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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

INVESTMENT 投资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行政令
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
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
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这
是继建立对华投资的全面审查、公
布中国军工复合体名单后，美国打
压中国技术领域的又一张牌。

只不过这张牌美国恐怕又是白
出了。

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的背景下，我国依然保持着引资吸
引力。特别是在高技术引资方面，
我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7.9%，占比提升 3.9 个百分点达到
3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
28.8%。从来源地来看，法国、英国、
日本、德国对我国投资分别增长
173.3%、135.3%、53%和 14.2%。而
反观美国，自从中美经贸摩擦发生

以来，美国对华投资一直下降，2022
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金额约为110
亿美元，而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为
1891 亿美元，美资份额占比较小。
这说明，这次的限制令对目前中国
经济发展，特别是吸引外资、发展高
科技领域的影响有限。

之所以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
睐，还与中国科技产业实力不断提
升息息相关，中国是投入产出比较
高的地区之一。从创新实力来看，
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第
11 位，创新氛围日益浓厚，而且当
前我国的工程师红利正在取代人口
红利，在逐步释放中构筑新优势；从
市场角度来看，我国拥有广阔的技
术应用场景，特别是数字经济规模
在2022年已达50.2万亿元，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从数字经济领域将会

诞生移动通信、平台经济、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多个超万
亿规模的产业；从企业实力来看，截
至2023年6月30日，全球独角兽企
业的总数量达到1637家，中国独角
兽公司为 394 家，占到了全球的
24%。这样来看，受投资限制令进
一步影响的，仍然是手中握有资金
寻找优良投资标的的美国投资方。

中国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中国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这两
条腿走路。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中国
的禁运、封锁从来没有阻挡中国相关
产业崛起的步伐。我国之所以坚定
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是因为我们能
够在更好利用全球要素服务自身发
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在美国妄图推动“脱钩断
链”或曰“去风险化”的当下，西方国

家并非都是跟风起哄。因此，我国可
以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与其他西方国
家求同存异，以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推动改善外部环境。我国至少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是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
水平开放。在具体行业方面，不断
加大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领域的
开放，在统筹好金融发展与风险防
范的同时，引导国际资本投资关键
科技产业。特别是要用好自贸试验
区等制度创新试验田，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外资进
得来、留得住。

另一方面，支持鼓励中国科技
企业加快国际化、全球化步伐。支
持鼓励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开展业务，在扩大企业规模、积

累应用场景的基础上，打造国际合
作样板案例，为吸收、用好国际化、
全球化资源，特别是资金、人才等筑
牢基础。

为抵消美国推出的这一系列限
制措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
影响，我国除了应加强与美方的对
话之外，可以打出的牌就是开放、开
放，这次也还是开放。开放是一张
明牌，更是一张王牌。

纵观人类科技史，合作交流是
一项科技成果发扬光大的唯一途
径，躲在某个角落的科技成果，要么
没有推广价值，要么走向灭亡。特
别是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分工
日益复杂、需求决定供给的当下，任
何国家想要通过搞“小院高墙”来保
证自己在科技领域的绝对竞争力，
那都是自找苦吃。

开放是应对美国限制投资中企的王牌
■ 张凡

“4 小时直达亚洲主要市场，5
小时飞行航程范围可覆盖全球逾
半数人口”“拥有简单税制及低税
率，利得税两级制有效帮助企业减
轻税收负担”“是世界排名第三的
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科技正蓬勃发
展”……在中关村中小型科技文化
企业促进会、北京数字创意产业协
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文创
组日前联合主办的企业借力香港
出海投资交流会上，香港特区政府
投资推广署投资推广总监吴红志
分享了香港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优
势。在他看来，内地企业可通过抓
住“香港机遇”，为更好地开拓国际
市场提供助力。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越来越多企业逐渐把触角伸向
海外市场,不断扩大战略版图以寻求
新的商业突破点。在内地企业进入
新市场、获得新客户以及开启新竞
争过程中，香港因其独特的国际化
优势，尤其是在融资、会计、保险、法

律等专业服务资源领域的优势，成
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时的首选
之地。

吴红志表示，香港营商环境的
优势首先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为巩固香港竞争优势，支持香港更
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系列政
策举措陆续出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显示，“支持
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
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
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除加
强传统优势以外，纲要中对“国际创
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
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
易中心”等新优势领域建设的支持，
更为香港朝着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
奠定了基础。

“基于政策支持，香港已发展成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及外资企业引进
来的重要通道。”吴红志说，“此外，
香港已经与 46 个贸易伙伴签订全

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议，与13个地
区进行谈判中”。他表示，利好的税
务条约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健全
的普通法制度、开放的自由港地位
等也为中外企业通过香港走向国际
或进入内地提供了诸多便利。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及统
计处发布的“2022年有香港境外母
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结
果显示，2022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
的驻港公司数目为 8978 间。按母
公司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分析，中国
内地居榜首，有 2114 间公司，之后
依次为日本 1388 间、美国 1258 间、
英国655间，以及新加坡463间。

磨砺方是一家聚焦人工智能、
移动出行、新能源、新材料、物联
网、数字创意等科技和文化领域的
初创国际化咨询公司，该公司创始
人兼 CEO 刘芳在活动现场表示，
在赋能中国企业全球化和外国企
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道路上，她希望
了解香港有哪些举措可以帮助初

创企业成长。
“近年来，香港的科创生态蓬

勃发展，初创企业数量实现大幅增
长。”吴红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对
初创企业非常重视，如投资推广署
就设有专门服务初创企业的团队，
在展示商业计划、进行商业配对等
多个方面为初创企业的成长助力。

根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去年在立法会发表的《行政长
官 2022 年施政报告》，招商引资引
才、强化香港竞争力已成为未来香
港发展的重点。如成立300亿元共
同投资基金投资落户香港的企业；
以具针对性和吸引力的特别配套
措施将重点企业引进到港；开启全
新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吸引人才
来港发展；在17个境外办事处设立
招商引才专组，主动对接目标企业
和人才等。

“企业从规划、注册、研发、人
才招聘到业务发展、市场拓展的各
个阶段，香港特区政府都有很多的

资助计划。香港特区政府正持续
扮演‘促成者’和‘推广者’角色。”
吴红志称。

值得关注的是，香港是粤港澳
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关键节点。吴红志
建议，内地企业可抓住香港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良好机遇，发挥
香港创新研发能力强、运营总部密
集以及珠海、佛山、惠州、东莞等周
边城市产业链齐全的优势，进行制
造业全面布局，深入挖掘大湾区
8000多万人口的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他表示，企业也可利
用香港在国际投融资、离岸人民币
业务、专业服务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往
来。具体来说，可以充分利用香港
发达的金融市场，在香港设立企业
财资中心；参与由香港特区政府提
供的研究资助计划以及开拓新业
务；在港设立合资企业满足金融物
流发展的需求等。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投资推广总监吴红志：

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抓住“香港机遇”
■ 本报记者 张寒梅

湛蓝的天空下，一块块稻田倒
映着蓝天延伸到远方。

这是莫桑比克规模最大的水稻
种植基地，自 2017年中铁二十局负
责管理以来，来自中国的管理团队
和农业技术，让当地民众的生活和
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这
块黑土地成为了希望的田野，处处
涌动着喜悦和希望。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中铁二十局）负责管理的莫桑比
克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是“中莫
六大重点产能合作项目”之一，也是
中国在非洲最大的水稻种植项目。
这个集水稻种植、仓储、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项目，自 2017
年实施以来，就受到中莫两国领导
人的高度关注。时任莫桑比克总统
格布扎将项目生产的大米取名“好
味道”，现已成为莫桑比克一个家喻
户晓的大米品牌。

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从烂泥地到4.5万亩

对于莫桑比克中非赛赛农业合
作项目的水稻种植大户何塞·吉尔
达尔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收获更让
人快乐了。

新一季的收割季刚刚结束，何
塞·吉尔达尔一边将颗粒饱满的水
稻运送到生产加工厂内，一边组织
工人翻耕土地准备新一轮的种植。

“我现在承包的水稻种植面积足
足有4公顷，庄稼丰收后，我只需把
粮食交给中铁二十局进行仓储、加工
和销售，自己无须再为销路发愁。”从
最初15亩承包尝到甜头，到不断扩
大承包规模，过去6季的收获，让何
塞·吉尔达尔获得了收益和保障。

和何塞·吉尔达尔一样，几年来，
近千名种植户都觉得这种合作模式
大大减少了种植成本和风险。这也
成为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规模越
扩越大的根本原因。负责项目管理6
年多来，中铁二十局采取“公司+小农
户”的经营模式——由公司负责土地
开垦、沟渠清理、围堰修建等农田开
发工作，再为当地种植户提供资金、
生产资料、农机和技术等方面的服
务，最后依照合同收购稻谷。

“别看如今在农田里，道路纵横
交错、沟渠首尾相连，当年却是一片
荒草丛生的烂泥地。”中铁二十局莫
桑比克公司负责人郭炜说，积水多、
淤泥深，调配来的大型机械进不去，
他们一边修理便道、一边开垦土地。

割草平地、清挖沟渠、维修泵站
……忙碌了整整大半年的前期开垦
工作后，终于在 2017年 11月，首批
被翻耕得平平整整的田地终于交付
了。2018 年 4 月初，中非赛赛农业
项目举行开镰收割仪式，30多户种
植户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我一直
记得首次收割时的场景，农户兴高

采烈，在自己的承包田里敲锣打鼓，
跳起了草裙舞。”郭炜说。

而及时收购稻谷、支付粮款的
做法，也更是让农户们的积极性有
了极大的提高。从种地赔钱到有可
观的收入，促使本地农户种田的积
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争相同项
目签订种植合同，本地水稻种植面
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从第一年仅
30 多户签约，到如今的 1000 多户，
到如今，中非赛赛农业的种植面积
也扩大到了4.5万亩，这一切都极大
地带动了当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从亩产100公斤到突破550公斤

空中有无人机喷洒农药、田间
有大型的收割机开足马力驰骋……
中非赛赛农业项目的第三个收割
季，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看到眼
前壮观的丰收景象，新任加扎省省
长玛格丽特感叹道：“中国的现代
化、机械化技术改变了加扎省传统
农业，促进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希
望中铁二十局能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惠及更多农户，进一步提高当地
居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

“过去，我们由于不懂育苗、缺少
农机设备，只能靠天吃饭，勉强维持
生计。自从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
在家门口落地，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
改变。”合作种植户本尼，是中铁二十

局首届农业技术培训班的学员，这些
年在中铁二十局的组织下，他先后参
加过数十场农业技术培训。

以前，当地的农户没有先进的
种植技术，每亩地只能收获 100 公
斤粮食。和项目建立合作关系后，
中铁二十局联合南京农业大学、莫
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对
农户们进行专业的水稻种植技术培
训。“我们采用水稻旱直播、水直播、
人工插秧和机械插秧等多种模式，相
互结合，总结出了简单实用且本地人
易掌握，适合莫桑比克乃至非洲大陆
应用的水稻种植技术，产量接近中国
国内水稻种植的水平。”中铁二十局
中非赛赛农业项目负责人胡计高说，
6年来，他们已经举办了20余期拖拉
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培训班，培训
了1500多名本地农机司机。

这些年，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
和本尼一样，所有种植户都能够独立
操作机械，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方法。
所承包农田的平均产量也由每公顷3
吨，提升到了每公顷 7吨甚至 9吨。
如今，农户们的种植范围由大米逐渐
拓展到其他农作物、经济作物。

中非赛赛农业项目给当地民众
带来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
为合作种植户几年间，本尼家里的收
入翻了几番，从芦苇和稻草搭建的简
陋房屋搬进了崭新的水泥房。稳定
的收入来源让5个孩子有了教育保

障，现在，两个大些的孩子已大学毕
业，另外3个在中学读书。

“今年，我还拿出一部分收入饲
养了20多头牛和一群鸡鸭，购置了
从前不敢奢望的汽车和摩托车。”本
尼高兴地说。 在莫桑比克，和本尼
一样受益于该项目的居民还有很多。

产业一年比一年旺：
从“一畦田”到产业示范园

将晶莹剔透的稻米和甘甜可口
的纯净水放到一起，经过时间的陈
酿，就会沉淀出醇馥幽郁的白酒。

中方员工带来的中国传统酿酒
技术，如今又让“好味道”大米又有
了一个新的身份。“莫醉”，这是大家
给这香醇的美酒起的名字。

从“好味道”到“莫醉”的蜕变，
是中非赛赛农业项目产业振兴的一
个缩影。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我
们后来还专门建设了 1 条日产 150
吨大米的生产线和 10 万吨粮食存
储仓库，全方位打造了一座现代化
的产业园。”中铁二十局中非赛赛农
业项目负责人胡计高说，在他们打
造的集种植、养殖、食品加工、贸易、
物流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现代化
产业园中，酒厂、米糠油加工、饲料
加工、养猪、养鱼、桑蚕养殖等已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

加水稻加工厂负责检查维护机

器设备的当地员工马奈卡说：“莫桑
比克人过去的主食只有木薯和玉米
做成的‘西玛’，大米是富人才能吃
得起的食物，感谢中国朋友，让我们
也能吃上‘好味道’的白米饭。”

“我们从中国引进了先进的全套
处理设备，当地种植户种植的水稻，
经过这些全自动化设备的清理、脱
壳、碾米、过筛、选色后，口感好、品质
高，在消费者中赢得了良好口碑。”水
稻加工厂厂长李爱龙说，“2019年 3
月，莫桑比克部分地区遭受强热带气
旋伊代的侵袭，受灾严重，他们主动
捐赠给莫桑比克政府的10吨大米就
是在这条生产线上加工完成的。”

目前，中铁二十局已经在当地
开设两家直营店铺，同上百家经销
商、代理商开展合作，年销售大米约
1.1万吨。

“我们许多种植户都想继续扩大
承包种植规模，因为中国专家的帮助
让我们对此信心十足。”这6年来，亲
眼看见自己承包的田地里，一粒粒种
子播种、一片片绿叶生长、一穗穗稻
谷收获，何塞·吉尔达尔和种植户们
的眼神中都充满着幸福与希望。

这充满希望的黑土地，这一粒
粒饱满的“好味道”，都是“一带一
路”倡议合民愿、惠民生、得民心收
获的最佳证明。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

收获，就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助力莫桑比克经济发展

■ 赵渊青

阿曼《观点报》报道，阿曼商业、
工业和投资促进部近日表示，阿曼加
工制造业存在大量投资机会，所需投
资额超过1.22亿里亚尔。这些机会
包括在萨梅尔工业区和益贝利工业
区建立铜网和铜轨工厂；在中北省建
立钢和钢合金铸造工厂；在苏哈尔工
业区建立半刚性铝容器工厂，为苏哈
尔的零售和餐饮业生产食品容器和
托盘等预成型铝；在佐法尔省建立钢
铁厂，生产用于制造长型产品和建筑
使用的轻结构钢块。

据越南网报道，惠誉国际商业
监测（BMI）研究公司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越南的乘用电动汽车销量
预计将至少翻一番，达到18000辆左
右。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可能比上年增
长104.4%，达到近17000辆。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可能同比增长9
倍，达到近1100 辆。预计2023年至
2032年，越南乘用电动车销量年均增
长25.8%，年销量从2022年的8400 辆
增至约65000辆。预计到2030年电
动车渗透率将增至13.6%，比2022年
的2.9%大幅增长。据了解，越南乘用
电动车市场目前由 VinFast 主导，
2022年该公司占据超过50%的市场
份额，其余由中国品牌占据。

据中新社报道，根据德国联邦统
计局近日公布的初步数据，7月德国
申请标准破产程序的企业数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 23.8%，6月时该同比
数值为 13.9%。德国联邦统计局指
出，标准破产程序只有在破产法院作
出第一次裁决后才会纳入统计数
据。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申请破产的
实际时间会提前三个月左右。报道
称，自2022年8月以来，德国企业破
产数量持续增加。德国联邦统计局
发布的5月企业破产数量终值显示，
德国地方法院当月报告了1478家企
业申请破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9%。当地法院认定债权人索赔金
额接近40亿欧元，这几乎是去年5月
的两倍。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2023年越南
电动车市场将强劲增长

阿曼加工制造业
存在大量投资机会

德国破产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