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一带一路”中的能源机遇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中，能源投资一直被看作为一种单向的、为了维

护能源安全和供应安全的角色。实际上，能源投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中之重。  

    在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有投资就有风险。能源投资金额相对较大，一旦没有

很好地预估和把控风险，投资往往会因此血本无归，使合作双方的良好愿望付之

东流。在预估风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机遇远远

大于风险挑战，我们可以使用国家、企业、社团包括人才等不同层次的力量去应

对，争取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 

   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中各国特别是俄罗斯、中亚、中东、东南亚、

北非等存在很长的历史渊源，有着较为良好互信基础。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

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受到热烈欢迎，这说明中

国外交的成功，也能看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化解风险的能力。其次，与其他国家

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企业相比，基于较为相近的国家阶段、历史交往记忆

和社会文化，以及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就开始的“走出去”实践经验的积累，

中国企业更有优势在“一带一路”的沿途国家有着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潜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能源投资合作活动存在多种合

作模式。但是任何的合作和投资都是通过企业来实施，中国企业近年来在这一地

区的投资呈扩大趋势。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政治风险，做好

事前评估，利用情景分析准备多种预案，以确保投资安全。与此同时，还要发挥

已有的各种优势，把握好“一带一路”过程中的各种机遇。   第一，人才储备

优势。在中国企业中，油气企业“走出去”最早，积累了丰富的海外经验和人才，

在今后企业发展中仍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

前，没有这种整体的实施倡议，但倡议的提出如同将沿途国家的投资穿成了一串

耀眼的珍珠项链，每个国家也如同这条项链上的每颗珠子，对其投资都已经打磨

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打磨的过程中，不同学科和领域已经储备了一定的人才，包

括复合型、专业型、技术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今后要做的是结合“一带一路”建

设，将人才进行整合，将珠子进行串联，打造升级版的人才战略，为能源发展保

驾护航。 

    第二，已有成果优势。未来，无论是企业本身价值的实现还是技术的创新都

可以搭乘“一带一路”这趟快车，突出在此区域中已有建设成果的优势。例如在

大战略布局种，可以考虑将国内外管网进行拓宽和整合。中国不仅作为终端的消

费市场，还可以将管线搭建和延伸出去，变为能源的途经国。这样一来，管网的

作用不仅停留在为能源服务，更多的是促进地区互利共赢，成为丝绸之路当中由

管线形成的丝绸管网之带。 



 

 

    第三，管理经验优势。中国能源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几乎都有投资，

对于当地人文、制度、体制的熟悉和应对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企业在服从国家

大战略的前提下，要根据已有的经验和产业特点，寻求一套满足当地发展所需，

适应当地特点的管理方式，使得整个能源行业在"一带一路"中得到再一次提升和

进步，特别是在低油价情况下，更好地抵御不利因素给各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在能源合作中，无论是管线建设、石油贸易，或者是技术和油服服务，以及资本

调动运作的能力，都是在以前“走出去”的过程中培养而来。因此，企业要抓住

机遇，将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传统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巩固和重新打造。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是国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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