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从过去的“试水”到如今的“井喷”，伴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汽车产业

“出海”获得了强劲动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付炳锋

认为，建设汽车强国要求中国品牌走向国际

化，而“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汽车出口10年增4倍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 9月中

国出口汽车50万辆 ，同比增长近39%。1-9
月累计出口汽车371万辆，同比增长64.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不

断增长，对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

的拉动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汽车产品正

具备越来越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认可度，在全

球市场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许海东

预测称，2023年全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

突破450万辆。

中国汽车出口量实现“井喷”增长，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近十年，中国汽车

出口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 2013年的 87.24
万辆到今年预计的 450万辆，10年超 4倍的

增长，侧面说明了中国汽车品牌的崛起。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助理王都认为，过去十

年中国汽车出口的耀眼成绩，体现了“一带

一路”倡议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也为

中国品牌汽车“走出去”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悉，过去十年，上汽、吉利、比亚迪、奇

瑞、北京汽车、一汽奔腾、广汽传祺、长城汽车、

江淮汽车、安凯客车、福田汽车、金龙客车等中

国车企均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所布局。

北汽集团的内部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作为中国汽车行业中最早“走出去”的车

企之一，十年间，北汽集团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已在全球 37个国家建立了 180个

销售和服务网点。

江淮汽车也是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的典范车企。该公司负责人透露，在出口

进程中，江淮汽车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作

为公司海外市场开拓、产能合作、投资经营

的重点方向。目前,江淮汽车出口市场已覆

盖 10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带动了共

建国家参与国际汽车产业分工。

向海外输出绿色交通方案

在汽车出口的浪潮中，新能源汽车的

贡献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82.5 万辆，同比增长

1.1倍。

据悉，我们新能源车企首选的出口目的地

包括了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比亚迪

为例，早在2013年，比亚迪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引领下就已打入东盟市场，携手当地的合作

伙伴，推动新能源乘用车和商用车的出口。

2022年，比亚迪与泰国WHA伟华工业

园区签署购地协议，在泰国建立海外首个电

动汽车工厂。今年 9月，比亚迪又公布了在

乌兹别克斯坦建厂生产电动汽车的消息。

目前，中国新能源车企在“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的布局和深耕，早已跨越了产品出口

的阶段，渐渐实现了从技术到绿色能源转型

的引领。

北汽集团内部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为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北

汽致力于将“绿色交通解决方案”输出到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今年以来，北汽集

团在出海过程中，不仅销售了新能源汽

车，还输出了包括换电设施在内的整套换

电解决方案。

二手车出口“风起”

今年 8月，一列搭载 165辆二手车的中

欧班列从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驶

向海外，这是江苏首次通过中欧班列整列发

运二手车。

自 2019年 5月我国二手车出口业务正

式启动以来，越来越多的二手车商开始向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布局汽车出口业务。

商务部方面表示，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启

动是中国汽车产业出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事件，也是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参照发达国家二手

车出口的经验，二手车出口将为中国汽车市

场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以发达国家二手

车出口量占据其二手车交易量 10%的份额

计算，我国二手车出口具备每年上百万辆至

千万辆的市场空间。

华泰证券判断，考虑到二手车出口存在

较大套利空间且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仍留有供给空白，预计2023年我国二手车出

口量或超10万辆。

深耕“一带一路”
中国车企出海提速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光伏企业是项目

签约的主力军之一，多个位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生产基地迎来重

要进展，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尤为亮

眼。此外，中国光伏企业也与相关企

业签订了产品供货协议，助力相关国

家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多项投资迎新进展

在 10月 17日的“一带一路”企业

家大会上，TCL 中环与 Vision Indus⁃
tries签署《联合开发协议》，推动在沙

特共同建设晶体晶片项目。今年 5
月，上述双方曾签署合作条款清单，

新签协议进一步明确该项目一期目

标产能为20GW。

早在 2016年，沙特就发布了“沙

特阿拉伯 2030 愿景”，根据规划，至

2030年，沙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

份额将提高到约 50%，并减少使用液

体燃料。TCL中环称，本次合作将填

补中东地区光伏产业链中上游的空

白，推动沙特及中东、北非、欧洲等地

区能源转型。

同样是在 10 月 17 日，隆基绿能

双文丹组件工厂一期正式投产。据

悉，这座占地 140英亩的组件工厂项

目，耗资 18 亿令吉（约合 28 亿人民

币），是隆基绿能在西马来西亚的首

个制造基地，分两期建设，全部建成

后组件产能可达8.8GW。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高峰论坛期

间签署合作协议的中国光伏企业还

包括天合光能、晶科能源、正泰新能

源等。其中，天合光能与印尼电力公

司、印尼金光集团签约，将为印尼建

设第一个光伏电池和组件生产基

地 。 正 泰 新 能 源 与 INTEC Energy
Solutions签署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

的罗马尼亚拉特什蒂 154MW及波兰

雷斯科 51MW 等光伏总包项目全面

落地。晶科能源与沙特国际电力及

水务公司签署 3.8GW N型组件供货

协议。

光伏前沿技术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

国光伏企业“走出去”硕果累累。过去

十年，晶澳科技针对“一带一路”多点

布局，形成了产业链互补与共振，为相

关国家带去了高效可靠的光伏产品，

为当地清洁电力供给与低碳转型持续

贡献力量。其中包括为乌兹别克斯坦

首个光伏电站供货了全部组件，以及

为巴基斯坦首个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

目供货了全部组件。

谈及在马来西亚的布局，隆基绿能

副总裁李文学表示，公司看重马来西亚国

际化的物流、人才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

政府，除了补全产业链，今年决定将公司

亚太总部设在吉隆坡，进一步提升公司

在亚太区域的品牌影响力，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记者注意到，硅料厂商协鑫科技此

前曾表示，在国内投资趋于完善的背景

下，下一步投资将走出国门。在上个月

的中阿博览会期间，协鑫科技负责人曾

表示，中阿能源企业合作的重点已从传

统能源转向低碳能源领域，不断拓展太

阳能、风能、水电等领域合作，持续提升

中阿能源合作水平。在此背景下，中国

光伏企业正抓住中东地区的优越发电条

件和廉价的光伏电站土地等机遇，积极

参与中东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推动

绿色能源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一系列光伏前沿技

术也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落地生

根。今年4月，异质结领先厂商华晟新

能源与保加利亚知名EPC公司 INER⁃
COM签署框架协议。到2025年底，华

晟新能源将为 INERCOM供应 1.5GW
以上高效异质结组件，用于其地面电站

的建设。本次协议的签署，使华晟新能

源成为异质结领域全球第一家实现海

外GW级订单的企业。

创新升级应对机遇挑战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中国光伏企业积极响应，通过

在相关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销售产品

以及建设光伏电站等方式，为当地经

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机电

产品进出口商会太阳能光伏产品分

会秘书长张森向记者说道。

张森认为，当前中国光伏企业走

出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的布局，既能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也能与国内项目形成互补，从而应对

相关贸易摩擦和壁垒。此外，中国企

业也在努力推进双边、多边国家间的

绿色贸易标准互通互认，从而加快全

球碳中和的速度。

在张森看来，中国光伏产业链完

整且规模庞大，在国际市场份额非常

高，因此也不免遇到不公平对待，使光

伏企业走出去面临一些难点。

当然，从企业角度，对于“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发展机遇十分看好。正泰

新能源董事长陆川表示，可再生能源电

力在相关国家电源结构中扮演着愈加

重要的角色，光伏市场增长强劲。“从合

同金额看，目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

地区占比过半，是公司重要的业务增

长点。”

投资签约密集落地 中国光伏企业竞逐“一带一路”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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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秦燕玲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个

蓬勃十年，并将奔向下一个金色十

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从“大写意”逐渐转变为“工笔

画”，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五通

之一，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融

资保障和多元化金融服务。本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多家中资金融机构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有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进一步丰富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金融供给。

从多家金融机构公布的最新合

作成果看，资金融通将进一步走深

走实，这不仅体现在中资金融机构

加大信贷资源的倾斜力度，也表现

为金融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加

大产品创新力度，而这种尝试已经

开始。

10年融资支持超5万亿

十年来，中资银行保险机构持续

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共建国家，截至

2023年6月末，13家中资银行在50个

共建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机构，6家

中资保险机构在8个共建国家设立了

15家境外分支机构。

其中，中资银行对“一带一路”项

目的融资支持已超过 5 万亿元。金

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末，政策性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贷款合计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大型商业银行对“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贷款余额约 2.3万亿元。截至

2023年 6月末，23家中外保险、再保

险公司组成的中国“一带一路”再保

险共同体，已累计承保“一带一路”项

目 74个，保障境外总资产 570亿元人

民币。

“共建‘一带一路’，要聚焦发展

这个根本性问题，实现经济大融合、

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工商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四清近日撰

文指出。

在中资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下，

首单高铁“走出去”项目——印尼雅

万高铁开通运营；中老合作旗舰项目

——中老铁路续写丝路新故事；南太

平洋重要交通枢纽——秘鲁钱凯港

成为“南美通向亚洲的门户”；中亚单

体规模最大风电项目——乌兹别克

斯坦布哈拉州风电项目展现中国制

造的“绿色风向”。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未来要指

导银行保险机构不断加强金融创

新，推动资金融通持续深化，为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更为灵活多样的全

方位金融服务。在有效支持重点领

域和重大境外项目建设的同时，聚

焦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小而美”

“惠民生”项目，提高东道国民生水

平，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

及东道国人民。

7000亿融资窗口
开启新发展征程

10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中国支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其中，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中国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

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

新增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

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上述提及的融资窗口计划是一

套非常成熟的机制，是一种资金额度

的保障，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信心。”北京师范大

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国开行和进出口

银行总共7000亿元的融资窗口究竟实

际会使用多少额度，取决于市场需求，

是企业的选择并非政府的安排，市场

化、商业化的运行机制非常重要。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参与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金融机构用真金白银投票，接连不断

的中外合作项目签约彰显了共享未

来发展机遇的信心。

中国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塞尔维

亚、沙特、新加坡、南非、秘鲁、柬埔寨等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代表签署8
项务实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光伏

储能、绿色转型、电信网络、本币合作等

领域，签约项目数位居金融机构首位；

进出口银行分别与塞尔维亚电信公司、

波兰汽船航运公司、保加利亚航运公司

签署电信、船舶领域有关合作协议。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蛟在参加17
日“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发言时就表

示，要持续拓展金融服务新思路，着眼

于提高投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拓

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完善“投、贷、

债、租、保”等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用好

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资源，为“一

带一路”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

创新服务
与防风险并重

记者注意到，除了传统信贷资源，

中资金融机构还在尝试创新金融供给

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就在高

峰论坛举行前一天，中国银行作为牵

头主承销商和簿记管理人，协助阿拉

伯埃及共和国（简称“埃及”）在中国银

行间市场成功发行35亿元人民币可持

续发展熊猫债。据了解，此次发行实

现了非洲地区熊猫债零的突破，募集

资金将全部用于符合埃及《可持续主

权融资框架》的专项可持续性支出。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未来将指导

银行保险机构加大金融对健康、绿

色、数字、创新等“一带一路”合作新

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打造更多“一

带一路”务实合作新亮点。鼓励创新

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明确提示了

金融机构要坚持合规经营，并将其贯

穿“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加强海外业务布局管理，深入

研究海外项目所在国法律和国际规

则,准确把握市场重点领域风险演化

趋势，妥善处置项目推进或者退出的

各类风险，提高风险防控敏感性和前

瞻性。”陈四清表示，要坚持安全第

一、从严治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

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

之力，则无不胜也。金融监管总局表示，

未来要加强多方合作，推动打造中外资

金融机构、企业多方参与、互利共赢、层

次丰富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共商共建共享始终是共建“一带

一路”秉承的基本原则，因此，继续落

实制度开放，推动搭建多边金融合作

机制、加强与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金

融规则标准对接、高标准建设互联互

通的金融基础设施等仍是金融监管

部门和各金融机构未来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议题。

7000亿融资窗口开启
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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