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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迎来十八大后的开局之年，一系列宏

伟蓝图展现在世人面前。

商务部的资料显示，2013 年，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

仍将保持平稳态势，理由是：首先，2013 年中国宏观经济

增速有望继续回升，这是稳定利用外资的基础性因素；

其次，中国利用外资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从长期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趋好，国内市场的潜力巨大，

产业配套完善，集聚效应突出；最后，跨国公司仍将中国

作为主要投资地之一。前不久，商务部、中国美国商会

和中国欧盟商会分别做了调研。调研显示，大多数跨国

公司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继续扩展在华业务。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调查也显示，中

国仍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地。而此前的《世界投资前

景调查》也显示，2013 年中国仍是对跨国公司最具吸引

力的国家。

日前，美国国际企业家协会秘书长闫宗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

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局稳定，其

次是资本回报率高，最后是相关政策非常优惠。”

世界500强将中国作为投资重点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面向世界打开国门，跨国公

司纷纷入驻中国投资兴业，助推了中国经济发展。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高虎城公开表

示，目前，世界 500 强公司中已有约 490 家在中国投资，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

已经达到 1600 余家。

“全球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今

后几年仍会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很多跨国公司都

看到了中国具有的巨大竞争优势，比如消费市场潜力巨

大，新兴中产阶层正在崛起等。”毕马威中国税务主管合

伙人何坤明对记者表示，从长远看，跨国公司以中国市

场为目标，在中国全面建立和发展业务，商机无限。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张亚勤认为，跨国公司在华

投资经历了把中国作为生产中心、市场中心、研发中心

等阶段，现在中国已上升为跨国公司的战略发展中心。

微软将改变在华发展战略，在一些新兴业务上加大投

入，如医疗、卫生、教育、低碳等领域。

2012 年 12 月底，奥迪汽车公布了 2016 年前的投资

规划。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投资 130 亿欧元（约合

172 亿美元），其中，以中国等新兴市场为投资重点，中国

奥迪佛山工厂将于 2014 年开始运行。

同时，中国的产业链正在向西部转移，《财富》认为

中国的新未来在中国西部。据闫宗伟介绍，美国国际企

业家协会到中国西部调研过多次，发现跨国公司已把

“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重要风向标，希望西部偏远地区

能与沿海地区一样，制定清晰的优惠政策，令跨国公司

参与中国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证实：“西

门子公司正在西南地区发展符合中国政策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及研发基地

已开工建设，这是西门子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现代化数字

工厂。工厂一期即将在 2013 年初竣工投产。”

事实证明，在中国，外资资金流在安全性方面多年

来一直得到可靠保障。另外，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人

口规模和市场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因此，即使

在全球投资萎缩的情况下，外资仍然看好中国市场。

东盟国家对中国投资激增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投资合作快速增长，

双方的经贸往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

看来，目前，东盟国家企业在华投资多于中国企业在东

盟投资，主要是因为：一是东盟国家企业家看好中国市

场。二是东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家中华商占多数，华商

的优势在于语言相通，熟悉中国文化。

来自数据提供商 CEIC 的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

点。数据显示，近年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明显上

升。2006 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 5

个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为 30 亿美元，2011 年则达到

了 67 亿美元，而且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活跃，呈逐年

上升态势。

对此，闫宗伟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方

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都将为投资者带来较高

回报率，推动东盟企业加快进入中国市场。

新加坡一直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投资市场。上个世

纪 90 年代，新加坡就在中国投资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

另外，新加坡企业在中国的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十分活

跃，大华银行等新加坡银行在中国已经逐步本地化。

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分析师谢栋铭表示，去年前 10

个月，中国共利用外资达 917.36 亿美元，其中来自新加

坡的资金为 54.28 亿美元，占全部使用外资的 5.92%。该

比重过去几年缓步上升，从 2006 年的 2%左右上升至现

在的近 6%。新加坡已经是继中国香港和日本之后，第

三大对华投资来源地。

另有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国和泰国的经贸往来密

切，泰国 10%左右的投资流入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中国

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对于泰国企业来说，中国

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优先投资目的地。

值得关注的是，东盟的其他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等国，也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把中国

作为重要的投资对象。具体来说，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

团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投资兴建的香格里拉系列高级酒

店，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合作开办

的“百盛”连锁商场，菲律宾 SM 集团在厦门、石狮等地兴

建的大型商场，早已名扬中国市场。

对此，美国经济分析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亚太区

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 比斯瓦斯表示，中国和东盟的贸

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东盟的跨国公司正在扩大全球投

资，未来，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强劲增长。

中国成最大外资投资目的地

不久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2012 年上

半年全球投资监测报告显示，2012 年上半年，中国吸收

外资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首选目的地。

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2012 年上半年吸收外资总额

为 6680 亿美元。其中，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

投资总量首次超过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中国吸

收 591 亿美元外国投资，居全球首位，美国以 574 亿美

元位列第二。

闫宗伟认为，中国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拔得头筹

的时间也许短暂，但这凸现出外商投资流向已经发生

了重大转变，快速成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对资金的吸引

力更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

扬表示，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目的地并不奇

怪。前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场所。中国

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发达国家。外资进入中国不仅可以

获得高回报，还可以利用中国的庞大市场，建立销售渠

道，长期获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

反观美国，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吸引的外

国直接投资在 2000 年达到顶峰，当年，吸引外资超过

3000 亿美元。随后，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吸

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尽管 2008 年流向美国的

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回升，但由于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乏

力，无论投资还是并购都趋于放缓。

从 2013 年开始，美国将面临税收增加或政府开支大

幅削减的所谓“财政悬崖”。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财

政悬崖”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打击已经开始显现。

无论是外国投资者还是美国本土投资者，都非常谨慎或

者持观望态度。

2013年 中国仍是全球企业投资沃土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2013 年，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但亚洲经济或将

迎来全面复苏，欧美经济有望回暖，中国将继续引领新兴市场发

展，GDP 增速可望达到 8.1%至 8.4%。

十八大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继续回升，城镇化投资渐热，其

间蕴藏的巨大商机备受关注，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可小觑，

中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首选地。

未来 10 年，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已达成共识。

2013 年，中国投资总额将继续上升，轨交、城镇化、能源、环保、

三农、高端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投资重点，尤其是围绕城镇

化，大量资金将进入这一领域。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初稿已编制完成，规划称“城镇化在未来 10 年将拉动 40

万亿元投资”。

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城镇化建设所需要的

资金从哪里来？

公开资料显示，2011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是 471564 亿元，全

年固定资产投资为 301933 亿元。城镇化的未来 10 年新增投资 40

万亿元需求相当于 2011 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此庞大的投资

需求，仅靠地方财政投资显然难以完成。

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认

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应该尽快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民间资本

和外资进入，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民间资本将大量参与基建投资

有人说，中国前 10 年是由高速公路、汽车、房地产拉动的投资

消费上升，辅之以出口红利；未来 10 年，中国将进入轨道交通主导

的以城市群拉动投资与消费时代。

国家发改委运输所近日完成的报告披露，2012 年获批的轨道

项目共计 14 条段，批准投资共计 2650.19 亿元；2013 年，城轨投资规

模在 2800 亿元左右，预计将有 24 个城市新开工轨道交通线路。根

据国家发改委运输所完成的《2012—2013 年中国铁路发展报告》研

究分析，未来 2013 年—2015 年期间，铁路建设投资需求规模为 1.8

万亿元，其中，2013 年需要完成投资 6000 亿至 6500 亿元。

广发证券也指出，2013 年，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推动投资和加速

城镇化进程的冲动，可能引发新一轮投资潮。这将主要表现在城

市交通和铁路交通方面投资力度增强。

为此，铁道部推出一系列组合拳：对民间资本开放，下放招

标 权，提 高 货 运 价 格 。 未 来，铁 道 部 有 望 进 一 步 下 放 铁路货运

定价权。

经济学者厉以宁认为，对民间资本来说，目前最好的投资机会

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建设。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宏皓认为，地方政府可

以因地制宜成立相关产业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引导大量民间资

本投入产业建设；同时强调市场化作用，把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相

结合，更加重视政府的宏观协调作用，如此将有望解决城镇化经济

建设中的资金问题。

城镇化步入国际合作前沿

毋庸置疑，中国城镇化具有超大规模，具备世界性的影响力，

巨大的投资需求促使中国城镇化步入国际合作前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中日韩要加强在城镇化等领域合

作。在去年召开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国务院副

总理李克强指出，中欧应把城镇化作为务实合作的新平台、新亮

点，会后签署了“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

近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世界银行将与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就城镇化开展一项新的重要研究，城镇化研究将成为“世界

银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的第一步。

来自埃森哲的调查显示，近 60%的跨国公司在未来两年有计

划积极提高农村市场渗透率。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城镇化与城镇发展具有相对封闭性，开放

意识不强，虽然投资需求巨大，但是还没有形成适应城镇化资金需

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可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的国际合作将

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城镇化引发多元化投资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