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德国商会发布了《2012 年德

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指出，尽管在华德企面临劳

动力成本增加以及本土企业竞争能力不断

提高等挑战，但中国依旧是德国企业在全世

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报告》预计，

未来，德国企业在华投资仍将逐年增加，尤

其是一些德国大型企业还会继续加大对华

投资。

德企感受中国吸引力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

国是德国在亚洲最大和全球第三大贸易伙

伴，中德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由

此，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关口，中德两国

之间的互相依赖也更加突出，德国企业对中

国市场的关切日益显著。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8 日，中国德国

商会旗下的 319 家企业参与了上述调查。

《报告》显示，德国企业对 2012 年在华发展

持积极态度，近七成的企业认为，基本能完

成 2012 年制定的经济目标。而且，虽然今

年的预期相较 2011 年有所回落，但绝大多

数德国企业预计可以在 2012 年获得更高的

销售业绩和更大的盈利空间。

《报告》指出，过半数的德国企业认为，

中国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三大市

场之一，而在汽车和机械制造行业，持有这

种观点的企业数量更高达三分之二。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将中国市场视作

亚洲战略的重中之重。德国驻华使馆公使、

经济处主任贝雅德（Beate Grzeski）表示，目

前，有 800 多家中国企业投资德国，但却有

5000 多家德国企业在华投资，中德两国之

间的投资并不平衡。

《报告》显示，中国吸引力依然呈现增加

趋势。在雇员超过 1000 人的大型企业中，

有 63%的企业表示，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

雇 员 在 200 人 以 上 的 中 型 企 业 中 ，也 有

52.7%的企业表示将增加投资。而选择中国

作 为 亚 洲 总 部 的 受 访 企 业 比 去 年 增 加 了

40%。对于 10%以上的企业来说，中国已经

是其全球范围内盈利最多的市场。可以看

到，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更多

的德国企业愿意选择到中国投资，并把这里

从生产基地变为销售市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德国企业投

资西部的热情正在不断增加。据欧亚咨询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经 理 魏 威·汉 茨 曼（Uwe

Haizmann）介绍，对在华德企而言，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是如今最重要的销售市场。

同样，对于中西部市场的销售增长，德国企

业也持乐观态度。据悉，以西安、成都等为

代表，一些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正成为吸

引德国企业投资的新目标。

持续的用工问题困扰德国企业

不过，尽管大部分德国企业对中国的市

场潜力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们也在一些问

题上表现出了担忧。

《报告》显示，超过 80%的参与调查企业

认为，寻找合适的员工和人力成本上升是企

业需要面对的挑战；大约 75%的企业认为留

住合格员工也是企业面临的挑战。在回答

记者关于德国企业是否在中国已失去魅力

的问题时，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德国商会北中华区董

事会主席华立新（Ulrich Walker）给予了否

认。他认为，德国企业面临的人才问题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在华德国企

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企业产生了更多人

才的需求，加之，快速成长的市场也对销售、

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

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高速增长。”华立新

说，“员工跳槽、如何增加人才对企业的认可

度以及教育体系带来的问题等也给企业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

《报告》还指出，与 2011 年相比，感受到

地方官僚主义的德国企业数量增加了 5%。

与此同时，更多的德国企业（与 2007 年相

比，增长了 20%）在中国市场上感受到了来

自本土的保护主义。此外，中国本土企业竞

争能力的明显提升也给在华德企增加了压

力。75%的在华德企感受到了这种由本土

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相较去年的调查结果

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不过，随着本土市场内需的扩大，在华

德国企业认为汇率、原材料价格、知识产权

保护等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据了解，目

前，更多的德国企业选择将产品直接在本

土市场进行销售，因此，相较以往，对于汇

率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同时，对于能

源及原材料的价格，德国企业也显示出了

积极的态度。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环境的显著改善，在今年的调查报告

中，在华德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仅排在

第 13 位。

面对未来，将近一半的德国企业预计中

国未来的经济环境将不会有所改变。总体

来说，德国企业对于 2012 年企业的发展持

积极态度。《报告》预计，德国企业尤其是大

型企业在华投资额度也将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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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 1 元以下

应纳税额和滞纳金处理问题的公告》（以下简

称公告）称，自 8 月 1 日起，主管税务机关开具

的缴税凭证上的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为 1 元以

下的，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为零。此举旨在提

高征收效率，降低征收成本和纳税人负担。

在公告的解读材料中，相关负责人表明，

各地税务机关在征收 1 元以下应纳税额时，

“通用缴款书的印制成本、财税库银横向联网

系统缴税费用、POS 机划卡缴税费用等”征收

成本明显增高。总之，“1 元以下免税”新政

的最大意义是国税总局要降低征税成本。

“提高征收效率，降低征收成本”的理念

是值得肯定的。今年 3 月底，加拿大政府宣

布，1 分钱硬币的加币铸造成本早已超过面

额，将停止其在市面流通。据悉，每枚 1 分钱

硬币的制造成本约是 1.5 分，停止铸造每年可

节省约 1100 万加元。由此推断，中国实施“1

元以下免税”新政可降低税务系统内部成本

也将相当客观。

但减税不能只考虑降低征收成本，公告中关

于“降低纳税人负担”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

试问，中国会有企业拖欠 1 元税吗？减

税已经呼唤多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却是 1

元以下免税，未免令人失望。如此给纳税人

“1 元”减负，力度太小。

去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榜单显

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

这是继 2009 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后，再

次位列该名次。

同样是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9.2%，而全国财政收入增长 24.8%。税收

增幅高速快跑的同时，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

中小企业税负过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

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所言，“不偷税漏

税，九成中小企业可能会倒闭。”

近年来，减税已成共识，但减多少税却离

共识很远。每次减税措施出台，都与公众的

预期相差甚远，都是属于局部减税，而不是结

构性减税，减税的效果无形中大打折扣。事

实上，相对于 2011 年全国将近 9 万亿元的税

收收入，此次减税的力度甚微。

7 月 13 日，中国将发布国内生产总值数

据。美银美林预测，中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将是中国当前经济周期中的最弱

增速之一，预计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将同比增长 7.5%，这可能是探底速度。

对此，曾“提议减 1 万亿元的税”的独立

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短期内惟一有效的办法

就是减税。

显然，减税必然受到利益阶层的阻挠，从

“1 元以下免税”到结构性减税，中国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 颖

截稿新闻

减税 应提高含金量

本 期 看 点

成都打造国际会议目的地

聘10位会议产业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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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15年

“东方之珠”再续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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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海青

新 闻 速 递

德企看好中国市场 未来将增加投资

记者获悉，自 7 月 1 日起，我国《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国

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国产汽车必须安装座椅接口和安

全锁，也就意味着车载儿童座椅今后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才能上市，这

将成为保障儿童乘车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显示，汽车使用儿

童专用的安全装置可有效地将儿童受伤害的几率降低 70％左右，并

将伤亡的比例从 11.5％减少至 3.5％。目前，美国、加拿大、德国、英

国、瑞典、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都已立法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本报记者 季春红摄

本报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韩国央

行近日表示，已开始用今年早些时候获

得 的 3 亿 美 元 合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

（QFII）额度购买中国股票，以推进其外

汇储备多元化的长远战略。

韩国央行首次直接投资中国股票突

显出全球对人民币资产日益浓厚的兴

趣。当下，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仍在努力扩充经济实力，而美元作

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却正在下

降，美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作用

也有所减弱。

韩国央行在声明中称，这项投资将

为韩国实现储备多元化创造新的机遇，

并为中韩两国建立紧密的金融合作奠定

基础。

韩国央行某官员表示，韩国央行已

将 3 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委托给中国的资

产管理公司，后者预计将在近期依照韩

国央行的投资上限在沪深两市购买股

票。该官员表示，上述资产管理公司已

从早些时候开始下达购买股票的指令；

一旦得到授权，通常几天之内就会执行

购买指令。

另据报道，韩国央行已经开始在中

国银行间市场购买中国债券，该行此前

从中国央行获得的交易配额为人民币

200 亿元（约合 32 亿美元）。韩国央行外

汇储备管理集团首席投资主管金柳镇

（音译，Eugene Kim ）6 月中旬对道琼斯

通讯社表示，在最初的额度用完后，韩国

央行计划向中国申请更多投资配额用于

购买中国证券。 （钟 政）

韩国央行3亿美元额度
买中国股票

国内煤机装备制造企业

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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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希望与中国加强
绿色增长领域合作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企划财政

部长官朴宰完日前在参加丽水世

博会“中国馆日”活动时表示，韩国

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将 绿 色 增 长 作 为 国 家 的 发 展 模

式。希望中韩两国今后能加强该

领域的合作。

毛里塔尼亚新法
关注中小企业投资

毛 里 塔 尼 亚 近 日 通 过 了 修 改

后的新投资法。新投资法服务于

开发私营领域投资、提高国家经济

竞争力的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增加

了关于投资的新条款，简化了行政

手续内容，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投

资关注。

今年全球化肥
需求或将上升2.8%

根 据 国 际 化 肥 工 业 协 会 的 报

告 ，全 球 化 肥 需 求 去 年 上 升 了

2.5%，今年还将上升 2.8%。该报告

还指出，化肥需求上升是由于食品

和生物能源等市场对于玉米和油籽

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农产品产量

不断扩大。据估计，到 2013 年，全

球对于氮肥、磷肥及钾肥等化肥的

需求将达到 1.81 亿吨。

贫困国家能源服务市场
投资机会超过370亿美元

近日，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国际

金融公司（IFC）发布报告指出，世

界贫困人口地区能源服务市场的私

人投资机会超过 370 亿美元。报告

提出，私人投资部门可以为低收入

能源市场提供新的商业模式和能源

服务。同时，报告就创新能源服务

模式提出了多项建议，如有关政府

部门取消能源产品歧视税率，推行

公私合营方式，对扩大电网提供补

贴等。 （本报综合报道）

轻工展会优势凸显

助推行业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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