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刘国民 制版/耿晓倩

电话/010-64664888-2041 maoyibao1@163.comINVESTMENT 投资

●汇率汇兑风险防范

●项目信息

11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
耀在向媒体介绍中美两国元首北京
会晤经济领域合作成果时透露，我国
将大幅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投资
比例限制。这些举措包括中方决定
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
接投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
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
上述措施实施3年后，投资比例不受
限制。不少业内人士分析，金融业扩
大开放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或将引
领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扩大金融开放
有助形成双赢格局

多年来，我国坚持协同推进扩大
金融业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减少资本管制，为中国经济
增长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不过，
此前外资投资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
占比还不够高，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
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在49%之内，
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得超
过 20%、合计持股不得超过 25%，单
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

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
例限制在50%之内。

刚刚从美国考察回国的经济学
家高连奎，现担任英国牛津大学东西
方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对扩大外资投
资我国金融业占比持乐观的态度。
高连奎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
需要相比，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我国在汇率的灵活性、落实准
入前国民待遇、外资机构的持股比
例、国际市场规则接轨等方面仍有待
提高。同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机
构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政策、业务、资
源等多方限制，难以较快做大规模、
得到控制权，往往不愿意输入先进
技术和经验，有的机构萌生退意甚
至主动撤出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如
果持续下去不加以改进，就有可能
使金融业引进外资的政策效果递
减，不能达到预期的或想要的中资
和外资合作双赢格局。

高连奎指出，对于不断开放的
中国金融业来讲，放开对金融行业
的市场准入，会显著提升国内金融

业的经营效率，也能够吸引更多的
国际金融机构参与金融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将
有利于培育国内资本市场价值投资
理念，形成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
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从目前
看，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滞后于实体
经济，也落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因此，中国金融业应该进一步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而更
多的外资参与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金
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仍是对外资
很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近年来，一
系列改革举措出台推动了境内外资
本的自由流动，激发了市场活力。在
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发
行主体和投资主体不断扩大，投资品
种日益丰富。在股票市场，沪港通、
深港通相继顺利推出并平稳运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
度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参与A股市
场的热情和信心大幅增升。今年 6
月，明晟公司(MSCI)宣布将A股纳入
MSCI 指数，预计可吸引 170 亿至
180亿美元投入A股市场，资本市场
与国际市场接轨更紧密。而人民币

“入篮”对 IMF和全球经济都具有里
程碑意义，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
大进步，人民币正稳步成为一种可
兑换、可自由使用的国际性货币，这
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注入
新的催化剂，也将继续为国际投资
者带来更多机遇。

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并不断扩
大对外资开放领域的同时，外资企业
也同样调整着在华投资布局与方
向。雀巢是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
外资品牌，在华经营了30年，雀巢大
中华区负责人此前对媒体表示，今年
年底他们将在江苏落成一家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工厂，将雀巢全球
研发成果和最前沿的该领域产品及
时带给中国消费者。

花旗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交易已有十余年，是目前最为活跃

的做市商之一，并于今年先后获得
了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
业务资格和债券承销资格。花旗方
面表示，将致力于推动海外投资机
构进入中国的业务，为中国飞速发
展的资本市场作贡献。

去年已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外商
独资公司，尚未申请私募牌照的摩
根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则表示
将把上海作为总部，未来在监管允
许的前提下扩展本土业务，将相关
的离岸业务转为在岸业务，以便更
好地服务客户。

黄益平对记者指出，在经济全
球化的探索上，如何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的
重点。中国金融业准入对外资放
开，与过去的制造业或其他行业开
放的性质是一样的，符合中国贸易
自由化的原则。最近，从促进进口、
打破行政垄断，到对资本跨境流动
的监管“放管服”，再到加大自贸区
的政策试验力度，一系列开放领域
的重磅政策密集出台，为进一步开
放奏响前哨，预示着中国的开放格
局正迎来新的转变。

金融业扩大开放 贸易投资更顺畅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实习记者 董克伟

随着光伏行业的发展，同时受
制于市场容量及电力传输等制约，
今年我国国内光伏电站的新增数量
已明显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光伏
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但是，
由于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进口审查
日益严格，对中国光伏企业出口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光伏产品
出口 14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3%，
其中对美国出口下滑尤其严重。在
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光伏出口应该
何去何从？江苏品众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杜学勤对《中国贸易报》
记者表示，目前国内主要光伏制造
业厂商已经将目光瞄准亚非新兴市
场，特别是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缺
电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地区。

“东南亚国家若想在经济上得
到腾飞，需要较为开放、稳定、连续
地吸引海外企业投资的政策，来拉
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在东南亚国
家建设的几乎全部为高效流水线，
相信当地政府一定会给予稳定、连
续的支持政策。”杜学勤说。

在南亚新兴市场中，印度毫无
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个。据记者了
解，印度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在世
界前 20 位经济体中平均日照量排
名第一。尤其是拉贾规坦邦有广袤
的沙漠地带，常年日照充足，平均每
年有 250-300 个晴天。同时，印度
政府大力支持光伏业的发展。截至
目 前 ，印 度 光 伏 装 机 容 量 仅 为
10GW 左右，而印度政府目标是到

2022年累计装机量为100GW。
“印度本地的光伏制造业企业

和人员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有
限，需要国外企业大力投资，目前国
内有实力的相关公司正在积极布局
印度市场（包括但不限于电池片、组
件、光伏玻璃和电站等上中下游）。”
杜学勤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除印度以外，越
南也是光伏行业投资的重要目标。
据《越南电力年报 2017》数据显示，
截至 2015年年底，越南年用电量约
为 1620亿千瓦时，其中绝大部分来
自煤炭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
而来自包括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量仅占总发电量的0.32%。

同时，越南政府“国家电力发展
第 七 规 划 (2011- 2030)”显 示 ，到

2020 年，越南发电量要达到 330 太
瓦时至 362 太瓦时，2030 年则要达
到 695 太瓦时至 834 太瓦时。按此
规划，越南在两个十年内将分别需
要 488 亿美元和 750 亿美元的资金
发展电力。

另外，今年4月17日，越南政府
决定对构成光伏项目固定资产的进
口货物免税。太阳能发电项目、输
变电项目所占土地可减免土地和水
域的使用费、租赁费。种种利好相
加，让越南成为东南亚光伏市场中
的重要一环。

在非洲市场，据国际可再生能
源机构统计，非洲人口全球占比
15%，约有 6 亿人仍未用上电，电力
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非洲 GDP
的 4%。“非洲新能源发展的驱动因

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政治以及
经济持续地趋于稳定，二是城市化
进程加速以及人口增长，三是基础
设施缺乏的迫切需求，四是工业化
进程对电力供给需求的增大,五是
新能源成本的持续下降。”商务部研
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
诉记者。

10 月中旬，光伏行业协会秘书
长王勃华也曾在行业发展研究会上
提到过相同的看法，“非洲已经是光
伏产业投资的新热点。比如南非政
府近年来高度重视新能源的发展，
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实现新能源发
电量占发电总量42%的目标。而摩
洛哥政府也已经制定了到 2030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发电装机容量
50%的目标。”

亚非市场成光伏产业投资热点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实习记者 葛岩

“在白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中
企的利润、资本是可以不受限制地
汇回中国的。”近日，白俄罗斯驻华
大使鲁德·基里尔在接受《中国贸
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白工业
园有许多优惠政策，对于企业都很
关心的汇兑问题，他们在制定政策
时也做了考虑。

记者查阅商务部报告发现，白
俄罗斯外汇法规将常驻机构和外
国常驻机构之间的外汇业务分为
两类：一是经常性外汇业务（对于
此类业务限制较少）；二是与资金
流动有关的外汇业务（一般要求常
驻机构出具白俄罗斯共和国中央
银行的专门许可）。白俄罗斯法律
规定的经常性外汇业务包括：现
金、有价证券和（不动产除外的）商
品进口和出口贸易、受保护的信
息、知识产权、工程、服务的交易结
算；租赁交易的结算；汇兑和取得
红利及其他投资收益。

可见，不论是在中白工业园还
是在白俄罗斯其他地区投资，中企
将利润等资本汇回中国受到的限
制都较少。

但投资海外的中企也要注意
到，要想完全弄清楚一国外汇管
制政策，需要兼顾三个层次的问
题：一是国家层面的法规政策；二
是地方政府层面的法规政策；三
是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特殊的优
惠政策。在一些国家，国家层面
的外汇管制政策比较严格，但是
却允许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破
例、宽松。在一些国家，地方政府
的自治权限较大，地方政府为了
更好地招商引资也有可能出台一
些比该国法规更宽松的外汇管理
政策。这就需要“走出去”的企业
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汇
率汇兑风险防范》栏目及中国贸
易新闻网同名栏目也会持续关注
和分析这类问题。

11 月 21 日，“一带一路”国
际金融创新论坛在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召开，会上对知识产权的
探讨发人深省。中国在全球创
新 榜 上 的 排 名 上 升 到 了 第 22
名，作为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进入到了历来由高收入经济体
所组成的第一梯队。正是中国
构建了知识产权制度，中国的创
新才能有今天的成绩。中国企
业也需要知识产权这种“核武
器”来协助开拓海外市场。

5 月 14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总干事和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
议。中国政府希望在“一带一路”
合作过程当中，中国企业能够向
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希望中
国企业能够对自身现有且迅速产
生的大量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进
行充分保护，并在市场上获取相
应的价值回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中国代表处主任陈宏兵认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要点在于专利
保护的技术，在于商标或者品牌
保护的市场信誉和质量，以及商
业秘密保护的企业技术诀窍。这
些都属于知识产权范畴。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前，千
万要对所投企业的知识产权状况
进行调研分析，如果一个企业、一
个项目的所有人要求融资，但又
不提供知识产权状况，千万不要
进行投资，只要投资就会面临风
险。知识产权是‘核武器’，一项
知识产权争议可以毁掉一个企
业，一项知识产权侵权也可以把
企业拖到巨大的官司当中，那这
个投资就会无功而返，或者至少
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在‘一带
一路’合作当中，特别是在金融合
作当中，一定要从源头、从政策上
做好把关工作，维护自身的投资
利益。”陈宏兵说。

陈宏兵表示，在国际合作当
中做好知识产权工作主要有四个
步骤，第一是做好监测预警工作，
在产品或技术或商标“走出去”之
前，要把国外的知识产权状况分
析清楚；第二是到目标国家进行
知识产权注册，不能等商标或者
商业行动开展之后再注册，一定
要在开展商业行动之前进行注
册；第三是要做好维护自身权利
的海外维权准备，一旦权利受到
了侵犯，要留存证据走法律程序，
也可以自主解决争议，比如接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仲裁、
调解；第四是要巧妙地利用知识
产权来扩大企业在当地的市场份
额，提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
为在该市场顺利发展构建一个完
整的、可靠的保护网。

据商务部消息，前三季度，中国
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57 个国
家有新增投资，合计 96 亿美元，占
同期总额的 12.3%，比去年同期增
加4个百分点。中国企业从对美投
资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
重心转移，是从技术引进向技术输
出投资模式的转变。

从 2002 年到 2017 年，在“一带
一路”沿线上，首先中国企业的投资
额集中在 1 亿到 10 亿美元，投资案
例数高达808起。其次是1000万到
1亿美元，投资案例数达411起。在
2015 年以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投
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
输和制造业。2015 年以后，虽然对
传统产业的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
但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行
业的投资明显上升。2017年前三个
季度投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4%。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分

析，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投资的增加，一是响应国家号召，
受政策驱动，也享受政策支持；二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对
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三是
中国企业在道路基建、高铁、电信等
项目处于行业领先，而这些项目也
正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

“一带一路”共建呈“梯队式”发
展态势，能源和基建等国企率先互
补东道国经济需要，民营科技企业
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新力量。中国
企业走向“一带一路”首先以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国企作为第
一梯队率先进入东道国市场，带动
上下游产品制造为主的第二梯队跟
进，在此基础上，带动科技、服务、资
本逐渐成为第三梯队的新力量。

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的投资小幅回落，主要是在我国结构
调整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企业海外

投资主要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
而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且投资较为集中在能源、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电信等大规
模产业领域，投资回报很难在短期内
显现。另外，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中国
的民营科技企业也开始加快对“一带
一路”投资的脚步，逐渐形成梯队式
投资模式。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互相合作，将是助力企业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健康发展的新契机。相信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全面展开实
施，不论是投资环境还是投资领域，
都在不断优化、持续升级。

与此同时，CCG表示，对“一带
一路”的投资风险与机遇并存。“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
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
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
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包并提
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
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
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
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
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
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
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
水平不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CGG针对问题分别向企业、政
府和金融机构提出了对策建议。企
业应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
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
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

政府应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
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
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

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
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
构可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
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
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
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
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
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可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CCG 每年会对中国企业对外

投资情况进行调查。在 2017 年度
的调查中，73%的企业对“一带一
路”投资表现出积极态度，投资意愿
强烈。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经
营的方式多样，“产品出口”“工程承
包”“建立合资企业”和“建立独资企
业”占比较多。调查同时指出，虽然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资产价格
便宜”“天然资源丰富”等优势明显，
但政治等风险仍为“一带一路”投资
的限制因素。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须政企银协力
■ 本报记者 林畅 实习记者 孔帅

“走出去”企业做好
知识产权工作的四步骤

■ 本报记者 林畅
实习记者 孔帅

KLMDC d.o.o.公司是塞尔维
亚一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私人
企业，在中部城市 SenjiskiRudnik
拥有一块 52 公顷土地，种植水果
作物，主要出口俄罗斯和欧盟国
家。KLMDC 公司希扩大种植规
模，买下或者租用该块土地周边约
40公顷的国有土地。该公司希望

能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对该块土
地进行投资。感兴趣的企业可径
与该公司联系获取详细信息。

电 话 ：+ 390299252832，+
393668949316，+39 335 46 20 51

邮箱：info@klmdcimmobiliare.
com，klmdc@klmdcconsulting.com

联系人：Liliana Katic（CEO）

塞尔维亚农业公司寻找中方投资伙伴

德国某冶金企业是世界上最大
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废料回收公
司，每年向全球300多家客户提供
了约30万吨的高品质铁锭。同时，
该公司拥有最新的废气处理设施，
已经开发了一套特有的回收过程。
以高回报率和可持续的方式从铸造
业金属废料提炼生产特殊的铁锭。

现希望能拓展在中国的业务，
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共同
开发新的商业机会。

邮箱：ccpitmu@outlook.com
联系人：中国贸促会驻德国代

表处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德国回收和冶金企业寻求合作

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允许利润自由汇出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图为工人们在越南北江省云中工业园区内的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作业。该公司为中资企业，是园区
内最大的进驻企业之一。云中工业园区距越南首都河内约40公里，由中资企业富华责任有限公司开发和建设。

新华社记者 乐艳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