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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马

来西亚积极响应。马哈蒂尔总理执政后，马来西亚政府因为财务状况决定取消隆

新高铁、东海岸铁路计划和两项油气管道计划，其中东海岸铁路计划和两项油气

管道计划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大型基建项目。马来西亚目前的债务负担

比较重，政府债务有 6868 亿林吉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0.8%；一些政府担保

的机构无法还债，政府必须代还的有 1991 亿林吉特，占国民生产总值 14.6% 。

2018年 11月底马来西亚外汇储备为 1020 亿美元（约 4251.27 亿林吉特）。在美

国新一轮加息周期引发美元升值的情况下，马来西亚面临资金外流的危险。“中

国债务论”近期在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引起民众的关注和警惕，一些国家的不

同党派由于选战需要有意识地强调债务风险，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更加重了这一忧

虑。例如马尔代夫新政权上台后，新财长阿米尔表示，中国在马尔代夫进行多项

基础建设计划的价码比原先提高了许多，未来的目标是消减基础设施的成本。 

债务负担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马六甲的皇京港建设在

2018 年 11 陷于停顿，根据相关信息，马来西亚现政府没有叫停皇京港项目，皇

京港的发展商马来西亚凯杰集团与承建商中国电建集团因为陷入支付问题而停

工。从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今后马来西亚的大型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会得到严格控制，已经上马的工程项目可能会削减规模。马来西亚新政

府会出台一些新措施，吸引他国与中国竞争。鉴于马哈蒂尔总理以往执政期间与

日本结下的友好关系，中日在马来西亚的竞争不可避免。 

马来西亚的情况提醒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时，

要考虑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和外汇储备，如果因为好心没办好事情，引发对“一

带一路”的观感就不好了。但“债务负担高并不等于投资就要完全刹车”，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 2019 年 2 月 13 日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采

访时做了上述表示，并且说：“国家遇到经济困难要在动态中调整。”各个国家的

情况不同，涉及“一带一路”的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也有差异，所以不宜一

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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