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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
会主办的“2021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行业发展大会暨2021中国对外承包
工程行业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来自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部
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
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
机构，地方商协会、专业机构及中
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建筑等会
员企业代表约500人参加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觅先机、开新
局，凝心聚力，共同探寻行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新路径”为主题，聚
集业界精英，总结2020年对外承包
工程行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存在的
不足，展望2021年行业发展面临的
新形势、新趋势、新机遇，共同探
寻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径，共商行业发展大计。

论坛开幕暨第一单元“行业形
势分析、政策解读、榜单及研究成
果发布”环节由承包商会副秘书长
兼工程与投资部主任姚丹波主持。
承包商会会长房秋晨，商务部合作
司副司长刘民强，国家发改委区域
开放司副司长袁锋，商务部亚洲司
副司长韦彦，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二
级巡视员、协调处处长郑伟，国家
开发银行国际金融事业部国际金融
部副总经理吴军，中国进出口银行
主权客户部副总经理王红卫，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机构合作部负责
人陈华清作主旨发言。

房秋晨在主旨发言中回顾了
2020年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发展总体

情况及特点，分析了2021年全球疫
情蔓延情况下行业发展面临的形
势，并提出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思
考和建议。他指出，2020年行业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是总
体发展态势远好于预期。2021年仍
将是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发展
并存的一年，行业仍处在由“高速
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
要阶段。面对新形势，行业内各相
关方应积极应对，主动作为，形成
发展新思路，共同探寻行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新路径。主旨发言
后，房会长发布了行业白皮书《中
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2020-
2021》。

随后，承包商会副会长辛修明
发布了2020年度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前 100 强会员企业，交通、电力、
房建领域以及亚洲、非洲、欧洲、
拉美市场30强名单，2021年度行业
A级企业名单和重点国别承包商推
荐名单，并宣布承包商会对外设计
咨询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会上还
举行了对外设计咨询专业委员会聘
书颁发仪式。

对外设计咨询专业委员会是在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面临深刻复杂变
化，“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迈向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为充分发
挥设计咨询业务引领带动作用设立
的，由22家成员单位组成，中国国
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窦皓副总经理
担任主任委员。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2020年对外承包工程前100企业排名公布
2021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发展大会在京举行

近日起，ENR全球最佳项目奖开始接受申报。该奖项
旨在表彰全球最佳建筑项目以及在全世界设计和建造这些项
目的公司。

参选项目将在机场/港口 （航空站、跑道、航运），桥
梁/隧道、环境（环境整治、排水、防洪），绿色项目（通过
第三方认证实体或同等机构获得认证/寻求认证/注册），医
疗保健 （医院、护理和其他辅助生活设施），制造业 （仓
库、制造工厂），电力/工业（发电厂、输电线路、炼油厂、可
再生能源、公用事业），铁路（铁路、轻轨、中转站、铁路终点
站），装修/修复，住宅/酒店（酒店、公寓楼、高层住宅。不包括
独户住宅），公路/公路（公路、街道），专业建筑（机械、电气、钢
铁、砖石、混凝土、屋面工程），水/废水（处理厂、供水基础设
施、水坝）等20个专业类别中展开评选。

由设计和施工行业领导者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通过全球
视角使用包括安全、创新和团队合作、施工质量和工艺、设
计的功能和美学等五个标准来评判项目。获奖者将出现在
ENR网站的页面上，并在12月的线上颁奖活动中亮相。

参与该项目的任何公司都可以提交参赛作品。项目可以
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但至少有一个主要的项目团队成员公
司必须在其本国以外的地方工作，参与评选的项目必须在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之间完成。

ENR全球最佳项目奖可登入ENR官方网站：www.enr.
com/bestprojects/global进行查看和申报。在美国时间2021年
6月28日晚11：59之前提交的参赛作品不收取报名费。在
该日期之后，报名费为95美元。报名截止日期为美国时间8
月6日。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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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4日10时16分，中
国能建浙江火电承建的迪拜五期 900
兆瓦光伏项目首次并网发电，机组运
行平稳，各项指标优良。

迪拜五期 900 兆瓦光伏项目位于
阿联酋迪拜穆罕默德·本·拉希德·
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占地总面
积为 10.17 平方公里，分三期进行建
设，一期建设300兆瓦及配套132千伏
升压站。浙江火电主要负责该项目
900兆瓦光伏安装及升压站建设等。

工程建成后，按照 900 兆瓦光伏
（太阳能电池组件共 261.3 万块） 计
算，每年可向当地提供约22.68亿千瓦
时的电量，为迪拜建设清洁能源提供
了强大的“绿色”电源，为当地27万
户家庭居民供应清洁的电力。

参建者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制
定详细计划，做到 24 小时轮流值班，
及时解决协调处理现场遇到的各类问
题，确保了迪拜五期 900 兆瓦光伏项
目顺利并网发电。 （中国能建）

中国能建承建迪拜五期
900兆瓦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从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2021年1-4月，我国对外全行
业直接投资285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3.3% （折合 4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228.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2%(折
合34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630.7 亿元人民
币, 同比增长 3% （折合 405.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新签合同额 4639.3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 （折合 71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1%）。对外劳务合
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0.4 万人，4 月末
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9.4万人。商务部发
言人高峰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外
投资合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前4个月，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59.6 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
同期总额的17.4%，较上年上升1.8个百
分点。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415.6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34.6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25.2%和12.9%。

二是多个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
1-4 月，流向制造业的投资 57.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3.5%；流向信息传输业
2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2%。流向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居民
服务、卫生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
势。

三是地方对外投资占比将近八成。
1-4月，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 27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占同
期对外投资总额的 79.8%。其中，长江
经济带地区企业对外投资 135.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0.9%，占全国对外投资
的39.5%。

四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较
多。1-4月，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
以上的项目242个，较上年同期增加12
个，合计 610.4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
额的 85.4%，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电
力工程等领域。 （商务部）

1-4月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同比增长3%

拉美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世界
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拉美近
年来在交通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
但大多仅限于公路运输部门，对于港
口、轻轨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
缓慢。拉美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还表现
在电力传输网络老化、通信设施不足、
互联网普及率低以及自来水、下水道等
生活设施亟须改善等。落后的基础设施
进一步降低了拉美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
力，发展瓶颈亟待破解。

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基础建设及项
目管理总监内托对媒体表示，在巴西，道
路和码头等基础设施不足，严重影响国内
运输和出口能力。交通落后还使巴西各地
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整合非常困难。在中美

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增加了对巴
西大豆的进口。但是，巴西大豆65%通过
公路运输，20%通过铁路运输，仅9%通过
海陆运输，而美国大豆 49%都是海路运
输，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落后严重阻碍了
巴西对外贸易的发展。

圣保罗大学经济系国际区域一体化
领域研究专家雷东多教授指出，目前，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承包工程市
场发展潜力较大，是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的热门地区，中国企业应抓住机遇加大
对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他表示，当前，巴西政府正通过完
善税收机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一系
列举措，大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计划修建或扩建国内7500公里公路和1

万公里铁路。此外，拉美各国也纷纷出
台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
资。智利政府宣布启动经济复苏计划，
将未来两年内基建领域的公共支出提高
到340亿美元，同时简化130个私人投资
项目的许可，扩大特许经营范围。秘鲁
政府也计划在公共项目上投资大约18亿
美元，涉及运输、电信、住房等数十个
相关基建项目。

雷东多指出，拉美和中国在基建领
域合作互为发展机遇。拉美国家市场一
直是基础设施投资者关注的目标市场。
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观的人口规模和较
落后的基础设施驱动了大规模的基建需
求。中国基建企业的技术、运营管理能
力和成本控制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比较

优势，中国的投资和技术为拉美提供了
解决方案。他举例说，2010年就进入巴
西电力市场的中国国家电网，目前承担
着巴西 15 个州和首都联邦区的输电任
务，累计总投资已超过 125 亿美元。巴
方正制定新的疫后基建规划和引资政
策，希望吸引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当
地物流体系重点项目建设。

目前，拉美地区已成为中国海外投
资第二大目的地和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的第三大市场。对此，雷东多表示，
中巴双边基建合作基础好、互补性强，
中国是巴西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未来中
拉基建合作可扩展到共同参与南美基建
一体化等跨国项目，发挥规模经济效
应。” （邓国庆）

拉美基建领域欲吸引更多中企投资

6月14日晚，随着叶轮与机舱在百米
高空的精准完成对接，由中国电建中南院
承建的越南薄寮三期、朔庄一期海上风电
总承包项目首台风机吊装顺利完成，标志
着本项目吊装工作首战告捷，为后续风机
的吊装和项目按期并网调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为中南院海上风电
施工开启了新篇章。

为保证首台机组按期顺
利吊装，项目部顶住疫情和
风电抢装潮的双重压力，早
准备、细安排、抢窗口、战
疫情，群策群力，攻坚克
难，在吊装开始前多次组织
各参建方召开项目风机运输
及吊装方案研讨会及各级质
量安全交底，并组织全流程
方案推演。针对海上作业特
殊的复杂的潮位起落、恶劣
的气候海况，项目部制定了
全方位各环节专项应急预

案，抢抓各时段海上作业窗口期，确保
了首台风机的顺利吊装。

从 5 月初开始，项目部提前开始组
织相关参建方开展风机组件从海工基地
永兴港到项目现场的倒运准备工作。然
而，受越南再次突发的新冠疫情影响，

项目所用特种外籍运输船舶出运许可迟
迟无法出证，同时受限于海工基地泊位
数量少以及海工基地码头年中疏浚工作
和码头年检的影响，船舶无法及时靠港
连续作业，再加上本项目超重超大件机
组设备倒运需要的各类特种专业设备及
资源的稀缺性，给港口机组倒运工作带
来极大挑战和考验。经过项目部及相关
参建方的不懈努力，第一套风机于6月4
日克服重重不利条件，从海工基地顺利
起航驶向项目现场。

项目所在的海域位于热带季风气候
区域，从5月开始进入雨季后高温、雷
暴、强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再加上朔
庄项目区域施工水位受潮汐影响极大，
而现场风机机组各部件吊装安装需要的
最小连续作业窗口从5~8小时不等，项
目部密切关注局部天气状况并结合当地
潮汐规律和潮间带施工特点，科学预
测，合理调度，积极应对作业窗口短的
挑战。6 月 8 日至 6 月 14 日，历时 7 天，

通过夜间连续施工抢抓海上作业窗口期
争分夺秒作业，终于在朔庄省辽阔的海
域上立起了首台风机发电机组，实现了
朔庄省海上风电“零突破”。

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吊装是继首根钢
管桩施工完成、首台风机基础浇筑后又
一重大里程碑，为项目按期并网发电奠
定了基础。

据悉，越南薄寮三期、朔庄一期海
上风电总承包项目分别位于薄寮及朔庄
省，为中国企业首个境外海上风电总承
包项目。总装机容量 171 兆瓦，共安装
57 台金风 3.0 兆瓦风力发电机机组，其
中薄寮三期项目新建一座 220 千伏陆上
升压站，朔庄一期项目新建一座 110 千
伏陆上升压站。整个风电场计划于2021
年10月31日前实现并网发电。项目建成
后每年预计可以提供5.77亿千瓦时清洁
能源，年节约标准煤14万吨，等同于植
树造林1258公顷。

（中国电建）

中企首个境外海上风电总承包项目首台风机吊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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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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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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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