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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凡）在 2 月
28日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上，中
国贸促会介绍了去年服务外资
企业工作专班的工作情况和今
年服务外资的工作举措。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
帆介绍说，2023 年，中国贸促会
积极推动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
班工作“三个转向”，即从收集反
映诉求转向开展深度调研，从跟
踪解决问题转向优化营商环境，
从服务外资企业转向帮助地方
招商引资，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高级别政商对话成效
突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会
见美欧日商协会以及跨国公司
负责人，释放我国扩大高水平开
放积极信号，坚定外资在华发展
信心。

二是与外资企业和在华外
国商协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更趋完善。中国贸促会负责同
志会见知名跨国公司负责人 100
多次。各地方贸促会组织 1200
多场座谈会，调研 8000多家外资
企业，全年收集外资企业诉求
2100 多项，推动其中 1700 多项
得到妥善解决或有效回应。

三是助力招商引资加力提
效。外资企业“天津行”“安徽
行”“四川行”以及中外企业“新
疆行”“甘肃行”“宁夏行”等活
动成果丰硕，促成一批投资项
目和合作意向。“投资中国”平
台发布 6000 多个招商项目，各
地方贸促会开展海外招商推介
600 多次，推动近 2000 个外资项
目落地。

“今年，我们将更好发挥服
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和新成立
的中国国际商会外资企业工作
委员会作用，以更大力度支持外
资企业继续‘在中国、为世界’。”
杨帆介绍说，中国贸促会将更大
力度服务外企在华发展，主要措
施包括：启动 2024 年外资企业

“地方行”系列活动；持续收集外
资企业诉求并推动解决；深入开
展外资营商环境调研，了解外资
企业在华发展现状及期盼，研提
政策建议。

更大力度支持外企
“在中国、为世界”

全球化智库（CCG）2 月 27 日
在北京举办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
机遇研讨会。多家全球知名跨国
企业代表围绕外企在华发展进行
了讨论。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冷炎表示，尽
管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对全
球供应链有所影响，奔驰集团整体
业务发展却依然稳健。冷炎认为，
今年以来，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外
溢风险还在持续增加，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现象依旧较为普遍。受此
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将会面临更多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冷炎表示，当前全球汽车行业
正面临着从传统燃油车向电动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压力。外资企
业在提升中国整体尤其是汽车行
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保障就业和
提供税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保证了国际合作和全球供
应链的稳定。2023 年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达到 11.3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虽然下降 8%，但仍处于历史高
位。最近，针对德国企业的《对华
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90%的
受访企业有意愿继续扎根中国市
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
关‘去风险’‘供应链多元化’的讨
论越来越多。”

IBM 大中华区政府关系副总
裁崔海霞表示，最近几年 IBM全球
业务稳步增长，但大中华区的表现
差强人意。地缘政治因素对相关
业务的挤压非常明显。“只有和一
流厂商进行公平竞争，才有可能让
国内厂商跑得更快，激发他们更大
的创造力。”

崔海霞介绍，近年来，部分产
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现象的确
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附加值

的供应链都留在了中国。中国供
应链的配套能力和效率在短期内
远非东南亚国家可比。

在她看来，当前，中国企业正
在面临新一轮的技术浪潮。跨国
公司依托强大的技术和资金后盾
能为有需求的中国企业赋能。面
对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不少企业
负责人在去年表现出了焦虑。国
内的一些优秀企业，迫切希望能够
得到国际领先厂商的技术加持，继
续提升市场竞争力。目前，国内的
部分城市已经在建立与 AI 技术相
关的产业园区，并邀请 IBM这样的
国际企业入驻。“我们这样的龙头
企业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帮助当地建立良好的相关产业
生态，并为细分厂商的发展提供空
间。”崔海霞说。

德勤中国品牌市场总监范跃
龙介绍，从 1981 年恢复业务以来，

德勤已在中国 31 个城市设有办公
室，拥有员工两万余人，相关业务
渗透到区域发展的方方面面。德
勤服务了 90%以上的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拥有微软、亚马逊等的生
态联盟伙伴和阿里云、华为云、联
想这样的中国本土合作伙伴。多
年来，德勤一方面为中国地方经济
带来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在降低
亚洲市场的跨区域运营成本，为中
国市场带来更多的人才培养机会，
从而更好地在全链条上服务于外
商投资企业。目前，德勤中国已经
完成了本土化股权改制。未来，还
将启动德勤书院的建设，把中国的
本土化人才战略列入长远规划。

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冷炎认
为，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再次将稳
外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加强和巩固
外资在华发展的信心。

此外，冷炎也希望制定政策的
政府部门在出台新的政策法规时
充分征求各方建议，尤其是外资
企业的建议。“如果一项新的政策
法规或者要求的出台在客观上造
成新的贸易壁垒，就会直接提高
企业的研发经营成本，更会打乱
企业对政策的预期，让人感到无
所适从。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
好，也将成为影响外商投资企业
信心另一个重要方面。”崔海霞则
表 示 ，看 见 的 力 量 是 非 常 巨 大
的。要保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
信心和业务基本盘的稳定，让更
多的海外高管能够看到中国机会
和中国客户的需求非常关键。为
此，旅行便利化措施的进一步实
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够进
一步提升海外人员来华访问的便
利化程度，将对跨国公司的在华
经营带来更多帮助。

持续推动政策落地 树立外企发展信心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科 锐 国 际 2 月 27 日 发 布 的
《2024 人才市场洞察及薪酬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显示，中国企
业出海势头强劲，出海揽人才进
入 3.0 时代。指南同时指出，中国
企业需要以人才引领未来，从而
提高国际竞争力。

指南显示，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继续保持世界前列，共建“一带一
路”让中国更进一步融入世界舞
台，也为中国企业出海谋求第二
经济增长曲线提供了丰富机遇与
广阔天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在出海领域方面，中国企
业出海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以及
竞争力都在不断加强，出海企业
的类型百花齐放，包括消费电子、
智能家居、装备制造、新能源及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在出海进程方

面，中国企业已经从单纯的产品
出海或营销出海，更进一步发展
为品牌出海和研发出海，开始建
立全球化研发团队，开展全球化
全线业务。

在此背景下，人才需求升级
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人才出海
进入 3.0 时代。科锐国际副总裁
兼董秘、国际化业务负责人陈崧
分析说，在 1.0 阶段，出海企业主
要是以外贸服务型企业为主，这
个时期人才可能还是团队都在国
内，需要海外的供应商进行产品
销售；到 2.0 阶段，出海企业开始
在海外搭建自主营销团队，市场
营销类、销售类人才需求量大；进
入 3.0 阶段是在最近五年，越来越
多的新能源行业比如风电储行
业、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出海，很
多中国的先进技术在全球溢出，

开始在全球建立研发团队以及生
产制造包括销售一体化的全球化
业务，这个过程中对技术研发、厂
建、精细化管理等各层级的人才
需求量大幅攀升。

在职位需求方面，指南显示，
多个领域海外营销端岗位包括大
区经理岗、渠道拓展岗、品牌及市
场岗位人才依然持续热需；新能
源汽车布局海外建厂，带来海外
厂务、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
海外工厂运营高端人才紧缺；创
新药企 license-out 的火热出海态
势使海外 license BD 岗位需求上
扬；具备跨文化管理经验和跨国
合作能力的专业人财法职能岗位
人才成为标配。

在具体国别区域市场方面，中
企在东南亚快速扩张，孕育了中国
大陆技术人才海外岗的火热需求，

伴随着RCEP的深入实施，中企与
东南亚市场的科技与人才流动将
向纵深发展，共同推动区域的经济
繁荣。而在欧洲，虽然各国在创新
体制建立上颇有建树，但伴随人口
老龄化趋势等多方劣势因素影响，
欧洲的高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愈发
明显，这使得人才招引与人才留任
显得更为重要。

陈崧表示，对出海中企而言，
3.0 时代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然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来支持企业出海，为企业
出海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中
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很多中国
企业对于全球化的认知和文化理
解不足，缺乏雇主品牌建设意识，
制约着中高端人才的吸引和跨文
化的多元团队搭建。此外，很多中
国出海企业对于目标国家的产业

链和人才流动趋势了解不够深
入。由于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往往
对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营商环境
不熟悉，甚至对当地的隐私信息、
敏感信息的理解也不同，出海中的
人才招募和海外雇佣成为合规问
题的高发地带，在薪酬福利的设
定、支付方式的选择、社会福利的
缴纳、用工时长的约定等方面，也
易触发合规的问题。

“中国企业出海应该坚持‘系
统规划，科学部署，尊重文化，因
地制宜’的 16 字方针。首先在全
球化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进行人才
市场摸排，明晰人才战略；其次要
科学部署人才发展规划；最后要
因地制宜并充分尊重本地文化，
搭建跨文化的多元人才梯队，这
样才能在全球化之路上获得长期
持久的高质量发展。”陈崧说。

3.0时代：中企出海揽才进入新时代
■ 本报记者 张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