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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2.0 的成功一定是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即通过市场化的

项目选择、专业化的风险管控和复合型的队伍建设，使市场主导的价值取

向与政府推手形成真正合力。 

回顾 2016 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英国公投“脱欧”、

美国特朗普意外胜选、意大利分离派“五星运动”支持率高企。此类“黑

天鹅”事件掀起了一股“去全球化”的暗流，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得以抬头。

这对以全球化和贸易畅通为指向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阻力。面对挑

战，中国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认为，“一带一路”2.0 指的是运作机

制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阶段，这意味着积极引入市场力量，用市场化的机制

甄别投资项目。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风险管控体系，并构建

复合型的人才梯队深耕海外市场，从而与沿线国家共同探寻解决矛盾的方

案，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走向。 

“一带一路”进入 2.0 阶段，运作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将更高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的响应，我国已经

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将近 50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过去的三年里，基于与

沿线国家政府的共商共议，建成了一批标志性基建工程，如印尼雅万高铁、

匈塞铁路、中老铁路，以及大量港口和基础设施等，为“一带一路”1.0 的

实施迈出了坚实一步，奠定了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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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2.0 阶段将侧重在经贸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入的互通互

联，并将更多地拓展到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倡议的复合性色彩将会得

到更多重视。相应的，以政府和大型央企为主导的“国家队式”的运作模

式也应向更为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转变。在“一带一路”1.0 阶段，我们看到

了沿线各国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积极推动了多个建设项目的实施落地，但

也看到了这样的国际合作在 2.0 阶段面临着多重挑战。 

首先，由于 1.0 阶段的大型基建项目多由各国政府主导，以国企和央

企参与为主，市场化主体缺位。目前一套成熟的、可持续的市场化机制体

制尚未建立起来，用以支撑 2.0 阶段多领域、多资金渠道、多参与方的项

目挖掘和建设。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居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政经

形势和宏观政策变化的风险难以避免，在文化习俗、营商环境、法律法规

等方面具有极强的地域特征。而“一带一路”的项目建设又具有资金规模

大、回收周期长、回报率偏低的特点（目前多以中国政府提供的长期低息

贷款为支撑），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项目的风险管控方

面通常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和成熟经验。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迈向 2.0 阶段，对人才的要求亦更高：既需

要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复合型的管理人才；既需要人才从我国“走

出去”，也需要加强海外市场的国际人才及当地人才的引入。 

市场化运作，甄别与开发“Bankabl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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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质项目的发掘和构建方面，市场和政府应取长补短、展开合作。

尽管政府拥有政治资源和金融资源，但缺乏行业专业知识以及市场化的机

制体制，难以独自发掘并构建一系列的“Bankable projects”(符合银行

担保条件的项目)。相比之下，企业对所在行业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项

目经验，同时拥有更市场化的机制体制和价值取向。要将市场化的运作模

式带入“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不仅需要政府扮演积极倡导的角色，更

需要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政府合作发掘并构建优质的项目储备，

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并从根本上解决项目“融资难”

的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建议政府引入市场资源，共同合作考虑采取以

下四大举措：首先，组建一支拥有丰富行业经验、项目构建和执行经验及

当地市场经验的多元化项目开发团队；其次，针对不同项目所在细分行业，

建立一套“Bankable projects”的衡量标准和对标体系，在考虑各细分行

业差异化的同时，推进项目审核规则的标准化；第三，通过合作设立职能

委员会等方式，运用市场化运作的治理模式，提高审批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优化项目流程，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以提升项目融资效率及质量，从而

加快项目推进；第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确保项目管理层面的市场化程度

和执行层面的投后技术支持，以使市场化的价值取向得以最终落地。 

引入专业化市场资源，建立全面的风险管控机制 

不熟悉海外社会经济和营商环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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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与当地政府、机构以及团体交涉的经验，

更体现在他们缺乏应对地缘政治、安全、法律法规、运营等各方面突发风

险的能力。海外风险管控能力的缺失，往往导致投资效率低、投资成效大

打折扣。 

我们认为，以市场化为特征的“一带一路”2.0 应当以专业化的市场

资源为抓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在宏观

经济环境层面，政府应该扮演保驾护航的角色，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市场

化的风险评估智库（如 EIU 经济学人杂志智库），运用高度客观、独立、透

明的风险模型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业风险进行分析、追踪和预测，

为政府和企业的前期投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微观的业务运营层面，

我国企业应在当地市场积极引入本地化、多元化的海外投资服务合作伙伴，

为企业因地制宜地提供相应的风险预警和保护。 

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某领先产业地产运营商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今年

该民企与印尼当地政府以及财团和机构合作，共同在印尼开发产业新城。

该民企不但提供包括工业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活社区打造等硬件

服务，还特别针对非印尼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面临的风险

提供一系列“软件服务”，具体包括商务咨询、人力资本服务，以及建立

本地咨询委员来应对包括暴动在内的运营风险等，以此满足投资者对于投

资风险管控的需求。 

对接市场需求，搭建复合型人才梯队深耕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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