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大市場磁力強勁
產業優勢創新機遇
中國始終是理想投資地 跨國企業未來將持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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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薛祥：真誠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27日在海南博鰲集
體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和機構理事企業代表，
並與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
在會見論壇理事和機構理事企業代表時，丁薛
祥表示，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增長失
速、發展失衡、治理失序等問題突出。在這樣的
時刻，重溫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
念重要意義更加凸顯。這次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以
「在世界變局中共創亞洲未來」為主題，我們要
攜手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
全球化，加強科技創新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
戰，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支持
博鰲亞洲論壇發展，希望論壇不斷拓展全球影響
力，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注入更

多正能量。

企業家看好中國發展前景
論壇理事長潘基文等與會代表高度評價習近平

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讚賞中方堅持
多邊主義和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表示願為促進亞
洲和世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在同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時，丁薛祥感謝廣大企

業長期參與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表示中國
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高質
量發展前景廣闊，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中國將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真誠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
業，在分享中國機遇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家們表示，堅定看好中國發展前景，願繼

續深耕中國市場，共同實現更好發展。

博 鰲 論 壇 達 四 點 共 識
為期4天的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於28日落下帷幕。在閉幕新聞發布會上，博鰲亞洲

論壇秘書長張軍表示，與會各方在討論和交流中，對中國經濟前景更加充滿信心。同時，中
國堅持高質量和創新發展，科技創新能力正在釋放出強勁動能。

與會各方圍繞「在世界變局中共創亞洲未來」這一主題，結合當前亞洲和世界面臨的重大
挑戰和緊迫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和分析，取得了積極和豐碩成果，達成了以下幾方面的共識：

共識一，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在大變局中把好正確方向，共創美好未來。

共識二，加強區域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謀求互利共贏。

共識三，立足高質量發展，推動轉型升級，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

共識四，堅持創新驅動，應用與治理相結合，發掘更大增長動力和空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玫、黃寶儀、李紫妍 博鰲報道

編者按： 3月春意盎然，隨着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博鰲亞洲論壇的相繼舉辦，中國再次向外資外商遞出

「共贏」橄欖枝，正如與會的跨國公司高層所言，

「中國經濟發展的春天已經到來。」這份春天的生

機，不僅源於超大規模市場的蓬勃活力，更得益於中

國領先世界的新質生產力態勢，而這些都為外商投資

中國埋下了利潤豐、回報高的伏筆，讓中國成為外資

外商心中的「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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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落下帷幕，

對於全球投資管理公司BlueFive資本創始人兼首席執

行官夏本佳而言，對中國市場的密切關注不會就此停

頓間歇。這家總部位於阿布扎比的投資管理公司視

中國為全球最具潛力的重要市場之一，「作為投資

者，每個決策都是基於長期視角，中國的發展前景非

常積極」。

同樣是在這一天，更為積極有力的聲音從北京傳

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國際

工商界代表時指出，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

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為的投資目的地，與中國同

行就是與機遇同行，相信中國就是相信明天，投資中

國就是投資未來。

在當前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跨

國投資低迷的背景下，中國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

開放，超大規模市場潛力持續釋放以及新興產業迅速

發展，吸引着越來越多外國企業滿懷信心投資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海南博鰲連線報道

●超大規模市場潛力持續釋放以及新興產業迅速發展，吸引着越來越多
外國企業滿懷信心投資中國。圖為2025產業科技創新與投資促進大會
上的機器人吸引外國觀眾。 中新社

在幾天前結束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25 年年會
上，出席論壇的86位跨國企業正式代表中有約

三分之一來自美國，佔比最高。而首次參會的跨國企
業數量亦創下新高，佔總數20%。
德意志銀行集團亞太、歐非中東及德國首席執行官
慕文澤對香港文匯報說，眾多大型跨國公司積極參與
論壇，這一現象直觀地表明，中國經濟依然保持着強
大的吸引力。中國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上持續穩健發
展，為全球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無限的商業
機遇。
論壇期間，不少外企高管透露了加碼投資中國的意
願。「中國有14億人正變得越來越富裕，這一龐大且
不斷升級的消費群體將釋放巨大購買潛力。」安博聯
合董事長何慕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計劃在
全球範圍內拓展業務，中國是其全球化布局中至關重
要的平台。
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計在華投資設立企業近124

萬家，實際使用外資20.6萬億元人民幣。近5年，外
商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約9%，位居全球前列。
西門子董事會主席、總裁兼CEO博樂仁是今年論壇
的外方主席，他在主席信中說，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發
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政府正持續擴大高水平對
外開放，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中國經濟取得成
功，跨國企業既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西門子至
今已經深耕中國150年，據博樂仁透露，未來將持續
投入，持續支持中國發展。「我相信，這也是眾多跨
國企業共同的心聲。」

全產業鏈覆蓋 零部件本土化
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日前在浙江大學舉辦的第十屆
移動應用創新賽上宣布，向浙江大學捐贈3,000萬元人
民幣，深化其對中國下一代開發者的支持。該公司首
席運營官傑夫．威廉姆斯還參觀了位於山東省濰坊市
的歌爾股份有限公司，對這家供應商高度自動化的生
產線和精密製造水平印象深刻。
作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中國有着全產業鏈覆蓋
和從基礎工業到高端製造全面領先的產能優勢：松下
將其在東南亞的冰箱壓縮機業務整合到中國工廠；江
蘇常熟吸引夏普及300家汽車零部件企業，形成千億

級產業集群；寶馬瀋陽生產基地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級
的製造和創新樞紐；因原材料、零部件可以就近採
購，使得蘋果手機95%零部件實現本土化，特
斯拉國產化率達到 95%，未來將實現
100%。

科創快速進步 成外企新機遇
在博鰲論壇年會上，向「新」而行的中
國，同樣是話題焦點。德國管理諮詢公司羅
蘭貝格全球管委會聯席總裁丹尼斯．德普分析指
出，科技創新應用需要合適的土壤，而中國龐大的
市場規模給企業快速測試技術、升級產品提供了關鍵
的環境。「中國新技術應用速度獨一無二，即使是一
個小型的實驗性項目，也能迅速觸及數百萬消費
者或數百家企業，在短時間內完成更
新迭代。」他認為，隨着中國
在科創領域快速進步，中國
在新興技術領域專利申請
數量已居世界前列。
德普表示，中國
消費者和企業
具 有 較 高
「技術敏銳
度」，更願
意接受新技
術，推動中國市
場成為外資企業探索
新機遇的理想場所。
商務部數據顯示， 2024

年，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佔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的11.7%。醫療儀器設備及儀
器儀錶製造業、專業技術服務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
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增長 98.7%、40.8%和
21.9%。
觀察者指出，外商投資中國信心攀升，尤其是對新
興產業、未來產業的投資和深耕力度加碼，將促進資
本、人才、技術等創新生產要素的國際交流更加廣泛
深入，為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注入更多確定性
和正能量。

專家解讀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

委員、研究員白明對香港文

匯報指出，外資湧入熱潮的背

後，是中國市場獨特的「引力

場」效應，而此種吸引力，也從許多

外資企業話事人陸續訪華的行程安排得到了

印證。去年，中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近6萬家，

同比增長9.9%。「數據說明，中國仍是外企投資的熱

土。」

白明提到，近期中國政府多次表態，中國堅定不移對

外開放，大門越開越大。新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至29

項，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自貿試驗區擴圍至21個省份；出台

外資研發中心支持政策，對高能級外資研發機構給予真金白銀扶持；同時擴

大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推動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提

速加力。中國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市場准入的寬度越來越廣，加上中國經濟的穩步

增長，無疑給外企吃了一顆「定心丸」。

白明指出，中國完整的產業鏈體系為跨國公司提供了「門當戶對」的合作夥伴。疊

加中國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產業鏈各個環節猶如「雁陣效應」，可方便外資精準對

接。

AI等高技術領域機會多
此外，白明提醒，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跨國公司已經不

滿足於在中國人口紅利帶來的消費潛力中「掘金」，而是將目光投向了中國高技術領

域。「中國算力規模位居全球第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正

成長為世界引領者。」因此，未來也將在此領域誕生出更多機會。「外企若抓住中國

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的風口，料將贏得豐厚的回報，未來有望搶灘世界高技術發展的

潮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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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承諾投資7.2億元人
民幣，在中國啟動新一期清
潔能源基金。

●武田製藥近期與成都市政府
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建立武田
中國創新中心（TCIC）。

●日資企業電氣硝子廈門工廠
過去十年內完成五次增資擴產，
總投資超過80億元人民幣。

●梅賽德斯-奔馳集團將與
合作夥伴在華追加140億
元人民幣投資。

●樂高樂園投資31.8萬平方
米的上海項目將於2025年暑

期開業，預計年吸引遊客量
超千萬。

●去年年底，法國賽諾菲集
團投資約10億歐元，在北京新建

胰島素生產基地，這也是賽諾菲
在華第四個生產供應基地。

●西門子通過「xcelerator」
數字平台深化本土合作，推動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阿斯利康投資25億
美元在北京設立全球第
六個研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