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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中國吸引外資規模穩居全球前三
近十年累計逾2.6萬億美元 外商投資法律保障更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高速增長的

中國市場在過去十年穩居全球吸引外資前三位，截

至2021年底，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6萬億

美元。國家發改委9月29日表示，為切實落實穩外

資政策，近期將發布以製造業為重點促進外資擴增

量穩存量提質量的政策措施，擴大製造業外資流

入，並適時推出第六批具有牽引帶動作用的重大外

資項目，同時繼續清理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限

制，保障外資企業平等適用各項政策。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深化改革開放相關情況發布會
上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更大

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時，以共
建「一帶一路」為重點，推動企業穩步「走出去」，境外投資發
展邁上新台階，國際合作新優勢加快培育。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吸引外資規模穩步增長，2021年中國實際
使用外資達到1.15萬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第二，較2012年增
長62.9%。今年前8個月，實際使用外資8,927.4億元人民幣，在
去年高基數基礎上依然保持兩位數增長。

發改委：將出台製造業引資專項政策
在引資規模大幅增長的同時，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副司長夏晴在
發布會上表示，中國針對外商投資的法律保障更加完善，外資准入更加開
放，促進外資措施更加有力。2020年外商投資法正式實施，確立了外商投資
促進、保護、管理的基本制度；連續五年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全國和自
貿試驗區限制措施條目分別減至31條、27條，在汽車、金融等領域推出系
列重大開放措施；並且多次修訂《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現行的2020年
版目錄總條目1,235條，鼓勵類外資項目可享受進口自用設備免稅等多項優
惠政策。
「加緊出台2022年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新版《目錄》將進一
步擴大鼓勵範圍，引導外資投向製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等重點領域，以及中
西部和東北地區。」談及下一步吸引外資措施，夏晴透露，將出台製造業引
資專項政策，近期發布以製造業為重點促進外資擴增量穩存量提質量的政策
措施，加強投資服務，提升引資質量，擴大製造業外資流入。
實際上，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起草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2年
版）》已在5月對外徵求意見，徵求意見稿新增了200多條目，在裝備製

造、零部件、專業設
計、技術服務與開發等領域進
一步對外資開放。

完善重大外資項目工作專班機制
夏晴還提到，將進一步完善重大外資項目工作專班機制，推動前五批標誌

性重大外資項目加快實施，適時推出第六批具有牽引帶動作用的重大外資項
目。另外，加強外商投資服務，將以適當方式組織開展國際產業投資合作系
列活動，為跨國公司投資和地方招商引資搭建平台。繼續清理外資准入負面
清單之外的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保障外資企業平等適用各項政策，切
實享受國民待遇。
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20年外商投資法正式實施以來，各部門、各地方連

續三年清理與外商投資法不符的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累計推動500多
份文件新立、修改或廢止，保障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待遇。

高水平對外開放框架成型 外資外貿保韌性
十年來中國已躋

身全球最主要投資
目的地行列，但今
年 以 來 在 疫 情 散

發、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等
多重因素影響下，對於外資會否撤離中國的爭論升
溫。招商證券宏觀分析師高明對此表示，短期外資
流入可能受到疫情反彈、美聯儲加息等因素影響，
但長期而言，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框架已經基本
成型，使得中國外資外貿面對地緣政治等外部衝擊
以及政策經濟周期影響時保持韌性。

招商證券數據顯示，2012年至2019年中國實際
使用外資（以美元計）年度增速平均約為3.0%，
2020 年增長 4.5%有小幅上升，2021 年則躍升至
20.2%，今年前8月在去年高基數的基礎上再次實現
同比20.2%的增長。

「數據顯示2021年以來中國吸引外資實際出現了
加速增長，主要原因是疫情後國際貿易訂單大規模
流向中國，中國貨物出口加速增長，帶動FDI（外
商直接投資）加速流入。」高明認為，二季度以
後，中國製造業相對於海外的優勢有所下降，美聯
儲與歐央行同時加息，也將對全球總需求和金融市

場形成衝擊。「但長期而言，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
的框架已經基本成型，包括開放制度、『一帶一
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這使得中國的外資、外
貿在面臨地緣政治等外生衝擊，或海外貨幣政策與經
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之時，能夠保證一定的下限。」

高明認為，未來中國需要堅持住實業立國路徑，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補鏈強鏈，激勵創新，以巨大
的市場規模，快速的增長趨勢進一步吸引民營企
業、外資企業的投資意願。

第一財經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柯馬克最近發布報
告稱，近年來中國作為全球投資目的地的重要性實

際上有所提高，背後有三個關鍵因素。首先，跨國
公司喜歡離客戶更近。中國市場很大，而且越來越
富有。隨着服務業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
所佔份額不斷上升，國際服務提供商可能會在中國
設立越來越多的業務。其次，中國實施了吸引外商
直接投資的具體政策，外商禁止投資的行業數量持
續下降，通過稅收和土地使用的優惠政策鼓勵外商
直接投資的行業數量則大幅增加。第三，雖然中國
的疫情防控措施帶來了一些影響，但中國仍然是一
個可靠的出口平台，外國公司在中國出口的佔比達
到40%。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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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今年
以來，很多海外經濟體面臨較為嚴重的通脹壓
力，食品價格大幅上漲，而中國物價運行在合
理區間，重要民生商品市場價格保持平穩。國
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牛育斌對此指出，今年
國際形勢嚴峻複雜，全球糧食、能源等價格大
幅上漲，中國輸入性通脹壓力明顯加大，但國
內物價保持平穩運行，1-8月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CPI）累計同比漲幅僅為1.9%，明顯低於
美國8.3%、歐元區7.6%的水平。

受益價格改革調控及保供穩價
牛育斌指出，過去十年，中國物價運行平

穩，價格總水平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CPI年
均漲幅為2%左右，充分體現了價格改革、價
格調控、保供穩價取得的重大成績。其中，建
立起重要商品價格調控機制，聚焦重要民生商
品、大宗商品，強化頂層設計，堅持系統觀
念，建立健全市場保供穩價制度體系。特別是
堅持和完善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實行
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建立健全豬肉儲備調節預
案，明確煤炭價格合理區間。市場保供穩價體
系經受住了疫情、異常天氣和國際市場不確定
性的衝擊，市場供應總體充足，運行平穩。
另外，通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中國已建立

起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機制，絕大多數商品和
服務價格已由市場形成。目前，全部的農產
品、80%的電、50%的天然氣、90%的民航旅
客運輸價格由市場形成，全社會商品和服務價
格市場化程度已達97.5%。
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近年中國啟動市

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
長蔣毅表示，市場准入持續放寬和規範，建立
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2022年版
清單與2018年試點版清單相比，事項數量由
151項縮減至117項，縮減比例達到23%。
蔣毅說，下一步將堅持清單的動態調整，推
動放寬准入特別措施扎實落地，穩步擴大市場准
入效能評估範圍，加大違背清單案例的歸集通報
力度，持續推動市場准入進一步放寬和規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國家發改委最新公布數據稱，過去十年，中國以共
建「一帶一路」為重點，推動企業穩步「走出去」，境外中資企業從2012年末近2.2萬
家增長到超過4.5萬家，境外投資存量從2012年末0.5萬億美元增長到超過2.7萬億美
元。2013年至2021年，境外投資累計帶動出口超過1.1萬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
實現銷售收入超過17萬億美元。
對於下一步中國企業「走出去」境外投資的政策導向，國家發改委外資司
副司長夏晴表示，將加強境外投資分類指導，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
市場合作，推動海外礦產資源開發，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中國將與「一帶一路」國開展新領域合作
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國家發改委開放司

副司長張明引述數據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9年來，截至
2022年8月底，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計約12萬億美元，對
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中國累計與30多個
共建國家和地區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互認協議，貿易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
至於下一步共建「一帶一路」重點任務，張明提到，要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耕細作共建國家務實合作，深化政治互
信，發揮政策溝通的引領和催化作用；深化互聯互通，完善陸、
海、天、網「四位一體」互聯互通布局；深化貿易暢通，繼續擴大
三方或多方市場合作，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深化資金融通，健全多
元化投融資體系；深化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另外，中國還打算與沿線國家拓展合作新空間，穩妥開展健康、綠

色、數字、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加強抗疫國際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能
源綠色低碳發展，深化生態環境和氣候治理合作，發展「絲路電商」，實
施好科技創新行動計劃。

境外中資企業銷售收入九年超17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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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來
◆截至2021年底，中國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6萬億美元。

◆2021年實際使用外資達到1.15萬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第二，較2012
年增長62.9%。

◆連續五年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全國和自貿試驗區限制措施條目分別減至
31條、27條，現行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1,235條，鼓勵類外資項目可享受
進口自用設備免稅等多項優惠政策。

走出去
◆境外中資企業從2012年末近2.2萬家增長到超過4.5萬家。

◆境外投資存量從2012年末0.5萬億美元增長到超過2.7萬億美元。

◆2013年至2021年，境外投資累計帶動出口超過1.1萬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實
現銷售收入超過17萬億美元。

◆目前多數境外中資企業實現盈利或盈虧平衡，2013年至2021年，境外
中資企業累計向投資所在國家和地區繳納各種稅金超過3,400億美元。

◆截至2022年8月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
計約12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

美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近十年
「引進來」與「走出去」進展

◆◆中國市場過去十年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中國市場過去十年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
資超過資超過22..66萬億美元萬億美元。。圖為工作人員在特圖為工作人員在特
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作業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作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