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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潮涌鹭岛。9 月 8 日—11 日，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

简称“投洽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来自 10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个客商团组、5.8 万多

名境内外客商齐聚于此，共同开启合作共赢

和双向投资的“金钥匙”。

紧扣“扩大双向投资 共促全球发展”

的永久主题和“开放·融合 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年度主题，本届投洽会旨在打造服务

全球发展的国际投资公共平台，促进各国扩

大相互开放、深化投资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在投洽会主场馆厦门国际会展中心，记

者走进会场和展区，记录下不同领域的国际

经贸合作最新成果，切身感受持续涌流的投

资活力。

提升服务水平，促进双向
投资交流互动

9 月 8 日上午 9 时，投洽会展馆内已人

流如织。客商们穿梭在不同展台间，时而

翻看各类资料册，时而坐下与展台工作人

员交流。

在宏立信（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工

作 人 员 徐 丽 珍 正 忙 着 给 客 商 介 绍 企 业 产

品。“刚刚开展 1 小时，我们就迎来了四五拨

问询洽谈的客商。”徐丽珍说，今年企业带来

全新的 5G 智能通信投影机，“希望借助投洽

会平台，打响企业品牌知名度，挖掘更多海

内外潜在合作伙伴。”

企业实现高效对接洽谈，离不开投洽会

不断优化的服务保障措施。

今年是投洽会恢复“一年一办”的第一

年。作为以投资洽谈为主要特色的展会，本

届投洽会围绕参会各方需求，提供一系列精

细化服务，助力招商引资和投资合作需求实

现精准匹配。

据介绍，总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的展区被

分为投资促进馆、产业创新发展馆、项目资

本对接馆三大区域，以不同方式展示双向投

资促进的主题内涵，并专门设置了智能制造

及数字经济展、新能源及绿色创新展、乡村

振兴产业展等多个专业展区。展馆连接处

的一块大型展板上，详细罗列了上百个项目

的名称、举办地点和联系人，方便客商根据

需求“精准出击”。

展馆内，随展台配套布置的沙发、座椅

洽谈区十分亮眼。在 2.5 万平方米的项目

资本对接馆，洽谈区的桌上摆放着茶水、零

食、绿植等，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洽谈氛围。

“大会致力于打造集展览展示、项目路演、

对接洽谈于一体的融合场景，将各类要素

集聚到同一块场地，有效提升投资互动效

果。”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会展局局长陈

颢颖介绍。

在厦门“专精特新”企业展区，聚集了不

少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多为

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平日里不为大众所

熟知。为提高投资对接成功率，组委会为这

些企业配套了项目路演推介会，邀请投资

人、产业链潜在合作伙伴来到现场，力促达

成合作。

洽谈不止于现场。点开“云上投洽会”小

程序，展览展示、项目推荐、论坛集锦等信息

实时更新、一键可查。此外，今年的“云上投

洽会”还新增了人工智能产业顾问服务，不仅

能回答有关投洽会的各种问题，还能提供专

业的投资建议、推荐招商或投资项目，甚至给

出招商方案，进一步实现线上线下功能互补。

巩固合作成果，共享“一带
一路”发展机遇

在投洽会中心展区，雅万高铁动车组缩

放模型吸引了不少海外客商驻足。“雅万高

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开通运行后两地间

最快旅行时间可由 3.5 小时压缩至 40 分钟。”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企业紧抓共建“一带一

路”机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高端轨道

交通装备加速出海。

本届投洽会上，类似的“一带一路”元素

随处可见。

9 月 8 日—9 日，第十届中国—中亚合作

论坛在厦门同步举办。在中国—中亚国家

合作展区，福建与中亚国家在经贸、文化、教

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成果悉数呈现，引来不

少客商参观。

与 中 国 — 中 亚 国 家 合 作 展 区 相 邻 的

“ 丝 路 海 运 ”展 区 ，则 以“ 港 航 创 新 驱 动 经

贸 发 展 ”为 主 题 ，重 点 展 示“ 丝 路 海 运 ”东

南 通 道 建 设 、跨 境 电 商 平 台 合 作 、数 字 港

航 发 展 等 成 果 。 据 统 计 ，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启动建设以来，“丝路海运”联盟成员

已 达 304 家 ，命 名 航 线 100 条 ，构 建 起 连 通

4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17 个 港 口 的 航 线 网

络，累计带动投资近 400 亿元。

随着合作基础不断夯实，更多合作正在

稳步推进。

在“两国双园”展区，中国—印度尼西

亚、中国—菲律宾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项

目推介现场热闹非凡。今年 1 月，国务院批

复同意设立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创新发

展示范园区。截至目前，中方园区已进驻商

贸企业 520 家，共有境内外投资项目 64 个，

投资额 893.6 亿元；中方园区企业赴印尼投

资项目 17 个，总投资额达 399.3 亿元。除此

之外，中菲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建设推进

会暨招商大会前不久也在福建漳州举行，签

约经贸项目 37 个，投资贸易额达 394.6 亿元，

园区建设正有序推进。

投洽会期间，主宾国塞尔维亚、卡塔尔也

分别举办投资推介和项目对接等经贸交流活

动，其中，中塞两国企业签署一系列项目合同

和投资协议。“投洽会为两国企业的合作搭建

了平台，有助于塞尔维亚吸引更多企业投资

合作。”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表

示，“一年多来，北京和天津相继实现了对贝

尔格莱德的直航，我们欢迎中国朋友的到来，

为塞尔维亚带来更多商业机遇。”

聚焦热点产业，拓展开放
合作新领域

本届投洽会上，新能源、人工智能、数

字 经 济 等 新 兴 产 业 成 为 备 受 关 注 的 投 资

领域。

在福建省新能源客车展区，连续多年参

展的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将最

新款纯电动公交车开到了现场。“投洽会为

我们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借助

投洽会，我们能够与更多海外客户面对面沟

通、一对一服务。”金龙客车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 2000 年开拓海外市场以来，企业已向

近 15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超 12 万辆大中轻

型客车。今年前 8 月，企业海外市场销售额

同比增长 58%，其中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销

售额同比增长 110%。

新 兴 产 业 投 资 空 间 广 阔 ，发 展 潜 力 巨

大，不仅吸引来不少投洽会的“老朋友”，还

迎来了一些“新面孔”。

首 次 参 展 的 上 海 联 影 医 疗 科 技 公 司

是 一 家 从 事 医 学 影 像 设 备 研 发 和 生 产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多 种 产 品 的 市 场 份 额 在

国 内 居 于 前 列 ，部 分 产 品 也 已 出 口 海

外 。 谈 及 这 次 参 加 投 洽 会 的 期 待 ，公 司

国 际 业 务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坦 言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投 洽 会 与 更 多 企 业 和 机 构 增 进 相 互

了 解 ，寻 求 更 多 合 作 机 会 ，进 一 步 拓 展 国

内 外 市 场 。”

来到各省份和参展城市的展馆，凸显地

方特色的优势产业百花齐放。在占地 720 平

方米的甘肃馆，各种展品琳琅满目，前来参

观洽谈的客商络绎不绝。作为本届投洽会

的主宾省，甘肃组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等 6 个产业 123 家企业参展，展

品数达 390 多种，为历年来该省外出参展数

量之最。

“聚焦投资热点领域，本届投洽会结合

会议论坛、展览展示、项目对接和信息发布

等不同方式，为全球投资者展现产业新赛

道、投资新热点，共享产业投资新机遇。”厦

门市副市长庄荣良表示。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投洽会的形

象标识，是一把由开幕日期中的数字“9”“8”

构成的“金钥匙”。未来，相信越来越多国家

和地区、政府和企业将通过这把“金钥匙”，

更好打开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开放之门。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

深化投资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韩春瑶 罗珊珊 王崟欣 赵益普

本报厦门 9月 10日电 （记者罗珊珊）

在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

间，商务部、福建省人民政府 8日在福建厦

门共同举办“投资中国年”主旨论坛暨福

建专场推介，350余名来自跨国公司、外国

商协会、国际组织和地方的代表参会。

本次主旨论坛以“投资中国 共创开

放繁荣的美好未来”为主题，围绕绿色发

展、智能制造融合创新、股权投资策略等热

点话题，配套组织 3场专题研讨。在福建专

场推介中，福建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围绕

产业体系、营商环境等介绍情况，福建省 9
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别进行推

介，促进与企业对接洽谈和项目签约落地。

今年，商务部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

系列活动，展示中国投资机遇，为跨国公

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搭建平台。本届投

洽会期间，商务部还发布了《中国外资统

计公报 2023》《中国外商投资指引（2023
版）》《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23》，详细介绍

中国吸收外资情况，深入阐述中国引资优

势，为外商来华投资兴业提供便利。

“投资中国年”主旨论坛暨福建专场推介举办
配套组织3场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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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中亚国家合作展区。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图②：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暨 2023 国际投资论坛开幕式

现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图③：展区内客商云集。

徐 林摄（影像中国）

“中国吸收外资稳定发展一枝

独秀，投资环境不断完善”“中国具备

国际一流的供应链体系，我们将继

续在中国深耕发展”“我们希望与中

国伙伴开展合作，共同实现高质量

发展”……9 月 8 日，第二十三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投

洽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八方宾客汇聚，共话开放合作。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越是面临风险挑战，越是需要以

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

力。我国举办投洽会，正是以实际

行动助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有

助于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发

挥我国作为全球投资大国的积极作

用，对推动全球投资稳定增长具有

重要意义。

致力于打造双向投资促进、权威

信息发布和投资趋势研讨三大平台，

投洽会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投资盛会之一。今年是我国改革

开放 45周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10周年。在投洽会上，走过一

个个精心布置的展台，见证一次次真

诚深入的洽谈，更深切感受到我国一

以贯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

球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态度。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持之以恒为外商投资营造更优环

境。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主旨论

坛暨福建专场推介、继续丰富“中国

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发布《中国

外资统计公报 2023》《中国外商投资

指引（2023版）》等权威报告……投洽会上，形式多样的活动详

细介绍中国引资政策、各地优势产业，帮助外资企业更好了解

中国、投资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更多外商安心扎根

中国。今年前 7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8406 家，同比

增长 3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8%。

助力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投资合作成果惠及各国

人民。在投洽会上，能看见雅万高铁、“丝路海运”、中菲经

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等共建“一带一路”成果的身影。近年

来，随着高水平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实施，我国积极开展对外

投资合作，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调整，为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2.8 万亿美元，规模位居

世界前列。近年来，中资企业向东道国年均缴纳各种税费

超 500 亿美元，拉动当地就业近 250 万人。

双向投资互动、合作共赢未来的故事还在继续。过几

天，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拉开帷幕，一场场国际经贸

盛会接力举办，唱响全球共同开放的和美乐章。新征程上，

我国将持续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打造国际合作公

共平台，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构建全球发展

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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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 9 月 10 日电 （记者韩

春瑶）第二批中国投资热点城市名单

8 日在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上发布，昆明、贵阳、长沙、呼和

浩特等 18 座城市上榜。

发布会上，由投洽会组委会联合

普华永道编制的《2023 中国投资热点

城市报告》同期发布，分别从增长力、

扩展力、改革力、创新力、成本力 5 个

维度，帮助投资热点城市挖掘其独特

优势和发展潜力，多层次展示城市形

象、投资环境、新兴产业赛道和人才战

略，为招商引资特别是吸引外资提供

助力。

据悉，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投资盛会之一，投洽会自去年起创

新设置“中国投资热点城市”展区，由

各省份商务部门推选发展基础扎实、

未来发展动力强劲的 18 个城市集中

展示推介，助力挖掘城市竞争力，促进

城市招商引资，共享全球发展机遇，在

海内外工商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第二批中国投资热点城市名单发布
共计18座城市上榜

本报厦门 9月 10日电 （记者王崟

欣）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福建省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8 日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集中

签 约 重 大 项 目 50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1222.8 亿元。其中，数字经济、海洋经

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项目 42 个，计

划投资 968 亿元。外商投资项目 22 个，

计划投资 486.8 亿元。

从产业投向看，制造业项目 24 个，

计 划 投 资 671.3 亿 元 ；服 务 业 项 目 24

个，计划投资 468.5 亿元；电力能源项

目两个，计划投资 83 亿元。从项目规

模看，单个项目平均计划投资 24.5 亿

元 ，计 划 投 资 最 多 的 为 中 化 泉 州 基

地 炼 化 产 业 升 级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为

150 亿元。

一项项重大项目的签约，将在扩大

有效投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为福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福建在投洽会集中签约50个重大项目
计划总投资122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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