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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日前发布的《2023年中国
海外投资概览》（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2023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
总 额 为 398.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0.3%，并已连续三个季度环比实现
增长，大额交易较2022年明显增多 。

根据报告，2023年，交易金额超
过 5亿美元的海外并购达 21笔，比
2022年多13笔。中企在“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宣布的并购总额为173.4亿
美元，同比增长 32.4%，高于整体增
速。中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并购
的占比同比增长四个百分点，达44%。

从行业看，按并购金额计，2023
年中企海外并购前三大热门行业为
TMT（科技、媒体和娱乐以及通信
业）、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医疗与生命
科学行业，共占总并购额的53%；除
金融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宣布的并购
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油气和
消费品行业增幅较大。按并购数量

计，前三大热门行业为TMT、先进制
造与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共占总量
的55%；并购数量仅有金融服务业及
电力与公用事业录得增长。因此，电
力与公用事业为本期唯一录得金额、
数量双增长的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中企并购主要聚焦先进
制造与运输业、电力与公用事业以
及TMT行业，合计占中企在“一带
一路”并购总额的62%。

报告显示，2023 年，中企海外
并购目标行业依然有较明显的区域
分布特点。TMT 和医疗与生命科
学行业均是北美洲和欧洲二分天
下；电力与公用事业行业的海外并
购 84%集中于拉丁美洲，并且过去
五年（2019-2023），该行业近六成
的海外并购均在拉美地区；石油与
天然气行业在 2023 年录得过去五
年首个超过15亿美元的大型交易，

为中企收购巴基斯坦某炼油公司。
从细分区域看，亚洲已连续第五

年成为最受中企青睐的投资地区，其
中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韩国和印度
尼西亚更上榜2023年中企前十大海
外并购目的地；亚洲石油与天然气、
先进制造与运输和消费品行业的海
外并购同比录得较大增长。

对于欧洲，按并购金额计，热门
行业为TMT、先进制造与运输业以
及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主要目的
地为英国、德国、波兰和荷兰，合计
占中企在欧洲宣布的并购总额的
83%。本期中企在欧洲宣布的最大
一笔并购交易为某中企与英国知名
医药企业达成协议以获得某肿瘤治
疗药物的海外开发和商业化独家许
可。报告指出，2024 年，尽管欧洲
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但随着通
胀放缓和就业市场好转，欧洲市场
较强的购买力仍是许多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考量之一。
在北美洲，中企宣布的并购金额

达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33%，此显
著增长主要由于 2022 年较低的基
数。中企在北美的并购主要投向
TMT行业（占比51%）和医疗与生命
科学行业（占比 24%）。报告认为，
2024年美国将进行总统换届选举，其
经济和对外政策仍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中企在投资和经营时仍应保持高
度的谨慎态度，提高风险管理意识。

此外，中企在大洋洲宣布的并
购金额为 3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2%，主要投向澳大利亚的消费
品、采矿与金属业，各约占三分之
一。根据报告，2023年随着中澳关
系回暖，两国经贸关系也逐渐恢复，
预计未来两国将加强在应对气候变
化、新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
的合作。中企在拉丁美洲宣布的并
购金额为 3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2%，主要投向秘鲁的电力行业；
在非洲宣布的并购金额为 7.3亿美
元，同比下降 30.1%，埃及为中企在
非洲最受欢迎的并购目的地。

“目前，中企出海已进入新阶段，
以中国技术和中国品牌为代表的一
大批优秀企业正在加速海外布局，
探索新增长点；同时，中企近年来的
产业转型升级成果也正在加速对接
全球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产业链
重塑等发展趋势。”安永中国海外投
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周昭媚表示，
2023年，尽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
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但中国经济外
循环仍稳步发展并继续践行多边主
义。展望2024年，全球进入超级“大
选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将面临更
严峻挑战，然而中国坚持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政策没有变，在企业寻求
发展的强劲动力下，预计“走出去”
仍将成为许多中企新的增长战略。

并购金额连续三季度环比增长大额交易较上年明显增多

2023年中企海外并购进中向好
■ 本报记者 张寒梅

神州大地春意来临，大家陆续
返岗上班的时候，中国铁建国际集
团（以下简称“铁建国际”）的海外
建设者们携手外籍员工度过了一
个充实、祥和、平安的春节。他们
坚守一线，融入属地，持续推进项目
建设，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海
外演绎了红红火火的中国新年。

在沙特，沙特NEOM未来新城
隧道支洞项目是沙特 2030 愿景重
点工程之一。该项目运用挪威工法
施工，采用欧美标准检验，助力打造
沙特零碳排放城市，为地球绿色生
态贡献力量。中国农历春节期间，
铁建国际承建的新未来城隧道支洞
项目作为这座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
基础工程，6 条遍布在山峦之间的
隧道支洞，成为主隧道施工作业的

“先锋”。在 4 号支洞外的办公营
地，现场负责人万超杰正忙着指挥
调度。他管理的这条支洞，是 6 条
支洞中设计长度最长、垂直落差最
大、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万超杰
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项
目建设好。”

在智利，已是炎热夏季。铁建
国际科金博特许经营医院项目是
科金博大区最重要的医疗类基础
设施项目。今年 35 岁的项目经理
黄一峰带领项目部全体员工坚守
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项目现场的土层成分比较复
杂，有大块不规则的岩石层，我们
需要就土方开挖工作进行细致施
工方案讨论！”黄一峰在项目现场
跟合作方沟通时说。项目建筑用

地在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海洋，项
目部自施工起便坚持统筹古生物
化石保护和项目推进，及时联系项
目监理，安排专业考古团队对相关
区域进行围栏保护和开挖采集，守
护当地海洋生物遗迹，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

在中国春运中，也有着铁建国际
的海外建设者们的身影。春运期间，
为保障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信号维
管项目春运平稳运营，项目部提前召
开春运动员会，完善维保方案，详细
部署人员和车辆调配计划。节日期
间，近40人的施工班组按既定方案，
全力奋战，保障道岔曲线、轨道电路
正常工作，助力平安春运。

铁建国际的海外建设者们展示
了集团践诺履约的责任态度，也在

全球各地开展中外员工迎新春活
动，传播中国文化。在阿尔及利亚，
中阿员工携手将公司布置得温馨喜
庆。搬梯子、挂灯笼、贴窗花、写福
字、粘对联……公司上下一片中国
红。中国同事向身边的阿籍同事介
绍着中国春节，讲述着中国结、福字
所包含的吉祥寓意。“龙年大吉！”

“恭喜发财！”“Bonne année！”拿着
窗花、福字，中阿员工互相祝福。

在中美洲岛国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籍员工凯
迪·安德拉·布拉姆布尔很喜欢和
中国同事一起过中国年，他表示：

“中国春节总是伴随着浓浓的亲
情，还有热闹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焰
火，中国同事告诉我，这昭示着来
年的丰收和好运。”在智利，中国食

物、书法、灯笼、服饰、春联等特色
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跃跃欲试的
外籍员工。“春联为什么要用红色
的纸制作呢？中国新年的寓意真
的很丰富！”智利籍员工古斯塔沃
兴奋地说。春节期间，铁建国际在
智利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春
节——龙行龘龘贺新年”中外员工
迎新春活动，铁建国际在智利各个
在建项目部都装点上了中国春节
的大红窗花和中国灯笼，为项目部
增添了一抹亮色。

携手当地民众，不忘建设者初
心。铁建国际的海外建设者们坚守工
作岗位，与属地友善相处，把海外中国
年演绎得红红火火，也将红红火火的
春节文化融入了属地人民的生活中。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国际集团）

中企在海外演绎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 王黎旭 马景泽 常银杰

据新华社报道，欧盟委员
会近日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
项新计划，以支持氢能基础设
施建设，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
从而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欧
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德国、意
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和斯
洛伐克 7个欧盟国家将为该计
划提供 69亿欧元的公共资金，
预计还将带动超过 54 亿欧元
的私人投资。欧盟委员会说，
在这项计划推动下，32家公司
将参与 33 个与氢能相关的项
目，其中包括建设大型电解槽，
用于生产可再生氢、新建和改
造约 2700 公里的氢传输和配
送管道、建设大型储氢设施
等。据介绍，大型电解槽项目
预计将于 2026 年至 2028 年间
建成，管道项目将在 2027年至
2029年间投入使用。

投资环境

欧盟批准支持氢能基础
设施建设新计划

泰国商业部近日披露，1
月份泰国吸收的外资总额为
71.7 亿泰铢(约 14.3 亿元人民
币)，比 去 年 1 月 份 增 长
39.8%。泰国商业部称，1月份
泰国新增外资企业 54 家。其
中来自日本的企业最多，有 15
家，投资总额为37.9亿泰铢(约
7.58亿元人民币)；来自新加坡
的企业有 7 家，投资总额为
10.8 亿泰铢(约 2.16 亿元人民
币)；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有 7
家，投资总额为7.68亿泰铢(约
1.54 亿元人民币)。1 月份，有
17 家外资企业落户泰国东部
经济走廊，总投资额达 23亿泰
铢(约 4.6 亿元人民币)。17 家
企业里，来自日本和中国内地
的企业最多，各有5家，投资总
额分别为 4.76 亿泰铢(约 9500
万元人民币)和 4.62亿泰铢(约
9200万元人民币)。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泰国1月份外来投资
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