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投資鏈接世界」為主題

的第二十四屆投洽會「國際

範」十足，吸引119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個政

府官方機構、工商企業團組參會，預計參展參會

人員達8萬以上。面對去全球化、全球貿易投資減

速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脫鈎斷鏈的新國際環

境，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投資鏈接世界」是個

好藥方，在國與國之間編織信任與尊重。

全球投資陷入地緣政治「拔河賽」
張燕生7日參加與投洽會同期舉辦的「第二十二

屆全國投資促進機構對接交流活動」論壇時表

示，中國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2002年到2008

年全要素生產率發展最快，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

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了最高的4.2%。「中國加入

WTO到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這段時間，中國參與

經濟全球化，體制機制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改

革，在開放條件下提升了國際競爭力。」張燕生

說。

但美國彼得森國際研究所發現，過去幾年中國

的跨國併購佔全球4%，而中國的跨國併購受到的

審查佔15%。張燕生認為目前地緣政治已經成為決

定和影響全球直接投資佔50%以上的影響因素，遠

超過地理和經濟的合理性。他形容地緣政治正在

陷入一場「拔河賽」，一方是「脫鈎」，另一方

是倡導合作。

因此，張燕生認為，要投資就是要合作，既要

開放的合作，也要發展的合作和市場化的合作。

縱觀中國過去的成功經驗，即是以經濟建設為中

心，改革開放，實事求是。張燕生此前亦表示，

中國式現代化須全面推動反脫鈎戰略，擴大高水

平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掛鈎不脫鈎；更須全面

推動反遏制戰略和全方位國際合作。

「面對新的環境和形勢，中國要不斷全面深化

市場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完善法制，歸根結

底最關鍵的還是中國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張

燕生說，只要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困擾中國

的地緣政治問題就會被去地緣政治的力量抵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須全面推動反脫鈎戰略

中國將為外企創造更廣闊市場空間
第二十四屆投洽會廈門開幕 何立峰出席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第二十四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下簡

稱「投洽會」）8日在福建廈門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致辭

中表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誌，中國將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改

革促開放，以開放促改革，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並為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的環境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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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商務部
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凌激8日在第二十四
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下簡稱「投洽
會」）開幕式上表示，將擴大市場准入和自主開
放，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鼓勵更多優質外資進入中
國市場。
凌激表示，本屆投洽會以「投資鏈接世界」為主

題，商務部將積極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國際合
作，進一步展現中國與世界各國共享新質生產力的
發展機遇，共創開放繁榮未來的積極願望和開放姿
態。商務部亦將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雙向投
資高質量發展。
凌激指出，投洽會成功舉辦23年以來，平均每屆
吸引百餘個國家和地區的上千個團體參會，累計促
成3萬多個項目簽約，同時推動了眾多的跨國公司投
資中國、深耕中國，帶動了大批中國企業從投洽會
走向世界。
「我們將進一步完善外資企業圓桌會議制度，認

真傾聽並努力解決外資企業的合理訴求，推動對外
投資創新發展，引導產業合理有序地跨境布局，完
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推動與更多國家簽
署自貿協定，統籌推進重大標誌性工程和小而美的
民生項目。」凌激說。

落實外企國民待遇
商務部外資司二級巡視員吉小楓在投洽會同期舉
行的第二十二屆全國投資促進機構對接交流活動上
表示，商務部將持續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
體制改革，落實外資負面清單清零，落實外資企業
國民待遇，保障外資企業平等享受支持政策。
吉小楓稱，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重點在保障
外資企業能夠依法公平地參與政府採購、標準制
定、要素獲取、資質許可等重要環節工作，平等地
享受各項支持政策，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讓更
多的外資企業願意來中國，而且能夠扎根在中國長
期發展。

商務部：鼓勵更多優質外資進入中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廈門報
道）在廈門舉辦的第二十四屆中國國際投
資貿易洽談會期間，香港貿發局與福建省
科技廳合作舉辦了「閩港科創面對
面」—2024閩港新能源創新技術推介專場
活動。來自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園、
信和集團、滙豐香港投行等多家機構，以
及香港科學園的多家企業代表，與福建企
業面對面，從科研、產業扶持、政策、市
場應用到融資等方面進行分享交流，洽談
合作。香港貿易發展局華南首席代表黃天
偉表示，香港擁有國際科研能力和合作經
驗，同時也是亞洲金融與法律中心，作為
內地科技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窗口，香港
也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為科技企業從小

到大保駕護航。閩港兩地在創新技術領域
的交流與合作空間廣闊。

政府高校合設創新平台
新能源領域，特別是氫能、電池、儲能
等是此次閩港兩地機構和企業面對面商談
的重點。來自香港科技大學能源研究院院
長邵敏華介紹，香港科技大學與內地新能
源產業在產學研上合作很緊密，參與了國
家重點新能源汽車項目、可再生能源及氫
能源專項等。邵敏華介紹，香港在發展科
創產業上投入巨大，在人才方面優勢也非
常明顯，香港科技大學近來創新與內地政
府合作方式，已洽談多個內地政府與香港
科技大學設立聯合創新平台，利用香港優

勢為內地科創賦能。此外，已在香港科學
園成立香港科技創新研發中心的寧德時
代，也將與香港科技大學進行相關領域的
合作。
嘉庚創新實驗室技術總監、華商廈庚
氫能技術（廈門）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小
平博士介紹，嘉庚創新實驗室與香港中
華燃氣正展開合作，雙方將共同合作開發
一些新技術。香港科技園公司業務發展高
級經理郭永倩推介了香港科技園與香港科
創機遇。她分享香港科技園一系列計劃支
持創科企業成長。信和集團的羅偉能博
士、滙豐香港投行的謝貽女士分別從用家
和投融資角度做推介。此次投洽會期間，
香港貿發局還舉辦了一場香港路演專場，
以及帶領香港科創企業深入福建相關產
業、企業考察交流，多家企業達成合作
意向。

閩港新能源產業合作 港優勢賦能內地科創

本屆投洽會以「投資鏈接世界」為主題，共有
119個國家和地區參會參展，其中共建「一

帶一路」國家約佔八成。投洽會期間將陸續舉辦
系列「精而專」的投資促進系列活動，12萬平方
米展區內設置有投資中國對接專區與中國對外投
資合作專區，集中展示「投資中國」和「中國投
資」的發展成就。
何立峰在開幕式致辭時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
實踐充分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外開
放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人民期待，有力地促進了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新時代新征程上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
面。」何立峰說，外資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和
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截至2023年底，外商累計在華設立企業177.9萬
家，累計投資28.4萬億元人民幣。「目前外資企
業數量佔全國企業的總數雖然不到1%，但是貢獻
了全國1/3的進出口，1/6的國內稅收和1/12的全
國城鎮就業。同時外資企業也分享了中國發展的
『快車』，分享了中國市場的機遇，實現了自身
更大更快更好的發展。」何立峰說。
「中國將持續為世界貢獻穩的支撐和進的動力。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鼓勵外商投資的
政策不會改變。」何立峰說，中國推動高質量發
展，加快發展新型生產力，將為外資企業創造更廣
闊的市場空間；中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支持全面創新，將為外資企業發展拓展新的天地；
中國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將為外資企業在
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的環境和保障。

國際私募巨頭：支持加大在華投資
國際私募巨頭華平投資集團自1994年開始進入
中國市場。新任CEO潘建（Jeffrey Perlman）在出
席昨日投洽會開幕式時表示，華平已在華投資累
計超160億美元，主要聚焦中國的醫療健康等諸多
領域，亦在持續挖掘新的投資機會。「在與國際
投資同業交流中我們發現，對中國的投資比重仍
顯偏低。」潘建稱，大家對中國長期發展的態勢
持樂觀態度，將共同致力於支持加大在華投資。
「1974年父親（郭鶴年）看好中國內地的未
來，在香港成立了嘉里集團，1982年我們在杭州

建立了內地第一個香格里拉酒店，1985年投資了
北京國貿中心，1988年在深圳投資中國第一家油
脂工廠……」香港嘉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嘉
里建設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孔華在投洽會
開幕式上細數集團在中國的投資，亦稱見證了中
國經濟的騰飛。
郭孔華同時表示，中國有制度優勢，也有14億

勤奮有幹勁的人民，從其集團各國經營的經驗
看，這是中國的獨特優勢，也是嘉里看好中國、
持續在華投資的主要原因。「隨着中國的發展和
世界的改變，中國面臨的挑戰也會跟過去不一
樣，可是不同的挑戰也會帶來不同的機會。我們
深信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能力和潛力，堅信明天的
中國會更美好。」他說。

外企：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
德國梅賽德斯-奔馳集團股份公司日前宣布，計
劃與中國合作夥伴共同在華投資超140億元人民
幣，繼續加速技術創新和重磅產品在中國落地。
該集團稱，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中國不僅有
其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最年輕的客戶群體，還
有完善的產業鏈、充滿創新活力的人才，這些都
為其不斷帶來發展機遇。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全國新設

立外商投資企業近3.2萬家，同比增長11.4%，延
續了2023年以來新設外資企業較快增長的趨勢。
外國投資者仍然看好長期在華投資前景。此外，
外資企業不僅進得來，也能在中國發展好，促使
跨國公司持續加碼投資中國。

●9月8日，「閩港科創面對面」—2024閩港新能源創新技術推介專場活動在
廈門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

●9月8日，第二十四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在福建省廈門市開幕，吸引了119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參會
參展。圖為外國客商在投洽會上覓商機。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8日，在福建廈
門舉行的2024國際投資論壇發布了《中國雙向投
資報告2024》。報告顯示，中國開放合作吸引力
正不斷增強，雙向投資實現新發展，促進與世界
互利共贏。
報告採取「1+4」結構，分為主報告與地區
篇、開放平台篇、協會篇、產業篇共四個篇目11
個專題報告。報告指出，全球FDI（外國直接投
資）擁有可持續投資、數字化轉型、新興市場、
區域合作、韌性與創新五個機遇，看好可再生能
源、技術與數字經濟、醫療保健與生物技術等產
業。
報告認為，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全球跨
境投資下滑的不利影響，中國堅持更大力度吸引
和利用外資，堅持發揮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
效應。2023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對外
直接投資居全球第三位，雙向投資量穩質升、亮
點突出。
報告還提到，吸引外資方面，中國正推出更大
力度的吸引外資政策，開放合作吸引力不斷增

強。202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約1,633億美元，
為歷史第三高；對外投資方面，中國對外投資政
策正逐步健全完善，對外投資合作平穩健康發
展。
2023 年，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達

1,478.5億美元，對外投資大國地位進一步穩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羅

雨澤說，中國雙向投資促進與世界互利共贏。在
華外資企業享受中國市場機遇和發展紅利，實現
了自身的盈利增長。中國雙向投資不僅為全球經
濟注入更多確定性和增長新動力，同時提升了東
道國的發展能力。
報告由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組委會、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信息中心共同編制。
2024國際投資論壇是第24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

洽談會同期舉辦的配套活動。本屆投洽會8日在福
建廈門開幕，以「投資鏈接世界」為年度主題，
展覽總面積達12萬平方米，共有119個國家和地
區參會參展。

雙向投資報告：中國開放合作吸引力正不斷增強

●投洽會集中展示了「投資中國」和「中國投資」的
發展成就。圖為香港館亮相投洽會。 中新社

專家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