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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钢材 伊朗的沥青 埃及的瓷砖……

中交物资为海外项目“买全球”
■ 本报记者 张凡

产能合作打造无缝亚洲

●投资环境

本报讯 德国中国商会 10 月

27 日就德国政府重新审查爱思强

收购案发表声明，对德国政府相

关部门再次干预来自中国的正常

商业投资行为表示担忧，对其在

短时间内做出自相矛盾的决定表

示“不可理解”。

声 明 说，中 国 福 建 宏 芯 基 金

收购德国爱思强公司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正常的企业间行为，德国

政府的介入给收购增加了阻力。

政策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将

影响德国的投资环境，给投资者

带来损失，也将影响政府公信力。

成立于 1983 年的爱思强公司

是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目前

经营困难并陷于亏损。今年 5 月，

宏芯基金表示有意收购爱思强，

并于 7 月底正式发布要约文件，拟

以每股 6 欧元（约合 6.5 美元）的价

格收购爱思强公司已发行股票，

整个交易规模约 6.7 亿欧元（约合

7.3 亿美元）。

声 明 说，德 国 作 为 世 界 主 要

出口国之一，多年来受益于自由

贸易政策。德国政府有关部门不

能一边呼吁中国开放市场，一边

却不断为市场行为设置壁垒。这

样的保护主义倾向最终将损害德

国乃至欧洲经济。德国中国商会

希望德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投资贸

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作出更多

贡献，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德国经济部日前撤销了 9 月

初为宏芯基金收购爱思强颁发的

“ 无 危 害 证 明 ”，重 启 审 核 程 序 。

此举令德企股东和投资者蒙受损

失，德国媒体和经济界也对政府

的出尔反尔感到意外。今年较早

前，德国政府曾介入中国美的集

团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

卡公司。 （朱 晟）

德国中国商会：
德政府干预中资收购“不可理解”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交集团）目前在海外

有 400 多个项目，其中，在‘一带一

路’沿 线 的 中 东、非 洲 就 有 300 多

个项目。中国交通物资公司的任

务就是为中交集团系统内部的海

外工程提供物资采购和供应，为工

程顺利施工提供保障。”中国交通

物资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张卫东

在地图上边比划边给记者讲解中

交集团及中国交通物资有限公司

的“一带一路”规划。

“我们海外业务的重点就是要

在中交集团业务集中的地区搭建

区域性物资采供平台，目前设想是

分 四 个 区 域 来 搭 建 ：中 东 非 洲 地

区、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和

欧洲地区。”张卫东介绍说，中国交

通物资有限公司是中交集团全资

子公司，其定位就是中交集团系统

内部的工程物资采购供应商。

按照这个定位，中交物资公司

就是一个幕后的“大管家”。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交集团这样的

央企成为“走出去”的排头兵，为排

头兵做好物资补给成为中交物资

公司的使命。

“ 中交物资公司有责任、有义

务给中交集团各施工企业提供好

保障服务，把国际上的优质资源组

织起来，保证‘走出去’的过程更顺

畅。”张卫东说，中交物资公司为了

达 到 这 个 目 标 专 门 制 订 了“ 三 步

走”战略：第一步是出口，将中交集

团海外参建局的生产物资、生活物

资给带出去，把中国的产品销往海

外；第二步是积极参与国际贸易，

执行国际化采购，让海外优质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流通；第三步是等条

件成熟以后，走出中交系统，为更

多的海外中国企业提供物资服务，

把贸易扩大化。

“ 目前，我们正在整合中交集

团 内 部 的 物 资 需 求 和 供 应 ，包 括

400 多家海外物资供应商的优质供

应商网络已经搭建完毕。我们将

把土耳其的钢材、伊朗的沥青、埃

及的瓷砖、俄罗斯的木材以及中国

的资源等“打包”在一起，进行全球

一体化的运营。”张卫东说，整合采

购供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与

施工企业需求计划的准确性、严肃

性和及时性息息相关。施工项目

不像工厂化作业，有各种各样的因

素会拖延工期，运输途中也会有各

种不可抗因素等等，难免会影响原

材料的供应储存。

有 些 海 外 市 场 的 商 业 文 化 也

让中国采购商哭笑不得。“比如，在

北非某些地区采购物资时，并不是

买的越多价格越便宜。由于当地

官员认为我们需要的物资是他们

的宝贵资源，所以买的越多，价格

反而越高。”张卫东说，这是我们采

购工作中的拦路虎，很考验相关人

员的谈判能力。

张卫东说：“ 中交物资公司目

前在海外贸易中将风险防控放在

首位。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贸

易领域内，对供货商进行筛选，对

物流渠道进行优化，对物资使用进

行跟踪。也就是说，整个供应链的

每个环节都要控制风险。”

目前，中交物资公司为海外基

建项目的物资供应工作在有条不

紊地展开。今年 10 月，历经 5 个月

的投标、考察和谈判后，中交物资

公司终于与中交二公局喀麦隆克

里比深水港疏港高速公路一期工

程 项 目 部 签 订 了 沥 青 供 应 合 同 。

据悉，这是中交物资公司海外部自

成 立 以 来 合 同 金 额 最 大 的 一 笔 。

为了保障这个工程的沥青质量和

顺利供应，管理层亲赴伊朗与当地

最大的沥青生产厂家、阿联酋的装

船港口洽谈合作。

“ 我相信，经过不断的自我完

善，凭借后续中标的加蓬和塞内加

尔等项目赢得的良好商誉，我们会

向‘一流企业供应链体系中最优服

务方案提供者和组织实施者’的目

标再迈进一步。”张卫东说。

“我们要实现一个无缝亚洲，在

基建方面需要 8 万亿美元的投资。”

曾亲自参与中泰铁路项目的泰国前

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认为，中国通

过轻轨等交通方式加强与东盟等国

家的联系，更能促进产能的合作。

在10月28日举行的2016年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主

题论坛——产能合作与创新发展高

端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表示，可以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继续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林毅夫

说，当前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广

泛对外转移，是“一带一路”沿线欠发

达国家的发展机遇。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有了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再加上工业的发

展，这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

展带来互利共赢。如果沿线国家因

此快速发展，将为经济低迷的欧美发

达国家创造一个新的市场，进而有利

于全世界。”林毅夫说。

缅甸工业部部长吴钦貌秋表示，

缅甸关注如何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希

望更多的中国先进技术和对外投资

进入缅甸。缅甸期望与中国在工程

建设、农业、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开展

更多的合作。

尼泊尔前总理巴布拉姆·巴特拉

伊同样认为，国际贸易和交通互联互

通是发展各国经济必不可少的因

素。“我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国

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中获得了实惠，

尼泊尔和印度都遇到了基础设施的

瓶颈，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的资

金、技术、产能转移来提升各自的基

础设施。”

“亚洲现在仍然由于互联互通做

得不够好，市场分化严重，而互联互

通做得不够好，又是由于基础设施的

发展瓶颈造成的。在很多亚洲国家，

这就造成了贫困问题难以根除，教育

水平难以提升以及环境的恶化。”亚

投行副行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洛基说。

吴洛基认为，中国利用基础设施

投资来推动广泛的发展以及减贫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这对亚洲其他国家

具有借鉴意义。

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迅

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来自商务部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份，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达 511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2%；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1.25万份，累计合同额2790亿美元。

以上的数据包括对基础设施的

投资，而整个亚洲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投资是巨大的。吴洛基表示，可能每

年需要 1 万亿美元以上，为此，亚投

行必须跟多边发展银行进行更加深

入的合作，而且跟私营领域也要进行

合作。

阿披实·维乍集瓦也认为，如果

政府和私有企业、私人领域能够协调

合作，成效是巨大的。“我们必须要重

新考虑一下经济发展的模式，现在我

们有必要去利用协调以及合作的力

量，这种协调合作是要在政府之间、

企业之间，还要在公共和私营领域之

间共同合作来去实现的。看一下我

们能不能互相补充，创造出一个合理

的、理性的供应链。在不断扩大的单

一经济体上，能够为我们所有的人民

创造繁荣。” （冯芸清）

在华日企不降反增 未现大规模撤资

本报讯 今年，日本企业大规

模从中国撤资的报道不时见诸报

端，甚至有报道称日企要求中国简

化撤资手续。但据日本调查公司

帝国数据库日前发布的报告，近期

进军中国市场的日企不降反增。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底，

进 军 中 国 市 场 的 日 本 企 业 为

13934 家 ，比 去 年 6 月 增 加 678
家。其中，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

为 5853 家，占比达 42%；批发业企

业 4633 家，占 33.2%；服务业企业

1705 家，占 12.2%。

与 去 年 6 月 相 比 ，在 华 日 企

中，制造业和批发业占比有所下

降，服务业、零售业占比出现上升，

尤其是零售业增加显著，虽然总数

只有 503 家，但比上次调查时增加

了 85 家。

报告认为，虽然存在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人力成本上升以及外交

摩擦等风险因素，但对以持续发展

为目标的日本企业来说，中国的巨

大市场仍然具有吸引力。（钱 铮）

俄重要工业基地发布中文版投资指南

本报讯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军工、冶金、

矿山开采等行业发达，州政府积极

实施俄政府倡导的创新工业政策，

引进先进技术，吸引外资，特别是中

国投资。近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州政府创立的国有投资促进公司中

乌拉尔发展公司发布了中文版的投

资指南，其中列举了斯州经济发展

优势、吸引投资优先领域、政府主要

优惠政策（包括州内特别经济区、工

业发展区、超前发展区可享受的优

惠政策）以及斯州与主要外资伙伴

合作情况等，极大地方便了中国企

业了解情况。指南链接为：http：//
investural.com/files/cn1.pdf。

（尚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