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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

12 月 21 日 ，全 球 化 智 库
（CCG）发布《新发展格局下的中
国国际经贸合作与前瞻》研究报
告。该报告显示，自改革开放以
来，先后有 100 多万家跨国公司在
中国投资经营。在快速成长的中
国市场，他们抓住了历史性机遇，
充分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
利，并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获得
了要素成本优势和广阔的市场空
间，赚得巨额利润。与此同时，跨
国公司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贡献。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
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市场主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 8 月举
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
部长王文涛表示，外资企业以占全
国 市 场 主 体 2% 的 比 重 ，带 动 约
4000万人就业，占全国城镇就业人
口的 1/10，贡献了我国 1/6 的税
收，2/5的进出口。“这充分说明，外
资企业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贡献者。”

全球化智库研究部全球化研
究组副总监侯少丽表示，改革开放
以来，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弥补了
中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的缺口的同
时，也在促进创新、引进培育全球

供应链、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培育
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和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在华外资高科技企业提升了
中国的创新能力，助力创新型人才
培养。二是引进培育全球供应链，
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
级。三是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
入中国。四是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侯少丽说。

伴随着越来越深地融入中国
市场，跨国公司在华发展也取得了
长足进步。根据全球化智库发布
的报告，中国市场营收已在众多跨
国公司全球市场份额中占据重要
位置，并提供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的投资收益率。报告援引 2017 年
跨国公司年报数据显示，苹果公司
在中国市场的营收 447 亿美元，占
其在全球市场营收的 19%；必和必
拓集团在华营收 188 亿美元，占其
全球营收的 52%；高通在华营收占
比更是达到 65%；在汽车领域，通
用汽车占比达到 42%。

此外，据美国商务部BEA统计
显示，自 2000 年美国企业在华投
资收益率首次超过其全球投资收
益率以来，差距不断拉大。2014年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收益率达到

16.5%，高出其全球投资收益率 5.5
个百分点。即使在全球经济下行、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 2018 年，美
国企业在华投资收益率仍达到
11.2%，较在全球 8.9%的投资收益
率高出 2.3个百分点。据欧盟商会
的调查，2018 年，在跨国公司整体
收 入 增 长 趋 势 放 缓 之 下 ，仍 有
40% 的欧洲企业表示在华经营的
盈利水平高于其全球平均线。

除了营收和利润，跨国公司还
在中国市场上实现了多方面战略
目标。例如，跨国公司在某些领域
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在电子、
汽车、机械等行业，跨国公司已占
据中国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
额。在汽车零部件市场，2017年外
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达到 49.25%，企
业数量虽少但市场份额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
行，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普遍受到
影响。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扎
实的经济基本盘，持续改善的营商
环境和促销费的政策，以及成效显
著的疫情防控，使之成为跨国公司
稳定经营业绩的重要保障。

根据各大跨国公司在 2021 年
第一季度发布的季报或年报，星巴
克、斯凯奇和宝马等公司的全球业

务均出现了下滑，但在中国业务不
同程度出现较大增长。斯凯奇在
2020 年中国市场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了 11%，宝马在华累计交付新车
同比增长 7.4%，星巴克在中国市场
的同店销售额在 2020 年第四季度
恢复正增长，同比增幅达 5%。苹
果公司公布的 2021 财年第一季度
财报（自然年 2020 年第四季度）显
示，其单季营收同比增长 21%，创
历史新高，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
增长 57%。

2019 年特斯拉获得来自中国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上海落户。
该公司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从建
设到投入生产只用了 8 个月时间，
目前产能达到 25 万辆。2018 年特
斯拉全球销量约为 24.5万辆，上海
工厂的建成大幅提高了其产能，使
之在 2020年全球销量达到 49.95万
辆，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 23%。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产能不仅用来
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产品还出口至
十多个欧洲国家和地区。此外，上
海工厂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工厂，零
部件本土化率持续提升，都是特斯
拉财务数据不断向好的重要支
撑。”该报告称。

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共成长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德国财新网近日报道，德国央
行将今明两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
分 别 下 调 至 2.5%（6 月 预 期 为
3.7%）和 4.2%（5.2%），2023年上调
至3.2%（1.7%），2024年为0.9%。

德国央行表示，该国经济在
2021 至 2022 冬季再次遭遇打击，
决定因素是收紧的新冠防疫措施
以及持续的初级产品供应瓶颈。
从 2022 年春季起，德经济将再次

强劲复苏。
德国央行预测 2021年至 2024

年德国调和物价指数（HVPI）将分
别增长 3.2%、3.6%、2.2%和 2.2%。
该国央行表示，除增值税恢复正常
和引入碳排放税等特殊因素外，国
际市场能源价格攀升，供应和运输
瓶颈造成的成本增加转嫁给消费
者以及最近的欧元贬值是造成物
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据巴西《经济价值报》报道，巴
西参议院近日批准将半导体行业
技术发展支持计划延长至 2026
年。该计划为半导体电子设备行
业提供税收优惠，例如 LCD 和等
离子显示器、存储芯片等。

据了解，巴西半导体和显示
行业的技术发展支持计划是该
国联邦税收激励措施，旨在促进

半导体和显示器领域投资的吸
引和扩张。这些激励措施包括
用于太阳能的光伏电池和模块、
面板及相关的硅锭和纯化硅。
相关企业可享受免除某些联邦
税和对受益设备的生产、进口和
销售征收的费用，作为条件企业
有义务对研发活动进行最低限
度的投资。

据欧亚网 12月 18日报道，哈
萨克斯坦政府计划自 2022年起采
取进一步措施，限制工业企业二氧
化碳排放，将企业年度免费碳排放
配额总量从目前的 1.69亿吨降至
1.25亿吨。

根据哈生态、地质和自然资源
部制定的《2022-2025 年国家规
划》，上述措施将使哈工业企业碳
排放成本从 200 万美元提高至
4400 万美元。2025 年前，碳排放
配额总量年均缩减 5.4%。油气、
采矿、冶金、化工、电力和建材行业
的 128 家企业被纳入监管之列。
如果企业碳排放量超过免费配额，
可通过交易所或直接向其他配额
富余的企业购买额外配额。2021
年，大部分额外配额被热电厂购
买。电力需求激增的主要原因是
加密货币“挖矿”产业快速发展。
由于中国禁止加密货币“挖矿”，导
致许多“矿工”向哈萨克斯坦大量
转移，推动哈成为全球第二大加密
货币矿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
以上。

哈萨克斯坦碳减排计划符合
哈在《巴黎协定》中所作的承诺，即
到 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减少 15%，该目标已写入
2021年 7月 1日生效的新版《生态
法典》。从历史上看，生态问题并
非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的优先方
向。哈是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 30
个国家之一，人均碳排放量居全球
前10位。哈萨克斯坦碳排放主要
来自能源领域，占比82%。根据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数据，2018
年，哈能源行业碳排放量较 1990
年增长 4%。目前，碳减排工作仅
针对高排放企业，约占全国排放总
量的43%。2021年，未使用的碳排
放配额较上年有所减少。

哈萨克斯坦实行工业“绿色转
型”的原因是约40%的国产商品出
口欧盟。欧盟计划从 2023年起对
高“碳足迹”商品征税。由于生产
商将碳税和其他引进“绿色技术”
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最终
不得不为此买单。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德国央行下调今明两年该国经济增长预期

巴西延长半导体行业发展鼓励措施

哈萨克斯坦拟对高排放企业加征碳税

冬日里，朝阳浪马轮胎巴基斯
坦建厂项目一期工程正在有序施
工，近期有望投产运营。同时，沈
变集团蒙古国乔巴山热电厂、锦州
天桥新材料泰国建厂项目、中铁九
局承建匈塞铁路项目等一批境外
投资重大项目，也正加快实施。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辽宁正在

“加速跑”。
今年以来，辽宁省加强规划制

定和政策对接，把创建东北亚经贸
合作中心枢纽等辽宁元素纳入国
家“十四五”“一带一路”实施方
案，绘制辽宁省“十四五”高质量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蓝图，实化

量化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深化
RCEP 协定规则研究，建立 RCEP
推进工作机制，正式加入东北亚
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发布了《辽
宁省外商投资指引》《辽宁省推动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等政策性文件。

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设施
联通和网络完善。辽宁省加快海
陆通道建设，推动辽宁形成海陆衔
接枢纽。开通商品车外贸出口滚
装航线、旅顺至龙口“班轮+班列”
跨海货滚航线，新增 3 条东南亚航
线。开工建设阜奈高速公路，并启
动沈阳至山海关等 3 条高速公路

项目前期工作。增开沈阳至伦敦、
沈阳至旧金山、大连至首尔空中货
运航线，目前辽宁省国际货运航线
（含客改货）已增至 15条。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沿边沿
海省份，辽宁省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互联互通明显加速。省内中欧班
列已形成东、中、西“三通道五口
岸”全覆盖发展格局，今年前 10 个
月共开行 512 列，其中沈阳完成
407 列，较去年同期增长 33.01%。
同时，辽宁省中欧班列通关时效明
显提升，实现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28.11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0.34

小时。货物进出口方面，今年前 10
个月进出口总额 6401.4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7.72%，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增长率达到 19.13%。
徐大堡核电站 3、4 号机组，华晨宝
马新工厂等，一批中高端产业链国
际合作项目也加速落地。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辽宁省将进一步
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统筹海陆运
输资源，提升运输通道能力，为东
部地区及日韩货物过境辽宁北上
通达欧亚大陆，提供更便利快捷高
效的服务。

（胡海林）

辽宁省更深更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