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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期

2015 年 3 月 18 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即将推出，规划的实施必将加快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而波兰作为中东欧地区的领头羊，GDP 增速从 1992 年到现保

持着 4.4% 的平均增速。该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09 年欧债危机中，

其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一直坚挺。2015 年 3 月 2 日，人大重阳思想沙龙第

21 期邀请到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拉夫沃米尔 • 麦伊曼（Sławomir 

Majman）先生就 “一带一路”倡议发表了来自波兰的看法，对中国企业

波兰投资局长：“一带一路”影响大于马歇尔计划

金融研究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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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去，如何防范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影响力大于马歇尔计划

麦伊曼（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首先 , 我想分享一下波兰对

于“一带一路”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波兰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是相符合的。中国目前已

经主动开展多边外交，而此前中国主要是专注于改革开放，双边关系的发

展。最近出台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当然中国的

多边外交不仅仅限于“一带一路”。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和 16 个中东欧

国家一起合作，即“16+1”，这样的合作机制，从政治、区域角度来讲是

全新的尝试。

最近中国采取了一些主动的态势，包括在中国、俄罗斯、乌克兰、欧

洲多边关系中。我认为，中国已经不像以往那样低调或腼腆了，中国在未

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采取柔和的政策，而是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这个

多边外交政策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中国的金融政策。“一带一路”让我们大家联想到二战之后美

国针对西欧经济复苏的 “马歇尔计划”。请允许我表达一个比较大胆的观

点，我认为从金融合作、经济合作角度来讲，目前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

合作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可能远远高于 1948 年、1949 年以及 1952

年的“马歇尔计划”。

第二，使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更有活力。中国针对中欧合作建立的 

“16+1”平台，把 16 个国家划成一个区域，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一个看起

来比较简单的区域划分。这 16 个国家当中既有欧盟成员国也有非欧盟成

员国；既有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匈牙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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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既有非常紧缺资金的国家，也有来自欧盟的资金

非常丰裕的国家。

第三，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这个区域受俄罗斯经济体的影响非常

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从政治、经济以及金融角度改变了俄罗

斯在欧亚大陆一贯的地位，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另一种解释是中国在欧亚大陆越来越活跃，俄罗斯在这个区域的作用

就不可避免地被削弱。

波兰及中欧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角色

波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吗？为什么波兰可以扮演相应的角色？

波兰的文化也比较多元。计划经济就像一件旧衣服消失了，也没有大

炮和战争。其实当时大家并没有要建资本主义，还是希望建社会主义，是

希望建立比较好的社会。

波兰是直接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后，波兰就是一个

非常腼腆的自由主义者。

我为什么要谈波兰这样的转型史？因为对于任何社会来讲他们都有一

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做出重大的改变，也可以选择做出改革。   

第二，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在过去的三、

四年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进程，就是中国的领导者、外交政策重

新发现了中东欧地区。波兰必须支持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因为波兰占

到该地区整个经济潜力的 40%。

因此，波兰和中国共同担负着促进区域合作的责任。波兰在“16+1”

政策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在欧洲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波兰前总理

目前是欧委会主席。所以，波兰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未来政治与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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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而全球的未来在亚洲，在中国。

中国的多边外交已经展开，波兰也致力于改变，目前的状态在于巩固

其经济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经济合作背景也是“一带一路”非常好的

平台。

第三，提几点期望。首先，波兰希望中国投资物流，希望加强波兰大

陆铁路交通枢纽罗兹的地位。我认为格兰斯特港可以作为中国“一带一路”

到波罗的海的终点，也可以取代汉堡港和鹿特丹港口的作用。

坦率地说，我认为，波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了解，同时中

国企业家以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波兰也并非很了解。所以，我们为

了改变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中国也可以像波兰一样，比方说建立

一些网站媒体平台，通过中方来建立这些网站平台宣传中国当下的经济发

展状况，社会状况，物流等各方面。

中波合作中的“不对称”

目前双方合作的挑战，客观地说有以下几点“不对称”：

第一，双方竞争力的不对称。我认为波兰政府竞争力不及中国政府。

第二，时间的不对称。中国制定政策能制定到 2020 年，而波兰本届

政府不知道下届政府想怎么样。

第三，双方相互期待不对称。我现在所在的波中经济合作中心，自从

去年 12 月份李克强总理访问贝尔格莱德之后，根据贝尔格莱德的会议纲要，

已成为负责整个中东欧地区以及中国促进协作机制的秘书处。据我所知，

绝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期待都是希望对其投资，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进行大量的绿地投资，中国主要是从基建和财务角度来进行投资。

第四，经济规模的不对称。中国一个省通常就会有数千万人口，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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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省顶多就 100 万人口，所以中国与波兰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非常像旅

游合作，解决方式之一只能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四个国家

并在一起，但也没有办法成为中国相对应的合作伙伴。

但我深信“中国梦”和“波兰梦”都会实现。    

        

“走出去”与“一带一路”的风险

宋承敏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副主编）：

第一，现在经济越来越国际化了，“一带一路”可以涵盖 44 亿人口

和 21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分别占世界人口的 63% 和经济体量的 29%。

第二，波兰和中国都有各自的作用。据我了解，波兰自 1992 年以来

经济一直在增长，货币也坚挺，和欧洲发生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而波兰

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波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刚才麦局长介绍了波兰这几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提到波兰是个温和的、

中性的社会。我觉得对中国企业来讲，增加了去波兰投资的兴趣。

讲到“走出去”与“一带一路”的风险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五点：

1、市场风险，最主要是市场在互联网时代进行着快速和深刻的变化。

2、汇率风险。

3、政治方面的风险，刚才麦伊曼局长也讲到欧洲不太平，比如乌克

兰危机。

4、有风俗和文化的风险，需要相互更多的了解。

5、法律的风险。

现在对双方来讲最主要的是加强创新和提高质量。除了技术方面以外，

我认为三点特别重要：

1、双方的经营理念要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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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的销售模式。

3、售后服务。

我说明一个观点，关于经营理念，第一阶段，是双方要赚钱；第二阶

段，是双方要赚大钱；第三阶段，是要赚钱就得围绕市场干；第四阶段，

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变化，我们还要紧跟市场跑；第五阶段，在对外经济合

作当中要看到前瞻性，不要看到现在波兰有什么，中国有什么，来进行合作，

而是要向前看 5—10 年，才会特别有前途，对双方才有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为了军事而是为了和平

栾大龙（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今天“一带一路”走出去不是

为了军事，而是为了和平。这个过程中我们利用军事身份做了许多和平的

工作。

2 月 27 日发生两件事情，一是首支维合步兵营先遣分队抵达南苏丹，

中国建设性介入非洲和平安全事务。要是没有步兵先遣分队到达，当地建

设机场的建筑工人就可能非常危险。

权益与对外合作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另外，

权益不仅考虑我们国家的权益，也要考虑合作方的权益。像波兰的朋友说

需要的是物流，我们给他解决物流的问题，不但有马路，还有铁路、航空、

港口，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走出去”如何与“一带一路”紧密结合

张菲（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中国“走出去”

如何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紧密结合，分享三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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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过十年多的积累，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跨国经

验，大规模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是大规模走出去的

一个必然趋势。

第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诸多的困难，这个困难表现在

企业自身的国际化能力； 其次是企业走出去会遭遇到东道国的政治和政策

环境的制约。

第三，国内自身针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管理和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所以“走出去”与“一带一路”这两大国家战略，应该怎么样更好地结合

起来？

1、我们认为这两者作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层次是不同的。“走出去”

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目标。但“一

带一路”战略构想，它的目标是综合性的，兼具经济、外交、国家安全领

域的目标。

2、实现战略目标的主体也不一样，“走出去”主要以企业为主题，而“一

带一路”主体包括沿线国家政府以及企业，尤其地理位置比较敏感的关键

国家可能会发挥相对主导作用。

3、实现战略目标的支撑点不一样。“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需要国际

化的规划，领先的技术研发、经营人才以及资金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需要这些来支撑它实现。“一带一路”目标是需要沿线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动，

包括在经济外交、法律方面的合作与包容。

4、这两个战略在实现目标的协同关系是不同的，走出去主要是企业

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冲突。但“一带一路”使得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方面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更可能存在冲突。

5、区域之间的大国可能会对“一带一路”有一些干预和影响，这些

都不容忽视。



8

我认为， “走出去”是对“一带一路”落实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两者

如何相得益彰、紧密结合呢？我的观点：

1、加强双边与区域投资谈判，支持新一代区域投资合作的形成。

2、要充分发挥边境合作区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平台和集成作用，要

以点带面，通过这个合作区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抓住沿线国家工业

化发展机遇，通过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产业领域的合作实现。

3、要协调促进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对外投资以及利用外资的关系，

尤其要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民间交流的作用。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一带一路”这个

倡议很前沿，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才刚开始，我们想对波兰朋友

说的是，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中国对世界的诚意，也希望与世界分享中国

崛起的力量，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深意的。对于这个事情怎么去推进，就体

现中国对外的一种协商民主，我们需要听外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政府是

有这样的诚意，“一带一路”的发展一定要符合各个国家利益方向。

麦伊曼：我们需要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拓宽，包括国家安全方面的合作。

宋教授刚才也提到了“走出去”战略的其他风险，我认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风险与波兰企业去非洲、印度的风险其实是共同的。当然，我们

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参与进来，而不是被边缘化，但前提是俄罗斯需要自愿。

我引用一下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先生讲的，“波兰是欧洲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