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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前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日
前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就中国资
本进军欧洲市场发表评论表示，中国
不再只是世界的低成本工厂。中国
在欧洲的收购清单覆盖高科技、高附
加值的产业和服务业，是全球化的组
成部分。欧洲不应条件反射地采取
保护主义措施、烧断桥梁。

斯图布表示，欧洲正努力接受一
个事实，中国正在收购各种各样的欧
洲企业。但是，欧洲不应对此抱怨。

这都是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组成部
分，这两者正是支撑欧洲在过去100
年取得经济成功的两根支柱。

斯图布称，中国正在欧洲挖掘这
里的“宝藏”：人才、知识产权、市场份
额、技术、品牌、成熟企业和价值链。
就像中国在非洲开发当地资源一
样。这种换挡是可以察觉的。在伦
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大量的投行家、
律师和尽职调查专业人士突然投入
到了中国委托人的项目中。

斯图布认为，中国瞩目欧洲是因
为本质上持保护主义立场的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对所有中美交易进行
审查，实际上等于在中国企业投资美
国之路上竖起了一面“墙”。白宫易
主不会使投资美国变得更容易。而
欧洲没有美国那样的控制措施和审
议工具。

对此，斯图布就欧洲在应对中企
资本进入欧洲市场给出三点建议：

首先，这些收购正在确实发生，

而且是成批的。这未必是坏事，欧洲
需要外来资金的注入。

其次，欧洲不应条件反射地采取
保护主义措施、烧断桥梁。很少人预
料到，中国人会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
者，如今美国将把目光转向国内。最
佳选项是欧洲和美国在安全、外交政
策和贸易方面达成一项新协议，但如
果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决定抛弃《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欧洲将不得不把目光投向

别处。从体量和规模上看，欧洲的目
光显然应该投向中国。

最后，欧洲应当寻求达成共同解
决方案。自然的反应是各自为政，各
自拟定本国应对策略，而不是制定共
同对策。但这将是错误的。欧洲将
成为一个大杂烩般的跳蚤市场，而不
是协调一致的内部市场。左手将不
知右手在做什么。况且历史已证明，
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余鹏飞）

欧洲是中国眼里的“新非洲”

希腊采购润滑油
招标方：希腊Layrio市
招标内容：采购润滑油、润滑剂
地址：Koyntoyrioti 1，195 00 Layrio，
Grecia
联 系 人 ：G. Margariti - St.
Zerboydaki
电话：+30 2292320147
传真：+30 2292069130
邮箱：nitsa@lavrio.gr
网址：http：//www.lavreotiki.gr
截标日期：2016年12月27日

匈牙利采购轨道及配件
招标方：匈牙利Budapest市
招标内容：采购轨道及配件
地址：Knyves Kálmán krt. 54–
60.，Budapest，1087，Ungheria
联系人：Csizmásné Deáki Andrea
电话：+36 15114128
传真：+36 15114253
邮箱：csizmasne.deaki.andrea@mav.
hu
网址：http：//www.mav.hu
截标日期：2017年1月6日

奥地利采购手套
招标方：奥地利Vienna市
招标内容：采购手套
地址：Adalbert Stifter- Strae 65，
Wien，1200，Austria
电话：+43 59393-21608
传真：+43 59393-21635
邮箱：hbe@auva.at
网址：http：//www.auva.at
截标日期：2017年1月10日

斯洛文尼亚
采购笔记本电脑
招标方：斯洛文尼亚Lubiana市
招标内容：采购笔记本电脑
地 址 ：Kolodvorska ulica 11，
Ljubljana，1000，Slovenia
联系人：Sonja Milanovi
电话：+386 12914013
传真：+368 12914833
邮箱：sonja.milanovic@slozeleznice.
si
网址：http：//www.slo-zeleznice.
si/sl/
截标日期：2017年1月13日

意大利采购质谱仪
招标方：意大利米兰大学
招标内容：采购质谱仪
地址：Via Festa del Perdono 7，
Milano，20122，Italia
电话：+39 0250312055
传真：+39 0250312150
邮箱：settore.gare@unimi.it
网址：http：//www.unimi.it
预计估价：459 016.39欧元
截标日期：2017年1月16日

（来源：中国贸促会）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中国收紧对外直接投资，严
防资本外逃，这是最近国际舆论
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中国四部
委负责人在近日公开表示，为进
一步防范潜在风险，中国政府将
对跨境投资交易实施严格审核，
继续对所有境外投资交易推行备
案制管理。

消息一出，外媒对此大加猜
测，认为中国或将采取以下措施：
对外投资额超过 100 亿美元的将
受严格审查；对投资额在 10 亿美
元以上的非主营项目大额并购投
资严格审核；国有企业 10 亿美元
以上的境外房地产交易也将接受
严格审查。更有路透社援引中国
银行业人士的消息称，国家外汇
管理局要求银行在办理资本项下
业务时，针对单笔购汇、付汇、本
外币支出等值 500 万美元的交易，
需事先向外汇局进行大额报告。

在国内，不少专家将其解读
为，这是一项与“鼓励互联网金融
及民间借贷、房地产去库存、大力
发展股市”一样经历前后 180 度大
转弯的政策。不少企业开始对跨
境并购的前景担忧，世邦魏理仕
甚至就此发布报告称，国内一线
城市的物业将迎来一波新的快速
上涨。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次典型
的诱导式误读。诚然，为对冲人
民币贬值，中国外汇储备而今已

经降至 2011 年 3 月的水平；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年内累计下跌近
6%，可能引发更多资金流出；美元
本月加息几乎是铁板钉钉；今年
前 9 个月中国的并购交易总金额
达到 5309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也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企业
资产的最大买家，成为大量资金转
移到国外的重要渠道。这些看上
去足以支撑中国收紧对外投资的
观点，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一是人民币依然是强势货币，二是
中国对外投资依然还是备案制。

一般而言，汇率是两种货币
价格的体现，而人民币汇率是对
一篮子货币，对美元虽然贬值，但
是就一篮子货币而言，人民币还
在升值。最关键的是，其实美元
也强不到哪里去。换句话说，如
果美元最强，那么人民币就是第
二强。即将到来的美元加息，将
造成全球资本市场的外溢性，广
泛冲击全球所有货币，而人民币
无疑是抗冲击能力最强的。事实
上，今年以来，相对欧元、日元等
其他全球主要货币对美元贬值的
程度，人民币恰恰是最少的。

自 2014 年推行的中国对外投
资备案制度，是一项基于人民币
国际化战略的长期制度安排，不
可能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中
国正在构建经济全面开放新格
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在

全球生产链位置的前移，都要求
中国继续扩大和深入开放，也都
要求中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配
置，更高层次地参与全球经济协
作和分工。人民币国际化基础上
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是时代的呼
唤，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
强国重大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

但中资海外并购要控制好节
奏，宜稳不宜急。近两年，中国资
本纷纷出海并购，速度之快，令人

咋舌。2015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1356 亿美元。同期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100.7亿美元。对外投资首
超吸引外资，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
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
国。仅仅 9 个月之后，中国便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

在全球配置资产是大趋势，
但增速太快未必好。大举投资海
外地产物业，激情并购赚快钱，屡

屡在市场最高点抢资产，频频高
溢价，企业对在境外并购的目的
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
足，对并购项目没有进行充分论
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两年来
暴露出诸多盲目性和不成熟。特
别是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人民
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步伐应相
协调，警惕伪装成对外投资的资
本外流。毕竟，刚学会走路就疾
速狂奔，难保不会摔个大跟头。

中国收紧对外直接投资？
■ 李乾韬

近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
门负责人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和对
外投资方针政策答记者问。主要关
注点如下：

第一，对外投资持续较快发
展。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显
著扩大，连续 5 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含金融类）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
史新高，首次位列世界第二，并超过
同期实际使用外资，实现资本项下
净输出。2016年前10个月，我国对
外投资高速增长，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 145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3%，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对外投资
总量。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便利
了我国企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在

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也促进
了国内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投资“内冷外热”特征凸
显。近几年，我国储蓄率虽然有所
下降，但依然保持在 45%以上的较
高水平，为境内外投资增长提供了
良好基础。然而，由于产能过剩严
重、市场需求不旺、盈利预期不佳，
国内投资增速不断回落，2016年前
10个月同比仅增长8.3%，为2000年
以来最低增速。与此相反，我国对
外投资热情高涨，2016年更是高速
增长，这与国内经济不景气、企业寻
求境外投资机会有关。尽管对外投
资符合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
一路”倡议，但从国民经济和国际收
支平衡角度出发，仍应平衡好国内
投资与境外投资关系，进一步鼓励

和引导扩大国内投资。
第三，对外投资需进一步完善

管理。近年来，我国在对外投资领
域加大了简政放权力度，建立了以
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
着力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特别
是当前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跨境
套利动机增大。未来，一方面，应坚
持企业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
具有真实投资背景的交易，特别是
符合“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
作、资源能源保障等战略的项目；另
一方面，应加强对外投资的引导、审
核和管理，特别是加强真实性、合规
性、合理性审核，依法严查和打击伪
造交易、非法骗汇、地下钱庄、转移
资金等违规套利行为，平衡好便利
化与防风险的关系。 （欣 华）

四部委分析当前对外投资形势

本报讯 加拿大政府 12 月 5
日宣布，将拨款2.18亿加元，成立
一个新的机构吸引海外投资。政
府希望通过机构的引导帮助更多
海外资金在加拿大找到合适的投
资标的和发展方向。

加 拿 大 国 际 贸 易 部 部 长
Chrystia Freeland 表示，来到加拿
大的海外投资需要面对加拿大联
邦、省、市或地区等多级别政府。
她接到很多海外投资者反映称，
在加拿大做生意非常困难。投资
方需要和各级政府打交道，有的
时候上千万加元的投资就卡在一
个小小的地区政府问题上，这让
海外投资者非常沮丧。投资者希
望能够有一个一站式的机构，为
他们提供信息和服务，帮助他们
在加拿大进行投资。

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在一年
内将这个机构建立起来。机构的
职能相对倾向于咨询顾问性质。
联邦政府将出资雇佣一名 CEO
以及多名管理人员，联邦政府还
会为机构的运作提供其他方面的
协助。 （王 瑜）

加拿大

成立引资新机构

本报讯 新西兰政府 2015年
下半年启动一项新战略，成立跨
部门引资工作组，提出到 2025年
新增各类外资 580 亿新西兰元
（约合411亿美元）的目标。12月
2日，新西兰政府发表报告说，战
略执行一年来，新西兰新增外国
直接投资约20亿新西兰元（约合
14亿美元），项目覆盖 6个行业，
新增外来移民承诺投资达 44 亿
新西兰元（约合31亿美元），并吸
引3个跨国企业研发项目在新西
兰落户。报告显示，新西兰过去
一年在多领域增大吸引外资的力
度，其中包括敲定59个重大外国
直接投资项目。

根据引资战略的阶段性目
标，新西兰政府希望到 2018年获
得外国直接投资 50 亿新西兰元
（约合35亿美元），外来移民承诺
投资额达到70亿新西兰元（约合
50 亿美元）。同时，新西兰政府
希望到 2020 年吸引跨国公司在
新西兰开展至少10个研发项目。

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部长史蒂
文·乔伊斯表示，国际投资者和企
业对新西兰经济发展抱有信心，
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增强与私营机
构的联系，持续提升新西兰对外
资的吸引力。 （秦 素）

新西兰跨部门引资

工作出成效

巴西莫纳希风投公司每年都
会带着企业家去海外考察，今年他
们没去硅谷，而是来到中国。这无
疑为中国投资拉美开辟了新的前
沿阵地。随着中国将重心从传统
资源转移到制造业、物流甚至技
术研发上，中国正寻求在巴西和拉
美其他地方拓展借贷和投资业务。

随着经济放缓、国内利润空间
变小，中国正转身成为国际金融投

资国，到别国寻求回报。这意味着
中国要考虑将更多产业作为目标，
并购是其中的一部分。2016年，中
国企业耗资 119 亿美元并购巴西
同行，是 2010 年以来的最高点。
今年的并购虽然集中在公共设施
方面，但也开始涉及食品、饮料和
运输等行业。

莫纳希公司让巴西的科技获
得中国关注，缘于 2014 年其将巴

西一家团购网站出售给百度。今
年该公司带领 60 名巴西企业家来
到中国，希望复制当年的成功。这
个代表团几乎见到了所有中国科
技巨头。莫纳希公司联合创始人
埃里克·阿谢表示，中国近年来的
创新和科技进步比巴西明显得多，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中国的对外投资不再紧盯纯

资源，这对维系进入拉美的投资流

很重要。2012年以来，世行对拉美
的借贷减半，美洲开发银行相对平
稳，但中国的借贷飙升。中国的大
部分资金进入巴西的能源和基础
设施领域。不过，巴西驻华大使马
尚认为，虽然早期投资进入政府控
制的基础设施领域，但新投资基本
上是由市场主导的，“这很好地证
明了巴中关系的活力”。

（向 阳）

中国投资巴西 不再紧盯纯资源

本报讯 乌干达贸工部近
日刊发公告，要求所有在乌经
营外商于 12 月 31 日前到相关
部门核实从业相关文件。该公
告称，外商占据了乌干达几乎
整个产销链，对本国贸易商造
成严重的挤压。部分外商违反
法律，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损
害本国商人利益。

对此，乌贸工部将对有关法
律法规进行审查并弥补现有规则
漏洞，要求各地负责核发营业执
照的部门严格执行对贸易按类别
进行分级管理的方针。自 2017
年 1 月起，各有关部门停止对处
于特定监管领域的外商发放贸易
牌照，移民局继续对外商的工作
许可持有情况进行密切监测，乌
贸工部将与外商代表携手创造和
谐稳定的贸易环境，促进乌贸易
发展，并鼓励贸易商进行高附加
值产品生产投资，从而带动乌出
口增长。

（尚 武）

乌干达将核实

外商文件有效性

图为康冠科技与飞豹科技今年7月参加在巴西圣保罗北方展览中心举
行的 ICEEB 2016巴西消费电子展。国内的华为、中国电信、康佳等超过150

家电子行业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引下，组团参加本届展会，积极开拓巴西
及南美市场。

近日，德国在华企业《2016 商
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看好中国
经济改革能给投资环境带来积极
影响的德国企业数不足 50%。对
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指
出，部分企业由于经营上遇到了一
些困难，看法没以前那么乐观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报告
同时显示，有 70%的受访企业认为
明年业绩会保持或超过今年的水
平，并且 90%的企业说他们不打算
离开中国。这又说明绝大部分德
国企业对中国市场还是有信心

的。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改善投资
环境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正在得
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认同和积
极评价。

“最近中国欧盟商会也发布了
一个《商业信心调查 2016》报告，同
样显示超过 2/3的欧盟在华投资企
业实现盈利，近 1/2 的企业计划扩
大在华运营规模。”沈丹阳表示，从
我们掌握的数据看，来自欧盟的跨
国公司普遍看好对华投资。今年
前 10个月欧盟 28国对华实际投资
增长了 41.5%，德国增幅高达 86%，

其中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大项目
有很多，投资者不乏一些德国知名
跨国公司，包括大众、宝马、奥迪、
戴姆勒、巴斯夫，这些企业大幅增
加对华投资，显示了包括德国在内
的跨国公司植根中国、深耕发展的
决心。

据商务部介绍，日前，中国美
国商会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 60%
的会员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
投资目的地之一，68%的会员企业
有扩大在华投资的计划。联合国
贸发会议发布的《2016年世界投资

报告》也显示，中国仍是全球最具
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前段
时间，无论是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工
商峰会还是厦门的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全球跨国公司参会积
极踊跃，也表明了跨国公司对投资
中国的坚定信心。

沈丹阳强调，我们希望外资企
业能够客观正确看待中国的投资
环境，继续坚定投资中国的信心，
抢抓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不
断扩大在华投资，并努力取得更好
的发展业绩。 （邱海峰）

商务部：外企依旧看好对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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