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交“一带一路的发展：风险、实践和制度”会议论文： 

顾此失彼？抑或二者得兼？ 

——中国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对政治必需与商业利

益的平衡艺术 

论文摘要：中国中央企业承担着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重要职能，

同时也被公开宣布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实施“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被大

多数经济学者认定为经济效能低下、投资风险过大、资本回报较低的

地区。显然，中国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看起来更像是一项

政治任务而非理性的商业运作。那么在此过程中他们如何平衡政治必

需、巨大的投资风险与国资增值保值、壮大资本规模之间的关系？研

究表明，中国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非顾此失彼的行为。

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前，多数

中央企业已经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因而并不完全是政治驱动；

二是包括亚投行等与一带一路直接相关的金融、保险机制的设立与完

善，确保中央企业服务“一带一路”更容易获得资金扶持，使其在承

担高风险的同时可望获得高收益；三是尽管可能遭遇投资失利，但通

过政府的国内运作，大量央企可望在其他方面获得经济和政治补偿，

这使其整体获益超过了单一项目得失，由此成为中央企业热衷于一带

一路建设的内在动机。对中国中央企业而言，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根

据自身专业分工积极投身其中，是一个兼具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的选

择，这是西方同类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独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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