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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冷翠华 杨 洁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从夯基
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此进
程中，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发挥资金融通功能，提
供保险保障，深入贯彻绿色理念，服务国家高水
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
时，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也进一步提升。

“资金融通+保险保障”双翼护航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我国金融机构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投融资渠
道、完善投融资机制，努力构建长期、可持续的
投融资体系。一方面，银行机构通过信贷投放
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保险机构为项
目和相关人员提供保险保障。“政府+银行+保
险”的合作模式也进一步深化。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0日发布的《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白皮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共有13家中资银
行在50个共建国家设立145家一级机构。

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了“排头兵”作

用。十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深耕实体经济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该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有力
保障共建“一带一路”融资需求。截至2022年
底，“一带一路”贷款余额超2万亿元，覆盖超过
130个共建国家。同时，优化整合信贷、贸易金
融等多种金融产品，设计差别化融资方案，提供
多层次、多元化、综合性金融服务。

同样作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主
力银行，截至2023年9月末，国家开发银行累计
支持13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累计投放资金
2800多亿美元。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
保”）则充分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融资促
进功能，为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融资桥梁，共与
超过240家银行建立了业务合作，与39家中资银
行签署了框架和专项合作协议，引导各类合作
银行向出口企业和“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支
持。据中国信保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公
司支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和投资超
过1.9万亿美元。

商业银行方面，国有大行积极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保驾护航。雅

万高铁项目、中老铁路项目、匈牙利光伏
电站项目……一系列重点标志性项目

落地的背后，都少不了国有大行的
身影，其在推动项目落地见效、深

化重点项目资金支持等方面提
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

自2013年起，工商银
行坚持自主申设与战略
并购并举、新兴市场与成
熟市场并重，不断完善在

“一带一路”重点空白市
场的网络布局。工商银
行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截至2023
年6月末，工商银行已在
21个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设立125家分支机构，
与 143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443家外资银行建立了
业务关系，服务网络覆盖

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农业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

设立6家一级分支机构以及1家合资银行。依托
国际化的经营网络，近年来农业银行加大金融
支持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布局全球产业链
力度，为新希望集团、中粮集团等一大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收购国际农业项目，建立海外生
产、加工和运输基地等全球化产业布局，提供了
广泛的金融支持。

中国银行持续拓宽“一带一路”服务网络，
2013年至2023年，该行境外机构新增覆盖26个
国家，其中22个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截至
目前，中国银行境外服务网络覆盖64个国家和
地区，包括4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建设银行统筹运用国际银团、跨境并购、出
口信贷、项目融资、金融租赁等服务，为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提供金融支持。建设银行相关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
该行累计为波兰、塞尔维亚、阿联酋等34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248个项目提供金融支持，累
计签约金额378.9亿美元。

除提供资金支持之外，我国大型保险机构
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企业和人员提供
了全方位保险保障。例如，自2013年以来，平安
产险累计为1573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1.28万
亿元的风险保障。在中资企业外派人员风险保
障提供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平安产险已为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球共132个国家近3000
个中资企业客户提供超3500亿元的风险保障，
覆盖人群近37万人。

绿色理念引领可持续发展

随着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
入，金融机构也深入践行绿色理念，为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9月26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坚持把绿色作为
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建
设过程中，对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实行全流
程管理，督促项目切实执行东道国环保要求，鼓
励项目采用国际环保标准，引导、约束企业按照
国际生态环保理念和相关法规开发、建设、运营

“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银行授信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该行制定了《中国银行关
于进一步推进境外机构绿色金融工作的指导
意见（2022年版）》，对支持境外机构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相关工作明确
了原则、目标和工作要求，相关工作取得了
一定成效。

此外，银行机构还加大对绿色低碳项目的
融资支持力度，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
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进出口银
行融资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投入运营
后，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40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350万吨。工商银行则积极倡导并
践行“绿色信贷”理念，大力推广绿色金融创新
方案。

随着金融机构持续完善优化产品和配套功
能，多个“首例”项目也成功落地。近期，在多方
共同努力配合下，中国信保首例矿产行业中长
期出口信用保险项目——江西铜业墨西哥铜渣
选矿厂项目成功实现融资落地。该项目成功带
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冶金设备出口，既是利
用我国先进铜渣选矿技术帮助东道国有效化解
炉渣堆积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的“小而美”绿色
项目，又是变废为宝、实现多方共赢的国际产能
合作项目。

中国平安2020年3月份正式签署“一带一
路”绿色投资原则，是全球首家签署该原则的
保险集团。该原则旨在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议题纳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确保新投
资项目兼具环境友好、气候适应和社会包容
等属性。

跨境人民币使用增长迅速

我国金融机构持续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
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大
的金融服务力量也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
化进程。

今年7月份，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人民
币国际化报告（2022-2023）》提出，2022年，贸易
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人民币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近
50%，已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一大常用货币。

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中国银行着力推广跨境人民
币结算业务。发挥外汇外贸领域专业经验，积
极拓展跨境人民币产品服务。”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今年1月份至8月份，
中国银行境内机构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8.29万
亿元，同比增长22%，市场份额接近四分之一，
其中，境内机构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跨境人
民币结算业务9194.85亿元，同比增长27.16%。
中国银行境外机构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1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5%。其中，涉及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机构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5728.52亿元，同比增长90.41%，相关国家跨
境人民币使用增长迅速。

建设银行持续营销国际发行人到中国银行
间市场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进行融资。以跨境
融资业务场景为抓手，协助“一带一路”国际发
行人拓宽融资渠道，助力发行人提升国际资本
市场品牌影响力，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为波兰、
匈牙利、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涉及“一带一路”概念的国际主权机构发行熊
猫债14期，发行规模合计430亿元，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建设和相关
资金的借新还旧。

在服务边境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方面，农业
银行形成了自身的经营特色。据介绍，2013年以
来，农业银行陆续推出人民币与越南盾、老挝基
普、泰铢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币种的挂牌交
易，推动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使用。

谈及未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力重点，
上述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是全面深挖各领域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机会。把
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RCEP机制等国家重点
战略合作框架实施过程中的机遇，推动各项人
民币国际化业务的发展。二是加快开展人民币
国际化重点产品的推广和创新。继续大力拓展
人民币跨境资金池业务；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互
联互通项下的各项新业务，强化“债券通”的交
易能力、主动协助监管部门加快“互换通”的推
广。三是持续做好各类客户人民币国际化产品
服务。四是着力提升境外机构人民币国际化业
务竞争力。五是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渠
道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结硕果 银行保险搭“金桥”

苏向杲

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已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
组织签署了 23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资金融通作为

“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之一，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支撑，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其一，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扩大，合作机制日
益完善。截至2023年6月底，共有13家中资银行
在50个共建国家设立145家一级机构，大幅提升
了金融服务的便利度。此外，中国已与20个共建
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促进了贸易投
资便利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动成立
了多边金融合作机制、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
等，提升了金融互联互通的深度和广度。

其二，投融资平台持续拓展，丰富了共建
国家的投融资渠道。我国先后出资设立丝路
基金，并与相关国家一道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还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署合
作备忘录，这都有效撬动了市场资金参与共
建。另外，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还设立
了“一带一路”专项贷款，持续加大融资支持。

其三，投融资方式持续创新，满足共建国
家投融资需求。目前，我国已设立多个“一带
一路”主题基金和主题指数。证监会也启动了
境外机构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试
点。我国还发起设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等多个国际经济合作基金。

总体而言，过去十年，随着金融合作以及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完善，“一带一
路”建设的投融资效率持续提升、规模持续增
长。2013年至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
双向投资超3800亿美元，其中对共建国家直接
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

在肯定过去十年资金融通对建设“一带一
路”的强加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未来资
金融通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渠

道有待继续拓宽。目前资金来源颇为依赖政策
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纯粹商业化资金、民间资
本的投资有待扩大。未来，相关部门可持续引导
商业性银行、投资基金等多类资金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进一步优化相关项目的融资结构。

其次，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仍有加强
合作的空间。过去十年，“银行+保险”模式在
提升投资标的信用水平、促进投融资方面发挥
了良好效果。未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
险公司、担保机构等仍可强化投融资合作机
制，为资金融通赋能。

再者，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类
金融机构仍需探索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以
满足“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需求。近年来，金融
机构积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
遇，适时推出了诸多创新型金融产品。未来，
金融机构仍需加大创新力度。

十年征程再出发。笔者相信，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资金融通将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后的第二个“十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资金融通助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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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洁

近日，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旭光接受了《证券
日报》记者专访，详解该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积累的经验，以及对于未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
务效能的思考。

谈及过去十年的稳健前行，张旭光表示：“自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农业银行坚持发
挥大行责任和自身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
金融力量。2013年以来，农业银行累计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相关项目、贸易融资、中资企业
设备出口等提供信用支持超过1万亿美元。”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在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农业银行围绕完善
支持机制、丰富产品服务、搭建金融合作平台等
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

“农业银行以农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经
贸合作等作为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重点领域，
先后出台加强境内外联动支持‘一带一路’项目
等系列支持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
机制。同时，持续建立完善‘走出去’产品体系，
打造了‘农银跨境+’产品品牌，推出7大类80余
种产品，满足企业各类‘走出去’融资融信需
求。此外，2017年参与发起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加强与亚洲金融同业交流，支持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张旭光表示。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也
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经贸合作
的重要对接领域之一。农业银行坚守“三农”
定位，在服务“一带一路”过程中，助力农业合
作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高效协同的国际绿色
金融生态，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取得了
一定成效。

“今年前三季度，农业银行为企业农产品国

际贸易提供国际结算服务超840亿美元，发放国
际贸易融资超600亿元，同比增速均超过40%。”
张旭光表示，下一步，农业银行将坚持商业可持
续原则，充分发挥服务“三农”专业优势，加力服
务“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择优介入“一带
一路”装备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境外工程承包、
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领域项目，重点支持新能
源汽车、光伏储能设备等绿色产业“走出去”。

回顾十年，落地生根，硕果累累；展望未来，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张旭光表示，当前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可采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提供因地制宜的金
融支持。此外，目前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中
国金融机构参与较多，国际性金融机构参与仍
有提升空间。从融资模式来看，银行贷款等间
接融资方式占比较高，直接融资占比偏
低，今后可进一步探索健全以多
元化主体参与、多层次融资
体系为特征的“一带一路”
金融服务体系。

对于商业银行而
言，如何把握共建

“一带一路”所

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是一道必
答题。

张旭光认为，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可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配合提升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效
能：一是紧跟优质企业“走出去”，推动本外币一
体化经营，提升自身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二是
持续深化与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丝路基金等多边开发性机构合作，
依托代理行网络，共同为共建“一
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三是
在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指
导下，积极参与规则与
标准制定，推动中国
规则、规制、标准
走向世界。

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旭光：

发挥大行责任和优势 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金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