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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带一路新机会
——500 强民营企业中，超半数参与了“一

带一路”建设

最近，龙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闫广华每天都会收到一份来

自哈萨克斯坦的项目进展报告，“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的龙元捷特

苏屠宰加工厂已经进入主厂房钢结构安装阶段，我时刻都在关注着项目

的安全施工和整体进展情况。按计划，屠宰加工厂明年就可以正式投

产。”闫广华对本报记者说。

谈起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闫广华表示，这还得从 2015年参加的一次

活动说起。“当年 5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一带一路’相关的论坛，会上

的交流与学习让我发现了企业发展的新机会，于是从 2015年 6月份开始

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多次考察之旅。”

在此期间，闫广华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农牧业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

不足；中国国内牛羊肉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同时，中哈两

国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合作。这促成了龙元科技于 2017年在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注册成立了龙元捷特苏有限公司，投资 1.8亿元人民币

运作牛羊屠宰加工厂及育肥场项目。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设计生产能力为年屠宰加工牛 10万头，羊 50万

只，形成年产牛肉 2万吨，羊肉 1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公司将携已注册

商标“哈牛”牌牛肉和“捷特苏”牌羊肉，走进中国市场，服务百姓餐桌。

龙元科技的故事并非个例，如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越来

越多民营企业的共识。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企业 500强研究报告显示，

在 2017年 500强民营企业中，有 274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海外

收入（不含出口）7900多亿美元。

近日，满载 100辆宇通纯电动客车的货轮起航开往智利，这是郑州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智利的首批新能源客车订单。随着智利市场的进

一步打开，宇通的客车出口已遍及 40 多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截至

2017年底，宇通累计出口大中型客车超过 5.5万台。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前，世界杯的运输供应商——两家旅游运输公

司 BBUS 和 KLavto 公司，共计采购了近 300 辆宇通高级客车用于赛事服

务。BBUS公司总经理马克西姆·罗森贝格回忆了此次采购的过程：“俄罗

斯有夏季的世界杯，更有漫长冬季的冰雪。所以，关于车辆对俄罗斯气候

的适应性，我们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宇通的回应和改进很迅速，如增加

了具备大功率独立的水暖、整体电泳涂装等。此外，在订购车辆时，算上

清关和陆运的周期，宇通客车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交车了，而欧洲品牌

的车辆交付周期是 6到 8个月。”

宇通客车海外市场副总经理常浩对本报记者说，在开拓海外市场的

同时，宇通还积极与当地开展产能及技术合作，在巴基斯坦、缅甸、委内瑞

拉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均实现了客车散件当地组装和产能及技术的合

作。一方面，提升了中国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带动了一部分

国家提升当地工业化水平，实现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

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是巨大利好
——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企业呈

现出产销两旺的势头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对于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

而言，‘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范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以

我们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项目为例，经初步测算，项目正常年份年营业收

入达到 15亿元人民币，年利润总额约 1亿元。”闫广华说。

常浩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设施联通为宇通带来了更多的机

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17年宇通销售大中型客车 67568台，新能源客

车 24865台；其中出口大中型客车 8412台，产品批量远销委内瑞拉、沙特、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英国、法国、以色列、保加利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不少民营企业乘“一

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加快转型升级，自主研发了新技术新产品，呈现出产

销两旺的势头。

“最近订单比较多，今天这 10套产品要搭乘中欧班列发往西班牙，明

天还要发一批货。”看着两辆满载压滤机的卡车缓缓驶出厂区，河南省禹

州华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中义欣慰地说。他介绍，今年以来，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不少企业纷纷到公司订购产品。去年，华德环保

实现销售额近 4000万元；今年前 10个月，销售额已突破 4000万元，产品出

口至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河南省许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张晓刚介绍，像华德环保这样的企业，许

昌市有 200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抓住“一带一路”

倡议的机遇，“走出去”步伐持续加快，迸发出新的活力。

在四川成都国际铁路港，中欧集装箱班列常常排起长队。“有了中欧

班列，我们能将更多的灵芝精华卖到国外。”四川省广元市的岚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去年出口创汇 3000万元，负责人曾淋民兴奋地表示，公司将利

用中欧班列从俄罗斯等地进口更多优质原料，不但有助于企业发展，还能

增加 100多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日前表示，“一带一路”的政策对

小米的业务有着巨大帮助。“小米刚刚公布了上季度的季报，国际化收入

同比增长 112.7%，海外收入占比 43.9%。这么高的国际化比例远超我的

想象。小米是一家只有 8年历史的公司，首先在中国发展业务，然后又在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继续发展业务，这个时间非常短，但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

融入一带一路
——在共建“一带一路”及中国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背景下，民企对拓展国际市场充满信心

“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在许多民营企业

看来，画好“工笔画”，不仅要深耕市场，更要在社会责任上尽心尽力，这样

才能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

闫广华介绍，哈萨克斯坦的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直接解决当地就

业 300余人。同时，项目所需的各种原材料采用就近采购原则，全方位辐

射带动地方建材、建筑工程、物流、包装、交通等多行业发展，成为地区经

济发展的助推剂。此外，项目建成后将引进先进屠宰技术及加工工艺，进

行规模化生产，同时打造知名品牌，对当地农牧产品产业链形成带动作

用，提高当地畜牧产业的附加值。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周海江日前介绍，红豆

参与“一带一路”走出去比较早。“我们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打造了西哈努

克经济特区，总面积 11.13平方公里，已经入驻的企业有 130家，解决了当

地就业 2.1万人，对当地经济发展推动比较明显。”

“我曾近百次到访西哈努克市，感觉当地的发展特别快。以前当地民

众收入较低，私家车非常少，现在居民收入已大幅提高，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了摩托车、汽车等代步工具。”柬埔寨新闻部新闻与传播总司副总司长

春占皮仑表示，西港经济特区合作模式不仅给柬埔寨工人提供了培训机

会，解决了其就业问题，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特区搭建

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以此吸引世界各国企业到此投资，这些正是柬埔寨

最为需要的。

共赢局面的形成增强了民企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

中国制鞋企业华坚集团于 2011年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截至目前，

已解决当地 8000多人就业。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表示，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埃塞俄比亚华坚国际轻工业城项目已启动建设，预计总投资 10亿

美元，2020年建成后将提供 3万至 5万个就业机会。“未来十年，华坚集团

计划在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以‘轻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产城融合’为运

营基调的发展平台，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走稳、走好、走远、走出

效益。”

“宇通将会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好

中国品牌的技术优势，一方面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另一

方面，也为中国制造‘走出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常浩对宇通未来的

国际化发展充满信心。

闫广华表示，在农业产业链运营的基础上，公司拟发展中哈工业园

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同时围绕农业产业链项目，发展生

态、工业旅游及餐饮业等项目。“在共建‘一带一路’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背景下，我们对投资海外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一直是我国开展

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力量，处于我国参与国际

经济分工的最前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技

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在技术、

品牌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民营企业

积极“走出去”构建新型国际分工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 5 年来取得的成就离不开

民营企业的巨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快推进，经贸投资

合作成效明显，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对外开放，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感召

力。其中，在贸易合作方面，2017年我国民营企

业对外贸易额已经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 38.5%，

且进口额增速明显高于出口。与外资企业相

比，民营企业的贸易伙伴中“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占比更高，特别是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方式进

口了大量的特色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共同提升双边贸易质量、促进进出

口平衡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投资合作方面，民

营企业是我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生产网络的重

要力量，在纺织、轻工、汽车、家电等领域建设了

大量的海外生产基地，有效推动合作方融入国

际分工体系、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埃

塞俄比亚华坚国际轻工业城、红豆西哈努克港

工业园等示范项目已经成为我国和东道国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方面，三一重工、华为等民营龙头企业充分发挥

其在技术、设备等领域的优势，和国有企业共同

推进道路、桥梁、信息网络等领域的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合作，为共建高效畅通的人流、物

流、信息流国际大通道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更好发挥民营

企业的作用。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由“大写意”进入

“工笔画”阶段，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

性日益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阶段迥

异，需求结构差别较大，需要广大民营企业充分

发挥其市场嗅觉灵敏、灵活性强的优势，迅速准

确地把握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开展高水平的

贸易合作。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

由大量中小型创新型企业组成的网格化、分散

化的合作网络正在成为国际分工合作的新模

式，客观上要求我国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广

大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中小型企业

开展协同创新、个性化定制、数字贸易等合作，

构建高效灵活的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广大新

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禀赋丰

富，但资本、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相对匮乏，迫

切希望和我国集成创新能力较强、品牌价值较

高的优质民营企业开展高水平投资合作，充分

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对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给予更

多支持。我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规模相对较

小，核心竞争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对东道国的法

律体系、经贸政策了解不深，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也面临一些困难。建议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

等金融工具的作用，积极加强和东道国金融机

构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创新融资方式，

有效缓解民营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开展

海外业务审批程序，降低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制度性成本。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咨

询、法律、会计、保险等专业服务，帮助民营企业

降低海外业务风险。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
究所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中国民企贡献大
□ 李大伟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民营企业
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多亿
美元，占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 43%，接
近一半。

从小心翼翼探路、到惊喜地发现市场新机会、再
到购销两旺的收获，民企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力量。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中国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快推进，民企正
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图为日前宇通客车在港口码头集港准备出口智利。 宇通客车提供

图为顾客在法国巴黎小米授权店内消费。
新华社记者 徐甜 摄

图为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兰开斯特市的比亚迪工厂，工人对车
底进行检查。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图为日前顾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家电子用品商场体验华为
新款手机的拍照功能。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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