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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谈

全面开放制造业，强化外商投资信心
金英姬

今年前10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34.4亿元，保持增长势头——

更多外资投向“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中国
的重点行业之一

上海浦东，一座6500平方米的全新厂房
前不久在此落地投产——这是施耐德电气上
海康桥工厂三期工程。该工程的顺利落成，
意味着施耐德电气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空气断
路器生产基地，整体产能预计提升 30%，将
加速推进中国和全球电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加大在华投资，不断
强化创新研发力度。”施耐德电气执行副总裁、
中国及东亚区总裁尹正介绍，除了上海康桥工
厂三期工程，今年初，施耐德电气还在上海成立
了“关键电源创新实验室”，助力数据中心产业
转型升级，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这是外商投资中国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不少外企高管频频访华，外资加码中国制
造业：特斯拉新建的储能超级工厂将在上海
开工；丹佛斯全球制冷研发测试中心在天津投
用；总投资 20 亿元的太古可口可乐（苏州）饮
料有限公司在江苏昆山正式动工……一笔笔
签约合作、一项项投资成果，彰显着外资持续
看好“中国制造”的信心。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今年前 10 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1947 家，同比增
长 32.1%；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虽出现波
动，但外商来华投资热度不减。从来源地看，
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实际对华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 110.3%、94.6%、90%、66.1%、
33%。其中，制造业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点行
业之一。前 10 月，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同比增长1.9%。

“近些年，中国制造业领域吸引外资的积
极因素明显增多，拉动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
金额保持增长，增速明显高于总体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增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
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李大伟分
析，一方面，中国的科技研发人员、技术工人
及先进技术等优质要素禀赋日益凸显，吸引
了不少跨国公司来华布局高技术产业研发制
造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各种
新产品、新技术等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对跨国
公司的吸引力也在显著上升。

“中国市场潜力大、发展空间广，推动我们
在华业务实现快速增长。”尹正说，“伴随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我们能更敏锐地发
现并满足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并在此过程
中进一步深耕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与研发是外企看
重的发展机遇

分领域看，先进制造业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全国高技术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5%。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同比分别增长34.6%、14.8%。

外商为何青睐这些领域？采访中，多家
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具备极高的自主研发能
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生产研发等各环
节提供了极大便利。

今年三季度，中国贸促会对 700 家外资

企业进行调研访问，其中 67%来自制造业。
调研结果显示，受访外资企业连续三个季度
认为“技术创新与研发”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发
展机遇。

“我们位于安徽合肥的电动汽车工厂即将
投产，最大年产能可达35万辆。这不仅是一个
生产基地，还将成为我们在中国新的研发和创
新中心。”在 2023 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表
示，自己对中国各地的研发潜力充满期待。

“近些年我们研发的多款高精尖产品中，
有不少是融合全球资源和中国智慧的创新成
果。”GE医疗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张轶昊说，“我们不断推进创新研

发，深化国产布局，已经成为拥有较多中国国
产成果的跨国企业之一。仅在 2023 年，我们
就在北京落地了 PET/CT 分子影像产线、在
四川成都投资建设了精准医疗产业基地，还
与国药器械成立了医疗设备合资公司。希望
携手合作伙伴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让世
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外资企业来华兴业结构持续优化，高
科技、新动能不断涌现，离不开高质量吸引
外资的政策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此前印发的《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
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提
出，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实施好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配套政策。支持外商投资创新

发展，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深化科
技开放合作。

“中国积极促进开放合作，出台多项对
外开放政策，推动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领域的优质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和中国企
业共同构建起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链，吸引着更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扎根中
国。”李大伟说，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中国已
经全面放开汽车行业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有
效促进了全球知名车企来华投资兴业，进而
促进了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
发展。

企业投下的“信任票”是最好的印证。第
六届进博会期间，松下控股株式会社集团首
席执行官楠见雄规透露，松下持续在中国扩
大投资规模，近 3年已在中国新设了 10余个
基地。松下与丰田合资的大连泰星能源有限
公司作为车载锂电池的制造基地，将于今年
12月开始第三期工厂量产，以增强新能源车
载电池的生产供应能力。德国企业巴斯夫执
行董事会主席薄睦乐到访中国时表示，中国
汽车行业需求尤其强劲，公司在中国的工厂
一直在增产，预计这种情况还将继续。

围绕“进、高、促、优”，继续
提升利用外资水平

吸引外资，中国利好政策不断。
一般制造业领域实现全面开放，自贸试验

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全面“清零”……中国
多次出台政策措施，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尤其在制造业领域持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为
外商来华投资提供便利。

“随着我国持续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不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体系，跨国公司在中
国开展业务的外部环境日益优化。”李大伟
说，“以自贸试验区为例，作为跨国公司对华
投资的重要平台，早在 2021 年，自贸试验区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就已实现制造业‘清零’。
在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自贸
试验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外资流向新
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
业，有效促进了我国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2022 年，21 家自贸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实际
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53.2%，增速远超 28.3%的
全国平均水平。”

着力持续扩大开放，更多政策红利在释
放。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中国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
入限制措施。这一项“全面取消”，意味着制造
业领域外资准入全面放开的范围将从自贸区
扩大到全国，真正从试点走到推广。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既彰
显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是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
措，将有力推动外商投资促进制度、外商投
资保护制度、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等外资
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作用十分突出。”李大伟
说，“对市场主体而言，中国本土制造业已经
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取消制造业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将有利于本土企业在和外
资企业的深入合作与良性竞争中进一步提
升国际化水平，进而成长为世界一流的跨国
企业。”

围绕“进、高、促、优”，中国将继续提升
利用外资水平，吸引全球企业赶赴这片投资
热土——

降低“进”的门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
示，将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
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对接“高”的标准，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
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

提升“促”的水平，通过持续举办圆桌会
议等方式，及时听取外资企业意见、回应企
业关切；

进一步营造“优”的环境，落实好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
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将政策的含
金量转化为企业获得感。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1至10月，“中国
制造”魅力不减，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达到2834.4亿
元，同比保持增长，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吸引外资增速更是
达到9.5%。

在世界经济恢复放缓、
全球跨国投资低迷的大背景
下，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何
以持续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需求不足，但在极其不利的外部
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依
然保持了整体稳定，成绩来之不
易。这一增长态势的延续，离不
开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断提
升的创新能力、持续优化的营商
环境等因素。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扩大内需和“双循环”
经济发展战略是重要“强心剂”。中国具有 14 多亿人的
超大市场规模，中国市场购买力强、潜在购买群体持续
增长，对外商而言是强大的“吸金磁”。中国市场潜力
大，给予外商投资中国良好的回报预期，形成更加坚定
的投资信心。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行业种
类和数量丰富的制造业配套产业集群以及相对较完善的
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同时，中国拥有庞大且训练有素的产
业工人和各领域专业人才，这是中国特有的生产成本优
势、区位配套优势和综合效率优势。

中国自主研发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高，为高
质量吸引外资打下基础。今年，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
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节能环保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出现了一批引领经济发
展的新热点、新业态。科技创新和业态创新不仅为中国经
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还为在华外资企业的生产加工装
配、运输销售、出口等提供了诸多便利，进而推动中国从

“世界加工中心”逐步转向“世界创新中心”，为外资企业
提供更多合作平台和发展机遇。

当前，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
型转向制度型开放，外商投资政策进一步放宽，负面清
单限制条目持续减少，外资营商环境更加得以优化。今
年 10 月，中国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
制，这一举措更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加大开放力度的强
烈决心。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是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指
标之一，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全面
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意味着中国将在产业、
范围、层次、方式等多维度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这向
世界传递了鲜明的开放信号，有助于打消外资对中国经
济政策、外资政策的顾虑，强化其投资信心，进而促进
外资流入。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外商投资中国的可预测性和投资回报的可预期性。
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最大

的货物贸易国、最具潜力和活力的第一大市场、最有吸引
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还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这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有足够包容力、共
享力的经济大国，中国欢迎世界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共享
开放机遇。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为外资企业提
供了更多发展机会。眼下，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标准化逐步与国际接轨，
同时，中国不断扩大自贸试验区等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完善制度保障，政策更加公
平透明，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为外资提供了更多的交流
合作平台和发展机遇，让外资企业得以搭上中国经济稳
步发展的快车。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将促进中国产业
升级换代和经济加快转型。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门槛降
低，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投向中国制造业，这将推动中国
企业在良性竞争和合作中不断提升自身实力，进而形成更
有活力的经济环境，促进中国制造业继续向高端创新型行

进，推动中国制造业加速迈
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还有助于中
国突破外部封锁和遏制。外
资不仅能够连接国内外市
场，还能促进国内外资源的
整合与利用，是中国和世界

经济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的直
接渠道。近段时期，国际上出现了各种排他性、封闭性

“小院高墙”，以技术封锁、贸易壁垒以及制造业本国
化、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近岸化、友岸化等为主要手
段，鼓吹“与中国脱钩断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
准入限制，将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开展生产经营和科
技创新活动，有助于中国突破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重
建并维护良好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
以来，上海自贸区和临港新片区诞生了若干个“全国第一”，在制造业、金
融业等数十个开放领域，实现一批全国首创项目落地。图为位于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梁 晨制图 （新华社发）

◀在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工厂某车间，机器
臂在焊接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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