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能源投资
政治风险指数出炉

本报讯 近日，《2017“一带一
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
报告》在北京发布。从区域来看，
投资风险较高地区是南亚和西亚
北非，投资风险升高明显的区域
是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但整体
来看，中东欧的投资风险仍然较
低，中亚较稳定没有大变动。

《报告》分析主要有三个因素
导致了以上变化：一是欧元的大
幅贬值对中东欧等国家的汇率变
动产生剧烈影响；二是乌克兰危
机后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产
生种种后果；三是国际油价下跌
打击资源国经济。

《报告》认为，通过能源合作
投资既可加强“一带一路”地区
国家的能源安全、减少地区贫
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也可为
中国与沿途国家开展其他合作
奠定基础。

《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能源与资源战
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许勤华领衔的
研究团队完成。《报告》综合了经
济基础、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中
国因素、能源因素和环境风险等
六大维度37个子指标，参考了共
11个大型全球数据库，以全面量
化评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64
个沿线国家的能源资源投资政治
风险程度以及主要变化原因。

许勤华提醒，有投资就有风
险，能源投资金额相对较大，所有
风险中政治风险最不可量化和把
控，更需要提前预防。越是能源
资源投资环境风险高的国家和地
区，因为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责任的高压力，原本不清晰不完
善的环境法律规章就越有突然改
变或者被高度政治化的危险，给
能源资源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也
就越大。

（马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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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俄罗斯已经牢牢占据了
中国跨境电商交易的头把交椅，而
且增长势头不可遏制。俄罗斯
2016 年电商交易规模约将增长
5.3%，达到 216亿欧元。

然而，与跨境电商贸易迅猛发
展并不匹配的是，物流已成制约对
俄电商发展的瓶颈和最大痛点。
目前，中国电商已开始整合资源，
欲打破对俄物流的瓶颈。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中国电子
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与俄罗斯时代
集团股份公司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民间交流机制平台北京新欧亚时
代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合作备
忘录，拟在俄中部城市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共同打造中国电商“卖全
球”的示范项目——俄罗斯电商物
流转运中心。

俄物流渠道存短板

艰难的经济形势与俄罗斯卢
布的贬值，并没有影响俄罗斯的网
上跨境贸易，其中增长份额最大、
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跨境电商。

来自速卖通的数据显示，刚刚
过去的 2016 年“双十一”，俄罗斯

的交易额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位的
是巴西。俄罗斯排在首位并不令
人吃惊，“不仅仅是‘双十一’，俄罗
斯交易额排第一实际上是一种常
态。”阿里巴巴有关人士表示。

然而，与中国电商对俄交易极
不匹配的是俄罗斯境内的物流体
系。“整个交易体系信用不完善，不
完善背后的主要瓶颈是物流。”有
业内人士如是分析。

顺丰的一份快件服务参考时
效表显示，发往俄罗斯以及东欧方
向的包裹，俄罗斯耗时最长。单票
重量 2 公斤以下的国际小包，至俄
罗斯的时间为 15 至 25 天，至立陶
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等国
为 10 至 15 天；单票重量小于 30 公
斤的国际电商专递，到俄罗斯主要
城市 10 至 15 天、偏远地区 15 至 30
天；单票重量小于 70 公斤的包裹
到乌克兰为 9至 14天。

“到俄罗斯的包裹时间较其他
国家时效要长，首先是因为俄罗斯
幅员辽阔，东西跨度 9000 公里，平
均下来时效肯定要拉长。但最主
要的原因还是物流体系效率低造
成的。”顺丰一位负责海外业务的

人员表示。
“顺丰对俄包裹递送日均 5 万

件，要先发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并
入其发往俄罗斯的邮件当中，才能
进入俄罗斯的邮政派送体系。”上述
人士表示，俄罗斯只与万国邮联体
系内的中国邮政合作，其他民营物
流企业被屏蔽于俄境内快递派送业
务之外，所以只能走这样一个路径。

相对于顺丰的爱沙尼亚转运，
俄速通的包机运送似乎便捷了许
多。“我们的渠道是哈尔滨到叶卡
捷琳堡的包机，使用的是俄罗斯航
空公司的飞机。但也避不开俄罗
斯邮政体系，快件抵达俄罗斯，仍
将交由当地邮局来派送。”俄速通
常务副总经理付禹森表示。

“令人困扰的是，俄罗斯政治
因素干扰较大，渠道今天开了，明
天就可能关了。物流渠道的稳定
性是非常重要的，两国政策的不匹
配，也会给物流运营造成很大影
响。”付禹森表示。

中俄联手打造电商物流转运中心

电商贸易迅猛发展，物流体系
却饱受诟病。该如何突破俄罗斯物

流壁垒，中国电商正在整合资源尝
试破冰。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中国电子
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与俄时代集团
及新欧亚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拟
在俄中部克市机场共同打造中国
电商“卖全球”的示范项目——俄
罗斯电商物流转运中心。“跨境电
商最大的瓶颈是物流，这一点在俄
罗斯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计划将
克市打造成中国电商卖全球的首
个示范样板。”中国电子商务物流
企业联盟秘书长干为表示。

2016 年 3 月，中国六部委联合
发布的《全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专
项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
出，中国政府要扶持 3 到 5 家有跨
国服务能力的物流公司和企业，走
向国际化。

“与俄罗斯的合作项目将是中
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 2017 年
的重要项目之一。”干为表示，中国
电商“卖全球”目前最大的市场在
俄罗斯，电商协会有能力整合资源
与俄方密切合作。

俄时代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
民营企业基础元素集团旗下公

司。俄时代集团公司负责人表示，
与中国电商物流企业联盟合作项
目，在电子清关、海关检验、税收等
各项政策方面，均将按照电商自贸
区的标准和要求来设计。通过此
项目争取打破俄罗斯物流壁垒，让
中国更多优秀的物流企业进入俄
罗斯经营。

在克市建设电商物流转运枢
纽，可以免去货物先运至位于俄罗
斯以西的国家，然后再向东折返到
莫斯科，再由莫斯科分派至全国所
枉跑的距离和枉耗的时间。经过
测算，直飞或者经停克市，平均消
减航程 7.5%，消减航空运输成本，
减少飞行距离达到 4000 公里，提
高飞机有效的载荷超过 20%，燃料
成本降低 8%至 10%。

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驻
华事务顾问、中关村通用航空产业
联盟理事胡轶强认为，上述数据对
航空公司和物流企业具有很大的
吸引力，双方可因此获得更多经营
上的优势，航线的安排可以更密
集、购买小型飞机的财务压力更
小、可以更加灵活地配置运力，避
免亏损的发生。

中俄共破跨境电商物流瓶颈
■ 李慧敏

随着银行不良资产暴露、企
业债务高企、资本外流，唱衰中国
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国建设
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在出席 1 月 16
日的（香港）亚洲金融论坛时提供
了他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他指出
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是可控的，
中国建设银行也在通过债转股解
决企业的杠杆率问题；而关于人
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问题，他认
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银行应该有
意识地让资金流回国内。

中国企业杠杆率确实很高

王洪章指出，即使最近几年暴

露出了不良贷款问题，但中国不良
贷款的比例在国际银行中仍旧相
对较低。并且他认为不良贷款高
发期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以建行
为例，2015年是建设银行不良贷款
暴露最多的时候，2016 年比 2015
年新暴露的不良贷款大幅降低。

不容忽视的是，现在中国企业
的杠杆率确实很高，王洪章给出的
数 据 是 80% 、90% ，有 的 甚 至 是
100%的杠杆率。现在建行已与多
个省市的龙头企业合作，通过债转
股方式把企业杠杆率降下来。王
洪章也坦言，目前债转股的展开还
需要人才和法治、制度体系的完

善，建行还在不断摸索中。

汇率变动是很正常的

关于人民币贬值的问题，王
洪章认为“变”是正常的，“不变”
反而不正常。因为汇率与经济增
长速度、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上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联系在一
起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影
响一个国家的汇率；而另一方面，
他指出现在到了外汇管理的新阶
段，他认为这个阶段不会长时间
持续，只是一些临时性措施，对中
国进出口包括人民币长期稳定不
会有太大影响。

王洪章认为，目前资金回流
不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以建
行举例，建行支持境外的“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一些进
出口贸易、企业并购等业务，那么
在做这些海外业务时，需要有渠
道和机制让资金流回到国内来，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他提出的解
决方案是，考虑项目时，首先考虑
能不能采用中国的技术，能不能
采用中国的产品，能不能使用中
国的劳动力，这样钱出去还可以
再回来。他认为在这方面无论是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还是银行，都
做得还不够。 （澎 湃）

1月16日，随着中车大
连公司生产的第3148号轻
轨车辆在菲律宾成功组装座
轮，标志着中国中车出口菲
律宾48列轻轨车辆实现全
部交付。据介绍，此次交付
的轻轨车辆出口合同签订于
2014年1月，合同金额约为
5.4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是
中国轨道装备企业首次进入
菲律宾市场。大连机车方面
称，列车将用于菲律宾马尼
拉轻轨3号线的客运作业。
该车辆总长约31米，宽2.5
米，高 3.65 米，最高运行时
速65公里，具备4列车辆重
联运营的能力。

中新社记者 初晗摄

黄海客车远赴加纳
中国制造登陆黄金海岸

日前，84辆黄海12米豪华空
调巴士，在丹东黄海新能源生产
基地顺利完成验收，启程前往大
连港，并从那里远渡重洋，最终登
陆西非国家——加纳，交付到用
户手中。据了解，近年来，黄海客
车累计出口至加纳市场的豪华巴
士已达202辆。

加纳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
因盛产黄金，独立前被称为“黄金
海岸”。在西非国家中，加纳的经
济较为发达，政局稳定。近年来，
政府十分重视道路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加大在公共交通上的投
入，首都阿克拉的快速公交系统
和来往于附近城市的公交线路颇
为发达。自 2015 年起，共有 100
多辆黄海牌 12 米豪华空调巴士
在加纳陆续投入运营，美观大气
的外形、稳定可靠的性能、耐用节
能的品质，深受当地民众喜爱，成
为阿克拉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而车身上醒目的HUANGHAI商
标也让加纳人民充分感受到“中
国制造”的魅力。

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
完成美国FDA Ⅲ期试验

近日，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复方丹参滴
丸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
验结果的公告》披露，天士力复方
丹参滴丸已完成美国 FDAⅢ期
临床试验，经多中心、随机、双盲、
安慰剂平行对照临床试验研究证
明：复方丹参滴丸治疗慢性稳定
性心绞痛安全有效。

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也成为
全球首个完成美国FDAⅢ期临床
试验的复方中药，对中成药在世
界范围内的推广具有重大意义。

天士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复
方丹参滴丸实现了中药历史性的
跨越与突破，首次向世人证实复
方中药也可按国际标准进行临床
评价，为中药走向世界带来广阔
前景。”

东方风电出口俄
直驱风电机组起运
1 月 11 日，东方电气风电有

限公司在天津基地（东方电气天
津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俄罗
斯乌里杨诺夫斯克（Ulyanovsk）
项 目 发 运 仪 式 ，一 台 台 直 驱
DF2.5MW—110 机组好似“新嫁
娘”，着上DEC的盛装，即将发往
港口，“中国造”风电机组 2017年
将旋转在美丽的俄罗斯上空，为
俄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俄罗斯是传统能源大国，更
是传统的重器之国，以往，中国购
买、引进俄方机械、技术屡见不
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智造与技
术进步，中国企业渐渐受到俄方
青睐，2016 年，俄罗斯正在筹建
的首个规模性风电项目就选用东
方电气风机。去年 8 月，东方电
气先后与俄方乌里杨诺夫斯克州
及芬兰富腾公司（Fortum）签署合
作备忘录和项目供货合同。项目
首期装机 35MW，计划于今年并
网投运。

中国铁建参建亚吉铁路
发出首列旅客列车
近日，亚吉铁路首列电气化

旅客列车在吉布提那噶德车站成
功发出，标志着“海外首条全产业
链中国化”的电气化铁路在运营
方面向前迈出一大步。

当日，吉布提总统盖莱、埃塞
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偕两国
交通部部长、铁路公司管理层全
体人员早早地来到车站。中国驻
吉布提大使符华强，国际铁路联
盟、非洲铁路联盟、中国进出口银
行等代表出席始发仪式。

亚吉铁路由中国铁建等中国
企业承建，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
等多家单位参与施工，西起埃塞
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迄
吉 布 提 首 都 吉 布 提 市 ，全 长
756.13公里，2012年初开工，2016
年10月5日通车。

2016 年 7 月，中国铁建与中
国中铁联营体成功签约亚吉铁路
运营维护项目，将为这条铁路提
供6年的运营管理服务。运营牵
头单位中土集团与运营实施主体
单位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密切配
合，完成了客乘组织岗位在当地
的招聘和培训、列车“冷滑”“热
滑”试验等工作，确保了首列旅客
列车顺利始发。（本报综合报道）

建行董事长王洪章：

企业和银行应有意识地让钱流回来

近日，我国商务部与海关总署
向各企业直接下达 2017 年第一批
成品油出口配额。从目前统计的数
据来看，去年获得配额的12家地炼
企业今年暂时均无新配额。

目前，对于为何去年 12家地炼
企业均无新增配额的原因也无官方
解释，而对于这些企业去年配额的
完成情况，因统计口径的不同也有
不同的数据。

不过，地炼企业对于出口成品
油的态度依然积极。“在出口这方面
不够熟悉，2016 年才开始摸索，出
口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销售渠道。”
一位地炼企业相关人员表示。

地炼出口路径

作为“非正规军”的地炼企业，
尽管炼化产能巨大，技术也在不断
成熟，但是其出口是从 2016年才开
始摸索的。

2016年新年第一周，山东地区

4家地炼企业正式获得成品油出口
配额，其中东明以 9万吨汽油、3万
吨柴油的第一批出口计划量占据首
位。其次是弘润石化、亚通石化和
利津石化。

而在去年，国家陆陆续续向 12
家地炼企业开放了出口配额计划，
天弘、汇丰、鲁清、垦利、齐润、京博、
宝塔和华锦获得了出口配额。

根据安迅思中国统计，上述企
业中 2016 年出口量最大的为弘润
石化，共出口35.8万吨；其次为东明
石化，出口16万吨。

因初获出口配额，各企业在相
关方面的经验和渠道都比较匮乏，
所以其出口渠道大致分为两种：一
种是借助国内相对成熟企业的渠
道，向外出口成品油；另一种是依
靠自己开拓市场，直接向海外客户
出口。

第一种出口路径的代表企业是
弘润石化和华锦石化。前者借助股

东之一中化集团的渠道，利用山东
相对优良的港口进行成品油出口；
而后者则是借助中国兵器集团的出
口配额和渠道向外出口。

而有业内人士表示，东明石化
也曾借助中石油的出口渠道进行成
品油出口，但目前并未有双方直接
公布的交易信息。

第二种路径的企业则相对少很
多，同时也需要寻找到拥有客户渠
道的批发公司。例如鲁清石化在去
年 8 月份，与托克公司合作进行汽
油出口，3.5万吨 93#国四汽油从莱
州港出发，出口至南美。

“地炼企业因为对国外市场不
熟，在出口成品油时基本是放到新
加坡的现货交易市场，出口地区也
集中在东南亚。”卓创资讯成品油分
析师臧文刚表示，“与托克公司的合
作也是为了寻找有渠道和经验的合
作伙伴，毕竟靠炼厂自己来完成整
个交易在现阶段不太现实。”

而安迅思中国研究总监李莉表
示，地炼企业由于体量较小，机制灵
活，可以依靠市场情况调整生产和
销售节奏，不排除将来建立相对成
熟的出口机制。

内需增长缓慢

依据普氏能源提供的数据，中
国石油表观需求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小幅上扬了 1.1%，增至 1112 万桶/
天。而 2016年 10月中国也首次跻
身世界关键石油产品净出口国之
列，平均净出口额为4000桶/天。

“但这一数据在去年 11月份立
刻翻转，中国又成为了净进口国。”
标普全球普氏高级石油分析师宋燕
玲表示，“而导致翻转的原因并不是
燃料油（汽柴煤油）进口的增加，这
一进口量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大
幅度下降的趋势，10 月同比暴跌
23.3%。”

她认为来自地炼企业提供的大

量燃料油供给，导致中国对这一油
品的对外依存度显著下降。

“地炼企业目前也在逐步淘汰
落后产能向高端进军。”李莉表示，

“同时，成品油的需求尽管增长缓
慢，但仍有一定的空间。在 2017年
两大千万吨级炼厂投产的情况下，
产能过剩的情况或有一定加剧。”

市场地位的强势在地炼竞争者
的口中得到了印证，“受地炼冲击，
我们炼厂的开工率一直受到很大影
响，我们正在调整生产比例，拟更多
生产化工产品而非燃料油。”一位北
方国营炼厂的负责人表示。

而地炼企业目前也在逐步增
加高端产品的生产，希望能够提供
附加值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有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生产国VI
标准的汽油，并且汽油标号也有能
力提升到 98#，通过进入高端市场
来扩大影响力。”一位地炼企业人
士表示。

缺席首批成品油出口配额

地炼企业向高端进军
■ 綦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