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一帶一路”中的能源機遇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研究中，能源投資一直被看作為一種單向的、為了維

護能源安全和供應安全的角色。實際上，能源投資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

中之重。  

    在能源合作的過程中，有投資就有風險。能源投資金額相對較大，一旦沒有

很好地預估和把控風險，投資往往會因此血本無歸，使合作雙方的良好願望付之

東流。在預估風險的同時，我們也要清晰地看到，“一帶一路”建設中機遇遠遠

大於風險挑戰，我們可以使用國家、企業、社團包括人才等不同層次的力量去應

對，爭取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效益。 

   首先，中國與“一帶一路”區域中各國特別是俄羅斯、中亞、中東、東南亞、

北非等存在很長的歷史淵源，有著較為良好互信基礎。2015年，習近平主席對

俄羅斯、巴基斯坦、印尼等國家進行國事訪問，受到熱烈歡迎，這說明中國外交

的成功，也能看出中國政府有足夠的化解風險的能力。其次，與其他國家在“一

帶一路”沿途國家的企業相比，基於較為相近的國家階段、歷史交往記憶和社會

文化，以及早在上個世紀 80年代初就開始的“走出去”實踐經驗的積累，中國

企業更有優勢在“一帶一路”的沿途國家有著更好的發展機遇和潛力。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能源投資合作活動存在多種合

作模式。但是任何的合作和投資都是通過企業來實施，中國企業近年來在這一地

區的投資呈擴大趨勢。企業在投資決策時應充分認識當前存在的政治風險，做好

事前評估，利用情景分析準備多種預案，以確保投資安全。與此同時，還要發揮

已有的各種優勢，把握好“一帶一路”過程中的各種機遇。   第一，人才儲備

優勢。在中國企業中，油氣企業“走出去”最早，積累了豐富的海外經驗和人才，

在今後企業發展中仍然會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

前，沒有這種整體的實施倡議，但倡議的提出如同將沿途國家的投資穿成了一串

耀眼的珍珠項鍊，每個國家也如同這條項鍊上的每顆珠子，對其投資都已經打磨

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打磨的過程中，不同學科和領域已經儲備了一定的人才，包

括複合型、專業型、技術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今後要做的是結合“一帶一路”建

設，將人才進行整合，將珠子進行串聯，打造升級版的人才戰略，為能源發展保

駕護航。 

    第二，已有成果優勢。未來，無論是企業本身價值的實現還是技術的創新都

可以搭乘“一帶一路”這趟快車，突出在此區域中已有建設成果的優勢。例如在

大戰略佈局種，可以考慮將國內外管網進行拓寬和整合。中國不僅作為終端的消

費市場，還可以將管線搭建和延伸出去，變為能源的途經國。這樣一來，管網的

作用不僅停留在為能源服務，更多的是促進地區互利共贏，成為絲綢之路當中由

管線形成的絲綢管網之帶。 



 

 

    第三，管理經驗優勢。中國能源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幾乎都有投資，

對於當地人文、制度、體制的熟悉和應對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企業在服從國家

大戰略的前提下，要根據已有的經驗和產業特點，尋求一套滿足當地發展所需，

適應當地特點的管理方式，使得整個能源行業在"一帶一路"中得到再一次提升和

進步，特別是在低油價情況下，更好地抵禦不利因素給各行業帶來的巨大衝擊。 

在能源合作中，無論是管線建設、石油貿易，或者是技術和油服服務，以及資本

調動運作的能力，都是在以前“走出去”的過程中培養而來。因此，企業要抓住

機遇，將過硬的技術和良好的傳統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鞏固和重新打造。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同時也是國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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