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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投融资 

现状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广西发挥地理优势，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

设为契机，着力推进与东盟国家基础设施、技术、贸易的

深入合作，增进数字经济的优势互补，积极打造面向东盟

开放合作的数字新高地和数字丝路的重要门户。随着中国

—东盟信息港建设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产业的投融资模式

发生了新变化，分析项目的投融资现状并提出对策建议，

将带来新的模式与机制，有效增加资金活水，大力提高资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1 年 9 月 27 日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2 — 

本活力，为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共建共享，服务和融合

新发展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一、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投资现状 

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7 月，列入中国—东盟信息港

2019—2021 年项目库的建设项目共有 192 个，计划总投资

1287.86 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1.59 亿元占 0.12%，自治

区资金 19.53 亿元占 1.51%，其他财政资金 40.67 亿元占

3.15%，业主自筹资金 1248.54 亿元占 96.9%。目前，在库

项目共完成投资 416.73 亿元。 

上述在库项目中，计划投资排名前三的设区市分别为

南宁市 301.40 亿元、桂林市 232.08 亿元、贵港市 187.37

亿元。已完成投资额占比排名前三的设区市分别为贺州市

64.84%、崇左市 64.7%、梧州市 56.8%。五大平台的计划

投资额由高到低依次为技术合作平台 503 亿元、信息共享

平台 477.54 亿元、经贸服务平台 160.42 亿元、基础设施

平台 130.05 亿元、人文交流平台 16.01 亿元，已完成投资

额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基础设施平台 69.57%、人文交流平

台 52.53%、技术合作平台 38.47%、信息共享平台 21.35%、

经贸服务平台 13.71%。从数据上看，各设区市以及五大平

台项目完成投资的情况均不太理想。 

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的投资现状可以看出，现有的中国—东盟信息

港建设投资结构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已不能很好地满足

中国—东盟信息港这一“国字号”工程大规模、综合性、

复杂性投融资需求。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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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单一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是国家战略，需要投入庞大的

经费。据统计，仅《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总体规划》中

明确提及的 46 个项目，概算投资就超过 300 亿元；2019—

2021 年信息港项目库中的 192 个项目概算投资超过 1200 亿

元。在实施项目建设过程中，受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和刚性

需求增多等因素影响，中央、自治区扶持资金较少，市县

等地方配套资金不足，绝大部分项目靠业主自筹资金建设

（统计占比为 96.9%）。然而在这些项目中，类似网络通

信、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占了较大比例。投资大、

收益慢，资金来源渠道原本就非常单一，加上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部分项目业主临时调整资金投向，导致项目建

设过程中“等米下锅、等钱开工”现象屡见不鲜。 

（二）项目融资渠道狭窄 

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建设缺乏有效的融资平台，多

层次融资体系和资金投入体系尚未建立，“融资难、融资

贵”的矛盾凸显。广西地方财力有限，融资担保业务不发

达，基金、创投机构少，融资渠道狭窄。2019—2021 年信

息港项目库中的 192 个项目中，有 33 个项目因资金融资中

断或融资渠道单一，导致项目未开工或项目建设缓慢。大

多传统金融机构视中国—东盟信息港为提供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保本微利项目，收益水平与社会资本所承担的风

险难以达到预期，多持观望态度，存在少贷、惜贷的现象。

再加上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建设关联方较多、情况复杂，

社会资本由于缺乏了解、风控难做、专业力量不足、监管要

求严格等原因，处于动力不足，市场融资难度较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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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回报机制尚未形成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项目，尤其是自筹资金建设的项

目，需要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才能很好的抵御投资风险、

对消财务成本，获得投资回报。但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东

盟信息港项目仅仅是通过增加投资方来实现多元化投资，

此举虽然可以适当分散投资风险、扩大融资渠道和规模，

但随着投资成本的增加，投资范围的扩大，投资种类的增

多，易导致投资方向与市场需求有差距，回报率低，从根

本上未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回报机制。 

（四）已形成的资产和服务未能充分利用 

中国—东盟信息港经过几年的建设，已形成相当规模

的固定资产，2021 年中国—东盟信息港重点项目已投产运

营有 33 个项目。但由于很多大项目都由政府指定行政单位

牵头建设或由大型国企垄断经营，加上部分项目是基础设

施项目。项目运营前期难以调动各建设方的积极性，造成

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不高，不能很好地通过实行股权和经

营权转让的方式使这部分存量资产盘活，形成新的投资增

长引擎。 

（五）投融资引导机制不够健全 

虽然部分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已在做社会化投融资

尝试，但项目规划、投资决策、建设施工、经营以及资金

回收环节的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摸索并建立制度。对部分有政府补贴、又按市场化运行的

项目，同样面临在投资中如何形成政府投资的引导问题，

以及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怎样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补

偿和合理利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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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投融资的对策和建议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

场运作”的投融资新格局，可以有效助推中国东盟信息港

建设。 

（一）科学规划，强化资金管理 

结合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总体规划和全区经济发展

目标，全面考虑近期和远期建设目标。一是根据市场需求

和财务能力，调出部分不适应市场需求和难以推进的项目，

避免项目烂尾、建成后长期闲置而造成资源和资金浪费。

二是保障重点项目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以预算安

排为主，以适当融资作为补充，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结合

工程项目的轻重缓急开工建设，避免出现资金断档、拖欠

工程资金的问题。 

（二）推进专项基金尽快落地运营 

建议细化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规划中各项目的具体

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要素，包括但不限于资金需求、建设

周期、实施进度、用款进度、盈利模式、项目退出方案等，

为基金方案设计提供依据。同时，支持协调中央、自治区、

地方的财政资金作为引导资金，以信息港建设基金规模的

50%作为先导性资金投入，并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项目

列入财政预算，为后续基金募资奠基铺路，起到示范引导

作用。 

（三）多措并举拓展投融资渠道 

在扩大预算内资金与专项资金、加强自筹资金的基础

上，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以满足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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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一是积极开拓国际融资渠道。鼓励

信息港建设项目在信贷资金方面除通过国内各银行和非银

行机构获取贷款外，还应积极拓展国际融资渠道，更大规

模地利用世行、亚投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银团贷款等

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贷款。二是盘活资产存量，扩

大公共投资的能力。鼓励信息港建设项目承建部门通过资

产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以存盘现、以小盘大、以优盘

劣等多种资产经营方式，使存量资金变为能够投入信息港

建设的流量资金。同时，通过改革项目建设运营机制和投

入补偿机制扩大社会资金的来源。三是探索利用外资的模

式。在信息港建设中，目前还没有利用外资的项目。可以

考虑通过开放投资领域，有效吸引东盟国家对信息港建设

的直接投资。 

（四）发展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采取利用间接投资和生产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一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开放信息

港建设投资领域，降低产业准入门槛，具体项目具体对待，

通过项目分解或重新整合等方式放宽进入门槛。二是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广泛吸收民间资本，

解决好建设项目本身的自我积累问题。区分经营性项目和

非经营性项目。对经营性项目实行市场化运作，非经营性

项目实行某种方式的补偿，且可以进行适当地调节。比如：

把非经营性的公益项目与经营性项目捆绑开发，让投资者

利用经营性项目为其从事非经营性项目开发提供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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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索各种类型投融资方式 

一是采用 PPP 融资方式。对信息港的信息基础设施类

项目，由地方政府与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项目公司融资

和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项目公司在协议期内拥有运营

和维护项目设施的责任，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收回

投资、取得合理利润，协议期满后该项目设施的所有权无

偿移交给地方政府或指定机构。除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外，

信息公共应用服务和信息资源开发中一些未来可收费的建

设项目也可采用 PPP 方式融资。二是试行组合项目融资方

式。把风险和收益率不同的两个或多个项目结合成一个新

的组合项目，然后利用 PPP 方式或其他的融资方式再到资

本市场上为该组合项目筹措资金。尽管组合项目方案未能

达到单项项目中最高的收益率，但仍高于较低单项项目的

收益率，而且能将投资风险控制在原来单项项目的最高风

险水平之下。三是发展债权融资方式。针对中国—东盟信

息港建设中周期长、投资回报期长的项目，重点发挥信托、

保险等长期资金的作用。信托机构可设立专门的投资信托

计划或投资基金，从单一项目入手，提供长期的债权资金；

还可发展与保险等长期资金合作，参与投资这类项目，以

解决资金期限和项目建设运营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六）加强政策配套服务 

一是营造良好的投融资市场化运作的外部环境，扩大

资本运作范围和开放进入渠道，引入竞争机制，为社会资

本进入信息港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撑。二是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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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社会主体的知晓率和投资积极性，引导和鼓励民间

资本投入。三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用体系建

设，拓展信用信息采集与应用领域，增强信用的激励与约

束作用；拓展应收账款、动态融资质押登记平台接入主体，

增强信息登记强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使融资越来越便

利，融资额越来越大。四是从财税、投资、分配等政策方

面给予支持，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

技术，高起点高质量谋划好信息港的建设规划，为发挥投

资效益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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