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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波动怎么看？

   新华社北京
   新华社记者谢希瑶、
潘洁
   商务部最新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403.3 亿元，同比下
降 10.0%。今年以来，
中国吸引外资由增转降，
如何客观看待外资规模
的波动？中国市场吸引
外资优势还在吗？针对
外界关切，记者近日采
访了业内人士。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
跨国投资低迷，中国引
资规模仍处历史高位。
   业内人士普遍指出，
当前错综复杂的外部环
境让吸引外资面临诸多
困难和挑战。
   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报告显示，
受俄乌冲突、食品和能
源价格高企、债务压力
攀升、金融领域动荡等
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增
速 放 缓， 外 需 不 振。
2022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
资规模同比下降12.4%，
2023 年仍面临较大下行
压力。
   “地缘政治风险显著
上升，一些国家推动产
业和资金回流，出台涉
华投资限制措施的影响
不容小觑。”对外经贸
大学教授崔凡说。
   美国发布对外投资审
查行政令，限制美公司
在半导体、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等领域对华投
资；在美游说下，欧盟
发布《经济安全战略》，
日本出台经济安全保障
推进法，相继加严对外

投资审查，严防关键领
域资本、技术、知识产
权外流……当前，一些
国家不顾经济规律强行
推动“脱钩断链”，与
此同时发达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纷纷出台大力度
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国
际竞争愈加激烈。
   疫情造成的冲击和影
响尚未消退，也是导致
引资出现波动的重要原
因。
   “疫情阻断了跨国
公司线下考察交流，影
响了投资决策。”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
研究员王晓红说，今年
以来，中国新设外资企
业数量增长较快，前 11
个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48078 家，同比增长
36.2%，但外商投资特别
是绿地投资会有一个较
长的过程，其间外资一
般按项目建设进度陆续
到资，数据波动是正常
的。
   在多重复杂背景下，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规
模保持总体稳定，殊为
不易。
   去年 1 至 11 月，中
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
到 11560.9 亿元，为历
史同期最高水平。商务
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
今年 1 至 11 月吸引外资
规模虽然出现同比下降，
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从引资结构看：中国
已成为检验和磨砺企业
竞争力的舞台。
   将时间跨度拉长，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
外资规模已达到较高水

平，连续 6 年位居世界
第二。
   “随着外资规模增长
至高位，外资增速逐步
放缓。”商务部研究院
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张菲说。
   张菲列举了一组数
据：2000 年之前，中国
外资规模年均增幅超过
20%；2000 年至 2010 年，
增速依然较快，但随着
基数增大，年均增幅已
放缓至 10% 左右；2011
年至 2022 年，基本进入
了平缓增长的时期，年
均增速只有 3.9%。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
外资增速放缓的背后，
引资结构在发生质的提
升。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前 11 个月，中国
高技术产业引资 3866.5
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比重为 37.2%，较
2022 年全年提升 1.1 个
百分点。
   近年来，韩国三星电
子陆续关闭在华手机、
电脑、电视工厂，将产
能转向越南、印度等国，
同时加快芯片、OLED 显
示屏、新能源电池等高
技术产业在华布局，
高技术产业占其在华总
投资比重由 50% 提高到
80%。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
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
低成本优势弱化，一些
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比较
优势变化发生梯度转移，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
变化和要素禀赋变化的
结果，是符合规律的正

常行为。”王晓红说。
   业内人士指出，近些
年，家用电器、通讯设备、
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
都有外资企业迫于竞争
压力退出中国市场的案
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一些公司出于风险
考量，投资决策可能会
很慎重。但有实力的企
业，不会轻易放弃中国
市场。  
   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
项目正式启动，华晨宝
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
主体完工，施耐德电气
在北京设立 AI 创新实验
室……今年以来，仍然
有不少外资企业加码在
华投资，以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为方向，
加快结构体系升级、技
术路径创新、发展模式
优化。
   近年来，一系列稳外
资政策相继出台，不断
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
连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新版自贸试验区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现
制造业条目清零，持续
扩大服务业开放；新版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新增条目数量达到历年
新高，增加多条高技术
制造业条目；鼓励外商
投资设立研发中心……
   “中国市场已经成为
检验和磨砺企业竞争力
的舞台。”崔凡说。
   从发展前景看：吸引
外资仍具备诸多有利条
件
   从更大范围来看，今
年 前 11 个 月， 英 国、
法国、荷兰、瑞士、澳

大利亚实际对华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 93.9%、
93.2%、34.1%、23.3%、
14.3%（含通过自由港投
资数据）。今年以来，
多家外企高管密集访华
并表示：“中国市场不
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业内人士指出，展望
未来，中国吸引外资仍
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有 14 亿多人口，有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
收入群体，消费规模稳
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
业态不断丰富的趋势没
有改变；有完整的工业
体系、完备的产业链、
日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体系，产业配套能力和
集成优势依然突出；正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外资企业在联通国内国
际循环、优化配置资源
要素方面发挥着纽带桥
梁作用，大有可为，前
景广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部署明年九项重点任务
时强调要“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放宽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
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
购等问题”，稳步扩大
制度型开放的信号鲜明。
   全力抓好落实“稳
外资 24 条”；将全面
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
制，扩大电信、医疗等
服务业开放；积极回应
外资企业诉求，在近期
宣布的单方面免签政策、
互免签证安排、加快恢
复国际航班等基础上，
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
来……一系列政策举措
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
资，切实提振外资在华
发展信心。
   “相信随着这些实实
在在的举措落地实施，
外国投资者在华经营的
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说，相信会有更多外
资企业选择“投资中国”，
把握“机遇中国”，与“开
放中国”实现共同发展。

 　中新网天津 ( 记者 
王君妍 )
   12 月 27 日，天津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 2024 天
津元旦春节期间促销费
活动新闻发布会。天津
市商务局总会计师刘志
勇表示，天津将于 2023
年 12 月 底 至 2024 年 2
月底举办 2023-2024 天
津跨年迎新购物季，累
计推出超 400 场促销费
活动，进一步加强商旅
文体展联动，提升商圈
人气活力、扩大域外消
费。
   据介绍，本次“跨年
购物季”，天津市级财
政安排消费券资金 3000
万元，包括汽车、家居
家电、直播电商、“津
农荟”农特产品四大板
块，组织各区和金融机
构、电商平台等主体配
比一定资金，商家叠加

消费券开展多种形式的
促销。本次政府消费券
包括在银联“云闪付”
平台发放 1000 万元汽车
消费补贴券，在美团平
台发放 500 万元家居家
电线下消费券，在京东
发放 700 万元、唯品会
发放 300 万元的家居家
电线上消费券，在抖音
发放 400 万元的直播电
商消费券，在银联“云
闪付”平台发放 100 万
元的“津农荟”消费券。
本轮消费券从 2024 年 1
月中旬开始发放，持续
至 2月底。
　　据悉，“跨年购物季”
是 2024 年天津首场全市
性促消费活动，各大商
圈聚焦提升人气活力、
扩大域外消费、加强商
旅文体展联动，累计推
出超 400 场、为期 2 个
月的大型促消费系列活

动，。
　　本次购物季更加注
重消费场景打造，推出
一系列沉浸式、主题式
促消费活动，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带来充满新鲜
感的潮流购物体验。此
外，各大商场将国潮元
素融入美陈展示，将传
统与潮流巧妙融合，打
造富有天津特色的“商
业 +”国潮跨界融合联
动新年氛围。例如，天
津市消费流通促进会举
办“我最喜爱的龙年主
题美陈”评比大赛，打

造线上龙年美陈展；杨
柳青古镇、古文化街等
商圈都将举办国潮花灯
展，配套特色美食市集、
欢乐马戏、文创非遗表
演、汉服巡游等活动；
红桥区陆家嘴中心引入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文
化主题展 (天津站 )”，
让消费者身临其境感受
北宋繁华；南开区大悦
城迎来“天官赐福”主
题展；武清体育中心在
春节前后举办“欢乐中
国年国潮庙会”。

“跨年购物季”天津将发放 3000万元政府消费券 中央企业今年前 11个月实
现利润总额 2.4万亿元

图为天津意式风情区。天津市商务局供图

在沈阳市铁西区拍摄的德国贺利氏特种光源项目建
设现场（2023 年 8 月 28 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
社记者杨青 摄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
价值创造导向更加鲜明，
1 至 11 月实现利润总额
2.4 万亿元，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含房地产）
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研发经费投入 9000
多亿元、同比增加近 700
亿元，企业发展质量更优、
基础更实。
   这是记者从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国务院国资委

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
议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了解，中央企业运
行效率持续改善，1 至 11
月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77.3 万元 / 人，同比增
长 3.8%；现代化产业布局
全面加速，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力度空
前，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提
速提质。
   （记者王希）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
责人会议。（国务院国资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