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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浙江境外经贸合作区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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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正大力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载体。浙

江省已在 6 个国家建立了 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在该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浙江省应抓住国家实施“一带

一路”战略新机遇，大力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途径，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

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推动合作区纵深发展，加强对外联动，提高合作区融资能力，促进合作区本土化，将合作区

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融合，不断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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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此背景下，境外经贸合作区( 以下简称“合作区”) 作为中小企业集群式海外投资的

有效载体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海外“承接点”，是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创新和探索。 

浙江企业在“走出去”方面一直在全国位列前茅，在境外合作区建设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通过探索境外合作

区建设模式，有利于形成集群式境外投资平台，有利于创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浙江省在建的 3个国家级与 3 个

省级合作区主要分布在东盟和中亚地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研究浙江省如何发挥合作区的引领和节点作用，抓住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来的新一轮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开创浙江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 

二、研究现状 

与其他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我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一种全新的跨国投资模式，目前可获得的文献主要是国内学者

的研究成果。康荣平( 2009) 认为，中国当前正在尝试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模式创新; 从发展看，可以

肯定其会为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很好的支持平台。余索( 2014) 分析了由中资企业在境外开发打造成熟的产业园区，

作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的平台，可以有效地弥补投资经验不足的问题，少走弯路，加快中资企业境外投资的进程，具有重要的

意义。有些学者从我国合作区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层面进行研究。李计广( 2007) 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选择应以国内

生产能力过剩且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为主体，如纺织服装、机械、轻工等。赵建华( 2009) 结合浙江省境外经贸合作区发

展现状指出，要避免出现产业选择过杂的现象。另有一些学者对合作区的发展战略做了研究。Deborah Brautigam 和 Tang 

Xiaoyang( 2011) 调查了中国致力于在非洲建立的一系列官方经济合作区，分析了这些合作区的背景、动机和措施情况，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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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实验性的发展合作模式。阮刚辉( 2014) 提出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式，

要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方面积极稳妥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顺势而为，推动优势产业到境外集群式

发展实现“腾笼换鸟”。 

三、浙江省合作区发展现状 

目前，浙江省在 6 个国家建立了 6 个境外合作区，其中，国家级和省级各 3 个，分别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

越南、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尼日利亚。截至 2014 年 9 月，6 个合作区累计入驻企业 121 家，引进企业投资额 21. 

25 亿美元，其中浙江企业 49 家，投资额 8. 6 亿美元。合作区完成年度产值销售额 10. 35 亿美元，就业人数为 1. 09 万人，

为当地解决就业人数 8640 人，年度带动出口额 7. 03 亿美元。这些合作区已经成为浙江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与产业集聚的平台。

根据产业定位不同，浙江现有的境外合作区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 以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

龙江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越美纺织工业园、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在这些园区内行业选择具有相似性的特点，其主导产

业都主要集中在机械、纺织业、制鞋和轻工业等浙江省优势传统行业上。2. 以寻求资源、能源开发为主导的合作区。如，俄罗

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的家具厂和木材加工厂，就是充分利用俄罗斯丰富的森林资源进行加工成品的资源需求型行业。3. 以

商贸物流为主导的合作区。即塞尔维亚贝尔麦克商贸物流园区，主要由商品贸易展示展览中心，“中国购”电商平台和贝尔格莱

德保税物流配送中心构成。 

 

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给浙江境外合作区建设带来的机遇 

( 一) 抓住“一带一路”新一轮开放发展先机，开创浙江对外经贸新格局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核心动力是“一带一路”战略，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浙江省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是深度参与建设的受

益者。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自主推进的大战略，只有掌握了主动权的地区，才能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产生联动效应。为此，

浙江应抓住开放先机，开创对外经贸新格局。 

( 二) 抓住“一带一路”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途径，助推浙江突破产业转型升级难题 

近年来，浙江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攻坚期，经济增长缓慢、诸多问题困扰产业转型升级、受资源要素制约明显。要想破解浙

江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转变为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提前布局浙江全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为

浙江提供了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平台，也必将带来大规模的双向贸易投资，方便浙江配置全球资源，破解经济发展难题。 

( 三) 抓住“一带一路”落实一批重大项目的机遇，加快浙江对外投资合作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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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逐渐掀起新一轮投资高潮，我国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 2000 亿美元。若浙江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对现

有合作区的投资，积极提升省级合作区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申请新的国家级合作区，必将加快浙江企业集群

式对外投资的步伐，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 

五、推进浙江省境外合作区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的措施建议 

“一带一路”是我国 2015 年经济工作的三大战略之首，浙江在进一步推进合作区的发展时，应主动结合国家发展战略，

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加大对合作区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

相通的交流和合作成果，立足浙江产业发展，针对各合作区不同的发展阶段，积极稳妥地从五个方面推进浙江境外经贸合作区

的发展，促进浙江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融入“一带一路”发展。 

( 一)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推动合作区纵深发展 

浙江省政府应联合企业积极申报新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主动参与各层次的政策对话以便为现有境外经贸合作区争取

更优惠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省内企业投资合作区的国别和产业指导。增强与当地政府的谈判能力，运用好“一带一路”政策

性金融工具，解决合作区融资难的问题，分散投资风险，大力促进合作区发展。积极推进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园区招商工

作，努力打造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成为中乌合作典范，逐步提高塞尔维亚贝尔麦克园区的规模和层次，深入推进泰中罗勇

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建设水平。 

( 二)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道路连通，加强合作区对外联动 

在逐步形成的“一带一路”交通运输网络覆盖下，浙江应扩大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领域和规模，加快形成国际区域分工

协作的产业布局，实现合作区与本土联动、合作区与母国联动、合作区与第三方区域的内外联动。“一带一路”战略所建设的“义

新欧”铁路，将助力浙江更好地走向中亚市场，同时也将为沿线的合作区实现对外联动提供巨大便利。乌兹别克斯坦安革连至

琶布铁路隧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方承建实现道路连通的重要工程，对鹏盛工业园的辐射效应明显，园区也应在中乌经

济合作中发挥示范作用，并加强中国与中亚经济联系。商贸物流型园区应发挥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功能，推动企业在“一带

一路”沿线交通枢纽和节点建立仓储物流基地和分拨中心，完善区域营销网络。2014 年底中国和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合作谅解

备忘录》，中泰铁路对泰国及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将给位于铁路沿线的泰中罗

勇工业园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 三)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贸易畅通，保障合作区投资贸易便利化 

浙江要抓住投资便利化和降低投资成本的机遇，充分发挥合作区的先导作用，并以这些已有的经贸合作区为支点，逐步扩

展和深入合作区在当地的投资贸易。利用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组织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边

合作区协定等政府保障机制，明确合作区的法律地位和投资权益，给予入园企业环境和通关便利支持; 规避合作区海外风险，

使国内企业的海外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护，提高现有合作区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必将为双方经贸合作发展带来新活力，为企业合作发展带来大量新商机，位于东盟地区的泰中罗勇

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应抓住发展机遇，扩大园区投资规模，促进贸易互补发展，为入园企业带来更多优惠。 

( 四)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货币流通，提高合作区融资能力 

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浙江应引导合作区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抓住流通成本降低的时机，助推浙江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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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集群式“走出去”，提高入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对外贸易正在自动地发生转型与升级，即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

出，而合作区是资本输出的新模式，合作区的发展壮大，同样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增强合作区的融资能力。浙江

省应为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区争取“国家丝路基金”的有力支持，降低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困难，保护入园企业的海外

利益。 

( 五)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促进合作区本土化 

在“一带一路”加强国别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的影响下，浙江应促进合作区适时缩小文化差异，

克服文化“水土不服”。鹏盛工业园位于“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应趁中乌共同谱写丝绸之路文明发展新篇章的东风，加快

合作区本土化经营步伐; 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浙江省应推动鹏盛工业园提升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使其成为中乌两国

深化合作、加快发展的一大亮点。同时政府应引导企业“不吃夹生饭，不多缴学费”，帮助入园企业尽快适应所在国的法律、文

化，在文化差异基础上求同存异。加强跨文化培训，加强合作区同当地民众的友好交流，促进合作区建设、开发及经营本土化，

为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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