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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江西国际产能合作区域、合作领域与合作平台不

断拓展，但国际产能合作环境仍存在风险，跨境项目融资问题长期困扰，境外投资的要素尚

显不足。对此，应围绕基础设施、农业、能源资源开发、传统优势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服务

业六大领域，采取集群式、跨国并购、产业链等“走出去”方式，大力推进境外产业园区、

经贸合作园建设，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和配套服务环境，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优势产能的

转移、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资源能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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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调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自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的指导意见》以来，推动多形式、多领域的_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引擎。与

此同时，长江沿江地区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装备制造“走出去”，形成与“一

带一路”战略互动的新格局。江西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与国家发改委建立了推

进国际产能合作委省协同机制，初步形成近三年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项目清单，为参与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推进内陆双向大开放奠定了基础。

一、取得的积极进展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在江西的深人，江西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迅速，现已确定 50 个重点合作项目

，投资总额共计 159.2 亿美元，项目涉及农业、矿业、能源、基础设施、制造加工、商贸服务业等领



域，在提升全省开放水平、打造国际产能合作新样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主要增长点。近年来，江西对外投资增长迅猛，已经成为

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走出去的主要动力。2002〜2015 年，江西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每年翻一番，由 92

万美元提高至 10.5 亿美元，年均增长 71.9%。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共有 471 家对外投资企业在境外设

立 486 家企业，累计完成对外直接投资额 28.7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规模不断扩大，工程完成营业额

位居全国前列。2001~2015 年，对外承包工程总量翻了五番，由 1.09 亿美元提高到 2015 年的 35.1 亿

美元，年均增长 29%。在 24 个国家取得采矿和探矿权 202 个，探明的煤炭、铜矿、镍矿、铁矿等 11

种矿产资源储量约为 8.76 亿吨，在 15 个国家购买和租赁优质农业用地 36.2 万亩。

(二）国际产能合作区域不断拓展。随着赣新欧、赣欧（亚）等国际铁路货运班列的开通，江西对

外投资区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由非洲、东南亚扩展到欧美。2015 年，江西共对全球 54 个国家和地

区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30 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额合计 6.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 倍，占总额的 33.58%，投资主要流向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泰国、孟加拉国和哈萨

克斯坦。2016 年 1~5 月，对外投资地区分布上，亚洲占比 80.42%，非洲占比 10.13%，欧洲占比 8.22%

，美洲和大洋洲投资占比 1.24%。

(三）国际产业合作领域有效延伸。目前江西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围绕工程建筑业、矿产资源业、商

贸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农业等六大优质行业，对外投资行业由单一矿产开发向多产业链延

伸。在矿产资源领域，江西企业在 24 个国家取得采矿和探矿权 202 个，探明的煤炭、铜矿、镍矿、铁

矿等 11 种矿产资源储量约 8.76 亿吨;在工程建筑领域，2015 年拥有对外承包工程资质企业 118 家，在

88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完成工程营业额 161 亿美元，江西国际、中鼎国际和江西中煤等 3 家外经企业连

续多年入围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打响了“江西建设”国际品牌。2016 年一季度，江西工程建

筑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对外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工程建筑业境外投资 2.4 亿美元，增长

2054.8%，占比达 76.2%;商务服务业境外投资 5402 万美元，增长 261.8%，占比 17.1%;制造加工业境外

投资 1562 万美元，增长 2597%，占比 5.0%。

(四）民营企业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主力军。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全

面放开，江西私营企业已超越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力量。2016 年 1~5

月，江西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2.3 亿美元，占总量的 65.09%，国有企业实现

对外投资 1.2 亿元，占 34.91%。民营企业出口引领作用突出，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由以国有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三足鼎立、齐头并进的格局转变成以私营企业为龙头的新格局。2015 年，江西民

营企业累计出口 247 亿美元，增长 8.2%，占出口总额比重 74.2%，提高 3 个百分点。

(五）国际产能合作平台日趋完善。截至 2015 年底，江西已形成 33 个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推进

了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马来西亚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俄罗斯中格国际商贸城、埃塞俄比亚

国际轻工业城以及江西国际赞比亚中闰投资贸易中心等 4 家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已列人商务部指导范畴

。合作联盟等平台蓄势待立，江西正在组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联盟、海外能源资源开发联盟、海外工



业投资联盟、海外农业投资联盟、民营企业“走出去”合作联盟，其中，江西海外能源资源开发联盟

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江铜南昌总部成立，“走出去”企业战略合作联盟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在南昌成

立，江西海外农业投资联盟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南昌成立，其余合作联盟将于 2016 年下半年陆续成

立。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产能合作环境风险客观存在。从政治环境看，在江西已建立国际产能合作关系的国家中

，一些国家存在政权更迭频繁、安全局势极易恶化等问题，免征所得税、优惠贷款、土地低价、减征

资源税等政策波动性较大；从经济环境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部分非洲国家的市场体系不完善，

监管机制运行不透明，加之政府各类政策不确定性较大，易使江西企业经济效益受损；从法律环境看

，拉美、中亚、东南亚不同地区国家，产能合作方面的法律、环保理念、劳工保护措施各不相同，在

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项 S 开展，造成企业利益受损。

(二）跨境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困扰。一是跨境抵押难以实现。由于项目在境外，企业无

法在国内办理抵押贷款，信用融资、担保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相对困难。二是贷款回收期长导致银行

“惜贷”。江西国际产能合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制造业等领域，以 5 年至 10 年的

中长期贷款为主，回收周期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盈利前景不确定，导致银行不愿意胃风险。三是

融资成本偏高。由于出口信贷期限较短、贷款额度低，“两优”贷款（对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

信贷)审批手续多、时间长、企业申请“两优”贷款审批—般需要 3〜5 年，利率平均高于外资银行 2

〜4 个百分点。

(三）境外投资的信息、人才、经验等要素尚显不足。一是信息获取渠道单一。江西企业境外投资

的有效信息主要来源于自行搜寻或者通过合作伙伴获得，渠道比较单一，同时对投资国的法律法规、

风土习俗、合作伙伴缺乏深入了解，给企业投资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风险。二是境外投资管理人才和经

验不足。境外资源投资与开发需要一批懂技术、備生产、懂外语，同时又懂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

贸易等知识，以及有国外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而这类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墦人才在江西十分缺乏

，制约了江西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

(四）符合国际规范的行业标准尚未建立。一是“行业标准”缺乏。一些国家规定关键零部件要遵

从本地采购原则，项目技术标准方面要求更多地采用欧美标准 3 目前，江西制造业生产标准和规范较

低，且尚未发布权威完整的外文版本，缺少与国际标准的衔接。二是检验检测认证制度尚未建立。江

西建立“一带一路”联系的沿线数十个国家，由于尚未形成检验检测认证互认格局，检验检测认证制

度和监管体系各不相同，双边贸易时需多次重复检验检测认证。三是技术标准对接难。一些采用先进

技术的行业标准，得不到及时修订，与国际标准的差距较大，因此省内投资方不得不聘请专家进行操

作。

三、推进建议



(一）以优势领域为重点，提升产业联盟核心竞争力。一要围绕“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和

中非“三网一化”合作，引导对外合作重点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及有丰富海外投资经验的企业，联合

有关行业企业组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联盟、海外能源资源开发联盟、海外工业投资联盟、海外农业投

资联盟和民营企业“走出去”合作联盟等五大产业联盟。二要积极推进与重点国家在基础设施、农业

、能源资源开发、传统优势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六大领域深化合作，加快建设江西海外加工

制造业基地、农业产业基地、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培育本土跨国企业，打造以我为主

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二）以多元化合作为方式，提高企业跨国运营能力。一要集群式走出去。鼓励江西企业加快建设

境外产业集聚区，大力引进国内外龙头企业来江西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积极探索与

央企联合、“互联网+走出去”等合作模式，带动江西省企业集群式参与国际合作。二要跨国并购走出

去。鼓励和支持江西企业与股权投资基金合作，开展跨国投资并购，获取境外品牌、技术、市场和营

销网络。三要产业链走出去。支持江西企业实施境外建营一体化 T.程，开展投资、建设和运营相结合

建营一体化项目，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

(三）以共建园区为载体，打造全产业链战略联盟。一要积极培育境外产业园区。依托“走出去”

企业战略合作联盟，发挥既有成熟项目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快建立非洲地 K 现代农业示范

园，搭建江西能源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合作平台，不断促进产业集聚和全产业链发展。

二要髙位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园建设。推动埃塞俄比亚国际轻下业城、马来西亚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

俄罗斯中格国际商贸城以及江西国际赞比亚中国投资贸易中心等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推动江西产

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四）以产融结合为支撑，释放金融资本乘数效应。一要加强省内金融政策资源的统筹安排和布局

，抓紧设计包含对外援助、政府补贴、政策性金融、商业资本等在内的，最优的金融支持组合方案。

二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江西企业在境内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资金，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

，建立省级层面重点项目信用保险统保平台，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增加中长期信川保险、海外

投资险规模。三要发挥基金的金融支撑作用 3 充分发挥“走出去”引导基金、海外基础设施开发基金

、海外资源能源开发基金、“一带一路”_际产能合作资金等金融资本的纽带和支持功能。

(五）以全面对接为策略，提高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水平。一要围绕国际前沿和先进的技术走向和

动态，鼓励省内企业在技术和标准上紧跟国际标准，与国外大公司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国际各类行业

标准的制订，调整自身技术和市场攻关策略，二要在基础设施、农业、能源资源开发、先进制造业等

领域强化产品研发，变被动为主动，按照本国产品技术的要求来制订国际标准,力争在一些国际标准制

定上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在培育引领性产业中，注意研究总结，形成新标准，在引进外资时，注重

标准类企业的引进，发挥其示范作用。

(六）以配套服务为保障，夯实国际产能合作基础。一要推动建立部省协同机制、双边及友城合作

机制、政锒企协作机制、省直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和省市联劫机制.全面 i 周劫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二要加快搭建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庠、企业海外投资联络平台、国别整体开发平台、综合信息平台等服

务平台，为江西“走出去”企业提供风险预娶、信息沟通、海外联络、金融和语言等多方面服务和支

持三要构建陆路、水运、航空国际开放大通道.实现无缝化开放大通关完莕全省“走出去”综合服务平

台.搭建由政府、锒行、保险、法律等四方机构共同参与的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助力企业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