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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外企堅定加碼投資中國市場
透過兩會釋放信息 看到在華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兩會是外界了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動向的風向標。多位外企高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通過了解今次會議

透露的信息，更加堅定加碼投資中國市場的信心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總部位於比利
時的世界500強企業百威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
鄧明瀟日前在北京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
市場對百威集團至關重要，集團對今後在華發
展前景非常樂觀，將繼續在中國市場投資。
鄧明瀟最近在北京走訪市場時看到「餐館、

酒吧人流如織」，百威集團旗下企業供貨的超
市等主要客戶銷售額也在持續增長。他表示，
中國消費市場表現搶眼，給各國企業注入強大
信心。
數據顯示，許多全球主要消費品品牌在華銷
售持續增長。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是世界

上最具成長性的消費市場，其規模巨大的消費
者群體讓在華外資企業受惠多年。今後，隨着
中國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升，「中國大市
場」效應將更加凸顯。
鄧明瀟告訴記者，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啤酒
消費市場，也擁有全球最大的啤酒產業，並呈
現出產品不斷創新升級趨勢。「百威集團將中
國市場視作創新的源泉，從這裏學到的東西可
以應用到全球其他市場。中國市場對百威這樣
的全球性企業非常重要。」
近年來，百威集團產品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地
區出現，銷售業績不斷提升。鄧明瀟表示，這

得益於中國不斷開放和優化的營商環境，為企
業在華業務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一直以來，我們都感受到中國的投資環境

越來越開放，讓百威集團願意在華長期發
展。」鄧明瀟強調，中國經濟總量持續增長，
消費市場韌性十足，這些都是企業持續在華投
資的重要動力。
鄧明瀟介紹，百威集團積極響應中國綠色發

展理念，推出相關可持續發展措施，在中國建
立了其全球第一家「碳中和」釀酒工廠。他
說：「我們將朝着可持續發展目標持續努
力。」

擴大市場准入，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
遇，做好外資企業服務工作，推動外

資標誌性項目落地建設……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在不確定環境中帶來穩定性
羅蘭貝格全球管委會聯席總裁戴璞（De-

nis Depoux）分析稱，今年，由於全球政
策及商業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市場對中國
展現出更高的期待。此次全國兩會透露的
信息，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帶來了穩定性，
這對恢復與增強企業信心十分重要。
戴璞說，過去三年，疫情給許多企業經

濟活動帶來了一定困難，也引發了對中國
在全球市場中定位的討論。短期看，今年
對華投資數據會受到一些影響。但中長期
來看，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持續放緩的宏觀
形勢下，中國預期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速目標仍高於全球很多經濟
體，中國的經濟恢復可為跨國企業平衡全
球業務發展提供支撐。
他說：「今年一月份，我們與多家歐
洲跨國公司的管理層進行了深入交流，
可以明確的是，對於許多外資企業來
說，中國仍是非常重要的市場，同時中
國市場正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創新來
源，可為許多企業的全球整體競爭力帶
來強化與補充。」
在泰佩思琦亞太區總裁、蔻馳中國區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楊葆焱（Yann Bozec）看
來，對中國的信心來自提振消費市場措施
的出台。
「我們深刻感受到，隨着各項提振經

濟、促進消費政策的出台，中國經濟正在
快速復甦，消費信心和活力不斷提升。」
楊葆焱說，中國商務部將今年定為「消費
提振年」，這對企業而言更像是「定心
丸」。
「近年來，我們還看到一系列惠企利好

政策的有序實施與推進，為市場發展注入

了動能。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更大力
度吸引和利用外資，這進一步激勵我們持
續擴大對中國市場的投資。」楊葆焱說。

「看到了市場的無限潛力」
「中國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等目標，對我們來說
都是重要的發展機遇。中國消費者對高品
質、個性化產品迅速增長的需求，將帶給
外資企業巨大的發展空間。」拜爾斯道夫
集團東北亞董事總經理薛薇說。
薛薇說，目前集團在上海落地了僅次於

總部的全球第二大創新研究中心，這不僅
體現了中國對推動外資標誌性項目落地建
設的支持，也彰顯了集團繼續深耕中國市
場的決心。
達能中國、北亞及大洋洲總裁謝偉博
（Bruno Chevot）說，今年以來，中國各
地優化營商環境、擴大開放、助推高質量
發展的政策接連出台，製造強國、質量強
國和數字中國等多個規劃加快推進，市場
蘊藏巨大潛力。「我相信這些政策目標將
持續助力企業更好地捕捉市場機遇、投資
機遇和增長機遇。」
愛普生（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深
石明宏從全國兩會透露的信息中，切實感受
到了中國開放合作的態度和支持外資企業的
決心。他表示，未來愛普生會持續深耕中國
市場，與中國市場展開更加全面、深入的合
作。
雀巢集團執行副總裁、雀巢大中華大區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張西強稱，中國在高
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層面，持續釋
放積極信號，這給許多在華外企打上了一
劑「強心針」。
「自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以來，中國

經濟活動變得更為活躍，我們看到了市場
的無限潛力，也期待借此東風，與同行們
共同迎來全速前進的新一年。」張西強
說。

全國人大會議 10 日表決
通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決定，作為首要任務的科
技部重組改革進入實施階

段。國務院科技主管部門的變陣，標誌着中國科技新
一輪變革的號角已經吹響。這輪變革能否成功，離不
開頂層設計的完善，組織機制和政策運行的高效，亦
取決於創新生態系統的有機生成和成熟。

科技競爭背後是體制機制較量
中國科技新一輪改革適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

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
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對基礎研究產出的影響越來
越大。科技競爭成為國際戰略競爭的核心，而科技競
爭的背後，首先是體制機制的較量。

當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華科技圍堵越演越烈。
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等機構報告顯示，除運用市場准
入、出口限制、人員審查、長臂管理等工具對華形成
系統性壓制外，美國官方機構正力圖推動國家科研體
制變革，以增加科研投入，推動技術研發與產業提升
融合，加大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從全球吸引高科技
研發人才，從而鞏固其「科技霸權地位」。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重組科
技部，從頂層設計、組織機構和政策運行層面主動變
陣，以更加有效地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科技
創新全鏈條管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來自科技領域
的代表委員們相信，面對美國為首的科技圍堵和打
壓，執政黨強化集中統一領導的高度組織化體制優
勢，為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中站穩腳跟提供了
制度保障。

國家科技機構的調整，是中國新一輪科技變革的序
幕，為更深層次的科技改革打開了空間。需要看到的

是，在頂層設計引領、公共部門支持外，科技創新特
別是基礎研究創新，必須順應客觀規律。

基礎研究是「源動力」「元實力」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表示，目前中國的科研管理體
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立起來的，主要是通過項
目競爭的形式，忽略或跳過了關鍵的中間層：科研單
位。他建議，政府管理部門可進行試點把部分經費的
選題、立項決定權交給科學家、科研單位或領域內的
科學家共同體。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人工智能學
院院長周志華認為，要原創引領就必須進入「無人
區」，做一些還沒人嘗試的東西，很可能失敗，但必
須允許承受這個試錯成本。

科技競爭關鍵在人才。全國人大代表，蘇州大學黨
委副書記、校長張曉宏認為，要厚植人才培養，完善
基礎研究人才差異化評價，以及長周期支持機制，加
大各類人才計劃對從事基礎研究人才的支持力度。九
三學社中央提案提出建議，對基礎研究類人才給予長
期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實施長周期、低頻次考核，
讓科研人才願意坐、坐得住「冷板凳」，以「十年磨
一劍」的執着實現更多「從0到1」的顛覆性突破。

沒有創新生態，就沒有創新驅動。全國人大代表、
復旦大學校長金力認為，從全球科技發展的歷史和規
律來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基礎研究是基石；建設
創新型國家，基礎研究是「源動力」「元實力」。原
始創新依靠科學家發揮想像力創造力，要不遺餘力打
造引領、原創、開放、包容的創新生態。

當下的國際科技競爭從制度較量出發，而最終比拚
的是 「創新生態」的有機生成和成熟，這無疑是檢
驗國家科技機構改革績效乃至中國新一輪科技變革是
否成功的關鍵一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兩會觀察

中國科技新一輪變革號角已吹響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提升醫療衞

生服務能力」「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
發展」，令人倍感鼓舞。近年來，得
益於黨和政府對中醫藥工作的高度重
視，中醫藥服務能力不斷提升，中醫
藥特色優勢進一步彰顯，在加快推進
健康中國和保護群眾健康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
我們江蘇省中醫院成立於1954年，

建院之初，就集結了全國頂尖的中醫資
源，經過近70年發展，目前形成了名
醫大師匯集，學科專科領先，規模發展
跨越，文化建設引領，醫教研取得了令
人矚目的成績，在「國家三級公立中醫
院績效考核」（國考）成績中繼續位居
全國第一方陣，同時在中國「中醫醫院
100強」排行榜中，連續九屆保持全國
領先。
2017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

綱要》指出，全方位發揮中醫藥在重
大慢病預防治療康復中的重要作用。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做
好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高
血壓是我國人口致死致殘的主要原
因，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健康。中醫
藥防治高血壓歷史悠久，在中國最早
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根據高
血壓發病特點及臨床表現，就有「眩
暈」、「頭痛」等記載。
江蘇省中醫院對高血壓病研究由來

已久，是江蘇省率先成立的首個高血

壓中西醫結合防治臨床研究所，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高血壓重點研究室，江
蘇省中醫高血壓病臨床醫學創新中
心。

提升中醫臨床和中藥創新能力
我從事高血壓研究近30年，作為

團隊的學科帶頭人，在國醫大師周仲
瑛教授創建的「瘀熱」理論指導下，
在全國名中醫唐蜀華教授的學術引領
下，研發出干預高血壓腎損害的特色
製劑「潛陽育陰顆粒」；作為項目牽
頭人承擔科技部重點研發計劃「中醫
藥現代化重大專項——高血壓全程防
治的中醫藥方案循證優化和療效機制
研究」；開展「重大慢病相關腎損害
在中醫藥防治轉化應用研究」，榮獲
江蘇省科學技術獎一等獎，牽頭專家
團隊撰寫的「高血壓與中醫藥」的重
要章節，首次納入《國家基層高血壓

防治管理指南》；醫院高血壓腎損害
中醫早期防治研究進入國內領先行
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發展中醫

藥，注重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原
理，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回到醫
院後，我將全面貫徹落實好全國兩
會精神，充分發揮好人大代表作
用，認真履職盡責，帶領全院醫務
教職員工，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慢病
預防和治療方面的獨特優勢，不斷
提升中醫臨床和中藥創新能力，努
力在高質量建設高水平中醫院上爭
當表率，在推動中醫藥事業融入重
大國家戰略上爭做示範，促進中醫
藥事業傳承創新發展持續走在全國
前列，在中醫強省建設中繼續發揮
中醫智慧和力量。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 方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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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手記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方祝元 香港文匯報兩會傳真

中國消費市場表現搶眼

◆多位外企高管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通過了解今次會議透
露的信息，更加堅定
加碼投資中國市場的
信心和決心。 圖為
2022年在上海舉行的
進博會上，參展商和
採購商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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