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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论坛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加

剧，水电因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开

发和运行成本低、环境污染小，在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

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佳选择之

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

《水电专题市场报告分析与2030

年预测》，2020年，水电占全球发电

量的17%，是继煤炭和天然气之后

的第三大来源。水电为全世界提

供了近一半的电力，其贡献比核能

高55%，也比风能、太阳能光伏、生

物能源和地热能等所有其他可再

生能源的总和还要大。在过去的

20年中，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增长

了70%，优先发展水电已成为世界

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三

大洲，尽管沿线国家水资源总量

丰富，电力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

时空分布不均，各国经济规模、地

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方

面差异较大，大部分国家水电资

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电网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且旱涝灾害频发、

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各种水问

题十分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同时又是世

界第一的水电大国，中国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电合

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双方互利合

作共赢，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中国

水电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共同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

能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

国水电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水电合作是中国开展“一带

一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中国全方位开展水外交，持续

深化国际水电交流和务实合作，

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

加快，成果丰硕。

（一）水电合作机遇持续扩大

近年来，中国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沟通磋商，合作共识

不断增多，为中国水电企业“走出

去”提供方向引领和政策支持。

2015年 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

指出要积极推动包括水电在内的

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

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

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

业链。2015 年 5月，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水电企业背景下中国水电企业背景下中国水电企业

““走出去走出去””的现状的现状、、挑战与对策挑战与对策
■ 肖 阳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水电企业凭借自身在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与国际市场经

验，“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成为引领和推动全球水电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不仅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

还应注意到当前中国水电企业还面临着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较高、水电投融资经营难点增多、技术

标准国际化相对滞后、企业海外公共关系维护不足、国际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等各种挑战，分析这些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电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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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

要加快电力“走出去”，积极开拓

有关国家水电市场，鼓励以多种

方式参与重大电力项目合作，扩

大国产水电装备和技术出口规

模。2016年，澜湄合作机制成立

后，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将水资源

合作与产能合作列为优先发展领

域，还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

年行动计划（2018－2022）》中提

出，将加强区域电网规划、建设和

升级改造合作，推动澜湄国家电

力互联互通和电力贸易，打造区

域统一电力市场。截至2022年 2

月，中国已经同 148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亚洲、非

洲、欧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

区国家，其中大部分都将水电项

目纳入合作范畴。

（二）水电工程项目日益增多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以中国三

峡集团、中国电建集团、中国能建

集团等为代表的中国水电企业，

凭借自身完整的产业链和较强的

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等优势，

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水电

业务，业务类型已从水库大坝及

水电站勘测、设计、咨询、施工、监

理、项目管理，拓展到水电装备制

造、城市供水、水环境治理、水资

源规划等领域，还带动了机电成

套设备、水工金属结构设备和自

有技术的“走出去”。根据中国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统计，截至2018

年底，中国水电企业参与的已建

在建海外水电工程数量约320座，

总装机8100多万千瓦，占有70%以

上的海外水利水电市场份额，中

高端水电市场几乎被中国水电企

业“包揽”，中国资本在海外水电

投资已超过2000亿元，遍布“一带

一路”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巴基斯坦尼鲁姆—杰卢姆水电

站、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柬埔

寨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乌干达

伊辛巴水电站等为代表的一批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工程相继建

成，为解决所在国长期困扰的电

力短缺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智

慧”，也为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

水电合作积累了工程经验。

（三）水电运作模式发展成熟

中国水电企业在水电运作模

式上因地制宜，持续创新融资渠

道，“走出去”模式趋于多元成

熟。在国际水电市场中，中国水

电企业已由传统的工程承包向

BOT（建造—运营—转让）、BOOT

（建造—拥有—运营—转让）、EPC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等模

式转变，并注重PM（项目管理）项

目和O&M（委托运营）项目的运作，

逐渐推进资本、管理经验和运维

能力输出，这些投资经营模式大

多采用中国资本、中国标准、中国

设备和中国技术，具有工期短、效

率高等优势，还推动了与水电工

程相关咨询、材料、劳务、金融、管

理、服务等板块多元发展。针对

海外水电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

需求大等难题，中国也创新融资

方式，积极探索多层次风险分担

机制。2016年，为解决中国在海

外首个全流域投资开发的梯级水

电项目——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

水电站的融资问题，由中国国家

开发银行牵头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组成银团，提供了

20年中长期外汇贷款，通过整合

不同金融机构的资源，确保为项

目建设提供大量长期资金，有效

分散了参与银行的贷款压力和风

险。

（四）水电企业责任不断夯实

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不

仅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

供应能力，助力所在国经济社会

发展，还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赢得了所在国的高度认可和

赞誉。以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

公司承建的老挝南立1-2水电站

为例，该项目自投产发电10年来，

累计发电超过50亿千瓦时，发电

量占老挝中部电网总装机容量近

1/3，还依靠其超过14亿立方米的

库存容量对河水实施动态调节，

有效解决了当地的防洪问题。为

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中国水电企

业先后修建了南立桥、沥青混凝

土公路、饮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以

及学校，每年定期开展植树增绿、

水质检测、增殖放流等活动。2021

年2月，老挝政府授予南立电站国

家级“劳动奖章”，以表彰其发电10

年来为老挝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

突出贡献。三峡南亚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承建的中巴经济走廊首个

水电投资项目——巴基斯坦卡洛

特水电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建

材、服务等行业经济发展，还联合

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江西理工大

学开展教育扶贫，启动三峡集团奖

学金计划，为“一带一路”和“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得

到了两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肯

定和民众的广泛支持。

二、中国水电企业“走出

去”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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