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
動方案》）19日發布，在 「外資24條」 等現有政
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20項政策舉措，包括
「鼓勵外資在華開展股權投資」 、 「加大外資企
業境內再投資支持力度」 、 「擴大電信、醫療、
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 等。

國務院新聞辦20日就《行動方案》舉行國務
院政策吹風會，工信部有關負責人在會上表示，
歡迎更多外資企業積極參與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
實踐，支持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建設高
水平智能工廠。

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外資企業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力量。」 工業和
信息化部規劃司司長姚珺透露，下一步，工信部將深化產
業科技創新合作，積極支持各國企業家、投資人來華創新
創業，支持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與國內企業聯合
開展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此外，還要支持外資企業積
極參與中國製造業數字化、綠色化發展進程，參與中國綠
色製造體系建設，在華建設高水平智能工廠，加快先進技
術、產品和解決方案在中國轉化落地。

體現跨國公司深耕中國信心
截至2024年底，已有2343家外資企業獲准在華經營

電信業務，為電信用戶帶來了更多選擇和差異化服務。工
信部正在推動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4地開展增值
電信業務擴大對外開放試點，將取消互聯網數據中心等多
項業務的外資股比限制，目前已有數十家外資企業正在積
極申請參與。

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凌激強調，《行
動方案》明確要求，各項舉措、各項政策措施將於2025年
底前落地見效，這充分表明中國政府堅持高水平對外開
放、大力吸引外資的信心和決心。

凌激指出，2025年吸引外資有不少亮點，比如實際
利用外資環比增長27.5%、引資產業結構持續優化，以及
引資來源地更加多元化，英國、韓國、荷蘭、日本對華投
資都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對華投
資增長較快。 「這些都體現了跨國公司持續投資中國、深
耕中國的意願和信心。」 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朱冰
亦指出，在華投資的外國企業總體數量還在增加。

一視同仁 吸引外企加碼投資
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

員、研究員白明指出，《行動方案》中較具突破性的一
點，應該是 「加大外資企業境內再投資支持力度」 。他認
為，通過利用外資倒逼國內管理體制機制的整體改革，外
資和內資將迎來 「一視同仁」 的更好發展機遇， 「隨着外
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許多外企已在中國實現盈利，若能將
這部分利潤用於在華再投資，將極大促進中國市場的發
展。」

白明續指，《行動方案》更加注重給予外資以國民待
遇，穩外資的落實不僅體現在負面清單的縮短上，更在於
在政府採購、制定標準等多方面給予外資平等參與的機
會，這也展現了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與力度。

此外，白明也對 「鼓勵外資在華開展股權投資」 、
「引導更多優質外資長期投資我國上市公司」 印象深刻。
他認為，這相當於 「中國的資本+外國的投資人」 ， 「利
用外資」 的概念和外延都得到了拓展。

工信部：支持外企在華建設智能工廠
內地穩外資20條出台 歡迎參與新型工業化

新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將出台
在20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

會上，針對2025年擴大高水平對外
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外資方面的舉

措，國家發展改革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司負
責人華中表示，發改委擬會同有關方面修訂擴
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研究制定鼓勵
外資企業境內再投資政策等，並正會同有關部
門組織編寫《外商投資中國百問百答》，旨在
幫助境外投資者全面了解中國投資環境。

華中透露，2025年發改委將系統謀劃穩步
擴大制度型開放。 「我們將會同相關部門在產
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
府採購、電子商務、金融等7個領域主動對接國
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實現規則、規制、管理、
標準的相通相容；在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
本市場、勞務市場等4個市場有序推動擴大自主
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單邊開放。」

市場監管總局信用監督管理司司長周衛軍
當日透露，2025年，市場監管總局將推動擴大

高水平對外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
化營商環境。其中包括要持續推進外商投資便
利化。完善外商投資授權登記體制，持續健全
特殊食品註冊境外核查常態化工作機制，為外
商企業提供優質高效的市場准入服務。此外，
還將加大涉外商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大公報記者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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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不要拿關稅四處搞脅迫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美國總統特

朗普於13日簽署備忘錄，要求相關部門確定與每個
外國貿易夥伴的 「對等關稅」 。對此，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何亞東在20日發布會上回應指出，中方敦促
美方不要動輒揮舞 「關稅大棒」 ，把關稅作為工
具，四處搞脅迫。關稅戰沒有出路也不會有贏家。

中方促美糾正錯誤做法
何亞東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期美方宣布已對

所有貿易夥伴實施所謂 「對等關稅」 ，中方對此深
表關切。國際貿易基於各國自身的資源稟賦和比較
優勢，有效促進全球經濟發展，增進各國人民福
祉。美方認為自己在國際貿易中吃了虧，要通過所

謂 「對等關稅」 提高對所有貿易夥伴的關稅。這種
做法既有違世貿組織規則，也無視多邊貿易體制過
去近80年談判達成的利益平衡結果，以及美國長期
以來從國際貿易中獲得大量利益的事實，是典型的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何亞東說，美方提出的 「對等關稅」 做法一旦
落地，必然嚴重破壞以最惠國待遇等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制，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也給正常
的國際經貿活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很多國家明
確表示反對。中方敦促美方不要動輒揮舞 「關稅大
棒」 ，把關稅作為工具，四處搞脅迫。關稅戰沒有
出路也不會有贏家。美方應糾正錯誤做法，與各國
一道，通過平等磋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美限制芯片輸華 搬石砸腳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研究員白明向大

公報表示，美國近期提出的 「對等關稅」 政策，表面
以 「公平貿易」 為名，實則是單邊保護主義的升級。
若實施 「對等關稅」 ，其目的可能包括填平補齊，因
此對印度、巴西等國家徵收關稅以保證 「顆粒歸
倉」 ，補上關稅差額。但值得注意的是，經過美國拜
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多輪加徵關稅，目前美國對華平
均關稅已在20%左右，遠超中國對美關稅水平，更何
況美國對華還有特定商品的關稅徵收，比如對半導
體、新能源汽車、芯片等領域。因此其提出的 「對等
關稅」 是否適用於中國還不確定。

白明強調，所謂的 「對等」 ，其實根本 「不對
等」 。美國出口其他國家的商品大多附加值很高，
而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商品多以勞動密集型為
主，賺的利潤並不多。此外，白明指出，美國對華
貿易逆差的根源在於其自身政策選擇，美國長期限
制半導體、精密儀器等高附加值產品對華出口，導
致貿易失衡，並非是中國刻意為之。更值得一提的
是，中國對美出口商品中，不少都是由美資企業生
產，利潤通過跨國企業又回流到美國。因此，其所
謂的 「對等」 根本就是無視結構性差異的霸權邏
輯。 「關稅戰沒有贏家，美國此舉不僅違背國際貿
易規則，更將加劇全球供應鏈紊亂，最終損人害
己。」

回應美方擬實施對等關稅



去年內地新設外企5.9萬家 增9.9%
針對外部所謂 「跨國公司轉

移」 的質疑，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
司司長朱冰20日回應指出，跨國公

司雖然有進有出，但在華投資的外國企業總體
數量還在增加。不少外國商會報告顯示，多數
在華外資企業實現盈利，並長期看好中國發展
環境。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費市場，而且市
場規模還在穩步擴大，消費也在持續
升級，產品和服務更新迭代的速度都
很快，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經營
主體根據中國市場情況、自身經營發
展戰略和各國的比較優勢調整投資布
局，是非常普遍的，也屬於市場經濟
的正常現象。」 他回應稱，總體來
看，中國市場對外資保持了比較強的
吸引力。根據統計，截至2023年底，
中國的存量外資企業數量是46.5萬
家，比2019年增加了4.6萬家，2024
年又新設了外資企業5.9萬家，同比增
長了9.9%。

關於 「外資企業產能轉移」 的情
況，朱冰回應指出，確實有一部分跨

國公司正在調整在華投資規模和業務，主要涉
及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梯度轉移、投資轉型升級
以及分散投資等。 「總的來看，外資企業對我
們反映的情況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商機和科創
活力始終是跨國公司的優先選項。」 朱冰說，
隨着新出台的外資政策落地見效，中國市場對
外資的 「磁吸力」 還會更強。

大公報記者朱燁

回應
熱點

•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計在華
投資設立的企業超過123.9萬家，實
際使用外資20.6萬億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外商在華投資覆蓋了20
個行業門類、115個行業大類；在製
造業領域，有31個大類和548個小
類都有外商投資。

•截至2024年底，外資企業委員共參
加了837個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
會的工作，佔技術委員會總數的
61%。

•2024年，醫療器械設備及儀器儀表
製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實
際使用外資分別增長了98.7%和
21.9%。

大公報記者朱燁整理

智能工廠是智能製造的
主要載體，是製造業數字化
轉型、智能化升級的主戰
場。截至目前，全國已建成

3萬餘家基礎級智能工廠、1200餘家先
進級智能工廠、230餘家卓越級智能工
廠。

這些卓越級智能工廠覆蓋超過80%
的製造業行業大類，共建設智能倉儲、
在線智能檢測、產品數字化研發設計、
智能排產調度、質量追溯與分析改進等
優秀場景近2000個，工廠產品研發周期
平均縮短28.4%，生產效率平均提升
22.3%，不良品率平均下降50.2%，碳
排放平均減少20.4%。 人民日報

智能工廠

話你知

▲浙江金華一家智能工廠內實時顯示各
項生產數據。 新華社

◀寶馬i5純電動汽車從位於遼寧的大東
工廠下線。 新華社

▲天津市民在市內開設的的山姆會員商店購物。

▲工作人員在位於山東煙台的博世華域轉向系統
（煙台）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工作。 新華社

擴大
開放

英韓荷日對華投資雙位數增長

▲2月11日，特斯拉上海儲能超級工廠投產儀式在上海臨
港舉行。 中新社

四路並舉
挺外資參與新型工業化建設

一、深化產業科技創新合作
積極支持各國企業家、投資人來華創新創
業，支持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與
國內企業聯合開展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應
用。

二、共享數字化綠色化機遇
支持外資企業積極參與中國製造業數字
化、綠色化發展進程，參與中國綠色製造
體系建設，在華建設高水平智能工廠。

三、園區集群加大引資力度
推動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先進
製造業集群、中外中小企業合作區等加大
外資外智招引力度，打造高水平開放合作
的載體。

四、做好外資企業服務保障
積極協調解決製造業重點外資企業、項目
落地和運營中存在的困難，保障外資企業
國民待遇，增強外資企業在華投資信心。

大公報記者朱燁整理

中國仍是全球投資熱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