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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投资兴业的
外企普遍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比如，相关数据显示，过去 5
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
平均为 9.1%，这高于外资在
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收益率。
2023 年，随着中国经济在爬
坡过坎中走出了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不少外企
呈现出较好的盈利状况，传递中国经济的积极信号。
从实际来看，很多外企都在积极布局新赛道、抢抓新
机遇。在不少全球商界人士的眼里，“下一个‘中国’，
还是中国”。

为何中国的吸引力这么强？关键在于中国推动高
质量发展，打开了新的蓝海。

从需求侧看，作为“世界市场”，中国市场的规模巨
大且不断变化升级。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26 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47 万亿元，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2.5%，年末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 66.16%，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41.8 万亿元，
2023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4 年增长了约 1

倍……这表明，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一片大海。
在中国经济持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这片

大海也会持续衍生出需求的“新蓝海”。比如，中国各
地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不同，对不同品类、不同定
位、不同特点产品的都会有需求。随着各区域发展更
加协调，很多外企主打产品的市场空间也会稳步扩
大。再如，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也
会带来全新的需求释放。这几年在进博会的带动下，
很多中国消费者购买年货时都会把外国生产的食品、
化妆品、保健品、日用品等放入“购物车”，这不仅在
很大程度上促进着进口增长，而且还为外企在华直接
投资兴业打下了强大的现实基础。可以说，规模巨
大、消费力强、层次丰富、持续升级的中国市场，对

任何外企都是难以放弃的舞台。
从供给侧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对外企的支撑作用

日益增强。在中国招商引资早期，“市场大”“劳动力成本
低”是主要优势。如今，优势远不止于此。一方面，中国基
础设施、通讯运输、公共服务等行业持续改善升级，直接
降低了外企在原材料、商品、人员、资金上的流通成本。
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高附加值领域供给能
力的增强，为外企来华投资研发总部、创新基地提供了
更大空间。

比如，宝马、奥迪、大众等外企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
商数量增长较快，这意味着外企可以更加直接地享受到
产业聚集、供应链完善带来的成本降低。此外，外企还可
以发挥自身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参与中国产业

升级的过程，实现全新发展。
如今，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
球首位，是唯一拥有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2023 年全社
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强度达 2.64%，新
产业新优势加快布局和形

成。可以说，中国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力正吸引着外
资进行前瞻性布局。很多外企都希望在华投资能为其全
球业务带来支撑。

新机遇频现，蓝海还是蓝海。尽管短期来看，通胀、利
率汇率等会影响外资流入数量，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
也会冲击外企投资意愿。但放眼长远，外资对华投资还有
很大潜力和空间。中国将会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优化
外资营商环境，创造
更多共赢商机。

（作者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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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向好业绩向好，，中国市场贡献颇多中国市场贡献颇多

欧莱雅、博世集团在华销售额增长均超
5%；苹果公司大中华区营收约占公司总营收
1/5；默沙东在华销售额达67.1亿美元，同比
增长 32%……一份份在华业务成绩单格外亮
眼。“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及其长期的增长
机遇抱有信心。”面对中国市场的贡献，汇丰
集团行政总裁祈耀年的话说出了不少外企的
感受。

外企在中国为何取得了较好业绩？
一方面，中国庞大的市场功不可没。芬

兰通力电梯公司（KONE）大中华区总裁包嘉
峰告诉本报记者，2023财年，中国市场对公
司的全球业绩作出了显著贡献，是通力全球
最大的单一市场，在全球销售额中占比约为
26%。这一年，通力在华累计发运电梯台量
突破 150万台，维保台量突破 60万台，更新
改造业绩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新梯市场，同
时也是在用电梯数量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
中国的在用电梯中，95%的设备使用年限未
超过20年。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电梯维保和
更新改造市场有着巨大成长空间。”包嘉峰
说，没有中国的发展，就没有通力的成功。
今年，通力正进一步优化产品与服务，积极
参与中国各类城市的更新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政策展
现了吸引力。“2023 年，尽管我们遇到各种
挑战，但卡赫在华的整体业绩还是很不错，
中国市场销售持续保持增长并在卡赫集团的
全球市场中位列前十。其中，卡赫的蒸汽清
洁机和擦窗机销量更是持续走高。”卡赫中国
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柯睿霖说。

在柯睿霖看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强大
的供应链基础、丰富的人才资源、稳定的社
会环境、不断推出的各类优惠政策，为企业
在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外资24条’发布
以来，许多举措已经直达企业并落地见效。
其中税收优惠政策和欧洲多国来华人员免签
等，直接帮助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增强了
国际技术合作。”柯睿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
12月以来，他每个月都要迎接一批从欧洲来
中国访问的同事，感觉既忙碌又充实。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洪涛说，除了庞大的市场之外，中国
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优质的人才资源
等供给侧优势，让外企得以高效整合各类生
产要素。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创新驱
动下加速升级，丰富的创新场景、创新平
台、创新要素为跨国公司的新品研发及销售
提供了全新机遇，有利于更好地赢得全球
市场先机。

来华设厂来华设厂，，充分发挥全球价值充分发挥全球价值

“我们的昆山工业园，是通力在全球规模
最大的生产基地，拥有通力在全球最高的电
梯地上测试塔以及超过 200 项有效专利，不
仅满足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还将产品出口到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谈及在华投资的

分量，包嘉峰这样说。
从德国大众最大的海外研发中心在华投

入运营，到埃克森美孚在大亚湾石化区建设
再增资 100 亿元，越来越多的外企正在用实
际行动深度扎根中国。

有的持续扩大在华产能。3月1日，跨国
生物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阿斯利康将在无锡投资 4.75
亿美元新建小分子创新药物工厂，预计未来
在国内上市的阿斯利康特定小分子药物将在

无锡新工厂实现从制剂到包装的生产，并供
应国内外市场。新工厂将加入阿斯利康全球
生产供应基地，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中国造”的
优质创新药品。

“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规模逐渐扩大、创新
市场迅速扩张，特别是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
了大量海内外科技人才创业。阿斯利康将坚
定拥抱中国新机遇，让‘中国制造’充分发挥
全球价值。”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
说，目前，阿斯利康在中国研发管线内有超
过200个项目，预计5年内获批的新药或新适

应症可达100个左右。
有的加速完善服务体系。今年 1 月，空

中客车、TARMAC Aerosave 公司与成都市
政府合作成立的中国首家飞机全生命周期服
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该中心将面
向各种机型提供飞机从停放、存储到维修、
升级、改装、拆解和回收的一站式服务。至
此，空中客车在中国的产业布局覆盖了从研
发、零部件生产、飞机总装、技术支持和服
务到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

空客中国相关负责人说，在全球供应链
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合作伙伴凭借独特的
产业优势，在稳定供应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展现了极强的韧性和竞争力。“2023
年，我们向中国内地航空公司交付 97 架飞
机，其中有近 59%来自天津。可以说，中国
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空客带来许多
全新的发展机遇。”该负责人说。

有的大力开发前沿新品。丰田汽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品牌沟通部部长徐一鸣对本报
记 者 说 ，2023 年 ，丰 田 在 中 国 市 场 销 量 为
190.76万辆，占全球总销量的17%，在华2家合
资公司也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2024
年，丰田将继续扩充纯电动车型产品阵容，年
内会有2款全新的纯电动车型正式上市。

“今年上半年，首家在日本以外建造的氢
燃料电池系统专用工厂将在华竣工投产，加
快氢燃料电池技术在中国的商业化普及。同
时，在智能化方面，我们还将和合作伙伴
Pony.ai、广汽丰田正式成立新的合资公司，
进一步探索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规模化、
商业化。”徐一鸣说，丰田将丰富 TOYOTA
bZ纯电动专属系列产品阵容，推出更多各类
动力模式的新产品。

拥抱未来拥抱未来，，携手开拓更多机遇携手开拓更多机遇

中国日本商会调查显示，多数在华日企
对中国营商环境表示满意；中国美国商会调
查显示，50%的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首
选或前三位投资目的地；汇丰银行 《海外企
业看中国 2023》 调查报告显示，87%受访海
外企业表示将拓展中国业务布局……外企来
华热情高，关键在于看好这里的未来。

韩国希杰（CJ）集团中国区总裁尹道瑄
说，希杰已经在中国深耕近30年。中韩经贸
合作给希杰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希杰十分
珍惜并感谢中国市场为在华外企提供的发展
机遇与便利条件。2023年，希杰在华经营结
构性向好，营收稳定利润增长，集团对中国
市场预期保持乐观并对在华经营充满信心。

“我们通过持续提高研发能力，开发冷冻
面点小吃、意大利面、冷冻水饺等新品，兼
顾了创新研发、产品种类、食品安全，广受
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喜爱。”尹道瑄说，目
前，希杰在华投资的食品工厂分布于北京、
青岛、聊城、江门等城市，按照常温、冷冻
两大系列产品进行生产线布局，各食品工厂
运转可谓“势头好、劲头足”。未来，希杰将
不断拓展在华投资的广度与深度。

据美国泰森食品中国及韩国区副总裁郑
琼介绍，泰森在牛肉、鸡肉、猪肉等肉类蛋
白质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近
年来，泰森在营业收入方面表现良好，泰森
中国业务的销售额和进口量均实现每年双位
数增长。

“中国不仅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而且一直
在努力为外国投资者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这有助于我们在争取消费者和提升附加值时
获得更多竞争优势。从年初至今，泰森在华
营业收入大幅超出总部设定的目标。”郑琼对
本报记者说，中国市场一直是泰森食品最为
关注并持续增长的海外市场之一，泰森将持
续扩大在华投资。

李洪涛说，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
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 82.5%。超 14 亿人口的
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和升级，为跨国公司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凭借着现代
化的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产
业配套能力以及优质的人才储备等，中国能
够为外资企业提供高效的生产和物流解决方
案并降低运营成本。“可以说，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带来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正在为
广大外企带来源源不断的新机遇。外企应进
一步提供更高品质的本地化产品和服务，争
取实现更大的发展。”李洪涛说。

多家外企在华交出亮眼成绩单——

中国仍是全球“最佳投资沃土”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
年1月，外国投资者在华投
资新设外资企业 4588 家，
同比增幅高达 74.4%。商务
部外资司负责人说，这显示
出外资来华热情高涨，跨国
公司依然看好中国市场发展
机遇，持续加码“投资中
国”。近期，诸多外商投资
企业 2023 年度在华经营业
绩公布以及一系列增资扩产
举措，印证了这种态势。

▲地处中俄边境的黑河市以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
片区建设引领对外开放，赋能地方经济发展。2023年，自贸片区引进外
资企业 16家，直接利用外资 127.3万美元，同比增长 27.3%。图为黑河
片区黑河跨境电商园区智能仓储物流中心的工人在查找货物。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 SMC（中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为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提供核心零配件的外资企
业。图为工人在该公司北京第二工厂工作。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山东省荣成市港西镇一家外资
电子制造企业的工人们在电子智能设
备生产线上忙碌着，赶制出口国外的
订单产品。

李信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