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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大中华区（下称安永）8月
14日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中国海
外投资概览》显示，2023 年上半年
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753.6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6%；其
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6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 11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
占同期总额的 18.6%，主要投向东
盟、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
球主管周昭媚表示，今年以来，中
国经济社会已全面恢复常态化运
行，企业“走出去”动能也进一步增
强，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增长态势。
今年下半年即将举办的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首届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等活动，也
将进一步为中企的国际化发展提
供交流合作平台。

对于 2023 年上半年中企海外

并购情况，根据该报告，若按并购
金额计，前三大热门行业为电力与
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业以及先进制
造 与 运 输 业 ，共 占 总 交 易 额 的
54%。其中，电力与公用事业大幅
增长 438%，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
酒店与建造也达到一定增幅。今
年二季度宣布大型交易包括中企
收购位于秘鲁的两家配电业务和
能源服务公司（合计约 29 亿美
元），此项投资将帮助该中企扩大
并巩固拉美市场；中企还收购了英
国某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约 10.3
亿美元）。

若按交易数量计，热门行业
为 TMT（科技、媒体和娱乐以及通
信业）、先进制造与运输和金融服
务业。TMT 继续成为第一大热门
行业，宣布了 69 笔交易，占总交易
量超三成，远超其他行业。

值得关注的是，2023 年上半
年，中企在拉丁美洲宣布的并购金
额 达 到 3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737%，在近十年首次排名第一。
据该报告分析，今年上半年巴西总
统访华、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以及
其总统首次访华、中国与阿根廷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等
都体现出中国在拉美的“朋友圈”
不断扩大，促使中拉经贸关系不断
向前推进。

北美洲作为本期唯一交易数量
有所增长的大洲，虽然同比并购金
额有所下降，但交易活跃程度有增
无减，其中 TMT 行业交易量大幅
增长 150%，主要投向软件开发和电
子元件等领域。中企在医疗与生命
科学和 TMT 行业的并购额占中企
在北美洲并购总额的 75%。

对于欧洲，中企超四成并购金
额投向金融服务业，其他热门行业
还包括采矿与金属业和房地产、酒
店与建造业；主要目的地为英国和
德国，并购金额分别逆势上涨 117%
和 91%，两国合计并购金额占中企
在欧洲宣布的并购总额的 86%。

亚洲前三大并购目的地为越
南、新加坡和日本，合计占总并购金
额的 64%，其中对越南投资逆势上
涨，投资金额和数量增幅都超过
200%。整体来看，中企在东盟的并
购活跃度有所上升，并购数量同比
增长 35%。中企在亚洲并购的主要
行业为房地产、酒店与建造，金融服
务业和先进制造与运输业。

在大洋洲，中企宣布的并购金
额 为 13.9 亿 美 元 ，同 比 上 涨
225%，主要投向澳大利亚的采矿
与金属业，房地产、酒店与建造和
消费品行业；在非洲，中企宣布的
并购金额为 6.1 亿美元，同比减
少 24%，主要投向南非和埃及的
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其中二季度
的主要交易为中企收购南非某水
泥生产商，这是该企业积极推进
海外发展战略，布局新兴市场的
又一关键举措。

此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意见》（下称《意见》）对中国民营企
业参与海外项目表示明确支持，为
中企赴海外投资带来利好。其中，

《意见》指出要“鼓励民营企业拓展
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以及“更
好指导支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
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
’等外部挑战。强化部门协同配
合，针对民营经济人士海外人身和
财产安全，建立防范化解风险协作
机制。”

对此，周昭媚表示，安永认为
这必将为民营企业大胆“走出去”
提供更多信心和保障，随着中国经
济继续向好发展，今年下半年中企

“走出去”有望提速。然而，出海企
业也需警惕外部环境的一些挑战，
如国际市场需求持续放缓、全球经
济复苏弱于预期和外国直接投资
审查趋严的趋势仍在持续，以及鉴
于人民币近期波动较大，汇率风险
等问题也需加强关注。

对外直接投资稳定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增速较快

上半年中企海外并购展现韧性
■ 本报记者 张寒梅

在 距 离 中 国 两 万 公 里 的 智
利，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南方电网）参与筹建的该国
首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正在紧锣
密鼓进行准备工作。作为迄今为
止南方电网最大的海外绿地投资
电网项目，这条全长约 1350 公里
的输电线路将成为中智两国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助力智
利绿色发展。

2021年，南网国际公司与智利
Transelec 公司、哥伦比亚国家输电
公司共同组成三方联营体，参与智
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基马耳
至中部首都大区洛阿吉雷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项目（简称KILO项目）

投标并中标，2022 年 5 月正式获得
授标。

三方联营体 2022 年成立智利
直流输电联营公司（简称联营公
司），专门负责 KILO 项目建设、运
营和维护。该公司总经理费尔南
德斯说，三家企业各派出骨干力量
加入公司，优势互补，各取所长，保
障项目成功推进。

当前，智利正大力推进能源转
型，并提出 2030 年关闭所有燃煤
电厂，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由
于输电能力不足，智利北部众多新
能源发电企业面临巨大弃风弃光
压力，亟需加快输电线路建设。
KILO项目旨在将智利北部阿塔卡

马沙漠地区丰富的清洁能源传输
到智利首都大区，降低终端用户用
电成本并减少碳排放。

KILO 项目静态投资 18.9 亿美
元，预计 2029 年完工，届时将成为
智利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
长、输送容量最大、抗震等级最高
的输电项目。该项目作为智利国
家战略层面规划的重大项目，预计
将为当地创造至少 5000 个就业岗
位，为促进智利能源可持续发展、
实现能源转型和服务智利“脱碳”
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除了项目投资，南方电网还与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的西安西电国际工程公司（西电国

际）组成联合体，承担KILO项目两
端换流站的EPC总承包，其中南方
电网负责整体谈判、系统研究、设
计调试和施工管理，西电国际主要
负责设备提供和设备采购。

智利地形狭长，负荷中心和能
源中心距离遥远，特别适合建设点
对点的直流输电项目，直流输电快
速控制的特点也将大大提升电力
系统稳定性。直流输电技术在中
国应用广泛、技术成熟，但在除巴
西以外的拉美市场较为少见。

联营公司首席技术官、来自南
方电网的甘运良说：“我们特别希
望通过这个项目让拉美了解中国
方案、中国标准。中国的高压直流

输电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标准的一
部分。我们希望通过智利第一条
高压直流输电项目的建设，积极配
合智利电力主管部门，帮助建立当
地直流输电相关标准。”

据介绍，KILO 项目将帮助中
国电力企业获得更多与拉美电力
行业接触和合作的机会，带动中国
技术、装备、标准“走出去”，让拉美
国家更好了解中国企业，推动中国
与拉美的深度合作和互利共赢。
目前，KILO 项目正紧锣密鼓地开
展系统研究、实地勘察、环境影响
评估、社区沟通、征地、招标采购等
工作，计划年内完成环境影响报告
编制和线路设计工作。

中企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助力智利绿色发展
■ 尹南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电
子交易发展机构（ETDA）近
日 公 开 数 字 平 台 服 务 法
（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DPS）的相关信息，该法将于
今年 8 月 21 日生效。DPS 法
的重点是保护而不是控制。
DPS 法的主要本质是要求服
务提供商或数字平台服务商
有责任向 ETDA 通报相关信
息，即他们是谁、正在提供什
么服务以及将要提供什么服
务、有多少用户等。因为这
些信息将有助于确定服务的
风险程度，并进行适当的风
险管理，以保护服务使用者
的权益。DPS 法是一部仅针
对规范服务提供商或数字平
台 服 务 提 供 商 的 法 律 。 因
此，买家或者各种数字平台
下的卖家无需向 ETDA 注册
信息。

泰国数字平台
服务法即将生效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2023
年 1 月至 7 月，意大利共计超
过 22 万个可再生发电厂接入
国家电网，总装机容量达 2.6
千兆瓦，与去年同期相比，数
量增加了两倍，超过了 2022年
全年接入总量（20.3 万个）,其
中小型电厂的并网申请量同
比增长了 150%，该数字表明，
越来越多家庭和企业选择在
其住宅或建筑物中安装太阳
能电池板，或使用其他可再生
能源技术，以提高经济环境效
益。数据显示，2022年意大利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 3.1千
兆瓦，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由补
贴政策驱动的小型光伏发电
项目，但如果没有大型工业规
模的可再生能源厂落地，很难
达成在 2030 年安装 80GW 的
目标。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意大利可再生
能源发展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