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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第三届中非基础设施合
作论坛在湖南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本次论坛以“共建绿色基础设施：新基
建、新技术、新能源”为主题，由国务
院国资委主办，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
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南省国资委
共同承办。来自中非政府主管部门、金
融机构、商协会行业组织、中国承包商
及产业链企业逾 300 名嘉宾参会，其中
包括赞比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刚果

共和国、加纳、摩洛哥等多国非洲国家
主管基础设施的部长出席论坛。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苟坪，湖南省
政协副主席肖百灵，赞比亚基础设施、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查尔斯·米卢皮
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
会会长房秋晨、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汪建平、国家开发银行副行
长王卫东、加纳国家资产管理总局局长
爱德华·博阿滕、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
长李钧、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伟武等

嘉宾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苟坪指出，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

与非洲各国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战略对
接和密切协作，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合作
质量；支持中央企业在非积极参与光
伏、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能源合作低碳转型；支持
中央企业在非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合作，
全力拓展数字领域合作空间；大力加强
人才培养合作力度，助力非洲强化现代
化建设人才支撑。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肖百灵在致辞中
表示，近年来湖南企业积极扎根非洲，
在路桥房建、装备制造、能源矿业、农
业技术等领域与非洲各国形成了一批标
志性的合作成果。希望与会嘉宾可以充
分利用本次论坛平台，进一步加强交
流，持续助力铁路、公路、物流中心、
工业园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入拓展到
金融、互联网、数字信息等更多的新领
域，不断加强对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全力推进“九项工程”落地，助力非洲
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主旨发言环节，房秋晨表示，多年
来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成就斐然，相信在
中国和非洲各国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下，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未来将面临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和增长动力。为进一步挖掘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潜力，携手促进双方
基础设施合作取得新发展，他认为，一
是巩固合作成果，拓展清洁能源、数字
基础设施等合作新领域；二是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三是
创新开展投建营一体化、公私合营等合
作模式，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促进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行稳致远。

汪建平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前中
非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非洲经济一
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中非合作
拓展了更大空间。对于培育中非合作新
动能、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聚焦战略对
接，夯实合作基础；二是聚焦设施联
通，打造合作亮点；三是聚焦创新发
展，推动合作升级；四是聚焦绿色发
展，擦亮合作底色。

在主题研讨环节，乌干达贸易、工
业和商业部长弗朗西斯·姆韦贝萨、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重、尼日利亚吉加瓦州副州长阿米努·
乌斯曼·雅库布、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军、中国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于猛、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副行长特别顾问陈仕萍、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市场开发和客户服
务部总经理王虹围绕“共建绿色基础设

施：新基建、新技术、新能源”主题进
行讨论。

嘉宾们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践分享，
深入探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下，如何推动中非在清洁能源、数字化
转型、智慧城市、绿色金融、可持续基
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合作，通过探索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升非洲
国家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能力。中方愿与非洲各国不断加强交流
合作，共同为非洲各国民生改善、经济
繁荣、绿色发展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中能建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
泽翔主持主题研讨环节。

论坛上还举行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
项目的签约仪式，涵盖中国对非工程承
包、工程投资领域包括商务合同、框架
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等 19 个合约的签
署，涉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加纳、乌
干达、科特迪瓦、刚果共和国、埃及、

摩洛哥、津巴布韦、尼日尔、南非等多
个非洲国家的交通、能源、通信、水
利、工业及农业等专业领域的基础设施
合作，签约项目总金额逾29亿美元，共
计32家签约单位。本次签约仪式的合约
签署采取视频及现场签约形式，签约项
目务实推动非洲实现绿色发展、设施联
通、产业转型，为非洲经济发展带来内
生动力。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副秘书
长兼会展中心主任许国雷主持项目签约
环节。

中非经贸博览会是中非经贸合作的
重要机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论坛是中
非经贸博览会项下唯一聚焦基础设施合
作的专业论坛。业界各方以此为契机，
开展对话交流，凝聚合作共识，坚持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
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承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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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论坛在长沙举办
签 约 逾 29 亿 美 元

当地时间7月3日上午，由中铁十局
巴西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巴西东西铁路
在铁路最东端巴伊亚州伊列乌斯市举行
正式开工仪式，巴西总统卢拉出席并致
辞。巴西交通部长雷南、巴西矿产和能
源部长西尔韦拉、巴西巴伊亚州州长朱
尼奥尔、欧亚资源集团总裁宋本及中铁
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峰等出席
仪式。

卢拉在致辞中说，建设一条连接东

西的铁路是巴伊亚州人民长久以来的愿
望，可以产生更多就业，也推动经济增
长。

李海峰表示，中铁十局将充分履行央
企职责使命，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
目标全力建设好巴西东西铁路项目。

在项目开工仪式上，卢拉还见签了
中铁十局与欧亚资源集团战略合作协
议，以及中钢国际巴西公司与欧亚资源
集团战略合作协议。

据中铁十局集团巴西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巴西东西一体化铁路第一
标段由巴明公司耗资 15 亿雷亚尔投建，
由 中 铁 十 局 和 巴 西 Tiisa 公 司 组 成 的
TCR-10联合体承建。

巴西东西一体化铁路项目是中国中
铁在巴西落地的首个铁路项目，也是中
铁十局在巴西首次中标并承建铁路项
目。此次承建铁路第一标段长 126 公
里，预计工期为36个月。

据悉，巴西东西铁路全长约1500公
里，是巴西重要的物流基础设施，贯穿
巴西东西部，将巴伊亚矿山与伊尔海默
斯港连接起来。预计将于2027年开始运
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提升巴西矿
产、农产品资源到东部大西洋港口的运
输效率；实现每年6000万吨货物的运载
量，促进大宗商品出口，助力巴西中西
部采矿业、农业和其他行业发展。

（宋亦然）

中国中铁承建的巴西首个铁路项目开工

7月6日，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
与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等共同主办的哈
萨克斯坦投资机遇推介会在京成功举办。

推介会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
长和振伟主持，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基础
设施发展部部长马拉特·卡拉巴耶夫出
席会议并致辞。

和振伟表示，今年是中国和哈萨克

斯坦建交 31 周年，也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10周年，哈萨克斯坦是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这为
中哈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次推介
会将在中哈两国企业家之间架起一座新
的桥梁，推动中哈两国经贸与投资合作
再上新台阶。

马拉特·卡拉巴耶夫在致辞中指
出，哈中两国在石油天然气设备工程领

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并且在羊毛和
皮革产业、农业化学、铁矿石加工、铝
工业、铜工业、稀有金属、铁路海港、
航线建设、公路建设、沥青生产等领
域，哈方也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开
展合作。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哈
两国成功开展互联互通、产能、经贸等
多领域合作，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

果。近年来中国稳居哈萨克斯坦第二大
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和第二
大进口来源国地位。

据悉，来自哈萨克斯坦17个地区的
100多家哈方企业与150多位中方企业代
表参加了推介会，并围绕矿业冶金、工
业制造业、建筑建材行业等领域进行一
对一商务洽谈。

（韩晓宁）

哈萨克斯坦投资推介会在京举行

7月5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
设公司承建的印度尼西亚上西索堪抽水
蓄能电站启动常态混凝土拌和站施工，
电站主体工程建设即将拉开序幕。

上西索堪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印度尼
西亚爪哇岛西索堪河上游流域，距首都
雅加达190公里，电站设计4台260兆瓦

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040兆瓦，是印
尼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在建装机
容量最大的电站。

该项目筹备期间，项目管理团队认
真钻研讨论FIDIC 合同条款，分析对比
欧美标准与中国标准差异，助力项目顺
利开工并进入实施阶段。截至目前，已

完成相关技术方案编制审批近30项，开
展C_ESMP培训，以及企地共建等社会
化活动10余次。

上西索堪抽水蓄能电站是中国能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
对助力落实印度尼西亚政府推进“2025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 23%”目标，以及实

现能源转型具有重大意义，项目建成
后，每年将向爪哇-巴厘电网供应 1479
亿瓦时绿色电力，促进当地清洁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大幅增强区域电网调峰能
力和稳定性。

（遆年）

中国能建承建的印度尼西亚首座抽水蓄能电站启动施工

6 月 29 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京发布了《中国海外
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以下
简称《报告》）。

《报告》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中国海
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一带一
路”国家投资风险子报告以及 RCEP 成
员国风险评级子报告。

其中“主报告”显示，风险最低、评级
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从中国海外投资前
十大目的地来看，美国和瑞典的排名下降
较多，尤其是美国排名下降了9位。

发达国家整体投资风险低于新兴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国际投资室周学智指出，2022年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27950.4 亿美
元，较去年增加 989 亿美元，连续五年
位居全球前三，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202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788.2
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16.3%，连续十年
位列全球前三。

《报告》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
外投资视角出发，涵盖了 120 个样本国
家，通过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
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3
个子指标的评级体系，全面量化评估了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别风险。

从2023年风险评级结果来看，发达
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
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
体投资风险低于新兴经济体。

其中评级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排
名前十位的其他国家分别是丹麦、新西
兰、挪威、荷兰、瑞士、德国、卡塔
尔、爱尔兰和澳大利亚。

排名下降较明显的国家如斯里兰
卡、摩尔多瓦、突尼斯，排名分别下降
31位、25位、19位，主要因地缘政治冲

突诱发的能源与粮食危机、通货膨胀压
力，以及经济问题诱发的政治、社会等
一系列问题所致。

从中国海外投资前十大目的地来
看，美国和瑞典的排名下降较多，分别
下降了9位和6位；而荷兰和德国排名分
别上升了9位和5位，其中荷兰的评级结
果从AA升为AAA。

“一带一路”沿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子报告”显示，在本年度评级中，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平均风险
略低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个别国家的
投资风险值得注意。

与2022年“一带一路”的评级结果
相比，新加坡的排名由第三位重回第一
位，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社会弹性和经

济基础。卡塔尔排名下降至第 2 位，阿
联酋维持第 3 位，韩国下降至第 4 位;排
名最后一位的国家为乌克兰，风险等级
下调至高风险。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越南、巴基斯坦、阿联酋、柬埔寨、塞尔
维亚、孟加拉国等国家是中国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其中东亚地区投资风险位于较低水
平，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投资风险普遍较
高，中亚和西亚地区中部分国家风险较
高，且西亚风险差异化较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国际投资室陈逸豪指出，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投资方式是绿地
投资。2021年，绿地投资占总投资流量
比重超70%。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整体较为
薄弱，结构较单一，经济稳定性差；部
分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
政治风险较高；全球疫情冲击和经济复
苏进程放缓诱发并加剧了部分发展中经
济体的债务问题，加之内部社会弹性不
足，投资具有较大的风险。

因此，做好风险预警，对风险进行
正确识别和有效应对，对中国企业海外
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指导意义。

RCEP成员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小幅上升

自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 正式生效以来，在加深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强化区域内部
产业链分工效率、实现成员国及全球经

济繁荣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RCEP15个成员国中，有14个成

员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
地。截至2021年底，中国在其余14个成
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231 亿美元，
较 2020 年增加 26.1%；投资存量达 1893
亿美元，较2020年增加7.5%。其中，新
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是投资存
量最多的三个国家。

《报告》一共包含了13个RCEP成员
国。除了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
日本和韩国为低风险国家外，大部分国
家都为中等风险国家。

《报告》指出，RCEP成员国的国家
风险评级得分好于整体水平，主要在于
其拥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较强的偿
债能力等。但与 2022 年评级结果相比，
RCEP 成员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小幅上
升，不同国家的投资风险变动分化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 指出，与
2022 年评级结果相比，RCEP 成员国的
经济基础排名显著上升，其他指标排名
均出现下滑。 （贾钦然）

2023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发布

7月7日，由中国电建所属电建市政公司设计承
建的波兰首条绕城高速公路——S14项目提前两周竣
工通车。

波兰政府副总理兼文化和国家遗产部长皮奥特·
格林斯基、外交部长兹比格涅夫·劳、发展和技术部
长瓦尔德马·布达及基础设施部长安德鲁·亚当奇克
等出席竣工典礼并讲话，指出S14高速公路高质量标
准建成通车，使罗兹市成为波兰首个拥有完整绕城高
速公路的城市，极大方便了地区居民交通出行，进一
步巩固了罗兹作为波兰物流交通枢纽城市地位，对罗
兹及东部城市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对S14
高速公路的所有建设者的辛勤努力表示由衷感谢。

S14项目位于波兰中部罗兹省首府罗兹市，属于
罗兹市绕城高速道路的一段，为全长约16.3公里的双
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土方工程、路
基和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桥涵结构、道路排水、设
施重建、绿化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该项目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工期35
个月。扣除设计期，施工作业仅有15个月，要完成
全线路基土方约270万立方，沥青混凝土30万吨，新
建桥梁 21 座，工程建设任务繁重而紧迫。不仅如
此，项目作为中国电建在波兰签约的第一条高速公
路，深受当地社会各界关注，履约压力大。开工后，
项目部不断探索属地化管理模式，从优化设计与施工
方案开始，在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等方面加强管
控，锁定大宗材料供应价格，规避物价上涨风险，合
理配置各项资源，紧盯关键节点，在合同工期内提前
完工，优质高效完成履约。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电
建坚持属地化建设，项目管理员工本土化率达90％
以上，间接带动当地就业和发展；履行企业责任，积
极与当地社区互动，筑起友谊桥梁。

（兰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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