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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ꎮ 中国对外

投资合作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ꎮ 中

国政府依靠与企业和银行的紧密协调ꎬ 超越政府与市场简单对立思

维ꎬ 通过发起并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而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ꎬ 推

动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ꎮ 本土政商关系亦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的特质ꎬ 使中国企业总体上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竞争

优势ꎬ 即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ꎮ 蕴含中国发展知识

的对外投资合作有望满足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两

方面的需求ꎬ 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ꎮ 对中国企业参与巴

西电力行业投资的案例考察基本印证了上述理论观点ꎮ 本文侧重从

“走出去” 而非 “引进来” 的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对外开放

议题ꎬ 基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以对

外投资合作为载体构建了一个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ꎬ 揭示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义和世界意义ꎬ 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现

代化的理论机制和有效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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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ꎬ 不断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ꎬ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ꎬ 以此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空间ꎮ① 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ꎬ 习近平主席首

次提出ꎬ 各国应当携起手来ꎬ 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世界现

代化ꎮ 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ꎬ 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

的各国一道ꎬ 共同实现现代化ꎮ② 然而ꎬ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世界现代化

都不是自然到来的ꎬ 需要欠发达国家在特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有意识地改

造经济技术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ꎬ 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ꎬ 从而主动追赶先进

工业国并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ꎮ③ 拉美国家在第三世界中较早获得独立ꎬ

也较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ꎬ 被认为是现代化的 “实

验室”ꎮ④ 在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上ꎬ 外国资本因其重要性和争议性而备受关

注ꎮ⑤ 除资本等物质因素外ꎬ 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世界还需要发展知识作为

智力支持ꎮ 发展知识是重要的发展资源ꎬ 促进全球发展知识分享亦是全球发

展倡议合作的重要方面ꎮ⑥ 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发展知识既有助于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ꎬ 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ꎮ 鉴于此ꎬ 本文旨在

讨论的总体问题是: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如何在满足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的同

时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以及上述过程如何助力发展中国

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ꎮ

当前这轮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ꎬ 故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ꎮ 但对外开放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ꎬ

甚至可能因过度依赖外部资本和市场而在世界体系中被锁定在与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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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ꎬ 载 «求是»ꎬ ２０２３ 年第１９ 期ꎬ 第８ 页ꎮ
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ꎮ
关于现代化概念和含义的讨论ꎬ 可参见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 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８ － １８ 页ꎮ
韩琦主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ꎮ
主要争论体现为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ꎬ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ｇｇ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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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全球发展报告»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第 ３３ 页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ｋｄ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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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边缘” 结构中ꎮ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ꎬ 中国资本

“走出去” 正变得愈发重要ꎬ 引起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ꎮ② 中国总体按

照 “政府引导、 企业主导、 市场化运作” 的原则ꎬ 鼓励和支持有实力、 信誉

好、 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稳妥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ꎮ 以中国对拉美

的投资合作为例ꎬ 中国 ２０２２ 年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５９６１ ５ 亿美元ꎬ 占中

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 ２１ ６％ ꎬ 是 ２０１２ 年存量的近 ９ 倍ꎮ③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ꎬ
中国在拉美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年均达 １２０ ４ 亿美元ꎮ④ 拉美已成为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伙伴ꎮ⑤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合

作十分重视公共部门ꎬ 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ꎮ⑥ 事实上ꎬ 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ꎬ 中国努力推动并引领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ꎮ⑦ 中国

资本 “走出去” 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发展知识的扩散ꎬ 由此提升中国式现代

化的世界影响力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意义ꎮ
既有研究已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对外开放议题ꎬ 不过仍在两方面存

在可拓展的空间ꎮ⑧ 一方面ꎬ 绝大多数相关讨论仍侧重于 “引进来” 角度ꎬ
缺乏从中国 “走出去” 实践出发的专门讨论ꎮ 另一方面ꎬ 也更为关键的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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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时ꎬ 既有研究没有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

代化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的互动进行足够的理论探讨ꎮ 为此ꎬ 本文

可能的贡献体现在: 一是从对外投资合作这一 “走出去” 角度出发讨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议题ꎻ 二是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出发提炼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构建了一个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的分析框架ꎬ 用

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ꎮ 在总体问题之下ꎬ 本文将着重分

析前后关联的三方面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发展知识、 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知识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ꎬ 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

特质如何有助于满足发展中东道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ꎮ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ꎬ
结合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的案例考察ꎬ 本文聚焦对外投资合作

这一具体视角ꎬ 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义和世界意义ꎬ 以及中国式现

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机制和有效路径ꎮ

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知识: 以政商关系为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发展知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化ꎬ 中国本

土政商关系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ꎮ 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看ꎬ 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知识便是政府可以依靠与企

业部门和银行部门的紧密协调ꎬ 超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思维ꎬ 成为市场的重

要创造者ꎮ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倾向于认为政府 (国家) 和市场之间存在某种

程度的对立关系ꎬ 故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ꎬ 政府需要做的仅是通过提供公共

物品和公共服务来修复市场失灵ꎮ① 这种观点简单化了政府 (国家) 和市场

的关系ꎬ 实际上ꎬ 历史和现实中政府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修复市场失灵ꎮ 早

在 ２０ 世纪中期ꎬ 波兰尼在研究现代自由市场的演化进程时就发现 “通往自由

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ꎬ 有赖于持续的、 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

—１２—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ｏｌｆꎬ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１ － １５ꎮ 由此ꎬ 经济学也产生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公共经济学ꎬ
据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ꎬ 公共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就是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市场失灵现象ꎬ 以

达到 “帮助、 支持、 补充、 修正或理顺市场” 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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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增长”①ꎮ 也就是说ꎬ 自由市场的形成这件事情本身就离不开国家的作用ꎮ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而言ꎬ 政府作为市场创造者这一角色与作为市

场修复者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ꎮ 马祖卡托认为ꎬ 政府修复市场失灵所描述的

其实是政府在现有的稳定状态下给市场上已经存在的轨迹打补丁②ꎬ 但从本质

上来讲ꎬ 发展更多的是对现有轨迹的变革ꎬ 比如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

国ꎬ 而不仅仅是在满足现状条件下对资源的最优化配置ꎮ 借用熊彼特的经典

表述ꎬ 发展不是因循守旧的 “循环流转”ꎬ 而是意味着 “新组合” 的出现ꎬ

“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ꎬ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③ꎮ 如果这

里用不同方式 “做新的事情” 的行动主体是政府ꎬ 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不仅仅

是克服原有市场中的市场失灵ꎬ 而是在创造新的市场ꎮ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ꎬ 政府创造市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主导发动任务导

向型投资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ꎮ④ 作为一种经济联系ꎬ 市场自身没

有方向ꎬ 也无法自发实现发展所需要的结构性变化⑤ꎬ 为了实现这些变化所做

的投资可以视为任务导向型投资ꎬ 需要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来主导并组织ꎬ 在

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ꎬ 这种组织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来参与甚至引领ꎮ

此时ꎬ 国家不应该只是维持经济平衡以及提供公共物品ꎬ 还应该促进可投资

资源的增加以及建立将可投资资源转换为生产性投资的机制ꎮ 国家需要综合

运用激励、 控制和风险分散机制等政策手段ꎬ 去引导或者治理资源配置的市

场过程ꎬ 从而产生不同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生产与投资结果ꎮ⑥

不过ꎬ 若希望通过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创造新的市场ꎬ 政府不能光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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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ꎬ 还得有能力将其落地实现ꎮ① 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ꎬ 将对具体行业领域

的投资意愿转化为可以实际落地的投资能力可以被视为国家能力的组成部

分ꎮ② 现有文献早已关注到国家能力不仅体现在宏观整体层面ꎬ 同时也体现在

产业层面ꎬ 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是工业行政ꎮ 根据宋磊等的总结ꎬ 工业

行政这一主题对理解发展型国家和产业政策相关的政府作用机制非常重要ꎬ
对中国而言尤为关键ꎮ③ 在已有研究中ꎬ 路风和蔡莹莹明确提出国家建设需要

包含政府的工业行政能力ꎬ 并将之定义为 “政府能够通过规划、 政策等手段

直接影响工业发展方向和企业行为的能力”ꎬ 也就是说ꎬ 工业发展不仅取决于

企业的能力ꎬ 也取决于政府的能力ꎮ④ 封凯栋等从产业政策过程的角度ꎬ 将国

家针对特定工业实施政策并实现目标的能力分为三个层次: 对工业产业的理

解能力、 政策的制定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ꎮ⑤ 上述研究均对本文从产业层面

关注国家能力提供了重要启发ꎬ 相比之下ꎬ 本文所讲的任务导向型投资能力

聚焦于投资活动这一类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的具体活动ꎮ 一个国家发起任务导

向型投资的能力越强ꎬ 越有可能在任务目标的方向上完成投资活动ꎮ 正如马

祖卡托研究任务导向型投资时所说ꎬ 国家希望通过创造技术、 产业部门和市

场来推动经济转型ꎬ 前提是要有进行长远思考的才智和推动进取性政策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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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相关讨论参见 [美]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ꎬ 张凤林译: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ꎬ 北京: 商务印

书馆ꎬ ２０１２ 年ꎻ 林毅夫著: «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ꎮ
根据斯考切波的经典定义ꎬ 国家能力是国家行为体执行官方目标和政策的能力ꎮ 参见 Ｔｈｅ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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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有的研究将其放在经济现代化的情境下ꎬ 着力考察了国家助力经济发展的能力ꎮ 参见 [美] 戴维
瓦尔德纳著ꎬ 刘娟凤、 包刚升译: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ꎬ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ꎬ ２０１１
年ꎻ [美] 阿图尔科利著ꎬ 朱天飚等译: «国家引导的发展: 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ꎬ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ꎬ ２００７ 年ꎮ

宋磊: «工业行政能力: 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ꎬ 载 «公共行政评论»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４ 页ꎻ 宋磊、 孙晓冬: «中国工业行政研究析论»ꎬ 载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３８ － １５０ 页ꎮ

路风、 蔡莹莹: «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挑战政府能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中国 ＴＦＴ －
ＬＣＤ 工业的发展»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２ 页ꎮ

封凯栋、 姜子莹、 赵亭亭: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

究»ꎬ 载 «社会学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２ 页ꎻ 姜子莹、 封凯栋: «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国家工业理

解能力»ꎬ 载 «学术研究»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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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① 晚近亦有研究从 “创造市场的国家” 视角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高

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ꎮ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从 “１５６ 项工程” 到 “两弹一

艇一星”ꎬ 从 “南水北调” “西电东送” “西气东输” 到 “东数西算”ꎬ 可以

看到不同层次和行业中很多任务导向型投资活动ꎬ 而且很多投资活动都已经

成功落地ꎮ③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何中国政府有这样的能力ꎬ 得以成功发动许多任务

导向型投资来创造市场?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ꎬ 此处想要强调的观点

是: 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是政府拥有这种能力的重要政治基础ꎮ 本文所说

“政商关系” 中的 “政” 自然是指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ꎬ 而 “商” 则不

仅仅是指代表实体经济的企业④ꎬ 还包括代表金融经济的银行⑤ꎮ 所以更具体

地说ꎬ 中国的政商关系其实包含 “政府—企业关系” 和 “政府—银行关系”
两个方面ꎮ⑥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角度看ꎬ 无论是政府—企业关系还是政府—银

行关系ꎬ 本质都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ꎮ⑦ 改革开放以来ꎬ 这两组权力关系

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新的权力关系结构在激发经济活力

的同时ꎬ 依然通过以下特征保留了国家在必要时直接协调企业与银行参与经

济活动的能力ꎮ
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关系ꎮ 中国的关键资源继续维持公有制ꎬ 且关键行

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ꎮ 中国政府不仅仅提供公共服务ꎬ 同时也作为国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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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ꎬ 尽管中国在推动任务导向型投资方面非常出色ꎬ 但这种能力并非中国独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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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本研究中被采取狭义的理解ꎬ 主要指非金融企业ꎬ 不包括金融机构ꎮ
此处所指的银行亦包括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ꎮ
在讨论政商关系时ꎬ 既有研究通常侧重政府与实体企业的关系ꎬ 将政府与实体企业、 政府与

金融机构的关系同时作为考察对象并讨论 “政府—企业” 和 “政府—银行” 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仍然

不足ꎮ 事实上ꎬ 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ꎬ 政府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关系相当重要ꎮ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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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来维持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公有制ꎮ① 因此ꎬ 人们平时俗称的地方政府

“卖地” 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ꎬ 而是使用权的转让ꎮ 同时ꎬ 尽管如今民营

企业的发展繁荣程度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ꎬ 中国也早已成为外

资企业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市场ꎬ 但是中国仍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国有企

业部门ꎬ 国有企业在军工、 能源电力、 交通等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诸多关键行业或战略性行业维持着主导地位ꎮ 通过对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

项目的投资ꎬ 中国政府拥有可以直接介入实体经济活动的能力②ꎬ 这有利于国

家根据任务目标协调企业开展投资活动ꎬ 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变成指

向特定任务的投资需求ꎮ
另一方面是政府—银行关系ꎮ 现实中ꎬ 投资计划并不总是完全依靠自有

资金支持ꎬ 因此任务导向型投资的融资活动会受到政府—银行关系的影响ꎮ
中国的银行可大致分为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三部分ꎮ 与一些

西方国家所谓的 “独立” 中央银行不同ꎬ 我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是

中央政府的组成部门ꎬ 而非独立于政府ꎮ③ 同时ꎬ 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领

域的自主决策权限也有着明确的限制: 涉及年度货币供应量、 利率、 汇率和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的决定ꎬ 需要由国务院批准之后执行ꎻ 除此之外ꎬ
有关货币政策事项可以自行决定后执行ꎬ 但也须报国务院备案ꎮ④ 在这种政

府—银行关系下ꎬ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相对更为容易ꎬ 结构性货币政

策 (如抵押补充贷款等) 也可更好地服务于任务导向型投资ꎮ 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ꎬ 商业银行中原先四大国有独资专业银行的格局已经被打破ꎬ 不过ꎬ
无论是银行机构数量的增加还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ꎬ 都没有

改变国家对商业银行系统的主导作用ꎮ⑤ 可见ꎬ 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是一些西

方教科书中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金融机构ꎬ 而是国家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宪法中规定ꎬ 城市土地均属国有ꎬ 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ꎬ 除了法律

规定归属集体所有的情况之外ꎬ 所有的自然资源也均为国有ꎮ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ꎬ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ꎮ

路风: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９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规定ꎬ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ꎬ 制定和执行货币

政策ꎬ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ꎬ 维护金融稳定ꎮ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ꎬ 北京: 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ꎬ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明确规定ꎬ 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ꎬ 在国

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ꎮ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融工作文献选

编»ꎬ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５８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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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参与者ꎮ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的 ２０１８ 年ꎬ 图兹对全球金融

危机进行总结时认为ꎬ 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中国成功实现

了大规模政府支出和大幅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ꎬ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

点ꎬ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不但可以影响许多工业企业ꎬ 中央银行还可以直

接影响银行部门的信贷发放ꎮ① 中国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出现于 １９９３ 年金融体

制改革之后ꎬ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

性银行的成立在原来专业银行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

银行两个部分ꎬ 政策性银行的发展也促使开发性金融在中国不断发展完善ꎮ②

开发性金融是一种实现政府目标的金融形式ꎬ “政府入口、 开发性金融孵化、
市场出口” 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运行机制ꎮ③ 卡普兰在研究中国的海外开发性

融资时ꎬ 将中国政策性银行的目标概括为不同于 “利润最大化” 的 “市场最

大化”ꎬ 即帮助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海外市场ꎮ④ 其实ꎬ 这一结论

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国内ꎮ 对于任务导向型投资而言ꎬ 政策性银行有利于扩大

其中长期资金来源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并非仅仅包括对政府 “应该” 创造市场的理论

认识ꎬ 更重要的是ꎬ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政府 “应该如何” 通过塑造政商关

系来创造市场的发展知识ꎮ 概括而言ꎬ 在政府创造市场的过程中需要紧密协

调的政商关系服务于国家现代化ꎮ 中国政商关系与任务导向型投资的关系可

大致总结如图 １ꎮ 紧密协调的政府—企业关系有助于创造投资需求ꎬ 紧密协调

的政府—银行关系则有助于为投资活动提供融资支持ꎬ 两类关系共同促进了

任务导向型投资的实现ꎮ 相较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应然特征ꎬ 这一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生成并得到实践检验的本土政商关系更有助于实现政府、
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良性互动ꎮ 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知识ꎬ 中国的

本土政商关系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持续高投资ꎬ 也塑造了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

投资合作时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ꎮ

—６２—

①

②
③

④

[英] 亚当图兹著ꎬ 伍秋玉译: «崩盘: 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ꎬ 上海: 上海三联书

店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２７０ － ２７１ 页ꎮ
吴雨珊著: «开发性金融创世记»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ꎮ
陈元: «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 载 «管理世界»ꎬ 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１ － ５ 页ꎻ 陈元: «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城市化发展»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４ －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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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政商关系与任务导向型投资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

一国的政商关系不仅对该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意义ꎬ 而且也会深

刻地影响到该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ꎮ 在早期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

投资活动时ꎬ 海默曾颇为正确地指出ꎬ 企业在海外市场投资是具有先天劣势

的ꎬ 如果能够进行海外投资ꎬ 那么一定具备某种优势可以克服这些劣势ꎬ 支

持企业 “走出去” 开展竞争ꎮ① 作为新新贸易理论 (Ｎｅｗ －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的代表性成果ꎬ 梅利茨及其合作者构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则论述了生产率高

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ꎮ② 作为对上述经典理论的一种推论ꎬ 可以

说企业之所以能够参与对外投资合作ꎬ 是其将源自本土政商关系的竞争优势

进行国际拓展的结果ꎮ
由此以来ꎬ 对外投资合作便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扩散的有力载

体ꎬ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如图 ２ 所

示ꎬ 基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提炼的发展知识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ꎬ

—７２—

①

②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Ｈｙ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６ꎬ ｐ ５２

Ｍａｒｃ Ｊ Ｍｅｌｉｔｚ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ꎬ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７１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９５ － １７２５ꎻ 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ＤＩ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９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００ －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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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一政商关系所形成的竞争优势还反映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

中ꎮ 进一步地ꎬ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体现并扩散了相应的发展知识ꎬ
通过满足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需求来助力东道国实现现代化ꎮ
鉴于本文上一部分已从政商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此

处将重点讨论本土政商关系 (具体而言即政府—企业关系和政府—银行关系)
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竞争优势ꎬ 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发展知识的扩

散来助力东道国实现现代化ꎮ

图 ２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无论是国家竞争优势还是企业竞争优势ꎬ 都需建立在一定差异化战略的

基础上ꎮ① 换言之ꎬ 对中国 “走出去” 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行为

特质的观察ꎮ 在对外投资合作中ꎬ 当前中国投资者相较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

传统投资者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更长的时间视野ꎬ 二是更高

的风险容忍度ꎮ② 中国投资者之所以具备这些竞争优势ꎬ 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

系密不可分ꎮ
一方面ꎬ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拥有较长的时间视野ꎮ 时间视野是

刻画行为体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ꎬ 反映了不同行为体对于应从多长期限的范

围内看待利益和绩效的主观认知和客观约束ꎬ 从而影响行为体的战略选择ꎮ③

—８２—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ｒｔｅｒ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０

当然ꎬ 七国集团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内部亦存在差异ꎬ 此处仅是就平均而言ꎮ
陈兆源: «时间范围与国际投资合作中的耐心资本»ꎬ 载 «世界政治研究»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辑ꎬ

第 ４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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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走出去” 企业更长的时间视野呼应了国际发展合作研究对中国 “耐心

资本” 的讨论ꎮ 在林毅夫等学者看来ꎬ 耐心资本是投资于一种 “关系” 的资

本ꎬ 其提供者愿意看到接受者在未来获得发展ꎬ 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ꎮ① 耐心

资本意味着投资者在投资决策阶段便打算进行较长期限的投资ꎬ 且在投资经

营阶段不强求短期财务回报ꎬ 并在面对不利条件时谨慎地动用其 “退出权”ꎮ
这与中国大量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的事实相一致ꎮ
中国企业之所以拥有较长的时间视野ꎬ 是源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ꎮ 从政府

—企业关系来看ꎬ 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ꎬ 尤其是在承包工程领域的重要

地位ꎬ 赋予了中资相较于西方私人资本更长期的视野ꎮ② 卡普兰在讨论中国在

拉美的投资时指出ꎬ 私人企业大多必须保持短期的盈利能力以安抚公司董事

会ꎬ 而中资更长的时间视野意味着不追求短期利润而期待长期回报ꎮ③ 李静君

同样强调了海外中资的国有主导ꎬ 认为中国企业对经济利益和政治 (安全)
利益的并重使得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时更注重 “生产导向”ꎬ 而不那么易

受市场波动的影响ꎬ 故更具长期视野和稳定性ꎮ④ 从政府—银行关系来看ꎬ 中

国的许多对外投资合作项目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展型融资

配套ꎬ 而这些贷款通常拥有较长的偿还年限ꎮ 债务国对中国的负债总额中ꎬ
长期债务占比高达 ９６％ ꎬ 为所有债权人中最高ꎮ⑤ 在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下ꎬ
中资在海外中长期项目投资中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ꎮ 在与发

达国家企业进行比较时ꎬ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风险偏好

明显不同ꎮ 有多项研究发现ꎬ 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东道国的政治风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 Ｗ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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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ꎬ 出于对政府—企业关系的讨论ꎬ 此处侧重国有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所发

挥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存在相互配合ꎬ 这在中国本土的基础设施

投资中其实亦有所反映ꎬ 参见张军、 高远、 傅勇、 张弘: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 － １９ 页ꎮ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 Ｋａｐｌａｎ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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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太敏感ꎮ① 与此同时ꎬ 中国企业在许多所谓高风险地区还有不少建设中或

运营中的承包工程项目ꎮ 较高风险容忍度的另一体现是ꎬ 部分中国企业将经

济逆周期视为扩大业务的机会ꎬ 与西方投资者在逆周期时往往选择减少投资

甚至撤资形成对比ꎮ 中国企业之所以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ꎬ 同样与中国本

土的政商关系密不可分ꎮ 从政府—企业关系看ꎬ 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

通常能够容忍并克服更大的风险ꎮ 国有企业部分承担着国家的发展政策ꎬ 并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过政府间协议推动的标志性投资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打破壁垒ꎬ 防范可能的政治和安全挑战ꎬ 母国政府更有激

励运用手中的资源来帮助企业应对东道国投资环境中的各类风险因素ꎮ 尤其

是在资产专用性高且投资周期较长的领域ꎬ 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对投资项目的

成功实施和运营更为关键ꎮ 从政府—银行关系来看ꎬ 中国较低的融资成本为

特定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了应对风险的融资支持ꎮ 在开发性金融模式下ꎬ
政府与银行合力促进了对基础设施等长周期、 高风险项目的融资支持: 一方

面通过政府积极参与弥补了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市场缺陷ꎬ 另一方面通过强调

项目运营业绩培育了市场机制ꎮ 此外ꎬ 对中国的银行贷款发放的研究发现ꎬ
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更易获得较大额度和较长期限的贷款ꎮ② 这一特点虽然

提高了特定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可能性ꎬ 但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投资者应对

投资风险的能力ꎮ
既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和竞争优势反映了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ꎬ

那么中国企业在参与对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也几乎必然伴随着相关发展知识

的扩散ꎮ 概括而言ꎬ 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合作主要通过满足东道国

两方面的需求来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ꎮ 一是通过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

带动东道国经济增长ꎮ 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 下ꎬ 欠发达国家

难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私营资本进行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由此阻碍了发

展中国家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ꎬ 并且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ꎮ 在

中国发展知识的推动下ꎬ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ꎬ 以及政府应在基础

—０３—

①

②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 税负和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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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资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观点被广泛接受ꎬ 而中国投资者在满足东道国

这一需求时无疑具有明显优势ꎮ① 二是通过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加强

东道国的国家能力建设ꎮ 中国投资者在 “走出去” 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将其

在本国熟悉的治理模式带到海外市场ꎬ 而有效政府无疑是中国发展知识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斯洛博丹指出ꎬ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之一便是为了促进全球

化而削弱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对其经济的权威ꎮ② 不同于此ꎬ 中国投资者希望发

展中东道国可以更多地通过提升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ꎬ 并且其较长的时间视

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有利于提升东道国政府的议价权力ꎬ 使其在更长的时

间尺度上、 更大的操作空间中规划和发展国家能力ꎬ 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ꎮ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求是多维度的ꎬ 此处之所以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

资与国家能力建设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ꎮ 一方面ꎬ 现代化是需要长时间

投入资源的过程ꎬ 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分别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经

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领域的长期资源投入ꎮ③ 另一方面ꎬ 基础设施投资与国家能

力建设之间存在相互加强、 彼此促进效应ꎮ 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可以在范围

和程度上增强国家嵌入社会的能力ꎬ 而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亦有助于基础

设施投资的高质量、 可持续进行ꎮ 故观察对外投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

施与国家能力方面的影响是富有意义的ꎮ

三　 基于中国企业投资巴西电力行业的考察

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ꎬ 拥有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中国企业

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ꎬ 也起到助力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

作用ꎬ 特别是投资于本就需要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ꎮ 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持续发展ꎬ 基础设施投资是一项重要任务ꎮ 从

性质来看ꎬ 基础设施是一种特殊的 “固定资本”ꎮ 与很多机械与运输设备不

—１３—

①

②

③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 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ꎬ 载 «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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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能力建设作为国家行为体的 “一项投资” 的讨论ꎬ 可参见陈兆源著: «投资国家能力:

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建设»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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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ꎬ 基础设施在空间上是无法移动的①ꎬ 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法像进口很

多其他资本品那样通过货物贸易来解决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ꎬ 只能自己组织

力量来完成投资ꎮ 基础设施行业既包含交通运输、 邮政通信等方面的设施建

设与服务ꎬ 也包含了为生产生活提供水、 电、 气等的公用事业行业ꎮ 此处以

中国企业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为例来具体说明以对外投资为载体的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ꎮ
巴西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有着较大潜在需求ꎬ 这也为中国企业对巴西电

力行业开展投资提供了广阔合作空间ꎮ 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债务问题及 ９０
年代之后的私有化改革等原因ꎬ 整体上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足ꎮ② 据研究

统计ꎬ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 年间ꎬ 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平均占比约

为 ２ ２％ ꎬ 不仅远不及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 (８ ６％ ) 和印度 (４ ９％ )ꎬ
也略低于基础设施已较为完善的美国 (２ ５％ ) 和欧盟 (２ ５％ )ꎬ 甚至还达

不到拉美平均水准 (２ ４％ )ꎮ③ 具体到电力领域ꎬ 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建设

的滞后给巴西部分大型工业区域造成了断电困扰ꎮ④ 一方面ꎬ 巴西需要进一步

加强投资电力部门ꎬ 实现电力来源多元化ꎬ 以满足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的需

求ꎮ⑤ 巴西是对水电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ꎬ 如图 ３ 所示ꎬ 巴西发电量中水

电占比曾一度达到 ９０％ 左右ꎬ 如今虽有所下降ꎬ 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也远高于中国ꎮ 巴西对水力发电过度依赖的问题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旱情期间充

分暴露ꎮ 由于水库水位下降ꎬ 发电资源不足ꎬ 巴西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用电

配给政策ꎬ 这也引发了巴西新一轮的电力行业改革ꎮ⑥ 另一方面ꎬ 巴西还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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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投资解决电网建设和电力输送问题ꎮ 从地理上看ꎬ 巴西的用电中心和水力

发电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ꎬ ８０％ 的用电量在南部和东南部ꎬ 而发电却

要依靠水力资源丰富的北部亚马孙河流域ꎬ 从北部到东南部的电力输送跨度

超过了 ２０００ 千米ꎮ① 所以ꎬ 无论从电力开发还是电力输送角度来看ꎬ 电力行

业投资对巴西均具有重要意义ꎬ 也为中国企业依托自身竞争优势开展对外投

资合作创造了机遇ꎮ

图 ３　 中国和巴西水力发电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数 (ＷＤＩ) 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１０]

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同时涉及电力开发和电力输送环节ꎮ 在电力开发

方面ꎬ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２０１３ 年成立三峡巴西公司ꎬ 在短短几年已经发展成

为巴西第三大发电企业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共拥有装机量超过 ８００ 万千瓦的水电项

目 １７ 个和风电项目 １１ 个ꎮ② 鉴于中国企业海外发电项目受到的关注和讨论较

多ꎬ 此处侧重于分析国家电网在巴西输配电领域的投资及影响ꎮ ２０１０ 年欧洲

债务危机背景下ꎬ 在巴西拥有输电领域特许经营权的一家西班牙企业希望出

售部分资产ꎬ 中国国家电网抓住这一机会进行并购ꎬ 于 ２０１０ 年成立中国国家

电网巴西控股公司 (以下简称 “国网巴控公司”)ꎮ③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ꎬ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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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两次收购了巴西 １２ 家输电特许权公司 １００％的股权ꎬ 通过设立集控中心

等方式加强本土化经营ꎬ 并且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积累了市场经验ꎮ①

国网巴控公司在巴西经营活动的一个代表性项目是参与巴西美丽山输电

项目建设ꎮ 该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将电力从位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美丽

山水电站 (巴西第二大水电站) 输送至用电负荷集中的巴西东南部ꎬ 该项目

也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输电项目ꎮ 美丽山输电项目的建设共分两期完成ꎬ 项

目一期工程为国网巴控公司和巴西电力公司旗下企业联合中标ꎬ 建成后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投入运营ꎮ ２０１５ 年该项目二期工程竞标时ꎬ 巴西正面临经济危

机考验ꎬ 之前和国网巴控公司合作投标的东道国企业也面临融资困难特别是

短期资金困境ꎬ 于是国网巴控公司选择独立投标并成功中标ꎮ②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美丽山项目二期工程成功投入运营ꎮ 美丽山输电项目为东道国巴西带来了显

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ꎮ 首先ꎬ 美丽山输电项目的建成通过 “北电南送”
改善了巴西的电力输送和用电条件ꎮ 该项目作为世界上距离最长的 ± ８００ 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ꎬ 全长超过 ２５００ 千米ꎬ 由南向北穿越巴西 ５ 个州、 ８１ 座

城市ꎬ 可以将美丽山水电站提供的大约 ３ / ４ 电能输送至巴西东南部ꎬ 满足里

约热内卢、 圣保罗等区域 ２２００ 万人用电需求ꎮ③ 此外ꎬ 国网巴控公司通过参

与项目建设还在客观上起到了创造市场的作用ꎮ 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ꎬ 国网

巴控公司很好地实施了设备和人员的本地化ꎬ 不仅可以为巴西本土的电工设

备和原材料等相关产业提供新的市场ꎬ 还创造了 ２ ５ 万个就业岗位ꎮ④ 同时ꎬ
国网巴控公司将注重社会责任贯穿整个项目建设ꎬ 既包括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保护自然环境ꎬ 还包括在卫生健康、 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帮助改善当地

社区居民生活ꎮ⑤

根据已有研究总结巴西电力行业管理机构、 国网巴控公司的合作企业以

及当地媒体报道对国网巴控公司的评价ꎬ 可以认为国网巴控公司是一家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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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当地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化企业”①ꎬ 是中国对巴西电力行业开展投资合

作的有力依托ꎮ 那么ꎬ 为何国网巴控公司能够承担这样的角色? 具体原因是

多方面的ꎬ 企业自身的技术和工程经验积累、 对市场机遇的把握以及合理的

经营策略等都很重要ꎬ 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和政商关系给

国家电网持续成长和发展创造的条件ꎮ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ꎬ 紧密协调的

政商关系让中国电力行业的任务导向型投资规模不断扩大ꎬ 国家电网的技术

能力和经营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ꎬ 这也是国网巴控公司参与巴西的任

务导向型投资竞争优势的国内基础ꎮ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ꎬ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持续

推进ꎬ 中国国内电力生产和供应方面的短板开始显现ꎬ 对电力行业的发展也

提出新的挑战ꎮ １９９３ 年左右ꎬ 中国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ꎮ 是年全国消

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达 １４ ７％ ꎬ 已接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高点ꎬ 随后该

指数在 １９９４ 年更是上涨 ２４ １％ ꎮ 从产业基础的角度看ꎬ 包括电力部门在内的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的相对落后是导致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指出: “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ꎬ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 ‘瓶颈’ 制约进

一步强化电力、 油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ꎬ 有的地方又出现 ‘停三开四’
现象ꎮ”② 虽然中国成功应对了这次经济过热ꎬ 实现了经济 “软着陆”ꎬ 但这

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电力行业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重要性ꎮ
改革开放之前ꎬ 中国的电力行业与国内其他许多行业一样ꎬ 归口于电力

部和各地电力局这一特定政府部门管理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 电力系统也在市场

化的大趋势下发生着变革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新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承接了电力部的

企业管理职能ꎬ 各地电力局则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的下属公司ꎮ 次年ꎬ 电力部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撤销ꎮ③ ２００２ 年ꎬ 电力行业进行了被称为 “厂网分开”
的改革ꎬ 原先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五家发电企业、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两家输配电企业和其他四家企业ꎮ 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发电环节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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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环节由不同企业承担ꎬ 五家发电企业和两家电网企业拥有 ４０％的全国发

电容量ꎮ① 上述变化推动了国内电力行业实现政企分开ꎬ 但没有打断政企协

作ꎬ 也没有改变中国政商关系的基本特征ꎮ 电力作为重要战略性行业ꎬ 国有

企业仍在其中占据关键地位ꎮ 紧密协调的政府—银行关系也让电力企业得到

低成本融资ꎮ 国有发电公司可以利用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克服依靠地方政府、
外国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融资的局限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国内发电量快速上升ꎮ 如图 ４ 所示ꎬ ２０００ 年中国

年发电量仅 １３５５６ 亿千瓦时ꎬ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到 ９％ ꎬ 到国网巴控公司成

立的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年发电量已达到 ４２０７１ ６ 亿千瓦时ꎬ 几乎与当时美国

４３９４２ ５ 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相当ꎬ 占世界的比重也提高到将近 ２０％ ꎮ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年发电量增至 ８８４８７ １ 亿千瓦时ꎬ 占比超过全球的三成ꎬ 中国作为

世界第一大发电国的地位愈发稳固ꎮ 发电量和用电需求的增加也给作为输配

电企业的国家电网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ꎬ 包括 “西电东送” 这类国家主导

的大型工程让国家电网有机会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ꎮ 一个最

直观的表现便是中国每年输配电过程中电力损耗占发电量的比重呈现持续降

低趋势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 左右降低到 ２０１４ 年的约 ５ ５％ ꎮ③ 在这一过程中ꎬ
中国的高压和超高压输电技术不断发展ꎬ 为特高压输电技术提供了积累基础ꎬ
客观上让国网巴控公司可以凭借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参与美丽山输电

项目建设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中国的运特高压线路已经达到 “１４ 交 １８ 直”ꎬ
其中 “１４ 交 １４ 直” 在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ꎮ④

与此同时ꎬ 中资金融机构也在促进中国和巴西的投资合作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ꎮ 目前ꎬ 中国和巴西两国在改善后者融资条件方面有着多样化的合作形

式ꎬ 包括金融机构在巴西设立分行或代表处、 新开发银行及中拉产能合作基

金等ꎮ⑤ 以政策性银行为例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 ２００６ 年起通过直贷、 转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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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 本外币融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包括国家电网在内的多家中资企业在巴

西投资提供支持ꎬ 同时也与巴西企业深入开展合作ꎮ① 作为首个出具巴西雷亚

尔保函的中资银行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国家电网提供了信用背书ꎬ 在降低

两国水电项目合作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国家电网从巴西当地获得商业性贷

款ꎮ② 由此可见ꎬ 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合作也与中国自身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支持密切相关ꎮ

图 ４　 中国发电量及占世界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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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合作的案例表明ꎬ 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影响ꎮ 国家在本土为企业创造成长与发展机会ꎬ 成长起来的企业则可以成

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有利依托ꎬ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样需要较长

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行业领域ꎮ 从政商关系跨国互动的视角看ꎬ
前一阶段是中国本土政商关系对发展知识的提炼ꎬ 并借此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ꎬ 后一阶段则是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对发展知识的扩散ꎬ 同

时企业也通过传播运用所习得的发展知识来助力巴西等发展中东道国的现

代化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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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实现与巴西开发银行 ５ 亿美元综合授信项目全额发放»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ｏｎｅｙ / ２０２３１１１５ / ａ６ｆａ１３ｂ９ｃｄ０４４ｅ５１ｂｅ７５７２６７２２ａｄ０６３ｅ / ｃ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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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守军、 焦玉平: «中国对拉美开发性金融合作研究»ꎬ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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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与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

新机遇ꎮ① 其中ꎬ 对外投资合作是连接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纽

带ꎮ 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ꎬ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还反映并扩散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ꎮ 以

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ꎬ 文中构建了一个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ꎬ 来理解全

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ꎮ 在此分析框架下ꎬ 本文试图回答前后相连的三个问题ꎮ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什么样的发展知识ꎮ 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是提炼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知识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ꎮ 中国政府依靠与企业部门和银行部

门的紧密协调ꎬ 通过发起并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ꎬ 推

动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ꎮ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如何塑造了中国

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与优势ꎮ 中国本土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促进了国有企业

等各类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合作ꎬ 并通过开发性金融提供相应支持ꎬ 使中国企

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两方面竞争优势ꎬ
即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ꎮ 三是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如何

有助于满足发展中东道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ꎮ 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

合作满足了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两方面的需求ꎬ 从而助力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ꎮ
基于上述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ꎬ 本文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

的投资合作进行了案例考察ꎮ 巴西相对滞后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制约了其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ꎮ 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拥有先进的发电和输电

技术ꎬ 并且有较长的投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ꎬ 参与了巴西多个

大型电网建设项目ꎮ 在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中ꎬ 中国企业不仅完成了

项目建设任务ꎬ 还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ꎬ 获得巴西方面广泛认

可ꎬ 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力和吸引力ꎮ 中国电力企业在对巴西的

投资合作中体现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ꎬ 助力巴西推动现代化建

设ꎬ 实现了互利共赢ꎮ 当然ꎬ 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也可更广泛地用于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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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对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ꎮ
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ꎬ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ꎮ 就

理论启示而言ꎬ 国际关系学者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讨论时ꎬ 应更加重

视国内和国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ꎮ 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

学相交的区域ꎬ 并且该区域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放大ꎮ①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

发展知识超越了 “现代化” 等于 “西方化” 的窠臼ꎬ 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问

题上走向 “话语自主” 的理论建构ꎮ② 基于本土政商关系挖掘提炼的发展知

识同样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机制ꎮ 就实践启示而言ꎬ
本文所讨论的发展知识扩散不同于某些国家对所谓 “善治” 的强行推广ꎮ 推

广 “善治” 往往被用作促进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工具ꎬ 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对

此的反弹ꎮ③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应避免这种情形ꎬ 积极回应所在国

政府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ꎬ 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知识和治理经验ꎬ 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ꎬ 提高其在引入外部资

源时的自主性与主导权ꎮ 中国要继续强化并优化政府、 企业、 银行之间的协

调配合ꎬ 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ꎬ 推动高质量的对外投资合作ꎬ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ꎮ

(责任编辑　 史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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