在 8 万亿美元，

年 均 融 资 额 达 到 7500 亿 美 元，

而现有多变金融机构如亚开行资

金有限。投融资主体方面，由于

投资项目具有周期长、规模大特

点， 参 与 方 主 要 以 国 有 企 业 为

主，私人和民间投资较少。

（三）国内因素带来的挑战
第 一， 我 国 经 济 处 于 新 常

态。首先，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

转型的“三期叠加”时期，经济

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

的不合理使得中国企业普遍追求

数量和低价策略，带来出口产品

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特点。

其次，产能过剩问题困扰中国制

造，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库存

压力不断增大，导致企业资金周

转困难。传统要素成本优势逐渐

丧失带来企业成本上升。最后，

受美国“制造业回归”计划和欧

洲振兴计划影响，中国出口市场

份额逐年缩小，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第 二， 产 业 政 策 带 来 的 风

险。首先，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依靠劳动密

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长期占据全

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核心

技术长期受制于国外，企业竞争

力不高。其次，过度关注单一产

业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最

后，产业政策有向救助者与被救

助者方向发展的可能。中国与合

作国家各有优势产业，双方要谋

求优势互补的共赢式发展，而不

是帮助和被帮助者的关系。

第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

政策协调问题。“一带一路”倡议

中圈定的重要省份之间发展不平

衡问题依然突出。对于经济落后

省份，受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

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向外输出资

本和对外贸易的能力较弱，与西

部省份相邻的中亚地区同样发展

落后，双方贸易互补性不强。

二、贸易畅通便利化评价
指标

贸易畅通的协调与便利化需

要从具体指标进行衡量，来指导

贸易便利化机制的建立。现从成

本角度分析并选取相应指标。

（一）政策成本
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贸易

便利化机制必须实现促进国内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转移国

内过剩产能，扩大对外投资，增

强企业全球竞争力。国家之间必

须打通合作环节所有障碍。企业

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帮助企业

减少在东道国的贸易阻力，营造

良好贸易环境。在指标选取上，

选取平均关税、关税变动、劳动

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借

贷便利度和环境安全六个指标，

得分越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越高。

（二）资金成本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资金投入产出率、来源和投资模

式都会影响“一带一路”贸易进

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

在能源和基建领域和俄罗斯、菲

律宾、叙利亚、越南等国家，受

各国国情的影响，投资失败或受

阻案例时有发生。投资主体和资

金来源以国有企业为主，民间资

本比例较低，投资模式单一。因

此，必须从资金投入产出率、资

金来源和投资模式三个角度选取

指标进行贸易便利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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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成本
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可得性

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

需要从信息通讯技术可用性和信

息 交 流 平 台 建 立 来 评 估 信 息 成

本。沿线国家通讯能力的高低，

直 接 影 响 便 利 化 贸 易 水 平。 另

外，信息交流平台是为企业提供

及时可靠的经贸信息和解决获得

信息的高效性问题。因此，信息

交流平台建设程度是衡量贸易便

利化程度的指标。

（四）时间成本
对 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投 资

收益低和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投

资主体时间成本相对较高、风险

大，影响企业投资和生产行为。

首先，沿线各国基础设施落后，

交通基础设施的可用性是运输成

本的衡量指标。其次，边境管理

包括海关管理效率、进出口程序

效率和边境管理透明度等，目的

是提高外贸企业的通关效率。因

此，可选取基础设施可用性、海

关管理效率、进出口程序效率、

边境管理透明度指标衡量时间成

本。

三、贸易畅通便利化机制
建设策略

（一）建立统一行为准则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

商、共享、共建”的原则，中国

不试图主导该倡议的实施。所有

国家都可以参与统一行为准则的

制 定， 不 设 置 任 何 排 他 性 的 障

碍。一方面，倡导建立合作、可

持续的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另一

方面，加快建立区域行为准则，

限 制 一 切 意 图 主 导 该 组 织 的 行

为，为各国提供表达各自需求的

平台。另外，积极发挥现有区域

合作组织的功能。积极发挥上海

合作组织、中国 - 东盟“10+1”、

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多边

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强各国沟通。

（二）建立多边金融合作体系
首 先， 促 进 金 融 合 作 一 体

化。一方面，积极与相关国家建

立金融合作机制，形成区域金融

合作一体化。另一方面，继续发

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

基 金 在 促 进 多 边 融 资 方 面 的 作

用。加强与现有国际性金融组织

如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的合

作与沟通，在政策和目标上保持

一致。另外，借助人民币在国际

货币中的地位，积极促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通过人民

币结算，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

化水平。其次，加快金融机构双

向融合。各国应借助亚投行和丝

路基金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扩

大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外分支机构

数 量， 加 深 与 各 国 多 边 金 融 合

作。最后，建立金融监管机制。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

融部门的沟通，逐步建立金融监

管机制。同时，建立金融风险应

急处理机制，加强与沿线各国的

征信评级机构合作。

（三）建立贸易协调与便利化
系统

第 一， 加 快 建 立 信 息 共 享

体系。构建贸易信息共享体系，

制定统一的贸易规则，包括贸易

文件格式和贸易程序的标准化，

建立统一的贸易平台和自动化通

关体系，统一规则、减少通关程

序。第二，建立区域性司法和监

管体系。可考虑成立贸易纠纷仲

裁 法 庭， 处 理 区 域 贸 易 中 的 争

端。需要加快建立“一带一路”

参与国之间统一的监管体系。另

外，要加强反腐败机制的建立，

并对违法企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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