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1卷◆第 7期◆版本 1.0◆2017年 7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1一带一路的概述

“一带一路”战略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两部分构成（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目前包括了

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亚、独联体及其他国家，共计六

十个国家。“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我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

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界产业链条的战略载体。

2一带一路及其对建筑业发展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非大陆，既有活跃的东亚经

济圈，又有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

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论在国内需求还是未来

区域性经济合作方面，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都是非

常旺盛的。由于受到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等方面

的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明显存在东快西慢、

海强陆弱的问题。在“一带一路”覆盖的中国城市中，除上

海、浙江和广东等老牌外贸优势地区外，还包括东北三省、

云南、青海和新疆等外贸发展欠发达地区。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指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为建筑行业的民营外贸企业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新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同时，2015年 6

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办的“第 6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

建设高峰论坛”上，建筑行业专业人士也对“一带一路”沿线

地区将为中国建筑行业出口带来的新契机给予了高度肯

定。高峰论坛的资料及数据显示，预计 2015～2024年，全球

建筑业总产值将超过 6万亿美元，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都将

迎来新机遇。

3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建筑业发展的策略

3.1统筹国内外市场，推建筑业的协同发展。“一带一

路”战略，在海外明确定位了“起于中国、路经非洲、终于欧

洲”的海上、陆上经济合作走廊；在国内同样涉及众多省份，

规划项目同样众多，市场容量同样巨大，战略地位同样重

要。面对“一带一路”概念下的国内外市场，互相带动，协同

发展，构建重大区域性发展战略，而不能仅盯海外而忽视国

内。在海外市场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海外事业部的平台作

用，以海外事业部为枢纽，充分发挥中国建筑 30多年积累

的国际化资源，调整全球经营布局、统一业务规划、严格资

产监管。目前，中国建筑已设立 9个营销中心和 30个国别

组，初步形成覆盖非洲、东盟及周边、中亚、中东欧、拉美地

区重点和热点国家市场的营销网络，建立了跟随中国资金

海外投向搜集项目信息并快速反应的机制。目前在“一带一

路”涉及的六十多个国家中，中国建筑已在 43个国家布局

布点，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中涉及的 22个国家中，

中国建筑已进入 14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正在推进

多个项目。此外，中国建筑研究加大国别市场对国内子企业

的开放力度，增强子企业参与国际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具备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二级子企业实行授权制度，在统

一的市场统筹之下，给予国际化经营的自主权。在国内市场

配合方面，中国建筑推动战略性区域化经营，统筹全集团资

源，发挥地域、资源和专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对子公司进行

战略定位，实现内外联动。

3.2加强结构调整，推进建筑业的发展。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国际方面，仅亚洲国

家到 2020年，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就将达 8000亿美元。

国内方面，关于“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总

规模已经达到万亿元，涉及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多个领

域。“一带一路”的优先建设领域恰好给中国建筑产业结构

调整带来了巨大商机。“十三五”期间，中国建筑将根据自身

资源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统筹基础设施业务和海外业务

两大板块，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业务“走出去”，抓住基础设施

的关键通道和重点工程，聚焦道路、口岸、航空、能源等基础

设施工程，增强中国建筑在海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竞争

力，实现转型升级。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须汇聚

优势资源，在海外基础设施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3.3加强商业模式升级，推进建筑业发展。“一带一路”

为中国建筑优化发展方式、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升级提供了

难得的途径。中国建筑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齐备和全产业

链的优势，但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还

不能完全体现出中国建筑的专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而“一

带一路”项目的中国资金因素，使得我们在项目策划阶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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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为了促进建筑业的发展，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在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加大投入，同

时更好地融入、服务“一带一路”，基于此，本文概述了一带一路，简述了一带一路及其对建筑业发展的意义，对一带一路战

略下推进建筑业发展的策略进行了论述分析。

[关键词] 一带一路；建筑业；发展；意义；策略

89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1卷◆第 7期◆版本 1.0◆2017年 7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可全面、深入介入，更容易实施投资建造运营一体化，实现

公司从竞争激烈的施工领域向投资、规划、设计、建造、运

营、服务等纵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建筑在国

内投资建设深圳地铁九号线等国内多条地铁线路和一批

PPP项目的成功实施，已足以说明我们纵向一体化发展的

愿望和实力。

3.4加强风险防范，推进建筑业的发展。必须清醒的认

识到“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区域政治风险高、法律环境差、汇

率风险大，宗教和民族问题关系复杂等特征，必须强化风险

控制。（1）对于新开拓的市场，要对项目所在国和所在地区

的法律环境、政治环境和宗教文化等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

和研究，对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情况也要提前把控。所有投

资、建设、运营、纳税及退出机制都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盲目行事。（2）对于成熟的市场，

大力推行属地化经营，融入当地社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水平，系统性地为客户提供解决问题

的一揽子方案。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施工成本、管理成本，提

高市场竞争力，并且在参与建设、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开

展公益事业的同时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此外强化政府支持，推进建筑业发展。当前中国企业

“走出去”还面临着许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问题需要解

决，比如说，国家增强对“走出去”企业的保护，避免由于项

目属地国由于政府的更迭、内乱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个别国

家政府不承认或停止相关项目实施的可能性，给中国企业

造成重大损失，中国建筑曾经在伊拉克、利比亚有过如此教

训。还有就是推动人民币的海外投资，金融机构做好服务，

利用财政支持、免税等办法，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帮

助企业推进 PPP业务。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核心，推进建筑业发

展时，必须通过统筹国内外市场、加强结构调整、加强商业

模式升级以及强化政府支持等策略，把握“一带一路”给建

筑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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