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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 背景下
中亚五国投资环境评估与建议

丁志刚　 潘星宇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中亚地区吸引外国投资水平不断提高ꎬ 但主要

投资领域仍是能源和资源开发ꎬ 农业、 轻工业、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

是中亚五国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ꎬ 但受政治安全、 基础设施条件、 制度和

法律环境等因素所限ꎬ 针对这些领域的外国投资仍然较少ꎮ “丝绸之路经济

带” 战略的实施和 “亚投行” 的建立有望改善中亚地区的投资环境ꎬ 在此

背景下ꎬ 中国企业应详细了解中亚五国的市场环境ꎬ 有效利用相关优惠政

策ꎬ 积极在中亚地区进行投资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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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国际背景与安全风险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５ＬＺＵＪＢＷＺＸ０１０)ꎮ

【作者简介】 　 丁志刚ꎬ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ꎬ 中亚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ꎻ 潘星宇ꎬ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中亚五国地处亚欧大陆核心地带ꎬ 与中国漫长的西部边界接壤ꎬ 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向外延伸的第一环ꎬ 也是中国面向广袤的亚欧大陆寻求

经济合作的首要区域ꎬ 是中国与西亚、 俄罗斯、 欧洲进行陆上经济合作的

必经之地和战略通道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前期阶段ꎬ 处理好与中亚

五国的关系ꎬ 积极开拓中亚市场ꎬ 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活力ꎬ 提振中

亚国家的经济复兴和社会稳定ꎬ 对中国向西开放ꎬ 推动西部地区跨越式发

展与长治久安ꎬ 实现中国与亚欧大陆的共同发展与繁荣ꎬ 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ꎮ 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存在地缘优势ꎬ 在经济发展、 能源和基础

设施以及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利益契合点ꎮ 同时ꎬ 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ꎬ 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ꎬ 国内投资环境也存在诸多问题ꎮ 因此ꎬ 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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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五国投资环境ꎬ 推进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便利化进程是 “丝绸之路经济

带” 建设的应有之义ꎮ

一　 中亚五国重点投资领域

(一)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鼓励投资者向优先发展领域投资并给予一定优惠ꎬ 如农业、
石油制品生产、 化学工业等非资源领域ꎮ 在工业方面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哈萨克斯

坦政府制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ꎬ
将 １６ 个制造行业①定为重点发展领域ꎮ

哈萨克斯坦主要对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以及矿产资源领域进行限

制ꎮ 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建筑业、 银行业、 保险业和矿产开发业ꎬ 主

要限制手段包括限制外资所占比例以及实行许可证制度ꎮ
(二) 吉尔吉斯斯坦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２０１２ 年年底出台的 «吉尔吉斯共和国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稳定发展战略»ꎬ 吉尔吉斯斯坦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是电力、
矿产开发、 农业、 轻工业和服务业等ꎻ 鼓励外资投资领域包括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 燃料能源开发和社会领域ꎮ 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内重点投资

发展的方向ꎮ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暂无限制外资进入行业的规定ꎮ
(三)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规定ꎬ 对于外国投资者在原料深加工领域、 高新技

术、 节能、 通信、 交通、 能源、 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ꎬ 国家给予免

缴法人利润税、 财产税、 公共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发展税、 共和国道路基

金强制扣款及统一税 (针对小企业) 等优惠政策ꎮ
目前ꎬ 乌兹别克斯坦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有: 航空、 铁路 (完全

由国家垄断)ꎻ 能源及重点矿产品 (如铀矿) 开发 (外资所占股份一般不

超过 ５０％ )ꎮ
(四) 塔吉克斯坦

目前ꎬ 塔吉克斯坦致力于发展能源、 交通、 加工工业和农业等领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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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１６ 个制造行业包括: 黑色冶金、 有色冶金、 炼油、 石化、 食品、 农药、 工业化

学品、 交通工具及配件和发动机、 电器、 农用机械、 铁路设备、 矿山机械、 石油炼化和开采

机械、 建材、 创新和航天工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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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ꎬ 并优化金融环境和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进入ꎮ 塔吉克斯坦鼓励外商

向水利水电、 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交通运输、 农业和铝锭加工

等行业和领域投资ꎮ 此外ꎬ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 塔吉克斯坦建筑业、 公共设

施、 食品加工等方面需求和发展空间较大ꎮ
塔吉克斯坦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是博彩业ꎬ 对于军工、 金融、 矿藏勘

探、 法律服务、 航空等行业实行限制外资进入的许可证管理制度ꎮ
(五)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鼓励外资向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行业、 纺织行业、 基础设

施建设、 旅游业等投资ꎮ
在卫生、 制药、 渔业、 能源产品销售、 食品生产和销售、 危险品储藏

和运输、 航空、 海运和内河航运、 公路运输、 电力、 通信、 化工产品生产

和销售、 建材生产、 建筑、 教育、 出版和印刷、 旅游、 体育休闲、 博彩、
保险、 证券、 资产评估、 银行、 有色金属、 通关服务、 法律服务、 涉外劳

务、 文化传媒①等行业ꎬ 土库曼斯坦限制外资进入并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ꎮ

二　 中亚五国投资优惠政策

(一) 哈萨克斯坦

１ 一般性优惠政策

目前ꎬ 哈萨克斯坦不存在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一般性优惠政策ꎬ 国内外

投资者均只享受一项优惠政策: 允许投资者在三年内从企业所得税中扣除

投入生产用房产及机械设备的资金ꎮ
２ 优先发展项目及其优惠政策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 所列出的

１６ 个制造行业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享受特殊优惠政策ꎮ 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法人②ꎬ 从事优先活动目录规定的项目且投资额不少于 ２００ 万倍月核

算基数③的ꎬ 享受最高 ５ 年技术设备及原料进口免缴关税、 １１ 年免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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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土库曼斯坦 (２０１５ 年)»ꎮ
新注册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人应满足下列 ３ 个条件: 法人的国家注册不应早

于提交给予投资优惠申请之日前的 ２０ 个月ꎻ 法人应从事列入优先种类名录中的活动ꎻ
仅在一个投资合同框架内实施优先投资项目 (即一个法人只能实施一个优先项目ꎬ 如

实施另一个优先项目ꎬ 应重新注册法人)ꎮ
月核算基数由哈萨克斯坦预算法规定ꎬ 每年重新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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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和土地税、 ９ 年免财产税及 ３０％ 投资补贴的税收优惠ꎻ 劳务配额及

许可不受限制ꎻ 至少 ５ 年电价、 水价、 燃气价格等不变ꎮ 此外ꎬ 投资者还

可以申请在土地、 房屋、 建筑、 机械设备、 计算机、 测量仪器和调试设备、
交通工具 (轿车除外)、 生产和管理用具等方面的国家实物赠予ꎮ

３ 地区性优惠政策及特别经济区

哈萨克斯坦鼓励投资的地区包括: 阿斯塔纳市、 曼吉斯套州、 阿拉木

图州、 南哈萨克斯坦州、 阿特劳州、 北哈萨克斯坦州、 阿克莫拉州、 卡拉

干达州、 巴甫洛达尔州和江布尔州ꎮ
哈萨克斯坦对境内经济特区、 工业园区、 国家级和地区级科技园实行

的特殊优惠政策包括: 自由海关区特别制度ꎻ 免企业所得税、 土地税、 短

期土地租赁费、 财产税ꎬ 某些特定商品、 工作和服务免增值税ꎻ 对企业入

驻及外国劳务许可手续简化办理ꎮ
(二) 吉尔吉斯斯坦

１ 一般性优惠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ꎬ 在关税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政

策ꎬ 如外资企业用于生产的技术设备进口免缴关税ꎮ 此外ꎬ 当吉尔吉斯斯

坦对投资相关法律作出修改时ꎬ 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修改或补充生效之日起

１０ 年内选择对自身更优惠的法律条款ꎮ
２ 行业鼓励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无特殊行业优惠政策ꎮ
３ 地区性优惠政策及自由经济区

目前ꎬ 吉尔吉斯斯坦无针对特殊行政区域的优惠政策ꎬ 但针对比什凯

克、 纳伦、 卡拉阔尔和玛依玛克自由经济区规定了关税和其他税费方面的

优惠ꎮ
(三) 乌兹别克斯坦

１ 一般性优惠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规定ꎬ 外资比重不低于 ３３％ 的合资企业及劳务人员

的入境财产、 投资额超过 ５ ０００ 万美元的法人入境产品免关税ꎬ 优惠期限根

据投资额确定ꎮ 新建现金投资额不低于 ５００ 万美元的外资企业 １０ 年内有关

税费缴纳标准不变ꎮ 外商投资不低于 ５０％ 且总金额超过 ５ ０００ 万美元的投

资项目ꎬ 乌兹别克斯坦承担通信、 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入ꎮ
２ 行业鼓励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对在塔什干市和塔什干州以外地区从事鼓励发展行业、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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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比重超过 ３０％ 、 投入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新型技术设备、 优惠收入 ５０％
以上用于再投资且没有政府担保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减免部分税费ꎮ

３ 地区性优惠政策及特别经济区

乌兹别克斯坦对在塔什干市和塔什干州以外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

有税收优惠ꎮ

表 １ 乌兹别克斯坦特别经济区及其优惠政策

名称
设立时间及
运行年限

优惠政策 优惠期限

纳沃伊自
由工业经
济区

２００８ 年设立ꎬ
暂 定 运 行
３０ 年

为生产在乌兹别克斯坦销
售的产品从国外进口原
料、 物资和零部件ꎬ 关税
一律减半征收 (海关手续
费除外) 并可展期 １８０ 天
支付ꎻ
区内允许以外汇结算和
支付ꎻ
根据投资额限期减免土地
税、 财产税、 所得税、 公共
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发展
税、 统一税 (针对小企业)ꎻ
简化外籍劳务人员出入境和
居留、 劳务许可办理手续

３００ 万 ~ １ ０００ 万欧元为
７ 年ꎻ
１ ０００ 万 ~ ３ ０００ 万欧元为
１０ 年ꎬ 之后 ５ 年减半征收
所得税和统一税ꎻ
３ ０００ 万欧元以上为 １５ 年ꎬ
之后 １０ 年减半征收所得
税和小微企业统一税

安格连工
业特区

２０１２ 年设立ꎬ
运 行 ３０ 年
(可延期)

特殊的货币、 关税优惠ꎻ
简化的出入及居留制度ꎻ
根据投资额限期减免税收

３０ 万 ~３００ 万美元为 ３ 年ꎻ
３００ 万 ~１ ０００ 万美元为 ５ 年ꎻ
１ 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为 ７ 年

吉扎克工
业特区

２０１３ 年设立ꎬ
运 行 ３０ 年
(可延期)

特殊的货币、 关税优惠ꎻ
简化的出入及居留制度ꎻ
根据投资额限期减免税收

３０万 ~３００万美元为３年ꎻ
３００万 ~１ ０００万美元为５年ꎻ
１ ０００万美元以上为７年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国别 (地区) 指南———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５
年)» 整理ꎮ

(四) 塔吉克斯坦

１ 一般性优惠政策

塔吉克斯坦规定ꎬ 外资企业为注册资本或进行现有生产技术改造而进

口的商品免缴关税ꎻ 相关外籍劳务人员为了满足个人直接需要而进口的产

品免缴关税ꎻ 投资法发生修改和补充时ꎬ 投资者有权在 ５ 年内选择对自己

更为有利的条款ꎮ
２ 行业鼓励政策

目前ꎬ 塔吉克斯坦对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实施鼓励政策并给予相关优

—７５—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惠ꎮ 商品生产领域的新建企业ꎬ 在正式注册的当年免缴利润税ꎮ 第二年开

始ꎬ 投资规模在 ５０ 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两年内免缴利润税ꎻ 投资规模为 ５０
万 ~ ２００ 万美元的企业免税期为 ３ 年ꎻ ２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美元之间的免税期为

４ 年ꎻ 超过 ５００ 万美元的免税期为 ５ 年ꎮ
３ 地区性优惠政策及自由经济区

目前ꎬ 塔吉克斯坦没有特别鼓励投资的行政区域ꎬ 但在喷赤、 索格特、
丹加拉和伊什卡希姆自由经济区内实行注册程序便利化、 关税和税收优惠

等政策ꎮ
(五) 土库曼斯坦

１ 一般性优惠政策

土库曼斯坦给予外国投资者关税减免、 进出口管理、 税收和签证制度

等方面的优惠ꎮ 当相关法律修改时ꎬ 外国投资者有权要求在 １０ 年内享受投

资注册时的优惠待遇ꎮ
２ 行业鼓励政策

土库曼斯坦没有针对具体行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ꎮ
３ 地区性优惠政策及自由经济区

土库曼斯坦自由经济区内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ꎬ 区内外资企

业在配额、 许可证、 关税和其他税费方面享受特殊优惠ꎮ

三　 投资环境评估

(一) 政治和安全环境

总体来说ꎬ 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较差ꎮ 主要国家和地区ꎬ 如哈

萨克斯坦基本能够保障投资者的安全ꎬ 但也存在较大的风险ꎮ 中亚地区政

治局势较为复杂ꎬ 大国力量的角逐、 民族矛盾、 宗教极端主义等因素均对

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产生直接影响ꎮ 但中亚五国具体情况又都有所不同ꎮ
俄罗斯是在中亚传统影响力最大的国家ꎬ 与五国关系都较为密切ꎮ 但

中亚各国目前的利益诉求是实现自主发展和大国地位ꎬ 主要国家更倾向于

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ꎬ 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ꎮ 出于对

能源的战略考量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诉求ꎬ 美欧等大国也都希望在中亚地区

维持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ꎮ 大国势力的复杂性为投资者向中亚投资增加了

政治和安全风险ꎮ
中亚地区民族较多且多数杂居ꎬ 民族关系较为复杂ꎬ 矛盾冲突时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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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ꎬ 如塔吉克族与乌兹别克族的历史矛盾、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

民对峙事件及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防军交火事件等ꎮ 此外ꎬ 某

些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及边界争端也会影响五国间关系ꎬ 如跨界河流的开

发利用ꎮ 中亚五国间的矛盾不仅会对外国投资者的安全造成影响ꎬ 还会影

响五国在交通、 电力等方面的合作ꎬ 增加投资者在当地运营企业的成本ꎬ
这使得民族矛盾成为外国投资者向中亚投资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ꎮ

宗教极端主义则是威胁外国投资者投资安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ꎮ 近期ꎬ
中亚大部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ꎬ 但不可否认宗教极端主义这一隐患仍然存

在ꎮ 从外部环境来看ꎬ 中亚地处中东宗教极端主义向东亚、 东南亚的传播

路线上ꎬ 又与阿富汗相邻ꎬ 美军撤离后宗教极端组织对中亚的威胁不容乐

观ꎮ 从自身情况来看ꎬ 中亚的宗教分布状况比较复杂ꎬ 虽然伊斯兰教占绝

对主导地位ꎬ 但不同国家世俗化程度和宗教氛围不同ꎬ 各信教地区也存在

不同教派的差异ꎮ 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往往结合在一起ꎬ 再加上各国经济

水平差异较大ꎬ 这使得中亚各国容易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ꎮ 相对而言ꎬ
哈萨克斯坦安全环境最好ꎬ 与阿富汗接壤的三个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 塔

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安全形势则较为严峻ꎬ 特别是塔吉克斯坦ꎮ
(二) 行政和法律环境

自独立以来ꎬ 中亚五国政局稳定情况不一ꎬ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政局较为稳定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换届时政权能否平稳过渡也是目前需要考

虑的问题ꎻ 塔吉克斯坦曾经爆发内战ꎬ 但近年来反对派实力削弱ꎬ 国内逐

渐走向和平稳定ꎻ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较为活跃ꎬ 尤其是

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两次非正常政权更迭ꎬ 极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ꎬ 但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将稳定作为国家发展最重要的目标ꎬ 在政局稳定性

方面有所改善ꎮ
由于集权制的传统ꎬ 中亚五国行政系统普遍工作效率低下、 贪腐行为多发、

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员权力较大ꎬ 有相当大的随意性ꎬ 企业办理各种手续环节烦

琐且时间较长ꎬ 官员往往不按法律法规办事ꎬ 甚至需要行贿ꎬ 这给外国投资者

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ꎬ 也是中亚国家目前吸引外资的一个主要障碍ꎮ
在法律环境方面ꎬ 中亚五国法律制度均不够完善ꎬ 国民法律意识也相对

薄弱ꎮ 立法之后ꎬ 国家往往使用总统令等对法律条款进行修改ꎬ 相关投资法

律也经常更改ꎬ 对投资者而言ꎬ 法律变动风险较大ꎮ 此外ꎬ 中亚五国的司法

系统往往并不独立ꎬ 司法机关受政府领导人意志及上级机关影响较大ꎬ 执法

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主观性较强ꎬ 这也给外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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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宏观经济环境

中亚五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均开始于独立之后ꎬ 受原苏联经济产业布

局的影响ꎬ 中亚五国国内经济基础普遍比较薄弱ꎬ 结构较为单一ꎬ 经济发

展的能源和资源导向性十分明显ꎬ 制造业和加工业基础较为薄弱ꎬ 技术和

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亚五国 ＧＤＰ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哈萨克斯坦 ２ ３１８ ７６ ２ １６０ ３６ １ ９５０ ０５ １ ７３１ ９９

乌兹别克斯坦 ５７１ ７０ ６２６ １３ ６５９ ５３ ６８６ ９９

吉尔吉斯斯坦 ７３ ３３ ７４ ０２ ７１ ５８ ７６ ５９

塔吉克斯坦 ８５ ０６ ９２ ４２ ８０ ４５ ７９ ７０

土库曼斯坦 ４１０ １３ ４７９ ３２ ４４３ ６２ ５１２ ７１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ｄａｔａ ｈｔｍ

表 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亚五国人均 ＧＤＰ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哈萨克斯坦 １ ３５０ ９ １ ２４０ ０ １ １０２ ８ ０ ９６５ ０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１８９ ０ ０ ２０４ ５ ０ ２１３ ０ ０ ２１９ 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１２６ ９ ０ １２５ ６ ０ １１９ ８ ０ １２６ ４

塔吉克斯坦 ０ １０４ ６ ０ １１１ ３ ０ ０９４ ９ ０ ０９２ １

土库曼斯坦 ０ ７１９ ０ ０ ８２７ １ ０ ７５３ ４ ０ ８５７ ０

资料来源: 同表 ２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及数据ꎬ 中亚五国

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为落后且差异较大ꎮ 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明显高于其他国家ꎬ 已经属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ꎬ 而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较低ꎬ 经济基础较差ꎮ 而从经济发

展速度来看ꎬ 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及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影响ꎬ 中亚五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增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ꎬ 其中ꎬ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比较稳定ꎻ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

总值增速波动较大ꎬ 下滑较快ꎬ 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经济

发展速度出现了急速下滑ꎻ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

国家ꎬ 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ꎬ 但波动较小ꎬ 相对比较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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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中亚五国实际 ＧＤＰ 增速走势图 (％)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中亚五国目前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经济发展水平ꎬ 为确保本国经济稳定

和独立发展ꎬ 都实行了鼓励外商投资的相关政策ꎮ 但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外

商投资领域方面ꎬ 各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ꎮ
作为中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ꎬ 哈萨克斯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

济基础ꎬ 国内基础设施、 劳务等条件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ꎮ 随着国内已探

明的油气和矿产资源余量的不断减少ꎬ 哈萨克斯坦目前越来越重视国家战

略资源的地位ꎬ 以能源资源出口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也使哈萨

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的稳定、 独立、 多元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ꎮ 因

此ꎬ 哈萨克斯坦目前已经取消了对外资的特殊优惠ꎬ 而是以优先发展行业

的优惠政策为主ꎬ 在矿产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等领域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则

越来越严格ꎮ
乌兹别克斯坦也同样实行了对外资进入能源及重点矿产品开发等领域的限

制政策ꎬ 鼓励外资向农业、 加工工业、 基础设施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发展ꎮ
塔吉克斯坦也有类似的限制性规定ꎬ 但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较低ꎬ 目前

外资企业在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领域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ꎮ 此外ꎬ 农业、
交通、 水利水电等也是塔吉克斯坦希望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ꎮ

土库曼斯坦整体环境较为封闭ꎬ 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不高ꎬ 对外

资进入的产业限制较多ꎬ 鼓励外资进入的产业主要有: 矿产资源开采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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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业、 纺织行业、 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业等ꎮ
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没有针对外资的行业限制规定ꎬ 但自然资源禀赋相

对其他国家来说不占优势ꎬ 工业基础也较为薄弱ꎬ 按照吉尔吉斯斯坦的未

来发展规划ꎬ 交通运输、 能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等领域是鼓励

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ꎮ

表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中亚五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哈萨克斯坦 １３７ ６０ １３６ ４８ ９９ ４７ ７５ ９８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６ ３５ ５ ６３ ６ ８６ ７ ５１
吉尔吉斯斯坦 ６ ９４ ２ ９３ ７ ５８ ２ １１
塔吉克斯坦 ０ ６７ １ ９８ － ０ ５４ ２ ６１
土库曼斯坦 ３３ ９１ ３１ ３０ ３０ ７６ ３１ ６４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ＢＸ ＫＬＴ ＤＩＮＶ ＣＤ ＷＤ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在吸引外资的能力方面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外国投资净流入最

多ꎬ 其他四国与哈差距较大ꎻ 土库曼斯坦名列第二ꎬ 吸引外国投资净流入

也较高ꎻ 其他三国外资净流入水平都较低ꎮ
(四) 营商环境

根据世界银行历年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ꎬ 受经济基础、 市场开放和

成熟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 中亚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整体偏后ꎮ 其中ꎬ 土库

　 　 图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亚四国营商环境总排名情况

注: 历年均未收入土库曼斯坦数据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营商环境报告»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ｃｕｓｔｏｍ － ｑｕｅ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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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坦将经济数据视为国家机密不予公布ꎬ 因此ꎬ 该国的相关数据排名信

息暂缺ꎮ
从总体排名情况来看ꎬ 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ꎬ

中亚各国营商环境都在逐渐改善ꎬ 整体排名都在上升ꎮ
但各国情况又各有不同ꎬ 其中ꎬ 哈萨克斯坦奉行开放性经济政策较早ꎬ

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都较为成熟ꎬ 在中亚各国中营商环境最好ꎮ 吉尔吉斯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紧随其后ꎬ 塔吉克斯坦排名最低且与其他三国差距

较大ꎮ

表 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中亚四国营商环境具体指标排名

指标 年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综合
排名

２０１３ ７６ １４９ ９９ １７７

２０１４ ７７ １４１ １０２ １６６

２０１５ ５３ １０３ ６７ １３８

２０１６ ４１ ８７ ６７ １３２

开办
企业

２０１３ ５３ ６０ ９ ９６

２０１４ ５５ ６５ ９ １０６

２０１５ ５３ ６４ ２８ ８１

２０１６ ２１ ４２ ３５ ５７

施工
许可

２０１３ １５２ １４７ ４９ １６４

２０１４ １５４ １４９ ４２ １６８

２０１５ １００ １４９ ２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６ ９２ １５１ ２０ １５２

电力
供应

２０１３ ９２ １４８ １６９ １７５

２０１４ ９７ １４５ １６８ １７８

２０１５ ６８ １０８ １６１ １７６

２０１６ ７１ １１２ １６０ １７７

财产
登记

２０１３ １８ １４６ ６ ７３

２０１４ １４ １４３ ６ ７０

２０１５ ２５ １１３ ７ １０１

２０１６ １９ ８７ ６ １０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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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

２０１３ ６７ ９９ ３０ １７８

２０１４ ７１ １０４ ３６ １１６

２０１５ ７１ １０５ ３６ １１８

２０１６ ７０ ４２ ２８ １０９

保护
投资者

２０１３ ２１ １１８ ３５ ５５

２０１４ ２５ １００ ３５ ５６

２０１５ ６４ ８７ ３６ ２７

２０１６ ２５ ８８ ２８ ２９

纳税

２０１３ １６ １７９ １３２ １８４

２０１４ １７ １１８ １３６ １６９

２０１５ １７ １１７ １３８ １７８

２０１６ １８ １１５ １３８ １７２

跨境
贸易

２０１３ １８６ １８９ １８２ １８８

２０１４ １８５ １８９ １８３ １８８

２０１５ １２１ １５８ ８２ １５９

２０１６ １２２ １５９ ８３ １３２

执行
合同

２０１３ ３５ ２９ ５８ ４０

２０１４ ３０ ２８ ５６ ４０

２０１５ １４ ３２ １３６ ５４

２０１６ ９ ３２ １３７ ５４

办理
破产

２０１３ ８２ ７２ １５７ １４８

２０１４ ６３ ７７ １５７ １４９

２０１５ ６３ ７５ １２６ １４７

２０１６ ４７ ７５ １２６ １４７

注: 历年均未收入土库曼斯坦数据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２ꎮ

根据 «营商环境报告» 中十项具体指标的排名情况ꎬ 施工许可、 电力

供应、 纳税和跨境贸易等是外资企业进入中亚的主要制约因素ꎬ 但各国具

体情况又有所不同ꎮ
总体来说ꎬ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ꎬ 仅有跨境贸易一

项指标的排名处于 １００ 名以后ꎬ 主要原因是进出口成本的上升ꎮ 在其他几

项指标中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开办企业和保护投资者两项有明显改善ꎬ 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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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财产登记和信贷排名相对靠后ꎬ 这与哈萨克斯坦实行的行业准入和

限制政策有关ꎮ
２０１６ 年吉尔吉斯斯坦营商环境总排名没有变化ꎬ 各项具体指标排名情

况也变化不大ꎬ 其中信贷情况相对有了比较大的改善ꎬ 但在开办企业、 保

护投资者、 跨境贸易和执行合同方面排名均有所下降ꎮ 电力供应、 纳税、
办理破产和执行合同排名较低ꎬ 表明吉尔吉斯斯坦电力支出较大ꎬ 纳税和

破产清理相关手续过于烦琐ꎬ 合同执行情况也不理想ꎮ
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 乌兹别克斯坦营商环境逐年改善且进步较大ꎬ 在开办企

业、 财产登记和信贷方面改善明显ꎮ 但施工许可、 电力供应、 纳税和跨境

贸易几项指标排名较低ꎬ 说明乌兹别克斯坦存在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间过长、
程序复杂ꎬ 电力成本较高、 税负较重ꎬ 进出口成本高ꎬ 须提交的文件较多、
手续办理时间过长等问题ꎮ

塔吉克斯坦营商环境整体较差ꎬ 多项指标在全球排名都较低ꎮ 近年来ꎬ
塔吉克斯坦实行了推进投资便利化的改革措施ꎬ 在开办企业和跨境贸易方

面有明显的改善ꎮ
(五) 基础设施条件

中亚地区的电力、 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多为苏联时期修建ꎬ 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限制ꎬ 中亚国家普遍在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方面投入不足ꎬ 除哈

萨克斯坦以外ꎬ 其他四国基础设施条件都较差ꎬ 普遍存在交通不便、 道路

老化、 电力供应不足且成本较高等问题ꎮ 由于国家间矛盾冲突时有发生ꎬ
整个中亚地区在道路联通和电力供应等方面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ꎬ 经常出

现两国关系紧张导致跨境铁路封闭、 电力供应停止等事件ꎮ 例如ꎬ 乌兹别

克斯坦曾因塔吉克斯坦恢复建设罗贡水电站对其封闭跨境铁路并停止电力

供应ꎻ ２０１４ 年ꎬ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冲突也使过境货物停运

近 ３ 个月ꎮ 这无疑提高了外资企业的运输成本和风险ꎮ
目前ꎬ 中亚国家对外资进入本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普遍持鼓励态度ꎬ

国际融资和贷款也对中亚基础设施改造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总体而言ꎬ
中亚基础设施状况虽然仍相对落后ꎬ 但也已经得到很大改善ꎮ 对中国而言ꎬ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优先领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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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提出: “在尊

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ꎬ 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ꎬ 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ꎬ 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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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以及亚、 欧、 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ꎮ”①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经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 “亚投行”ꎮ “亚
投行” 不仅能够为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提供融资支持ꎬ 还便于中

国与中亚各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和合作ꎮ 因此ꎬ 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框架内ꎬ 中亚各国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以预期ꎬ 中国与中亚在基础

设施领域未来投资和合作空间也较大ꎮ
(六) 金融环境

首先ꎬ 在企业融资环境方面ꎬ 在中亚的外资企业融资途径以银行贷款

为主ꎬ 通过证券市场获取资金往往很难ꎮ 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无证

券市场ꎻ 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证券市场规模较小ꎬ 基本不具

备为外国企业融资的条件ꎮ 哈萨克斯坦对外资企业给予国民待遇ꎬ 企业在

正常履行手续的情况下获取贷款比较容易且利率相对较低ꎻ 而其他四国银

行规模都较小ꎬ 贷款利率普遍较高ꎬ 难以满足企业需求ꎮ
目前ꎬ 中亚五国的本国货币与人民币均不能直接结算ꎬ 需要以美元计

价结算ꎬ 而受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俄罗斯汇率波动的影响ꎬ 中亚五国的货币

不断贬值ꎬ 这给中国企业在中亚投资过程中的经济往来和利润汇出等都带

来了风险ꎮ
此外ꎬ 虽然土库曼斯坦以外的其他中亚四国均规定外国投资者在本国

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合法利润可以自由汇出ꎬ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ꎬ 由

于外汇短缺等问题ꎬ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外汇兑换

及利润汇出往往会比较困难ꎮ 而土库曼斯坦的外汇管制则更为严格: 每人

每天可购买的外汇不得超过 １ ０００ 美元ꎬ 每人可携带出境最多不超过１ 万美

元ꎮ 由此可见ꎬ 外国投资者在中亚各国投资必须考虑外币兑换及利润汇出

的问题ꎮ
(七) 争议解决机制

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方面ꎬ 除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外ꎬ 其余三

国均规定ꎬ 除双方协商和本国法庭判决外ꎬ 还可以提请国际仲裁ꎮ 其中ꎬ
哈萨克斯坦规定国际协议效力优先于本国法律ꎬ 并在阿斯塔纳设立国际仲

裁中心和国际金融法庭ꎬ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ꎬ 争端的解决相对较为透明

和公平ꎻ 塔吉克斯坦规定ꎬ 外商投资争议可以提请国际仲裁法庭解决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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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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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加入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ꎬ 国际仲裁结果不被承认和

执行ꎻ 土库曼斯坦不是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的会员国ꎬ 因此ꎬ 外资企业

在土库曼斯坦发生争议不能提请国际仲裁ꎮ
虽然中亚国家目前都对外商投资持鼓励态度ꎬ 一般外国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可以得到保护ꎬ 但不与国际接轨的争议解决机制无疑会加大外国投资

者的不确定风险ꎮ
(八) 工作许可及劳动力成本

中亚五国目前都实行工作许可制度ꎬ 即外资企业使用外籍劳务人员必

须申请工作许可ꎮ 中亚各国普遍希望外资企业优先使用本国劳动力并引进

高级技术型外籍劳务人员ꎬ 因此对引进外籍劳务人员的学历、 工种以及数

量都有严格的规定ꎬ 且在本国出现就业困难的情况下ꎬ 受劳动配额的限制ꎬ
外籍人员申请工作许可往往更为困难ꎮ 目前ꎬ 中亚国家国内就业普遍困难ꎬ
外籍劳务人员获得工作许可较难ꎮ 例如ꎬ 哈萨克斯坦执行严格的劳务配额

制度ꎬ 工作许可和签证的办理手续十分烦琐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外资

企业使用外籍劳务人员的成本ꎮ
中亚各国本国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ꎬ 高技术人才不足ꎬ 熟练工

较为短缺ꎮ 哈萨克斯坦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ꎬ 个人素质较高ꎬ 但薪

酬在五国中也最高ꎻ 其余四国廉价劳动力较为丰富ꎬ 但工人只能从事简单

工种ꎮ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ꎬ 五国对于员工最低薪酬、 工时、 假期和社会福

利的规定存在差异ꎬ 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在雇主缴纳社保方面要求较高ꎬ 其

余各国基本差异不大ꎮ
(九) 社会文化环境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ꎬ 中亚各国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交

流也逐渐增多ꎬ 如中亚地区孔子学院的设立以及赴华中亚留学生的增加等ꎮ
但相对于经济合作水平而言ꎬ 中国与中亚的社会文化交流仍存在很多问题ꎬ
如文化交流活动以政府为主导且主要针对精英人群ꎬ 受众范围很小ꎻ 旅游

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水平等ꎮ 社会文化交流不足导致民间友好互信程度不

高ꎬ 不仅会使中国企业对中亚各国的社会文化状况缺乏了解ꎬ 难以在当地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个人形象ꎬ 还有可能会引发矛盾ꎬ 如对中亚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进行投资开发时ꎬ 容易引起当地民众的民族情绪从而使项

目施工受阻ꎮ
(十)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和区域性经济合作计划

中亚地区存在着诸多全球性、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及计划、 构想和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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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ꎮ 在全球性经济合作组织层面ꎬ 目前中亚五国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的成员国ꎬ 随着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的成功 “入世”ꎬ 中亚五国已

经有三个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成为世界贸易

组织的成员国ꎮ
在主要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中ꎬ 中亚五国均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ꎬ

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四国均为 “亚投行” 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ꎬ 哈萨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ꎮ 虽然目前 ＷＴＯ 与欧亚经济联

盟关税规则的协调问题还没有具体解决方案ꎬ 但对中国投资者而言ꎬ 中亚

五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斯坦的 “入世” 无疑会优化中亚地区投资环

境ꎬ 在关税、 贸易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有所改善和

提高ꎮ
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具体实施方案问题上ꎬ

根据中俄双方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贸易

投资便利化和产能合作是双方进行区域合作的优先领域ꎬ 推动中国与欧亚

经济联盟自贸区建设则是双方合作的长期目标ꎮ 随着具体对话机制和合作

领域的确定ꎬ 欧亚经济联盟内相关优惠政策给中国投资者所带来的竞争压

力会有所减轻ꎮ
除 “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和欧亚经济联盟之外ꎬ 美国、 日本、 欧盟

等均曾提出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ꎬ 如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
日本的 “丝绸之路外交” 战略及其经济走廊构想、 欧盟的 “新丝绸之路”
计划等ꎮ

目前ꎬ 虽然中国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定义为一个开放性的经济发展

战略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欢迎ꎬ 但各国利益诉求不同ꎬ 在中亚地区的诸

多经济合作构想间仍存在竞争ꎮ 在投资合作项目ꎬ 尤其是能源相关项目的选

择和实施过程中ꎬ 中亚国家仍然可能奉行实用主义的态度ꎬ 与各方接触ꎬ 提

出多种方案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ꎬ 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对中亚投资的成

本和不确定风险ꎮ

四　 中国对中亚投资情况及投资建议

(一) 中国对中亚投资情况

目前ꎬ 中亚五国除哈萨克斯坦外都属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ꎮ 由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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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工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ꎬ 中亚五国经济结构普遍比较单一ꎬ 在

对外贸易方面以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ꎬ 制造业再加工能力较弱ꎮ 在

外商投资方面ꎬ 进入中亚五国的外商投资也多集中于能源及矿产资源勘探、
开发及加工等行业ꎬ 偏重于自然资源的特征十分明显ꎮ 中国对中亚五国投

资也主要以能源相关行业为主ꎬ 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很小ꎮ

表 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哈萨
克斯
坦

０ ４６０ ０ ２ ７９９ ２ ４ ９６４ ３ ０ ６６８ １ ０ ３６０ ６ ５ ８１６ ０ ２９ ９５９ ９ ８ １１４ ９ －０ ４００ ７

乌兹
别克
斯坦

０ ０１０ ７ ０ １３１ ５ ０ ３９３ ７ ０ ０４９ ３ －０ ０４６ ３ ０ ８８２ ５ －０ ２６７ ９ ０ ４４１ ７ １ ８０５ ９

吉尔
吉斯
斯坦

０ ２７６ ４ ０ １４９ ９ ０ ０７０ ６ １ ３６９ １ ０ ８２４ ７ １ ４５０ ７ １ ６１４ ０ ２ ０３３ ９ １ ０７８ ３

塔吉
克斯
坦

０ ０６９ ８ ０ ６７９ ３ ０ ２６５ ８ ０ １６６ ７ ０ １５４ ２ ０ ２２１ ０ ２ ３４１ １ ０ ７２３ ３ １ ０７２ ０

土库
曼斯
坦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２ ６ ０ ８６７ １ １ １９６ ８ ４ ５０５ １ －３ ８３０ ４ ０ １２３ ４ －０ ３２４ ３ １ ９５１ ５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表 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哈萨克
斯坦

２ ７６２ ４ ６ ００９ ３ １４ ０２３ ０ １５ １６２ １ １５ ９０５ ４ ２８ ５８４ ５ ６２ ５１３ ９ ６９ ５６６ ９ ７５ ４１０ ７

乌兹别
克斯坦

０ １４９ ７ ０ ３０８ ２ ０ ７７６ ４ ０ ８５２ ２ ０ ８３０ ０ １ ５６４ ７ １ ４６１ ８ １ ９７８ ２ ３ ９２０ ９

吉尔吉
斯斯坦

１ ２４７ ６ １ ３９７ ５ １ ４６８ １ ２ ８３７ ２ ３ ９４３ ２ ５ ２５０ ５ ６ ６２１ ９ ８ ８５８ ２ ９ ８４１ ９

塔吉克
斯坦

０ ３０２ ８ ０ ９８９ ９ ２ ２７１ ７ １ ６２７ ９ １ ９１６ ３ ２ １６７ ４ ４ ７６１ ２ ５ ９９４ １ ７ ２８９ ６

土库曼
斯坦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８８１ ３ ２ ０７９ ７ ６ ５８４ ８ ２ ７６４ ８ ２ ８７７ ７ ２ ５３２ ３ ４ ４７６ ０

注: 该数据为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各年年底数值ꎮ
资料来源: 同表 ６ꎮ

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状况可以看

出ꎬ 总体上来说ꎬ 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总额逐年上升ꎬ 但各年份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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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流量波动较大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在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

斯坦都出现过数额较大的撤资ꎮ
中亚五国中ꎬ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最主要的投资对象国ꎬ 占总投资额

的绝大多数ꎬ 这不仅因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

国家ꎬ 基础设施、 配套产业和劳动力资源较为完善ꎬ 自然资源比较丰富ꎬ
还因为哈萨克斯坦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完善ꎬ 投资风险相对较小ꎮ 而乌兹

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吸引中国投资较少ꎮ
(二) 投资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致力于提升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ꎬ 建

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ꎬ 为此ꎬ 中国必须提高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

水平、 丰富并优化对中亚的投资结构ꎮ 通过对中亚各国投资环境的分析可

以看出ꎬ 中国目前向中亚的投资仍以能源和资源勘探开发为主ꎬ 其他行业

投资较少ꎮ
目前ꎬ 资源禀赋、 政治稳定性、 安全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是影响中国

企业向中亚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ꎮ 因此ꎬ 从国家层面来说ꎬ 中国应积极利

用现有合作机制与中亚国家共同努力ꎬ 提升其国内投资环境ꎻ 从企业层面

来说ꎬ 中国企业应在充分了解中亚各国市场环境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积极

主动地探索其他投资领域ꎮ
１ 国家层面

(１) 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政治互信

目前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国ꎬ 与其他四国也已

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ꎬ 中国与中亚已经就推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定了计划和时间表ꎬ 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ꎮ 究其原因ꎬ
中亚各国经济基础差异大且利益诉求不同ꎬ 它们普遍担忧与中国经济合作

的深化会造成对本国经济的冲击ꎬ 增强本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乃至政治

依赖度ꎮ
因此ꎬ 中国应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沟通和政治互信ꎬ 加强在农业、 制

造业和服务业等非资源领域的合作ꎬ 秉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态度积极

参与中亚经济发展进程ꎬ 逐渐化解中亚国家的疑虑ꎮ
(２) 建设并完善 “丝绸之路经济带” 框架内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应该加强在现有双边和多边交流机制下与中亚国家在投资领域的

沟通和谈判ꎬ 争取更多的投资优惠政策ꎬ 以降低中国企业向中亚各国投资

的成本ꎮ 中亚国家目前在投资领域的一些限制性政策ꎬ 如劳务配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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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限制等也需要政府间的谈判来改善ꎮ
(３) 改善金融服务

中亚各国银行业和金融业发展普遍不足ꎬ 资金成为制约向中亚投资的

一个难题ꎮ 人民币不能与中亚各国货币直接结算所导致的汇率风险也增加

了中国企业向中亚投资的成本ꎮ 因此ꎬ 中国应该依托丝路基金和 “亚投行”
建立与中亚金融合作的相关机制和平台ꎬ 改善投资者在中亚的融资环境ꎮ
此外ꎬ 中国还应该鼓励国内主要银行进入中亚各国并设立分支机构ꎬ 推进

跨境人民币结算网络的构建ꎮ
(４) 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由于中亚投资环境的种种不足ꎬ 长期以来向中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并不

多且投资领域较为单一ꎬ 中国企业往往对中亚各国的投资政策和市场的相

关信息不能及时了解ꎮ 要推进中国企业向中亚进行更多、 更全面的投资ꎬ
政府应该建设相关公共信息服务平台ꎬ 及时公布中亚各国最新的投资优惠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ꎮ
(５) 完善政策性保险机构及相关服务

针对中亚各国存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ꎬ 中国应该完善银行、 政策性保

险机构和风险管理机构所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和商业担保等服务ꎬ 为中国

企业对中亚投资提供保障ꎮ
(６) 推进民间交流

除 “文化周”、 “文化日” 等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形式之外ꎬ 中国可以

通过鼓励高校学术交流、 民间旅游等措施进一步推进与中亚之间的文化沟

通和交流ꎬ 树立中国民众和企业在中亚的良好形象ꎮ
２ 企业层面

(１) 充分进行市场调查和风险评估

企业在进行投资之前要秉持谨慎的态度ꎬ 做好市场调研工作ꎬ 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及资源条件进行实地考察ꎬ 详细了解国家

和地方的投资、 税收、 劳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手续流程ꎬ 选择风险较低的

投资项目ꎬ 在拟订合同时要明确约定双方责任ꎬ 避免漏洞ꎮ 此外ꎬ 如果要

与当地企业合资经营或选择当地顾问ꎬ 企业必须对合作伙伴的资质进行认

真核实ꎬ 避免上当受骗ꎮ
(２) 充分了解和利用优惠政策

企业要详细了解东道国的投资优惠政策ꎬ 包括针对外资的一般性优惠

政策、 行业优惠政策和地区性优惠政策等ꎬ 还有东道国所参与的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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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相关规定以及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协议等ꎬ 应充分利用这些

优惠政策和规定以降低成本ꎮ
此外ꎬ 由于中亚各国均规定了外国企业在投资相关政策发生变动的一

定年限内有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策ꎬ 在经营过程中ꎬ 企业应该时刻关注

相关政策的变动并及时作出反应ꎮ
(３) 积极使用保险机构和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服务

使用国家提供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ꎬ 如贸易、 投资、 工程承包、 劳务、
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险等服务ꎬ 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规避风险的基本方法ꎮ
相对而言ꎬ 中亚各国属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ꎬ 中国企业在对中亚进行投

资时要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相关服

务规避风险ꎮ
(４) 遵守当地法律和商业习惯

对外投资企业在当地经营过程中应熟悉并严格遵守当地相关法律规定ꎬ
了解并尊重当地商业习惯ꎬ 尽量避免误会和纠纷的产生ꎮ

(５) 处理好与政府、 执法机关的关系

熟悉当地政府事务、 掌握与当地政府和执法机关的沟通技巧对企业在

国外顺利开展投资活动至关重要ꎮ 企业应尽可能地保持与当地议员、 政府官

员及执法人员的联系ꎬ 出现问题时及时沟通解决ꎬ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ꎮ
(６) 树立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形象

对外投资企业及其员工在中亚各国经营过程中ꎬ 应尊重当地人民的风

俗习惯ꎬ 积极参与当地生活ꎬ 融入社会ꎬ 保持与媒体的良好关系ꎬ 主动参

与公益事业ꎬ 承担社会责任ꎬ 树立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良好形象ꎮ
(７) 正确维权

中国企业在投资国出现纠纷时ꎬ 企业应该以保护员工人身安全为第一

要务ꎬ 可以按照当地法律规定采取正确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ꎬ 也可以

求助中国使领馆ꎬ 不要有过激行为或违法举动ꎮ 当出现难以控制的安全风

险时ꎬ 企业要及时中止投资并撤离中方人员ꎬ 事后再采取手段挽回和追偿

损失ꎮ
(责任编辑: 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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