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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纷纷加码

“西方公司继续向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注入资源。”美国 《福布斯》 杂志近日刊文
称，高盛和摩根大通都获得了其中国合资伙
伴的全部所有权，百事公司也斥资7.05亿美
元收购了一个中国零食品牌。

“沃尔玛表示未来 5 年将在武汉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特斯拉正在扩大上海工厂的产
能，并打算再成立一个研究中心；迪士尼公
司计划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建设一个新的主题
园区……”《华尔街日报》 盘点了各大外企
在中国扩大投资的行动，由衷感叹：“外国
公司将中国视为其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重要的
增长市场。”该报道还指出，此前有分析认
为，外国企业试图减少在供应链环节对中国
的严重依赖，但外商在华投资的韧性与该预
期恰恰相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不久前的一份调查报
告显示，只有9.2%的日本企业表示正在或考
虑将产能迁出中国，该数据创下5年来最低
水平。

西班牙《加利西亚之声报》报道称，西
班牙众多跨国公司高管表示，在华业务的增
长是公司2020年营收的重要支撑。

CNN 观 察 到 ， 2020 年 美 国 FDI 下 降
49%，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
资流入国，这表明“一些外企正在放弃对美
国的投资，转而在中国押下重注”。

西班牙 《经济学家报》 网站近日报道
称，各大资产管理公司纷纷提高了新兴市场
在其投资组合中的比重，中国股市被认为最
具吸引力。

引资魅力不减

中国缘何成为全球资本青睐的热土？外
媒纷纷探究中国吸引力的来源。

彭博社援引美国某咨询公司分析师的观
点称，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公司将继续
在中国投资，原因是中国仍是全球最具韧性
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仍强于
其他大多数经济体。

CNN 认为，中国能够成为 2020 年全球
最大外资流入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格防控。“在世界其他主要经
济体仍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中时，中国率先恢
复了经济增长并保持着强劲复苏态势。”

英国路透社近日报道称，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得令人惊
叹”，这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亮点。

中国大市场活力十足，持续释放强劲
“磁力”。此外，不断优化的营商“软环境”

也增强了外商投资的热情和信心。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援引专家观点称，中

国FDI位列世界第一，与疫情期间国家大规
模扶持经济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中国政府的
行动使得工业和消费部门迅速复苏成为可
能。此外，中国政府近几年的努力为如今国
际投资蜂拥而至奠定了基础。例如，中国制
定了鼓励投资的相关法律，还实施减税政
策，降低了外商来华投资成本。

美国CNBC网站注意到，无论是在商业
项目上，还是在当地金融市场上，中国政府
有吸引更多外资的意愿。这种中外合作促进
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为当地市场带来更多
就业机会。

“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上做
生意是有利可图的。”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
刊文称，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促使西方企业家向中国提供大笔投资，随之
而来的还有新技术。“中国 FDI 稳定增长表
明，中国政府逐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并扩大
优惠的政策是正确的。”

外界持续看好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测中国将是唯一一个
有望实现自 2020 年起连续三年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凸显。

中国经济表现亮眼，外资企业共享发展
红利。中国商务部近期调查显示，近六成外
资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利润实现增长或
持平，近九成半企业对未来前景持乐观或谨
慎乐观态度。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援引投资界人士
的观点指出：“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消费持续
回升，消费者信心正在增强。现在不是要不
要投资中国的问题，而是要在中国投资多少
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 援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估算的数据指出，2020年中国FDI全球
占比大幅提升至19%，这表明中国“正加速
走向国际金融的中心”。该报道还指出，随
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加剧全球经济重心的东
移，中国正在向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迈进。

图①：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外
企瓦里安医疗北京研发和生产基地的工人在
组装产品。 张天宇摄（人民视觉）

图②：1月19日，二连浩特口岸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执勤民警正在对通关车辆进行车
体检查。 郭鹏杰摄（人民视觉）

图③：2020年11月5日，一家新西兰外
资企业代表展示刚领取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图④：深圳蛇口（2020年10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中国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中国一名卫生官员 1 月 27 日表示，中国
已注射约 2280 万剂新冠疫苗，并将在 2 月春
节假期和春运高峰到来之前加大接种力度。

自2020年12月中旬以来，这个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为防止冬季和春季疫情的暴
发，扩大了针对性接种疫苗的计划，将更多
感染病毒高风险的人群优先包括在接种范围
内。目前，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计划将医疗、运输
和食品服务行业的工人、员工和出国留学生等
重要群体列为优先考虑的疫苗接种对象。

北京市东城区一些社区表示，年龄在 18
岁至 59岁之间的居民，只要没有可能导致疫
苗产生不良反应的健康问题，就可以开始报
名接种疫苗。

——据路透社报道

武汉经济呈现加快复苏态势

在黄鹤楼，游客们来来往往，虽然人数
不像两年前那么多，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全球肆虐的时候，景点能够开放并且有游
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黄鹤楼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武汉的
旅游景点几乎都是免费或半价，这项措施使
武汉的旅游业在近几个月内得以重振。

站在黄鹤楼上眺望，可以看到光谷，那
是该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片到处都是
摩天大楼、高级酒店和跨国企业的巨大区域。

2020 年，武汉的经济运行呈现加快复苏
态势，主要商业区又出现了源源不断的人
流。当地官员表示，我们的城市与中国其他
地区一样，实现了“V”形复苏。

中国政府为武汉经济复苏投入大量资
金。为帮助受疫情冲击的餐饮业，当地还实
施了减免税收、租金和水电费等一系列措
施。许多大型企业扩大了在武汉的业务和办
事处。武汉的经济刺激措施在中国其他地区
也有体现。中国政府为鼓励投资和消费而减
轻税负，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减免企
业需缴纳的社保费用，从而率先发动经济引
擎，实现经济复苏。

——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报道

购买国货成年轻一代新潮流

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并积极购买国
货，而不是选择以前大受欢迎的外国产品。
2020年底，中国媒体对全国约 1000名大学生
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约八成大学生“支持
中国本土品牌”，约四成大学生说买东西时

“会优先选择国货”。
中国的新兴经营者善于捕捉年轻人的消

费动向并成功将其商品化。他们大多年龄在
20至40岁之间，成长在21世纪的中国，不仅
善于观察潮流趋势，还谙熟吸引年轻消费群
体的经营手段。从产品质量上看，曾被称为

“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技术早已不容小
觑。从 20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各
地企业纷纷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参与了各类
产品制造并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有助于提升

“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
——据日本“现代商务”网站文章

中国品牌汽车正凭借其越来越好的产品质
量、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与时俱进的技术研
发以及对客户需求的深度理解与快速响应，在中
东市场日益崭露头角。2020 年，中东占中国品牌
汽车出口海外份额的 33%。其中，沙特和埃及崛
起，成为中国品牌汽车在中东地区的第一和第二
大市场。

在客车市场，中国品牌汽车受到欢迎。在
2006 年成功服务多哈亚运会后，海格客车逐步提
高卡塔尔的市场占有率，目前保有量近5000台。

新能源车型渐成中国品牌汽车拓展中东市场
的新亮点。宇通客车近期与卡塔尔国家运输公司签
约的1002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车辆供应及服务
合同，其中包括741辆纯电动客车。这批车辆将助力
卡塔尔成为中东第一个客车大规模电动化的国家。

对中国各大汽车品牌而言，中东地区一直是
潜力巨大的市场。

从需求端来说，沙特、埃及、伊朗、阿联
酋、以色列、科威特等中东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
国家，对以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品购买需求旺盛。除
了对欧美高端品牌汽车有购买需求外，中东国家
的中产阶层对质优价廉的中低端汽车也有较大需
求。这就给中国品牌汽车进入中东市场提供契机。

从供给端来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
欧美国家的汽车出口受到诸多限制。而中国较早
控制住疫情，可以为中东地区提供放心的产品和
服务。此外，近年来，中国品牌汽车的质量不断
提升，品牌也逐渐在海外市场打响。高性价比让
中国品牌汽车逐渐在中东市场站稳脚跟。

为了打开中东市场，中国车企下了不少功

夫。一方面，中国车企在中东市场进行了充分调
研，根据当地居民的驾驶习惯，对汽车的安全性
能进行改进；另一方面，中国车企在完善售后服
务方面也做足了功课，建立了一套完善高效的服
务响应机制。

与此同时，为整合优质资源、提高竞争优
势，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从整车出口转向在当地
投资建厂，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技
术人才，还推动了中东国家汽车产业链的完善。
而遵照当地法律政策实现本土化布局后，中国车
企的服务范围和影响力将借助中东市场得到扩
展。可以说，中国车企在中东实现本土化布局是
一举多得和合作共赢的好事。

当然，中国品牌汽车开拓中东市场也面临不
少困境：一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品牌汽车在中东
市场的占有率较欧美、日韩汽车还有较大差距；
二是在中低端市场，中国品牌汽车也面临与其他
国家品牌汽车激烈竞争的巨大压力；三是中国品
牌汽车在推广销售过程中面临文化融合等问题。

未来，中国品牌汽车要更好地布局中东市
场，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转变思维，
树立合作共赢意识，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始终尊重当地的宗教文化习俗，积极和当地民众
共享资金、技术、就业岗位等，努力在融入当地的过
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和标准化生产能力，持续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和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数字
传媒技术，因地制宜地扩大中国汽车品牌的宣传力
度，加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品牌营销人才。

（本报记者 贾平凡采访整理）

引资总量再创历史新高 经济活力增强未来信心

中国吸引外资仍然“磁力”十足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
布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FDI）增长4%，达到
1630 亿美元，居全球之首。其
中，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
增长11%，跨境并购增长54%，主
要集中在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医

药行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全球FDI大幅下降42%。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引
资总量再创新高，且结构更加优
化，显示出吸引全球投资的强劲

“磁力”，引发各大外媒高度关注。

国 际 论 道

中国品牌汽车走俏中东
■ 受访专家：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何维达

当前，越来越多中国品牌汽车在中东国家受到消费者欢迎。据
“阿拉伯商务网”近日报道，沙特、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已成为中国
品牌汽车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主要销售市场。

埃及中国商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埃及汽车市场整体销量
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26.61%；中国汽车同期在埃及销售约4.3万辆，
其中乘用车销量约3.3万辆，同比增长82.17%。

上图：近年来，随着乘用车消费市场逐渐回暖，广汽乘用车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依托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的优势，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和销售渠道，产品逐步远销中亚、中东及俄
罗斯。图为2020年9月8日，工人在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新疆
分公司生产车间装配汽车。

蔡增乐摄 （人民视觉）

专 家 解 读

海 外 声 音

截至 1 月 19 日，北京市已完成重点人群
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累计接种人数超过190
万。图为 1 月 26 日，接种人员有序步入设立
于北京市朝阳规划艺术馆的接种点。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摄

1 月 18 日，辽宁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8英寸半导体硅抛光片产品正式
下线，标志着该公司半导体大硅片生产布局
进入新的阶段，向“半导体材料国产化”目
标迈进了坚实的一步。图为一名工作人员正
在展示产品。 蔡 壮摄 （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