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合作网络正在形成 人民币国际化支持有力

打通资金通路服务“一带一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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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的支持力度，，以市场以市场

化运作的丝路基金化运作的丝路基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

等协同支持的金融合作网络正等协同支持的金融合作网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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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发性金融支持重大基建
本报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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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以多边
金融机构、我国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
构为主导，以市场化运作的丝路基金、
商业银行等协同支持的金融合作网络正
在形成。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稳步
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步伐加快，这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一带一路”沿线
货币流通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银行业加大支持力度

资金融通是金融的本质，“一带一
路”建设面临的长期、巨额投融资需
求，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一带一
路”沿线不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欠
发达，金融实力也相对薄弱，基建领域
资金需求迫切。

当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金
融合作网络正在形成。截至 2016 年底，
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支
持项目超过 600 个，贷款余额超过 1100
亿美元，项目涵盖基础设施、产能合
作、金融合作等领域。去年全年，进出
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项目 603 个，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 13%，“走出去”贷款项目 208 个，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7%。

今年，我国银行业还将加大对“一
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力度。国开行董事
长胡怀邦表示，2017 年国开行将全方位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加大对重
点国家和重点行业国际产能合作的融资
支持力度，加强产能合作的整体规划；
加大重大项目推动力度；创新业务产
品，积极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同
业合作等。

说起“一带一路”上的金融合作
网，丝路基金不得不提。2014 年 12 月
份成立之时，丝路基金的宗旨正是服务

“一带一路”、促进互联互通。成立以
来，丝路基金推进了一批关键项目落
地。2015 年，刚刚成立的丝路基金就做
了三件“大事”：支持三峡集团在巴基斯
坦等南亚国家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
源、支持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
力轮胎公司、参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
然气一体化项目的投融资。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丝路基
金实际投资额达到约 40 亿美元。丝路基
金监事会主席杨泽军介绍，丝路基金重
点跟踪项目已有 100 多个，重点关注俄
罗斯、中亚、孟中印缅以及东南亚等地
区，2017 年，其投资规模有望保持前两

年势头。
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使得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步伐
不断加快，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注入了新的
增长动力，开辟出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
我国商业银行也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大型中资银行，尤其是国际化程度较
高的银行能够提供跨境清算、结算、企业
投融资等全方位金融服务。目前，共有
10 家左右商业银行在沿线近 30 个国家
和地区设立了超过 56 家一级分支机构，
业务遍及亚、非、欧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
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
建设、农业等行业，基本实现了对“一带一
路”重点行业的全覆盖。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便利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
进，逐步巩固和加深了“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之间的货币流通，成为政策沟通、道路
连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建设、频繁的贸易流动必然伴随着大规
模的货币流通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如
果不能及时结算，或者支付存在障碍，
就会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进而抬升贸
易和投资的风险。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人
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提供货币支
持，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
施。扩大人民币使用，可以使双方企业
避免因美元币值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
险，规避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潜在
风险。

近年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需求
迅速增长，对金融基础设施的要求越来
越高。因此，我国也致力于加快相关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步伐。2015 年 10 月 8
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一期
成功上线。该系统支持跨境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结算、跨境直接投资、跨境融
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业务，有助于降低
人民币跨境支付成本，对实体经济及企
业“走出去”产生了积极影响。

更引人瞩目的是，2016年 10 月 1日
起，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
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这也是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宗良
认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初见成效，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的流
通和使用，形成了闭环流转，低风险低
成本的优势，必将给沿线各国带来更多

便利和优惠。
从香港到新加坡，从伦敦到法兰克

福，多个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已经开展了
离岸人民币业务，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
迅速扩大。

相关专家表示，接下来，为更好地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还要加快沿线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拓宽人民币结算
国际范围和规模。

金融市场开放提供保障

从“熊猫债”、“点心债”到沪港
通、深港通，再到多个离岸人民币中心
的建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一步深
化，为“一带一路”货币流通提供了更
好保障。

2005 年，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
银行在我国银行间债市发行首只“熊猫
债”。2015 年至 2016 年初，汇丰银行、
中银香港等境外金融机构以及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等陆续在我国债市成功
发行了人民币债券，掀起了“熊猫债”
发行的热潮。联合资信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我国债市共有 29 家主体累计
发 行 “ 熊 猫 债 ” 62 期 ， 发 行 总 额 达
1274.40 亿元。与此同时，“点心债”市
场迅速拓展，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行量
分别达到 2542亿元和 1160亿元。

2016 年 7 月 12 日，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在我国银行间债市发行了规模为 30
亿元的绿色金融债券，这是多边开发银
行首次获准在银行间债市发行人民币绿
色金融债券，更是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

放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也在稳

步推进。上个世纪末，中国已经实现了
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本世纪初以来，
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直接投
资项下实现基本可兑换；通过通道开放
的方式稳步推进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
包 括 QFII、 RQFII、 QDII、 RQDII、 沪
港通、深港通等。截至 2016 年 11 月 28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共批准 175 家境外
机 构 5237.75 亿 元 人 民 币 RQFII 额 度 ；
已有 18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 RQFII 试点资
格，总投资额度达 1.51万亿元。

2016 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也有很
多亮点，包括实施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
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
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优
化沪港通政策，启动深港通试点；深化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改革，弱化额度限
制及锁定期约束等。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已与“一
带一路”沿线超过 21 个国家和地区央行
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
万亿元，并在 7 个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
算行。

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了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
系，有效拓宽了境内外融资渠道，完善
了跨境金融服务，为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和服
务。未来，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将进
一步深化，为推动“一带一路”货币流
通顺畅创造更为优越的条件，提供更加
有力的保障。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支撑，更是其他“四通”的基础与保

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无论是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经贸合作的不

断深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融通，每一

步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因此，金融应当进一步发挥助推作

用，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创

新，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机结合，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目前，已有不少中资银行在“一带

一路”沿线设立了网点，但从现实来

看，尚无法满足沿线不断增长的金融需

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商业银

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行或设立子行，加

强货币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更

好地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经

营活动。尤其是沿线一些金融体系发展

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其金融基础设

施不足、货币结算效率较低、货币汇率

波动较大，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

的同时，更要帮助此类国家和地区完善

金融体系，共同为“一带一路”资金融

通打好基础。

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还应加强金融创

新，开发出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沿线国家差异化的融资需

求。作为“一带一路”上金融发展相对

较快、金融市场建设较为完善、金融产

品比较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应针对

相应的社会经济特点和切实需求，进一

步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提高金融

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个性化水平。此

外，在不断扩大金融合作网的同时，还

需加强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协调配合。

从长期来看，更为关键的是要确保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长期性和可持续

性，这就要求我们强化风险管控，筑好

防范风险的“堤坝”。

首先是要加强金融合作的顶层设

计。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对

金融监管以及全球性、区域性的金融监

管协调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正因如

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有必要加强金

融监管合作、强化信息交流，在区域内

建立高效的协调和监管机制。要建立具

备风险预警、防范和危机处置功能的区

域金融安全网，形成防控跨境资本流动

风险和危机处置的合作机制，推动区域

内金融合作向纵深化、多元化发展。

其次，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进一步推动货币互换、掉期等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对冲利率、汇率

风险，并引入评级机构、担保机构、保

险机构等，建立风险评估与分担机制，

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

来说，应大力发展各种中介服务机构，

帮助企业合理规避风险。如针对部分国

家的外汇管制，帮助其破解收汇难题，

规避国别风险，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的利

益。

保障“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提升

风险防范意识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跨境

资金流动方面更需要注意风险，确保区

域内的金融安全，为“一带一路”提供

强大而持续的资金支持。

筑好“堤坝”保融通
陈 原

作为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
开发性金融优势和作用，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
去”，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自 2013 年以来，国开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方签署 140 余项协议，涉及融资金额 1300 多亿美元，
涵盖能源、矿产、航空、金融、化工、高新技术等领
域，对推动中国经验、技术和劳务“走出去”，促进沿
线有关国家产业升级、筑牢经济发展基础具有重要
意义。

2016 年秋，备受关注的中广核投资英国 HPC 核电
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是中国向欧美国家输出自主核电
技术系统工程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在英
国 3个核电合作工程中的首个项目。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期
间，国开行与中国广核集团在英国签署 《合作备忘
录》，国开行作为中广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牵头行，
向中广核投资英国 HPC 核电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和全面
金融服务。

2016 年 10 月 8 日，国开行发放该项目首笔贷款
7.984 亿英镑，实现了该行支持我国核电“走出去”第
一单融资正式落地。该项目落地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高访
成果的有力举措，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支持
我国核电企业进军发达国家核电市场的首单。

“一带一路”吸引着各行各业的关注目光，能源产
业也不例外。在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下，国内能源企业借
势“一带一路”，加快“走出去”步伐。

近日，国开行牵头支持的中兴能源巴基斯坦 QA 光
伏发电项目已经正式并网发电。该项目成为中巴经济走
廊能源规划提出的 14 个推荐优先实施项目之一，是中
巴经济走廊项下首个光伏项目，有力缓解了巴基斯坦基
础设施薄弱、长期电力紧缺的现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开行面临融资结构复杂、
管辖法律众多等困难，但该行克服障碍，最终与其他
金融机构组成银团，分别发放贷款 6260 万美元和 4 亿
元人民币，有力保障了项目顺利实施。该项目预计年
发电量 1.6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巴基斯坦 7 万个家庭的
日常用电，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单体最大光伏发
电项目。巴基斯坦媒体盛赞该项目是“光明使者，驱
走黑暗，带来光明”。

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表示，国开行在以开发性金融
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际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
经验，能够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下一步，国开行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历
史进程，多措并举、开拓创新，为促进区域经济实现联
动增长、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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