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

年修订）》（以下简称《目录》），该《目录》将于

6 月 10 日起施行。

之前，外国汽车商在华建厂曾享受优惠

待遇长达 7 年。但在 2011 年 1 月 30 日，针对

产能过剩问题，国家发改委从其目录中取消

了相关政策。

对于新版《目录》再次将汽车整车项目

纳入其中，外媒称“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政

策转变”。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

师贾新光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新《目

录》的最大亮点是，中国政府将汽车整车制

造列入西部地区外资鼓励类项目。中国政

府曾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先推进

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

等政策，在此大背景下，新《目录》中又增加

了汽车整车的项目。”

贾新光认为，种种迹象说明，相关政府

部门认为汽车市场的规模还在扩张之中，希

望新增的生产能力放在西部（已经不再包括

中部），借以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

整体消费市场发展。他预言：下一个 10 年，

中国的汽车市场和生产都将向西部转移。

拉动西部经济发展

记者了解到，新《目录》中，汽车整车制造

重新作为鼓励外商投资项目，覆盖了除西藏

以外的西部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内

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在西部，中国将鼓励外

资投资占比不高于50%的汽车整车制造。

中国汽车后市场联合会副秘书长侯念湖

告诉记者：“西部的汽车基础产业十分薄弱，

甘肃、宁夏等地区经济落后，几乎没有外资车

企，国有大中型车企也很少，像甘肃驼铃客车

厂已经在今年 3月份宣布破产清算。因此，国

家政策向这些地区倾斜已是大势所趋。”

公开数据显示，汽车工业产值每增加 1

元，将给上游产业带来 0.65 元的增值，给下

游产业带来 2.63 元的增值。

另据工信部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汽车产业实现工业产值 4.34 万亿

元，占 GDP 总值的 6.13%。汽车行业税收

9500 亿元，占全国税收的 13%。

“巨大的 GDP 贡献，尤其是税收贡献是

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为本地争取汽车项目的

原因所在。”一位业内分析师说，“汽车产业

在东部地区逐渐趋向饱和，车企想要在东部

建厂，需要支付比前几年更高的地价、人力

等成本，而中西部相对来说没有这些压力，

国家出台这样的政策正是要把汽车产业对

经济的拉动作用从东部导向西部。”

外资车企西进

对外资车企来说，新《目录》无疑是一大利

好。据悉，很多汽车商正计划加速向西部扩张。

大众汽车集团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其

在华 98 亿欧元（约合 130 亿美元）投资计划

的一部分，大众将在湖南长沙兴建一家年产

能 30 万 辆 整 车 的 新 工 厂，预 计 2015 年 投

产。尽管长沙从地理位置上属于华中范畴，

但大众汽车 CEO 马丁·文德恩将其视为“西

南地区”。去年，上海大众已敲定其新疆工

厂项目。“西进”和“南下”成为大众在华的发

展方向。

事实上，在新《目录》发布前，嗅觉灵敏

的跨国车企已经重新布局，新一轮向西扩产

早已开始。去年，通用汽车就宣布，上汽通

用五菱将在重庆市建设第三生产基地，该基

地将在 2015 年投产，预计建成后将具备年产

40 万辆整车和 40 万台发动机的能力，使得上

汽通用五菱整车总产能达到 210 万辆/年。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向西投资潮以欧美

车企为主。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也证实，欧美

车企自去年开始已经加快了在华投资步伐，

特别是加大了在中国西部的投资。对此，全

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副秘书长崔东树

表示，欧美车企现在加速在西部投资扩产是

合理的选择。通过在西部地区建立整车生

产基地，外资车企将形成对中国大市场的全

面布局。

“壳资源”或成橄榄枝

按照国内“一家跨国车企只能与两家本

土车企合资”的政策规定，目前，大多数跨国

车企已经用完了两个合资指标，剩余一个合

资指标的国际汽车大品牌还有福特、日产、

菲亚特。

福特相关负责人说，鉴于新政出台，将

考虑西部市场的后发潜力及低成本优势。

如果选择第二家合资伙伴，很可能会是西部

的一家企业。

然而，如果两个合资指标都用完了，外

资车企怎么办？

贾新光指出：“可以在西部办分厂。”

侯念湖则说：“他们可能打‘擦边球’，很

多带有地方政府色彩的汽车‘壳资源’，可能

成为吸引车企在当地投资建厂的橄榄枝，曾

经待价而沽的‘壳资源’又将成为谈判桌上

的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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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看 点

全球吃双汇猪未必那么好玩

猪文化节传承文化财富

助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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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 中国汽车产能向西部转移

本期关注

新 闻 速 递

国内肉制品企业能够完成对美国第一

大生猪生产商的收购，应该是一桩让国人扬

眉吐气的事情，足以说明中国企业整体国际

影响力日益增强。不能排除这一颇具战略

眼光的跨国收购，极有可能像当年吉利成功

收购沃尔沃并迅速取得辉煌效益一样，是一

个有前瞻意义和多重价值的行为。然而，在

笔者看来，在看到国内企业双汇的风光之

时，更应该充分关注和意识到这场大规模收

购的隐忧。

双汇企业近几年来在国内市场取得的成

就有目共睹，但在国内市场取得业绩并不代

表在国际市场同样可以取得骄人成绩。囿于

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市场规则、“游戏规则”的

多变性，双汇将面临巨大考验。

众所周知，国内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同

时，相对的监管滞后、人情关系等长期存在，在

中国内地“玩”的好，未必可以以此“嫁接”到国

外。国内一些企业时时曝光“公司公关”，“出

事了”可以通过关系摆平，可以通过政府或官

方的密切关系获得更大的市场、更充分的竞

争，但到了国际市场，讲究的却是质量和品质，

而不能像国内一些肉联企业那样“几毛钱买一

个检疫合格证”。不知道双汇方面做好了真正

按规矩办事的心理准备了没有。

另外，收购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

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虽然一次性付

出了 71.2 亿美元，按照性价比估计是比较合

算的，但收购任何一家外企或企业必然无法

回避后续的投入。不仅包括对员工的培训、

培养，让员工适应双汇的经营理念，更涉及

对众多海外员工的各类保障的“接纳”。中

国劳动力成本相当低廉，而在美国，生产成

本中占比较大的就是员工费用，合并后，双

汇承诺保持史密斯菲尔德的运营不变、管理

层不变、品牌不变、总部不变，承诺不裁减员

工、不关闭工厂。这不仅意味着双汇方面要

背负史密斯菲尔德 24 亿美元债务，还必须

背下“多少万员工”的后续保障的“包袱”。

下一步投入多少是个未知数，会不会因此影

响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人担忧。

更令人担忧的是，食品产品、肉类产品

与工业产品不同，工业产品可以更多地依赖

机械化模式，更多地采取相对固定的流程，

其合格率和风险也相对较低。但生猪从生

产养殖到收购、到市场流通，到终端消费者，

有几十个环节，当然也有更多的不可预知的

风险。各国对于猪肉检验检疫标准不一，以

中国的作风能不能赶好国际“洋大集”同样

令人担忧。当然，任何商业经营都会存在风

险，也从不存在没有风险的市场，然而，双汇

方面在风光收购的背后，真的作好为美国

人、世界人民提供合格的高品质生猪肉的心

理准备了吗？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三言二拍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中美等国或实现科技产品零关税

美国科技界人士近日表示，中国、

美国、欧盟以及其他近 20 多个国家正

在就扩大 WTO 信息技术协议规定的

零关税产品范围进行谈判，未来两个

月可能达成一项对数十亿美元的科技

产品免征关税的协议。这份协议列出

了一长串零关税科技产品的清单，包

括个人电脑、电话机等办公设备。

中国抄底国际贱金属市场

利用最近金属价格下跌的机会，

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在国际市场上购

买了大量贱金属。知情人士透露，该

机构购买了大约 3 万吨镍，相当于伦

敦 金 属 交 易 所（LME）仓 库 1/6 的 库

存。最近几周，该机构又在探听铜的

消息，寻求购买 20 万吨至 30 万吨铜。

IMF再提中国债务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再

次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表示关注，

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 GDP

的 50%，而 2012 年这一比例在 10%左

右。不过，业内专家认为，债务水平本

身并不是衡量困境或危机的良好指

标，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判断应当基于

一国的经济增长、潜在资产和储蓄率。

宝钢欲造“钢铁版亚马逊”

钢 厂 涉 足 电 子 商 务 风 潮 之 下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宝山区政

府打造的“钢铁版亚马逊”日前正式

落地。二者成立的上海钢铁交易中

心 定 位 为 第 三 方 服 务 平 台 ，将 重 点

开 展 钢 材 现 货 电 子 交 易、供 应 链 融

资 、以 交 易 价 格 指 数 为 核 心 的 信 息

咨询等业务。

“点燃”中俄平价天然气还差一点

按照中俄签署的天然气交易协

议，从 2018 年起，俄罗斯将在 30 年内

每年通过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 380 亿

立方米天然气，双方约定今年 6 月底前

签订框架协议。时间临近，双方的价

格谈判却仍存分歧。记者从中石油集

团了解到，俄罗斯不愿以低于输往欧

洲的天然气价格出售，中国则不愿以

高于其他国家的进口价购入。

（本报综合报道）

外资加紧布局

中国医药物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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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到就业

职业规划已先行

■ 毕晓哲

截稿新闻

本报讯 距离首访俄罗斯和非洲大陆

仅仅两个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又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展开对拉美国家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国事访问，

并将于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

截至记者发稿时，习近平已抵达哥

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将同哥斯达黎加

总统钦奇利亚举行会谈，并会见立法大

会主席门多萨。双方还将就扩大各领域

务实合作深入交换看法，签署经贸、质检

等领域合作文件。

分析习近平主席的两次出访，一个共

同特征就是“大国+新兴市场”。美国和俄

罗斯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大国，而非洲

和拉美则是重要的新兴市场，与中国有着

越来越密切的能源、经贸合作。在对传统

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日益饱和之际，中国

在新兴经济地区的布局就愈加重要。

特别是中国已经同非洲和阿拉伯国

家分别设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

坛，若已在倡议中的中拉合作论坛成行，

中国就将与三大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

密集地区建立起对话和合作机制。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交

往迅速升温。据预测，到 2014 年，中国

将取代欧洲成为拉美第二大出口目的

地。与此同时，中国已是拉美第二大贸

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国。

3 月至今，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外

交捭阖将近百日，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外

交高开高走。高层领导人的外访路线

跨越欧亚美非，为中国外交勾勒出一幅

着墨全球化外交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路

线图。 （贝 尚）

习近平拉美行

着墨新兴市场国家

6 月 1 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5 月 份，中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 为

50.8%，比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连续第 8 个月居于

50%的荣枯线以上。报告显示，21 个行业当中，有 14 个行业 PMI

指数达到 50％以上，其中，钢铁、有色等周期性行业回升明显，新

订单指数回升均达到两个百分点，生产指数回升超过 4 个百分点，

表明经济回稳态势趋于明显。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海口会展业

借势旅游跻身竞争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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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会现量减质增

国际化进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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