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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 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2015 年 3 月，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

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

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正式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展开也标志着中国对外投

资（OFDI）进入全新格局。三年来，“一带一路”

战略已经从最初的理论设计、总体框架阶段进入

到实施合作、互利合作阶段。另一方面， 2013 年

10 月，国务院在《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由于我国钢铁、水泥、电

解铝、平板玻璃、船舶领域的产能利用率低于国

际通常水平，提出了“拓展国际发展新空间”的

思路，鼓励发挥这些行业的技术、装备、规模优

势，在全球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特别是加强

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合作。而“一

带一路”战略正是把国内与周边国家的市场结

合起来，实现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

挖掘投资与消费潜力，为对外投资化解第二产业

中的产能过剩提供了新的契机。就河北而言，钢

铁、水泥和平板玻璃都是其优势行业过剩、产能

问题突出的行业，因而，借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过剩产能意义重

大。

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转移

现状

（一）投资总量

2014 年 10 月，河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成

立河北省境外投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截至

2015 年，全省累计核准（备案）境外投资企业

超过 700 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 89.8 亿美元。

进入十三五时期，“一带一路”战略推出，河北

采取积极融入的态度，对外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

快。2016 年，全省对外投资额为 36.3 亿美元，是

2012 年的 2.9 倍，年均增长 30.8%。全年共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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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企业 132 家，同比增长

0.8%，在全国省市区位次由 2015 年的第 19 位跃

升至 2016 年的第 10 位，特别是已有 189 家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投资。

（二）投资行业

目前，河北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其

中装备制造业和钢铁业是支柱行业。这就决定了

河北对外投资要以制造业和钢铁业为主。2016 年

全省对外投资中，制造业占比达到 37.3%，主要

是建材，包括钢铁、水泥、玻璃、汽车、纺织，

还包括服装、电力设备等。

2014 年河北省印发的《河北省钢铁水泥玻璃

等优势行业过剩产能境外转移工作推进方案》明

确提出 ：河北省钢铁产能境外转移要在 2017 年实

现 500 万吨，在 2023 年力争实现 2000 万吨。河

北省是全国钢铁生产第一大省，钢铁产量逐年增

长，产能利用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在

去产能过程中，产量仍呈现增长现象，并出现多

起环保违规案例，产能过剩问题始终严重，去产

能的任务仍然艰巨。

（三）投资区位

河北对外投资区域遍布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以亚洲为主，主要分布

在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吉尔

吉斯斯坦、新加坡、香港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

地区 ；另外在蒙古和俄罗斯也占据重要地位。随

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河北对中东欧国家

的投资增长速度迅猛，新增塞尔维亚、黑山、白

俄罗斯、安提瓜和巴布达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

是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企业与中东欧的合作规

模较大。2016 年，河北有 33 家对外投资企业被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核准备案，其中，中方投资

额达到 16.2 亿美元，占 2016 年河北省对外投资

额的 48.3%，比 2015 年增长 2.3 倍。河北一方面

加强对亚洲周边国家的投资，一方面推进与中东

欧国家的合作，目前已有 14 家企业对中东欧国家

进行投资，投资额达 11.9 亿美元。

（四）投资模式

在传统的绿地投资模式外，河北省企业跨国

并购项目数量和金额逐年增加，如河北贝尔木业

有限公司收购俄罗斯伍德大陆股份有限公司的森

林采伐及加工项目、河钢集团并购塞尔维亚斯梅

代雷沃钢厂，都是 2016 年河北省优势行业企业海

外并购的成功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业，

如长城汽车、以岭药业等，已经开始通过在美

国、德国、以色列等技术先进国设立研发中心和

并购等方式进行对外投资。

（五）投资动因

一是需求驱动，利用海外广阔的市场和需求

转移过剩产能是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驱动

力。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并购，都可以将生产转

移境外，绕过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境外需求。二

是成本驱动，充分利用境外矿产、劳动力等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也是河北省企业对外

投资的重要驱动力。三是技术驱动，对外投资可

产生技术外溢，有利于投资国提高技术水平，优

化行业结构。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政

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社会、资源禀赋、

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千差万别，本研究从与投

资相关度较高的几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与河

北对外投资动因进行对接。

（一）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较多，普遍人

口众多，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落后。经济结构

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特别是

南亚、西亚和中欧地区，但总体上具有较高的经

济增长潜力，因此有着广阔的市场和需求。如马

亚西亚、缅甸、文莱、巴基斯坦、不丹，中亚五

国，中东约旦、阿曼、阿联酋、科威特等产油

国，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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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拜疆、立陶宛、爱沙尼亚、波黑、塞尔维亚

等国是机械设备进口大国，希腊、阿富汗、俄罗

斯、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俄罗斯、爱沙尼亚、波黑、塞浦路斯

等国进口交通设备，马其顿、沙特、马尔代夫、

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等国进口纺织品，这些正

是河北省产能具有优势并相对过剩的行业。

（二）自然资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通自然资源丰富，

特别是蒙俄、中亚、西亚地区盛产煤炭、铁矿、

石油等，可成为河北钢铁、汽车等优势行业的原

材料来源，而众多的人口也可以为河北省优势行

业降低劳动力成本提供机会。主要人口大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

宾、越南、埃及及缅甸等经济体收入水平较低，

具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蒙古、印尼、缅

甸、文莱、埃及、不丹、波兰等南亚东欧等国也

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三）技术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技术水平不高，

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

及以色列在机电等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可

为河北企业利用。

（四）对外政策

“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由于资金、

技术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对外资采取较为开

放的政策，为河北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

例如，柬埔寨、老挝、阿曼、孟加拉、印度等

南亚国家普遍推行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开放

国内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吸收外国投资 ；捷

克、塞浦路斯等东欧国家也采取了取消进出口商

品限制，允许外商持有 100% 股权的政策 ；哈萨

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除了对外资企业规定减免关税

的一般性优惠政策以外，还对本国重点发展的部

分行业制订了特殊的外资优惠政策，如吉尔吉斯

斯坦鼓励外资投资于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燃料

能源开发等领域，塔吉克斯坦倾向于在化石能源

的勘探开发、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

引进外资，土库曼斯坦鼓励外资向矿产资源开采

和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纺织等行业进行

投资。值得注意的，部分国家对部分行业的外资

进入有特殊的限制政策，例如土库曼斯坦限制外

资进入制药、能源产品销售、交通运输、建材生

产、化工等行业，乌兹别克斯坦限制外资进入交

通运输、能源及重点矿产品开发，哈萨克斯坦限

制外资进入建筑业、银行业和矿产开发业等。主

要的限制手段，一般都是实施许可证制度和限制

外资股权比例。

四、河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的行业选择分析

（一）河北省对东盟国家 OFDI 的行业选择

分析

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河北省

的优势行业集中于工业制成品行业中的按原料分

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尤其是钢铁水泥

玻璃等建材、汽车、服装与纺织、电力设备等行

业。东盟国家的优势行业较多为初级产品行业，

例如蒙古在非食用原料与矿物原料、润滑剂和原

料上具有比较优势，泰国的食品与活畜类行业较

有国际竞争力，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

矿物原料、润滑剂和原料行业是其支柱行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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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家中较特殊的是柬埔寨、越南和新加坡，柬

埔寨和越南的优势行业为工业制成品行业中杂项

制品，与河北省类似，新加坡缺乏具备强劲竞争

力的优势行业。河北省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向东盟进行直接投资时，应选择在河北省存在比

较劣势而在东盟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即建

材、汽车、服装与纺织、电力设备等行业，以转

移省内的过剩产能，优化行业结构。

（二）河北省对中亚国家 OFDI 的行业选择

分析

中亚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有“新的

波斯湾”之称，其优势行业是矿物原料、润滑剂

和原料行业。其中，哈萨克斯坦的矿产资源储备

与开采量位居世界前列，与之相比，河北省矿产

资源开发量无法满足其需求量。河北省与中亚地

区的优势行业没有重叠，贸易互补潜力强，河北

省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应集中于矿物资源和能

源行业，尤其应深化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三）河北省对西亚国家 OFDI 的行业选择

分析

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中的按原料分类的

制成品与未分类商品等行业为西亚国家的优势行

业。具体而言，埃及、塞浦路斯、土耳其、希

腊、也门、约旦、巴勒斯坦、巴林、阿联酋、阿

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在初级产品行业上具有

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土

耳其、希腊和以色列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行业

上具有比较优势 ；以未分类商品行业为优势行业

的国家包括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西亚地区食

品与活畜、饮料和烟草、矿物原料、润滑剂和原

料等资源丰富，在工业领域与河北省在制成品行

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重叠。

（四）河北省对南亚国家 OFDI 的行业选择

分析

南亚国家的情况与西亚国家类似，优势行业

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活畜、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

杂项制品上，马尔代夫、阿富汗、巴基斯坦、尼

泊尔和斯里兰卡均在食品和活畜行业上具备比较

优势 ; 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在杂项制品

行业上竞争力较强。因此，南亚国家同样与河北

省在工业领域的制成品行业方面有优势重叠。

（五）河北省对独联体国家 OFDI 的行业选

择分析

独联体国家的比较优势行业涵盖范围较广，

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白俄罗斯在食品和活畜，

矿物原料、润滑剂和原料，化学品及其有关产品

上有比较优势 ；俄罗斯联邦具备竞争力行业主要

集中在矿物原料、润滑剂和原料行业上 ；摩尔多

瓦、乌克兰和亚美尼亚在食品和活畜、饮料和烟

草、非食用原料、动植物油、油脂和蜡、按原料

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独联

体国家食品与活畜、饮料和烟草、非食用原料、

矿物原料、润滑剂和原料等资源较丰富，而工业

制成品的市场广阔，河北省可在独联体国家直接

投资建材、汽车、服装与纺织、电力设备等行业。

（六）河北省对中东欧国家 OFDI 的行业选

择分析

中东欧国家的优势行业在《联合国国际贸易

标准分类》中的各分类均有涉及，具有多样性特

征，但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不是十分显著。除

传统的制造业直接投资外，河北省还可考虑增加

在中东欧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例

如在中东欧较发达国家设立企业的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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