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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大举进军东盟和其它国家 
 

概况介绍 1——执行摘要 

 

过去十年，中国已成为国际投资和金融的主力军之一，这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融资。近年来的一系列主要发展促进了中国在国际金

融中的作用，其中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最

受瞩目。中国近年来也成立了若干投资基金，比如丝路基金，并向政策性银行注入额

外资金，专门支持海外业务。此外，通过 2013 年宣布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重

申了对境外投资的支持。这些新机构、新计划集中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鉴于东南亚对

中国在经济上、战略上的重要性及毗邻的地理位置，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融资扩张计

划中重点突出该地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的成立代表着数十年来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的最大变革。截至 2016 年中，

57 个国家已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法定资本是 1000 亿美元。中国持股最多，

约占 30%，并拥有 26%以上的表决权。该行将集中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和“其它生产性

领域”融资，其目的是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创造财富并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1该行于 2016 年 4 月和 5 月宣布了第一批项目，包括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公路工

程、孟加拉国的供电项目和印度尼西亚的贫民窟改造项目。 

与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管理层相比，亚投行的管理层

可能拥有更大的项目审批权力，前者依靠董事会对此类决策进行监管。2 该行行长金

立群曾强调，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廉洁”，致力于发展基于伦理标准的强有力的制度

文化，对腐败持“零容忍”态度。3 2015 年，亚投行就《社会和环境保障框架》组织了

与利益相关方的简短磋商，但该过程仍受到了民间社会团体的批评，称其并不充分。

该行于 2016 年正式通过该框架，同时还正式通过了《信息披露暂行政策》、《企业

采购政策》和《行为准则》。 

《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旨在推动亚投行开展可持续发展项目，保护弱势群体并

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然而，该框架也存在若干缺陷和空白，移民安置标准和土著

人民操作标准也落后于最佳实践和国际人权标准。 

中国一再强调，亚投行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工作相辅相成，无意充当竞争者角

色。2016 年，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签署合作协议。各类其它机构也表示愿在将来与该行合作。尤其是在亚投行与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类似机构联合融资的项目中，合作机构的社会和环境标准或保障

政策可能适用于此类项目。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联合融资还可能意味着如果人

们因项目受到损害，则可以向已设立机构的问责机构提出申诉。 

亚投行成立的消息引发诸多讨论，认为它会挑战现有的开发性金融秩序。然而，

亚投行打造自己的规模尚需时日。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公开表示欢迎亚投行，并将对其

早期项目进行联合融资。这为亚投行提供了学习对方的保障、问责制度的机会，同时



2 
 

为东盟地区及其它国家的民间社会团体通过已建成渠道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沟通网络

与亚投行建立联系提供了潜在的切入点。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于 2013 年，旨在通过交通、能源、贸易和通讯基础设施领域

的发展提升中国与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促进多个领域的

投资合作，包括农、林、渔业和能源产业。4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具体计划或单一融资

手段，它为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投资勾勒了整体愿景。中国政府称，该倡议已吸引 60 余

个国家参与。 

中国强调了“一带一路”的共同利益及通过增加合作和投资来造福基础设施落后国

家的潜力。该倡议既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也有利于中国在这些地区增强

经济影响力。沿线的许多国家已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该计划将有

望支持并深化这些关系。“一带一路”愿景强调中国西南部作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包括经由缅甸、老挝、越南）的门户以及“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进行开放”枢纽的重

要性。5 

未来几年内，“一带一路”倡议内的项目将耗资数十亿美元。融资来源有多个，许

多并不是新来源。比如，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十几年来一直

为处于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融资。中国的商业银行、股票基金和投资公司在沿

途的许多国家也十分活跃。多个实体已建立新基金并获得国家额外拨款，专门用于支

持“一带一路”项目。亚投行也有望为该计划路线内的项目进行融资。 

 

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 

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融资来源是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在东南亚国家联

盟（东盟）地区中运作的两大此类投资基金是丝路基金和中国—东盟基础设施投资基

金，两者在未来几年均有业务拓展计划。 

丝路基金创建于 2014 年，资金规模 400 亿美元，目标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6 该基金的投资重点是重大基础设施和互

联互通。丝路基金表示，它致力于促进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并“尊重国际标准和

原则，遵守中国和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7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针对所投资项目是

否存在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以及缓解措施；如果存在，具体内容是什么。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创建于 2013 年，投资目标是东盟国家的基础

设施、能源、自然资源。8 初始资本是 10 亿美元，目标资本是 100 亿美元。中国进出

口银行（Eximbank）作为主要出资方牵头成立该基金，并出资 3 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IFC）在 CAF 中持有股份并出资 1 亿美元，占一期资金

的 10%。9 CAF 一期投资了 11 个项目，包括电讯、采矿、交通和能源项目。中国打

算为该基金的二期募集 30 亿美元。10 

CAF 网站称，它“专注于不仅为被投资公司带来收入增长、还能为社区带来重要价

值的可持续投资”。11 2014 年 7 月，CAF 发布了《关于在东盟地区投资的社会责任与

环境保护参考指引》，该指引采用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CAF 要求所有从 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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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投资的公司和项目遵照该指引。CAF 指引的采纳和发布代表着它在社会及环境治

理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是其它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基金尚未迈出的。尽管该基

金尚未建立申诉机制，但国际金融公司的 10%股权意味着投诉可以提交给它的问责机

构——合规顾问/巡查官办公室（Compliance Advisor Ombudsman）。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 

本报告主要探讨中国对外基础设施融资的近期发展。然而，为了支持国家“走出去”

战略，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已经在境外运营了十几年。通过此战略，中国政府推动中国

企业在海外扩张、利用外汇盈余加快获取全球市场、自然资源和技术。国家开发银行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推动该战略的实施，在境外投资数十亿美元。自“一带一路”倡

议宣布以来，中国政府在两家银行中注入了大量追加资本。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均有环境和社会标准。国家开发银行从未对外发

布具体政策，中国进出口银行则发布了一项基本的、适用于国内外项目的环境评估政

策。两家银行均有权对在项目中未恰当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客户发出警告。然而，

两家银行均未披露详细项目信息，评估方式并不公开、透明，也没有供受影响民众进

行申诉的正式途径。缺乏透明度严重限制了两家银行的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有效性。  

 

结论 

中国在东南亚交通、能源、电讯基础设施发展中已发挥巨大作用。中国是柬埔寨、

老挝和缅甸的最大投资方，中国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投资也相当重要并

不断增加。东盟十国已全部加入亚投行，东盟地区也位于“一带一路”路线图内。基础

设施融资的获得有望对东盟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亚洲的基础设施资金严重不足，多数东盟政府显然热衷于吸引大型项目投资。本

文讨论的机构和计划有利于解决此需求，并可能促进资金大量涌入该地区，支持区域

更加快速地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增强中国和东盟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连通性。

但与此同时，如果缺乏适当的透明度、保障和问责机制，对人口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将可能抵消产生的好处。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已正式通过了基于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的政策，亚投

行也正式通过了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目前正在制定申诉机制。然而，中国投资者的

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总体来说较为基础，不对公众披露，也不接受公众监督。本文讨

论的双边投资者均未发布大量项目文件，也没有建立申诉或问责机制。在此背景下，

鉴于亚投行的保障机制仍未经过检验，所以仍需密切监督该地区任何基础设施贷款的

增加情况。 

该地区的民间社会团体可在监督以及参与这些计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加深

理解这些机构和计划、监测它们的发展和活动并提升公共意识，民间社会将能够更好

地争取更稳健的标准，加强问责制，以保护受影响社区和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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