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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功能、

重点与建议

郑联盛 张婉禛

 在新发展格局中，政策性金融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将

着力于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有效缓释市场失灵，提

升国内国际双循环链接功能。

 支持企业“走出去”是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工作之一，未来

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点需要依托经贸关联，

致力于在金融功能健全、区域布局优化和金融业务创新等

三个领域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夯实支持企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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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功能、区域和业务基础。

 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深化政策性金融机

构改革，优化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

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能力，有效防控“走出

去”企业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的风险。

政策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为配合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实施，以国家或特定授权机构作为融资主体、运用

各种特殊融资手段、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殊性金融服务体系。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对中国政策性金

融体系提出了更为重要的要求。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

的有机部分，政策性金融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总结国内外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

的经验，优化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创新金融支

持模式、业务域流程，进一步发挥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

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是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

一、新发展格局下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再定位

（一）政策性金融要着力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在新发展阶段中，政策性金融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政策性金融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而开展的特殊

金融服务。政策性金融要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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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观念、战略导向，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打造全球要素资

源强大引力场，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政策性金融的核心目标在于缓释市场失灵

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资源配置的基本

要求。随着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市场失灵可能会成为

我国资源配置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约束。市场失灵理论是政

府干预金融、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政策性金

融具有一定的国家属性和公共属性，应站在国家整体战略和

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进行统筹规划，充分利用国家信用等政

策性优势，多措并举，专业运作，有效克服或缓解市场失灵

的成本收益错配，为资源配置顺畅和社会福利增进提供保障。

（三）政策性金融要着力于内外双循环链接功能

政策性金融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应内外统筹，

着力于内外两个市场和两个循环的链接。一方面，发挥政策

性金融优势，支持国内基础设施、重大项目、薄弱环节等的

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强化政策性金融链接功

能，着力于进出口贸易促进、要素跨境流动、内外技术创新

发展、区域及全球经济金融合作。

二、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工作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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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举，在继续积极支持“引进来”的同时，政策性金融需要

强化对境内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以构建一个双向互动的

资源要素配置机制。为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必要充分

发挥自己的金融服务优势，根据功能、业务和区域等维度来

强化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

（一）立足四项功能，构建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

去”的功能体系

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中，政策性金融在支持企业

“走出去”上，要发挥交易促进、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经

济调节这四个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功能，尤其是要发挥市

场失灵缓释功能。

首先，在基本功能发挥上，政策性金融以跨境交易、支

付、结算和汇兑等业务为支撑，以账户系统、报文信息和支

付清算安排等提高企业资金内外交互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其

次，资源配置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在储蓄方和投资方的资金融

通过程中实现期限转换、信用和流动性转换，这是金融市场

和金融中介的最主要功能，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核心职能。再

次，风险管理功能在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重大

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需要充分利用政策定位、专业优势和

综合能力，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再保险、投资风险警示、信

息咨询、属地服务等方式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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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策性金融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中要匹配国家经济

发展战略，符合政策调整需要。

（二）依托经贸关联，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

去”的区域布局

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要有清晰的区域布局战

略，要以本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为核心，根据与中国

经济、产业和企业的关联程度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

区域布局。

中国周边区域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首要

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关注到东盟地区取代欧盟和美国成

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重大变化，将更多支持企业“走出

去”的资源向东盟及周边地区倾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

的核心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强化区域布局，对包括东盟

在内的“一带一路”经济体优化政策配置，增加资金投入，

致力于持续增强双方互信互助和资金资源双向配置。

北美和西欧地区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并有

效链接全球产业链的关键。政策性金融应充分发挥外部资源

统筹能力，有效沟通北美和西欧地区合作伙伴，通过支持企

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强化中国与核心区域的微观互动

和宏观协调，共同致力于修复全球产业链。

拉美和非洲地区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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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应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

金融服务保障，有效链接产业链上下游，尤其是原材料与生

产环节，同时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当地的优势支持企业拓

展中东、拉美和非洲市场。

（三）创新产品服务，优化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

去”的业务体系

按照业务属性，政策性金融服务的业务体系围绕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创新发展。

一是基础性服务为支撑。贸易金融在支持企业“走出去”

中具有基础性服务功能，主要提供国际结算、结售汇、保函、

贸易融资等产品及服务。二是政策性贷款为主力。政策性贷

款覆盖对外贸易、跨境投资、对外合作和境内对外开放等领

域，境外投资贷款是跨境投资促进的核心信贷产品。三是链

接海外金融资源为重点。应将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置延伸到亚

欧非各地，将业务扩展到债券融资、股权投资、海外投资贷

款等方向，同时注重对外资机构或其他合作伙伴的引入。四

是政策性保险为保障。例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积极创新

业务功能，致力于为中国高科技出口、大型机电产品等项目

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为出口项目分散风险，实现风险全

面覆盖。

三、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深化政策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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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优化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

不断拓展产品和服务，强化服务功能，加强内外统筹和风险

防范，有效守住风险底线。

（一）深化金融改革

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有效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

性金融的功能定位。在金融体系改革中，着力于提高政策性

金融交易促进、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经济调节等基本功能，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有效链接内外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功

能定位上，进一步明确各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职

能定位以及主要发展方向。在功能统筹上，在完善政策性金

融机构功能和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

力军作用，构建多主体、多层次、商业性与政策性相互补充

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

（二）优化区域布局

以经济关联度为核心，优化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

去”的区域布局。在区域布局上，政策性金融机构应以“一

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中国

—东盟、中欧、中韩、中澳以及亚太等多边及双边机制为支

撑，以东南亚为首要地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

路为两翼，以北美和西欧为关键区域，以中东、非洲和拉美

为突破，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区域布

局。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泛美发展银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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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和区域发展组织的

合作，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机构等支撑。

（三）完善产业布局

政策性金融机构要以产业链修复和产业升级优化为重

点，着力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产业布局。

以服务“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任务为支撑，注重支持基

础设施、高铁、核电、高端装备、通讯、电子、钢铁、建筑

材料、玻璃、光伏电池、风能设备等优势产业与企业“走出

去”，形成区域及国际产业链体系。推动目标国家在农业、

能源、资源、医药、环保、航空、精密制造、海洋工程等领

域与我国开展合作，进一步优化国际分工，有效链接全球产

业链，共同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政策性金融机构还要

在国际上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对节能环保、新能源

等行业支持力度。

（四）强化服务能力

以资金来源为重点，以产品和服务创新为依托，以本土

化为突破，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一是应构建以国

家主权信用为支撑、以市场化融资为主渠道、以多样化融资

为补充的政策性金融融资机制。二是应形成以基础性服务为

支撑、以政策性贷款为主导、以内外市场链接为关键、以风

险管控为保障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政策性金

融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在重点区域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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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设置海外分行、代表处、代理行等，通过联合贷款、股权

投资、债券发行以及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合作，强化在目

的国的商业存在，提升与目的国的内在关联性，夯实服务企

业“走出去”的本土化能力。

（五）守住风险底线

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一要注重“走出去”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政策等风险，

注重保障“走出去”企业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二要警惕重

要经济体政策的外溢风险，尤其是美国政策调整对汇率稳

定、资本流动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等的影响及潜在的风险。三

要着力提高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资源整合能力，提升

企业跨境经营能力和水平，着力防范经营、财务及市场风险。

四要重点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产负债及其相关币种结构，

加强汇率风险管控，保障企业在境内外稳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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