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商

务厅宣布了一家中国公司对当地兰卡斯特

县（Lancaster）的一笔绿地投资，总额为 2.18
亿美元。这家中国公司是来自浙江的纺织

业龙头企业科尔集团。

这座面积 2.14 万平方米的工厂于 2014 年

开始兴建，并在2015年3月完工，是中国纺织行

业在美国的第一家制造工厂。科尔在当地的第

二座工厂目前也正在建造，预计明年能够开

工。届时，科尔在兰卡斯特直接雇佣的员工将

达到 500 人。这对于一个仅有 8 万人的小县来

说，是一个可以在就业率上反映得出来的数字。

2015 年 8 月，《纽约时报》将目光对准了

开工后的科尔美国工厂，并称“对南卡罗来

纳州的民众来说，科尔来得太及时了”。

作为传统棉花种植区的兰卡斯特县，在

2007 年送走了最后一家棉纺工厂，县里的织

布工和纺纱工从此失业。而在 2008 年经济

危机的冲击之下，当地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

霜，失业率一度达到 18.6%。

作为该县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科

尔的到来无疑是对当地经济复苏的一针强心

剂，却也出乎多数人的意料。比如旨在推动当

地经济开发的兰开斯特县经济发展公司的总

裁基思·滕内尔就曾坦言：“我真没想过会是中

国人给这里带来了纺织业的工作机会！”

而科尔选择兰卡斯特，当然不会是为了

帮助这里的纺织工人重新走进生产车间。集

团董事长朱善庆在兰卡斯特考察时表示，优

惠、土地、环境和工人是科尔来到兰卡斯特

的原因。科尔在兰卡斯特工厂的用电成本

是在杭州的一半，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

易伙伴又为集团的纱线出口提供了便利。

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相邻北卡罗来纳州，已经

投资落地的中国企业还有20多家。尝到了中国

资本甜头的兰卡斯特县，目前正在与来自中国台

湾和大陆的另外两家纺织企业进行谈判。

然而正如统计资料所显示的，绿地投资

与并购相比毕竟还是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

支流，而大量中国企业更希望通过并购买到

可以直接使用的“现货”。

不过，绿地投资和并购并非如概念上那

般泾渭分明，部分企业集二者之所长，在投

资方式上灵活多样，同样取得不错效果。伊

之密在 2011 年通过并购，买下 HPM 集团的

全套知识产权后，却没有买入厂房等其它资

产。而当生产经营走上正轨后，2015 年，伊

之密又斥资在当地买下了新厂房。通过这

一系列运作，伊之密的投资挽救了已经停产

的百年老厂，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像伊之密和科尔集团这样的中国投资

人正是美国上至联邦、下至郡县的各级政府

希望吸引到当地落户的，有些州和地方招商

机构也为此类能够切实解决当地经济困难、

帮助地方经济发展的企业提供了税收优惠、

落地奖励、自由贸易区等红利。

“没想到是中国人带来工作机会”

比起伊之密和科尔集团，美国

对国家战略安全领域和高新技术

领域的外国投资的态度则要谨慎

得多。但中国企业对于高新技术

研发领域的投资越来越热衷。随

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投资或落

地美国，它们在美国大量的科研投

入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成

熟表现，有望为中国企业在美高新

技术投资、知识产权投资提供良好

的信用记录。

美国荣鼎咨询对中国在美高

新技术投资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

显示中国投资者正在将高附加值

的活动转移回中国。与此相反，美

国的创新集群、强有力的知识产权

保护、优秀的人才储备正在吸引着

中国投资者每年将大量资金投入

到美国进行研发活动。同时，腾

讯、阿里巴巴等技术投资者，正成

为美国高新技术初创公司的重要

资金来源。

与 此 同 时，美 国 的 一 些 政 府

部门和高等教育、科研机构，也为

外国企业入美进行技术投资提供

了新的模式。比如在美国著名的

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州和马里兰

大学工程学院合作成立了马里兰

大学国际孵化器，旨在帮助外国

公司在美国成立企业并进行研发

活动。

中 美 马 里 兰 科 技 园 负 责 人

Kai Duh 博士表示，马里兰大学国

际孵化器主要选择员工人数在 50
到 100 人的中小型中国公司进行

合作。孵化器中大部分中国公司

都会派一两名高管到其在美国投

资成立的公司工作，并在马里兰大

学雇佣学生实习。经过若干年的

发展，当实习生学成毕业，就会成

为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的雇员。

同时，孵化器中的中国公司会在新

产品、服务、市场推广等方面与马

里兰大学的教工进行合作，在马里

兰大学参加企业家培训，并获得美

国法律方面的咨询。

马里兰大学国际孵化器中规

模最大的中国企业是来自北京的

软件公司广联达，它早在 2008 年

就在中美马里兰科技园投资设立

了美国子公司，并在国际孵化器中

雇佣了 4 名全职员工。

目前，经过 6 年多的发展，这

个国际孵化器已经引进了包括广

联达在内的 24 家中国公司，占到

了孵化企业总数的 2/3。

而就在这 6 年之间，中国企业

赴美投资也早已从当年的经济新

闻变成了如今的经济常态。

在眼下中国资本西风东渐进

入美国的这个经济常态之中，中国

企业仍在不断创造着经济新闻。

美国科技产业园里
的中国企业

虽然从 2001 年入世以来，中国

在美投资和并购的数量一直呈上升

趋势，但资金总额却忽升忽降。美

国真正开始见识到来自中国持续的

大规模资本涌入，却是 2010 年的事

了。当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

购总额达到破纪录的 46 亿美元，并

自此一直持续增长，于 2015 年飙升

至 119 亿美元。

根据美国荣鼎咨询的统计，21
世纪以来，中国企业投在美国的约

400 亿美元资金中，超过一半都是在

过去两年中落地的。

伴随着中国在美投资大幅增长

的 是 美 国 在 华 投 资 并 购 规 模 的 缩

水。美国商务部 2014 年 5 月发布的

《中 美 投 资 关 系 的 新 现 实》（New
Realities in the US-ChinaInvestment
Relationship）显示，中国在美国的投

资并购金额已经超过美国在中国的

投资并购金额。

太平洋上的“风”转向了。

从中国这个远东国家吹往美国

的“ 西 风”，第 一 次 压 倒 了“ 东 风”。

而中国资本赴美也由一个个忽高忽

低的浪头变成一支稳定的洋流。其

冲击力也早已超越经济层面，促使

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到中国进行招商

引资，甚至还给美国政府带来监管

方面的挑战。

美国国会在 2000 年为监测中美

贸 易 交 往 对 美 国 经 济 与 安 全 的 影

响，专门设立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

委员会。该委员会在 2015 年 2 月发

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大

量投资已经给那些尽全力对中国投

资数量、违规操作等进行监管的美

国政府官员们带来了挑战。

截至目前，在美国的 50 个州中，

有一半已经专门在中国设立了投资

促进代表处，一些之前一度关闭的

代表处近年来也被重新启用。有些

州在对中国招商引资的路上则走得

更远。比如与纽约一河之隔的新泽

西州，利用贸易展览会的形式向中

国公司推介自己的产业，而与首都

华盛顿一河之隔的马里兰州，专门

为来自中国的公司设立了企业孵化

器。诸如此类的区域性政府行为，

甚至让州与州之间为争夺中国资本

展开竞争。

在联邦政府层面，由美国商务

部牵头，来自华盛顿州、新泽西州等

20 余 个 州 的 官 员 组 成 了 一 个 名 为

SelectUSA（选择美国）的招商团队，

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帮助各地政府

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这个招

商团就曾于 2014 年访华时在顺德举

行过路演。参加路演的 80 余名美国

代 表 所 带 来 的 85 个 项 目 除 了 房 地

产、普通制造业之外，更有能源、航

天工业、生物制药等项目。

南卡罗来纳州地区发展联盟亚

太区首席代表艾伯特·福尔摩斯则再

三强调，当地土地和税率低廉，有熟

练的产业工人，适合顺德制造型企业

投资设厂。“随着中国工人工资上涨，

投资美国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这些来自美国方面的对华招商

引资举措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眼下这

轮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势头之猛。

太平洋上的“风”转向了

编者按：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远在

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是个古老的东方

国家。然而，飞往中国的最近航线

却是一路向西的。

当太平洋慢慢取代大西洋成为世

界经贸交流新中轴的时候，习惯了以

大西洋为中心看世界的美国人，不得

不把视线转向太平洋，尝试从新的角

度观察中国这个东方国度。而即使是

那些对环球凉热最不敏感的美国人，

也不可避免地会渐渐感受到从中国吹

来的经济“西风”。

而被这阵西风吹起的就是眼下

这一轮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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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指南（十五）

主要进口产品：矿产品、机电产

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

胶、纺织品及原料、运输设备、食品、饮

料、烟草、植物产品、纤维素浆、纸张。

主要出口产品：矿产品、动植物油

脂、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

料、塑料、橡胶、贱金属及制品、食品、饮

料、烟草、运输设备、纤维素浆、纸张。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矿业、

汽车、家电、化工、交通、通信。

国家近期重点战略：新政府经济

战略的核心是工农业并举，实现粮食、

能源自给自足，振兴海洋经济，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和科

技创新，改善教育医疗等。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印尼对中国出

口的商品主要为矿物燃料、动植物油、矿

砂、橡胶及制品、木浆及纸浆，镍土矿是印

尼对华出口的重要商品类别。而中国对

印尼出口的商品主要有机械设备、机电产

品、钢材、贱金属及制品、有机化学品等。

印度尼西亚振兴海洋经济

主要进口产品：工业品、加工制成

品、建材、日用品及食品、家用电器。

主要出口产品：矿产品、电力、农

产品、手工业产品。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矿业、

水电、农业、服务业、工业和手工业。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自老挝

进口的前五位产品有木制品，矿砂、矿

渣及矿灰，橡胶，铜及其制品，谷物；中

国对老挝出口的前五位产品是车辆及

其零件，钢铁制品，机械，航空器、航天

器及其零件，电子。

其它情况：矿业、水电、制造业、

旅 游 业 、农 业 和 服 务 业 等 ，已 成 为

老 挝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力 ，其 中 旅

游 业 近 年 来 发 展 迅 速 ，仅 次 于 矿 产

业 ，已 成 为 国 家 外 汇 收 入 的 第 二 大

产业。

老挝旅游业发展迅速

阿尔巴尼亚KAVAJE市
城市清洁招标

招标方：阿尔巴尼亚 KAVAJE 市

采购内容：城市清洁

招标文号：
REF-22038-01-21-2016

采购金额：147519416列克（约合7641505元人民币）

采购合同时间：36 个月

截至日期：2 月 15 日

网址：www.APP.GOV.AL

阿尔巴尼亚TIRANA市
城市西侧区域清洁招标

招标方：阿尔巴尼亚 TIRANA 市

采购内容：城市西侧区域清洁

招标文号：
REF-22191-01-25-2016
采购金额：

174670499 列克（约合 9047931 元人民币）

采购合同时间：12 个月

截至日期：2 月 18 日

电话：+355042256799
传真：+355042256799
邮箱：prokurimet@tirana.gov.al
网址：www.tirana.gov.al

阿尔巴尼亚内政部难民收容所建造项目招标

招标方：阿尔巴尼亚内政部

招标内容：难民收容所建造项目

招标文号：
REF-21982-01-20-2016
招标金额：
95782590 列克（约合 5718602 元人民币）

建设时间：5 个月

截至日期：2 月 15 日

网址：www.APP.GOV.AL
（以上信息均来自中国贸促会，仅供参考）

●供求信息

根据美国荣鼎咨询的统计，从 2010 年中国资本开始大规模持续

涌入美国的 5 年多来，中国企业一共完成了 741 笔在美并购和投资，总

额达到 525 亿多美元。而中国资本在全美范围内直接雇佣的员工则

超过 8 万人，5 年之前，这个数字仅为 1.5 万。目前，中国资本已经渗透

进美国 50 个州中的 44 个。

虽然来自中国的投资几乎覆盖了美国，但各个州吸收到的中国资

本数量却非常不平衡。

在中国企业美国投资地图上，足迹最密集的地区是美国本土东西

南北 4 个点。西岸的加州、东岸的纽约州和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是中

国企业最青睐的 3 个州，它们从 2010 年以来一共接收了 353 笔中国企

业投资，平均每两个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就有一个把钱放在了这

3 个州。另外，位于美国中北部五大湖区的传统工业区也接收到超过

100 笔的中国企业投资。

这种看似不平衡的投资分布，其实是中国企业根据自己的产业偏

好以及美国的产业分布进行的合理选择。

2010 年以来，中国企业投资最密集的美国行业依次是能源业、地

产酒店业和通信技术业（ICT），这 3 个行业一共接收了近 60%的中国

企业投资。而最受冷遇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基础材料、电子等 3 个行

业仅拿到了 2%的中国投资。

对比一下最火的州和最火的行业，不难发现中国资本在美国向少

数几个州一边倒的原因：加州和纽约州是房地产和酒店业的风向标，

获得了最多的地产投资。德克萨斯州是美国著名的能源州，在吸引能

源投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而五大湖区的伊利诺伊州以及加州则是

通信技术行业的高地。

不久前，中国联塑对外发布，将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德州等城市

抢先布局，打造家居建材五金全球销售连锁平台——领尚环球之家，

恰恰说明家具建材五金直指美国房地产和酒店业。

中国联塑集团副总裁刘中露说，在上述城市里，“中国制造”的家

居、建材、五金其实占据了该市同类商品的六成，但是“中国制造”更多

扮演着“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联塑试图改变这一格局。

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除了地理布局上的不平衡外，在投资方式上也

有着一边倒的趋势。

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2015 年 2 月的一份中国在美投资研究

报告中，中国投资者被认为更倾向于通过并购的形式购买现有资产，

而不太愿意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创造新的资产。

所谓的绿地投资，就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的一种外国直接投资形

式，其中涉及到包括厂房新建、人员招聘、管理层组建、供应链搭建在内

的有关企业建立和运营管理的工作，等于是进行了一轮异地创业。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褐地投资，即对现有企业进行并购。

2010 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投入的 525 亿多美元中，有 89.6%花在

并购上，而绿地投资仅占 10.4%。与这组数字相呼应的是两种不同收

购方式的媒体曝光率和社会知名度。

2014 年 10 月，安邦保险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这是自从日本财

团在 1989 年买下洛克菲勒中心以来，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最具影

响力的一笔收购。而这单高达 19.5 亿美元的收购案，光是来自美国政

府的审批就花了 4 个月，而安邦事先对华尔道夫酒店的考察也细致到

了酒店的水管。

虽然安邦此次收购对华尔道夫酒店本身运营的短期影响很有限，

但在希尔顿集团宣布将华尔道夫酒店出售给安邦的当日，还是引起了

媒体的惊叹和质疑。

总部位于纽约的著名商业杂志《财富》，发表了题为《谁是安邦？

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新东家》的文章，对远算不上是中国保险业巨头

的安邦一举拿下这个纽约地标表示惊叹。

从媒体曝光度来看，安邦对华尔道夫的收购的确是中国企业在美国

最惹人注目的并购案之一，其为安邦带来的品牌溢价是不可估量的，而这

也是褐地投资与绿地投资方式相比的一个优势：投资人可以获得被并购

企业所拥有的现有资源，包括知识产权、品牌等需要长期积累的资产。

但最受关注的投资却不一定是影响最大的。与安邦高调的并购

相比，一些显得有些过于默默无闻的绿地投资，往往能够对标的地区

的经济产生更为潜移默化但深刻的影响。

合理的不平衡 绿地投资 or褐地投资？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资本潮
■ 洪正阳 刘嘉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