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得了“国际病”，怎么防治？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法国巴黎大区正由此前的打造“会展之

都”，转身竞逐欧洲最佳投资目的地。

近日，巴黎大区企业发展局（以下简称

巴黎大区发展局）携不久前刚出炉的“大巴

黎计划”来华，向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抛出

橄榄枝。

3 月初，巴黎大区发展局发布了巴黎大区

《2014 国际直接投资观察报告》。报告显示，

2014年，巴黎大区吸引了 368个海外项目投资

落户，相对于 2013 年的 279 个同比增长 32%。

其中，新技术项目占 1/3，同比增长 60%。随着

巴黎大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其将成为欧元

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据介绍，巴黎大区政府推出的“大巴黎

计划”总投资额将达 320 亿欧元。

中国对巴黎投资规模可观

2014 年，法国对华出口额为 1617 亿欧

元，从中国的进口额为 4248 亿欧元。

据法国海关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成

为法国第二大供应商和第八大客户。在中

国向法国出口的产品中，电子和光学产品占

31.23% ，纺 织 、服 装 、皮 革 和 鞋 类 产 品 占

23.18%，电气和家用设备占 10.35%。而在法

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运输设备为最大部

分，占到总量的 34.48%；其次为工农业机械、

其它各种机械，占 11.20%；化学、香水和化妆

产品占 11.20%。

截至目前，已有蓝星集团、中石油、中国

南 方 航 空 公 司 、中 国 建 筑 工 程 总 公 司

（CSCEC）、海尔集团、福建梅花伞业集团、

CSPS 欧洲节能公司、中国银联、华为西欧分

公司、联想分公司、上海之禾服装公司、深圳

TTF（Today，Tomorrow & Forever）珠 宝 设

计公司、蓝天太阳能集团、中国进出口银行

和天津番茄制品公司等 270 家中国机构在

巴黎大区设立了研发中心和分公司。

法 国 巴 黎 大 区 企 业 发 展 局 局 长 萨 宾

娜·昂 佳 白 表 示，巴 黎 处 在 欧 洲 大 陆 的 核

心 位 置，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位 居 欧 洲 首 位，同

时也是欧洲 5 亿多名消费者的最大市场。

2014 年，巴黎大区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位

居欧洲第二位，《财富》500 强企业总部位于

巴黎大区的数量到目前为止仍居欧洲榜首。

巴黎大区实行优惠政策

法国巴黎大区企业发展局国际营销负

责人费丽德里珂·德·巴斯特接受《中国贸易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法两国政府首脑的

互访，进一步促进了中法两国间投资贸易由

量向质的跨越。

据费丽德里珂·德·巴斯特介绍，中国企

业落户巴黎大区，将享受与本土企业同等

待遇。如果是高新技术类企业，可最高享受

到其投资额 50%的税收减免。

费丽德里珂·德·巴斯特表示，中国企业

选择落户巴黎大区，将会得到巴黎大区有关

方面提供的相关的流程服务，包括前期的市

场调研、办公选址。企业落户后，巴黎大区

发展局将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并在企业实施

创新项目及国际推广时提供支持。

费丽德里珂·德·巴斯特介绍说，从已落

户巴黎大区的中国企业看，高新技术企业占

比非常高，尤其是移动研发企业更看好欧洲

市场。

同时，费丽德里珂·德·巴斯特强调，巴

黎的商业地产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事实上，为吸引中国企业到巴黎大区投

资落户，巴黎大区发展局在上海设立了中国

代表处。代表处首席代表游行介绍，中国企

业欲了解巴黎大区市场以及投资政策的相关

信息，巴黎大区发展局中国代表处可提供前

期的咨询服务。

借“外脑”发挥高新技术优势

“巴黎大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落户，表

明中国已进入了投资新阶段。”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

任白明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欧盟市场获得了发展

机遇。

白明强调说，随着中国由贸易大国到贸

易强国的转变，中国企业到巴黎大区投资，

将启用大批欧洲的研发人才，实施借用“外

脑”战略，加快在欧盟市场的发展步伐。

数据显示，巴黎大区拥有欧盟 6%的研究

人员，是欧洲科研人员集中的地区。据悉，巴

黎大区的科研群体主要来自私营机构。目

前，已有 50 多种国籍的 9000 多名研究人员在

巴黎大区公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工作。

白明预计，凭借“后来居上”的发展，中

国高新技术企业将有更多的优势，中国企业

在欧盟投资落户的数量将逐年增加。

对此，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欧洲将是

中国企业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据近日在京举办的“成功在巴黎大区：

参加法国专业展，开拓国际商务”活动承办

方之一的法国国际专业展促进会驻华代表

团首席代表娄述渝介绍，“大巴黎计划”实质

上是巴黎扩大国际化战略的外延，这一计划

是巴黎大区新的发展战略，近似于中国的

“五年发展规划”，将为中国企业在巴黎投资

提供机遇。

新 闻 速 递

人民币在支付货币排名中名次下滑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使用量有所

下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最新数据显示，2 月，人民币市场份额为

1.81%，落后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瑞

士法郎和加拿大元，排名从之前的第 5

降至第 7。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春节期间

交易活动减少，二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波动性加大。

俄罗斯或促进金砖国家吸纳新成员

俄罗斯金砖国家事务副协调人瓦季

姆·卢科夫日前表示，不排除金砖国家扩

容的可能。目前，俄罗斯已经获得了一

份有意加入金砖国家的国家名单，其中

包括阿根廷和埃及。目前将首先“根据

战略伙伴原则”合理地与这些国家发展

合作。普京此前表示，将利用俄罗斯轮

值主席国的身份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在

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今年首季全球并购交易同比增21%

全 球 并 购 交 易 活 动 经 历 了 自 2007

年以来的最快开局，今年头 3 个月并购

交 易 总 额 同 比 上 升 21% ，达 8110 亿 美

元 。 其 中 ，医 疗 保 健 企 业 处 于 领 先 地

位。但美国番茄酱制造商亨氏收购本国

消费食品公司卡夫才是第一季度的亮

点，突显了今年并购活动的三大主题：大

型交易比小型交易更盛行；美国是并购

活动的中心；独立顾问公司越来越活跃。

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将在东京举行

因中日关系恶化而从 2011 年中断

至今的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将于 4 月 11

日至 12 日在东京举行。中国国家旅游

局局长李金早和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部

长金钟德将出席会议。按计划，三国 12

日将发表联合声明。

国际铁矿石价格逼近每吨50美元

正值万物复苏的春季，但国际铁矿

石市场仍寒风呼啸，价格逼近每吨 50 美

元整数关口，跌至 10 年来最低水平。在

中国需求增速放缓之际，澳大利亚和巴

西的低成本矿石充斥全球市场，令供应

过剩进一步加剧。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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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一些著名的国际经济病症，如南非病、

拉美病、日本病等，都已或多或少地出现在

中国当下的经济体系中，危害不容小视。

南非病，是指由于过度依赖矿产资源，

一旦国际和国内市场相关产品价格下跌，就

会严重影响经济。这一点，最近明显表现在

中国的一些资源大省如辽宁、山西等地，两

省前两个月的工业增长值已跌至负数。

拉美病，是指因为解决不了贫富差距悬

殊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体掉入“中等收

入陷阱”。这对中国具有全局性警示意义，

反映贫富差距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9，早就超过了合理水平。

日本病，一是指与美国的关系难以处理，

二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这两点在中国都有明

显表现，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

亿美元，是美国的64%，相当于日本、德国和法

国三国之和，如何与这些老牌经济大国相处？

烦恼只会比当年的日本和欧洲多。另一方面，

人口老龄化的确已经离我们不远。现在，中国

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量，相当于美国、日本、欧

元区和俄罗斯四大经济体的总量。

不必讳言，这些“国际病”在中国均已出

现。怎么办呢？

一是既承认问题比较严重，也不必过度

惊慌。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

象。经济起步时，或者资源禀赋过于单一时，

容易对既有资源比如矿产、能源等严重依赖，

容易得南非病；经济发展到人均 GDP 达 3000

美元至 10000 美元的阶段，容易贫富悬殊加

大和社会矛盾尖锐化，患上拉美病；当跻身发

达经济体时，积累了一定财富，劳动者也老

了，如果你的国力强大到当了老二，那么老大

自然要盯紧你。于是，日本病来了。

二是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区别对待，不要

相信“万能药”。得南非病的，主要是辽宁、山

西等这些资源依赖性强的省份；得日本病的，

主要是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所以，必须区别

对待，不能用一种“万能药”来治疗。当然，又

不能各行其是，导致最后综合效果不佳甚至

为零，所以需要顶层设计。当下的不少顶层

设计对于治疗上述三类“国际病”均有针对

性，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战略

等，又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要推进梯度发展，还要实施差别化经

济政策，推动产业转移。

三是既虚心借鉴，又要本土创新。实际

上，南非病已经被南非差不多治好了，它现在

矿业、煤炭等方面优势仍在，但在生物燃料、生

物医药、工业环保等高科技方面也颇有建树。

拉美病、日本病等在其本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治疗”，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

思。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得的这些“国际

病”并非外国传染而来，而是内生于我们本土，

因此，我们又不必完全照搬他人经验，本土的

问题最终还得由本土创新才能解决。（国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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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经贸再提速 投资巴黎大区享政策优惠

中国人食用膳食营养补充剂正成为一大趋势。根据中国保健

协会预测，中国膳食营养补充剂市场规模未来 10 年将以 10%的年均

增速增长，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膳食营养补充剂市场。

有数据显示，2011 年，世界维生素及膳食营养补充剂销售额为

842.6 亿美元，其中，中国以 12.7%的市场份额位居美国、日本之后，

排行世界第三。

图为 3 月 31 日，北京某大型展览会上，一家参展商针对婴儿、儿

童主推进口食品类微量元素补充剂。 本报记者 季春红摄

左二为法国巴黎大区企业发展局局长萨宾娜左二为法国巴黎大区企业发展局局长萨宾娜··昂佳白昂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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