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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引燃新一轮投资热情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外界的预期成真，“一带一路”规

划在

2015

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之际正

式发布。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

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同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

2015

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

式上进行主旨演讲时透露，目前，已经

有

60

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亚投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

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 一批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 透过

这些早期收获，“一带一路” 的广阔前

景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一带一路” 将如何影响中国经

济？对中国的哪些行业有重大影响？中

国企业怎样应对“走出去”可能面对的

风险？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业内

人士指出，“一带一路” 有利于中国在

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拓展市

场空间， 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引

擎。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 这将直接引燃新一

轮投资热情。

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年初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

减， 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鼓励国内企

业进一步“走出去”，寻求海外新增长

点， 一定程度上也为出口提供了更强

激励。 根据愿景与行动，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

的比较优势，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

放战略。

“‘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央逐步从需

求紧缩倒逼供给改革转向需求扩张配

合供给改革的思路。 ”民生证券研究院

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

2015

年可能成

为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而这次

转折的核心抓手就是“一带一路”战略

的实施。 美国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

日本

70

年代的列岛改造计划，对美国

和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 如今，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也

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

部副主任史育龙认为， 推进 “一带一

路” 有利于中国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拓展市场空间，为中国经济

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其实， 一带一路规划出台的国内

背景主要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大量的

储备。 “一带一路”不仅能消化过剩产

能， 同时能在提高自身外汇资产收益

率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

化。具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具

备能源和地缘安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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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建设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新

型贸易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

部长赵晋平说，“一带一路” 建设将大

幅拉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对外投

资，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生产

性服务业等产业发展， 并带动出口增

长， 这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

动力。

引燃新一轮投资热情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受访人士认为，基建

先行，一带一路有望改变中国，这将直

接引燃新一轮投资热情。 据业界初步

估算，“一带一路” 沿线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约

占全球的

63%

和

29%

。

“中国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后，下一

步将从过去的‘引进来’到‘走出去’，

从过去的出口到扩大进口， 从过去的

工业到现在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因

此国家比较重视推动这一战略。”国家

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称。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说，“一

带一路” 是一个由千千万万个项目构

成的大战略。在行动计划的激励下，更

多的中国企业将“走出去”寻求商机，

加快国际市场布局， 激荡新一轮海外

投资热潮。

管清友指出，随着“一带一路”战

略进入落实阶段， 投资低迷的趋势可

能出现逆转， 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

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

据公开资料统计整理显示， 各地

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

模已经达到

1.04

万亿元。 对此，管清

友称， 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

般为

2

至

4

年，

2015

年国内 “一带一

路” 投资金额或在

3000

亿至

4000

亿

元左右；而海外项目

(

合计

524

亿，每年

约

170

亿美元

)

基建投资中， 假设

1/3

在国内，

2015

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

投资规模或在

4000

亿元左右。

“从纯经济角度看，相关项目建设

将直接或间接地拉动投资和经济增

长，预计将拉动经济增速

0.2～0.3

个百

分点。 ”管清友称。

相关地区行业迎来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一带一路”是我国的重要战略，

它对

A

股市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兴

业证券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如

果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一路带着其它

国家的小伙伴玩，那么

A

股市场上就

是“一带一路”一路带着大盘指数玩。

当“一带一路”这个崭新的全球化战略

开始落实之后，

A

股市场将进入“中国

创造”和“中国制造”比翼齐飞的系统

性行情阶段。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投资机

会， 多家投资机构的观点认为，“一带

一路” 战略将在未来十年持续释放政

策红利。

从受益的地区看， 福建很可能成

为一带一路 “两圈两线” 写意画的核

心， 而新疆、 广西则有可能成为关键

区，其他包括陕西、江苏、甘肃、内蒙、

云南等十多个省区市或为辐射区。

从行业角度看，“一带一路” 也可

以分为产品产能输出行业和产业转移

行业。 在先进制造行业、油气产业链、

交通运输类行业、旅游业等多产业链、

多行业存在投资机会。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

称，“一带一路” 很有可能会逆转整个经

济运行的基本面和市场的走势。 从资本

市场来看，股票和债券双牛的情况，至少

在今年上半年还会持续。

关于具体的行业，广发证券指出，对

于制造业、 基建这两个我国具有比较优

势而国内市场严重饱和的行业， 对外投

资却占比极低。此外，非银和有色金属行

业将受益。

国金证券表示，“一带一路” 的加速

推进将有助于 “中国制造” 的升级与创

新， 从而带来全产业链受益的系统性行

情。 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受益于 “走出

去”战略的建筑、高铁和核电设备、航运

港口、钢铁等板块。

平安证券在研报中指出，“一带一

路”将依托沿线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对

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

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点合作领域将给资本市场带来投

资机会，这首先表现在油气开采运输、铁

路、公路、电力电网、通信以及港口等基

建领域， 随着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旅

游、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将迎来新的投

资机会。

� � � � 编者按：从 2013 年“一带一路” 首次提出，就一直作为热点词汇被反复提及，有关这一规划的解读和猜想从未停止。 3 月 28

日，“一带一路” 的愿景和行动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一带一路” 战略已经从酝酿筹划落在纸面上，绘成蓝图。

这个战略将涵盖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4 亿人口，占世界 63%；约将产生 21 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占世界 29%。 2014 年，中国

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 11206 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 26%。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

走廊、最大的市场，将产生最大的投资机会，“一带一路” 将改变中国。

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重点词解读

投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副主任史育龙：推进“一带一路” 有利于中国

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市场空间，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新兴产业是当前全球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共同方向， 加快新兴产业合作是一

举多得：短期来看能成为沿线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长远来看有利于培养持续竞争

能力。

设施———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一带一路” 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到互联互

通：第一是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第二是现代经济制度上的

互联互通；第三是人员往来之间的互联互通。

贸易———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是推进“一带一路” 的重要平

台。提出共同商建自贸区，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双向投资，带来巨大商机。这

是和沿线国家合作共赢，融合发展的体现，能使之更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资金———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重构全球金融版图。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

构还将深刻地改变国际金融版图，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打破美国主导

的世界银行、IMF 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当国家需要通

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 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

供融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

民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部副主任白明： 今后通过免签证或简

化签证手续，加上更加便捷的国际交通运输，会有更多特色化、个性化旅游线路被开

发，实现“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 ，坐着高铁去欧洲也不是不可能。 （许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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