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责编：杨 宁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4年4月19日 星期六2014年4月19日 星期六环球扫描

4 月 16 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
“第八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在
北京国际饭店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加
拿大、德国、新加坡等多国企业的1600
多位代表出席。本届“跨投会”以“推
动对外投资合作，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为主题，围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
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开讨论，并就
跨国经贸合作的机遇及挑战等多个议题
进行探讨。

“走出去”空间巨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资企业先后经
历了从商品“走出去”，到工厂“走出
去”，再到资本“走出去”的阶段。目
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最大的对外投资新兴经济体和对外投资
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
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6 个国家和地区
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
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6.8%。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会长姜增伟在会上表示，“虽

然中国在年对外投资流量上已经成为全
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但对外投资存
量仍然很小，仅相当于美国的 1/10、日
本的一半、德国的1/3。”他说，随着中
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对外投
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走进去”难在何处

中国企业走出去容易，但是融入当
地社会，站稳脚跟，“走进”投资东道
国却很难。被看作“外来物种”的中国
企业身处陌生的环境，往往会水土不
服。

中资企业面对全新的环境，总是以
中国式的思维去做国际化的事，由于缺
乏对投资东道国政策、法律的研究，往
往 遭 到 当 地 企 业 的 排 斥 ， 甚 至 引 发
诉 讼 ， 中 小 民 营 企 业 在 这 方 面 尤 为
突出。

草率和盲目行事，也是中资企业难
以“走进”投资东道国的又一原因。一
些中资企业缺乏对市场和投资领域的深
入调查，就急于走出去，往往“走出
去”易，“站得稳”难。“只有了解环

境，才能确定发展方
向。华为和海尔之所
以成功，就源于其对
市场的了解。”德中经
济联合会中国形象大
使杨元清在接受采访
时如是说。

文 化 融 合 的 鸿 沟
难以跨越。“无论是中
国企业到国外寻求发
展，还是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都面
临着对两国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了
解等问题。”庞巴迪中国区总裁兼首席
代表张剑炜说。

“走得好”如何实现

中资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表
现的是资金的雄厚；中资企业“走进
去”是软实力，体现的是跨文化沟通与
管理；而中资企业“走得好”是真功
夫，有赖于政府、企业多方的共同协
作。

政府层面，应深化区域合作交流，
加快推进平台机制创新，不断提升综合
服务功能。如连云港设立办事处和商务

机构，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
好城市缔结工作；推进区域产业合作机
制建设，共同探索建立产业跨行政区域
转移的利益分享机制等。

中资企业自身的适应与变革，是其
在海外实现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一是要
深入调研，确定顶层设置方向，注重人
才 和 技 术 创 新 ， 与 国 外 企 业 优 势 互
补；二是如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级参
赞高振廷在会上所言，要义利并举，如
紫金矿业在哈萨克斯坦解决了3000多人
的就业问题，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双
丰收；三是注重公关，以驻在国民众能
够听得懂、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互利共
赢的合作理念，以赢得驻在国人民的认
可。

“你要善待一个路痴，因为他走进你的心里就走不出来
了”。路痴党经常会用这样一种略带酸楚的戏谑，来表现他
们对自身缺乏方向感因而寸步难行的无奈，希望别人能

“善待”他们。
近日，据香港 《文汇报》 报道，印度某公司早前推出

的智能鞋“Lechal”将在今年6月全球上市，目前接到的订
单总量已经超过了3000双。据悉，这款鞋子可以通过蓝牙
连接智能手机地图应用程序，以震动方式为穿鞋者提供导
航。此外，穿鞋者还可通过这款鞋子计算步数、卡路里消
耗量等。设计者称，驾车时看手机地图非常危险，相信智
能鞋可改善道路安全，并对视障人士有极大帮助。

对资深路痴党来说，“带路”鞋子的上市显然是一种
“善举”。

路痴党在各种路标下行走，依靠建筑物和路牌辨识方
向，但是整个城市的面貌和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免
不了百转千回、独自彷徨的遭遇，尤其是在前不着村、后
不着店的境地，就差“独怆然而涕下”了。其实，路痴党
从来不缺少救星。电子地图、GPS、LBS服务不仅使目的地
信息一目了然，还能算出距离和需要的时间，并给出周边
的路况等提示，充分考虑到了路痴党四顾茫然的尴尬。确
实，导航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记忆所不及的盲区。

然而，导航技术的发展，真的是路痴党的福音吗？
有人发出倡议：救救那些困身于电子导航的路痴。英

国探险家雷诺夫·费尼斯就说道：“如果过于依赖科技，反
而会带来麻烦。很多人已经忘记如何看地图，怎样用指南
针了。”

神经科学家也曾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经常使用电子导
航的人，大脑海马组织中的脑灰质变少，那些每天都在路
上跑的出租车司机则反之。

海马组织负责空间记忆和暂存信息，如果信息被多次
使用，那么这些信息将被固化成记忆。这就意味着，习惯
了一系列导航手段后，人们可能会对环境的感知变得迟
钝，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想找回原有的“心灵导
航”模式时，你会发现自己很难做到。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路痴党开启莫管百转千回、“吟
啸”且徐行的“心灵导航”模式，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也
许，为迷路中而忐忑，为找到出路而欢欣，正是路痴们的
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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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在瑞士日内瓦，美国国务卿克里 （左） 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会谈结束后出席记者会。
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17日傍晚在日内瓦结束，参加会谈的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四方达成一项文件，同意采取切实步骤缓和乌克兰紧张形

势，在乌克兰恢复安全稳定。 新华社记者 张 淼摄

美联邦或因救市损失270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17日电 （记者樊宇、刘
劼） 美国国会预算局 1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金融
危 机 时 期 出 台 的 不 良 资 产 救 助 计 划 （简 称
TARP） 将令联邦政府损失约270亿美元。

国会预算局在报告中指出，TARP 总拨款约
为 4380亿美元，已产生的和可预见的损失总额共
计 270 亿 美 元 ， 主 要 源 于 针 对 美 国 国 际 集 团

（AIG） 和汽车业的救助以及降低房地产止赎率项
目的开支。这一损失数字比去年5月份的预测高出
60亿美元，增加的部分主要因为房地产救助项目
开支高于预期。

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AIG的救助中损失150
亿美元，而针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救助将带来240亿
美元净收益，因此银行业救助的净利润为 90亿美
元；针对汽车业的救助项目损失140亿美元，房地
产项目损失260亿美元，其他项目盈利40亿美元。

TARP 减轻了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系统性风
险，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但也因为资金的使用成
本和道德风险等弊端而遭受争议。

美军将延长其空军在波兰驻扎期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17日电 （记者穆东、孙
浩）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17日表示，鉴于乌克兰
局势和对地区盟友的支持，美军将延长其空中力
量在波兰驻扎期至今年底。

哈格尔在与波兰国防部长谢莫尼亚克共同出
席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说，双方已就这一部署
达成共识，并将在特种作战演习、空军培训计划
和导弹防御系统等军事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哈格尔说，为了应对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
奥巴马已同意为乌克兰军方提供医疗、钢盔以及
其他不包括武器在内的援助。

谢莫尼亚克表示，面对乌克兰危机，波兰别
无选择，只有进一步加大国防投入并与美国建立
更加密切的联系。

目前，美国空军在波兰部署的军事力量包括
F－16战斗机群以及约200名军人。

伊拉克多起暴力袭击致36人死亡

新华社巴格达4月17日电（记者张淑惠、梁
有昶） 根据伊拉克警方和卫生部门 17日消息，伊
拉克当天发生多起暴力袭击和武装冲突，造成至
少36人死亡、47人受伤。

当天最严重的暴力袭击发生在北部尼尼微
省。数十名反政府武装人员袭击了位于该省首府
摩苏尔西部的一处军营，并与伊安全部队人员展
开数小时的交火，造成至少 13名伊安全部队人员
死亡、5人受伤。另外在摩苏尔及附近，反政府武
装人员针对伊安全部队发动了数起袭击，共造成3
人死亡、2人受伤。

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的卡拉达商业区当天下午
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5 人死亡、19
人受伤。在巴格达以西约 25公里的阿布格里卜地
区，一辆小巴被装上简易炸弹装置，爆炸造成至
少5人死亡、4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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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全球化使绊子西方对全球化使绊子
杨 宁 王双红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 发出“当前世界面临的真
正的危险在于全球化分崩离析”的言论，继续唱衰全球
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甚至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
最坏的时代”来形容当前的世界。曾经在西方国家备受推
崇的“全球化”，为何如今却不断遭到贬斥？

权力丢失的恐惧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刘贞晔副所长
认为：“在近年的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问
题、就业问题和福利制度难以维持问题凸显，这让他们感
到十分不安。”

而与此同时，东方国家一如既往、乘风破浪地崛起。
2011年，金砖四国跃进世界前十大经济体，而其中的中国
更是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更让西方国家感觉
到危机四伏。

“过去，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应该是没有弱势
的。”刘贞晔指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盟建立单一市场，
美国主导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它们都积极推动本国资本
向世界扩张，以其绝对优势，在全球攫取滚滚红利。

现在西方经济阴霾弥漫，但他们丝毫不关注已经收获
的巨额财富，也不反思国家内部的深层原因，反而将问题归
咎于全球化，一改多年来唱好全球化的论调。

不过，西方国家有人唱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本
身出问题了，过去的十多年，全球化持续不断地深化，其带来
的全球整体福利还在继续攀升。那么，西方一些人所言“全球
化分崩离析”恐怕指的是全球化中西方主导地位的失落！

重拾失落的地位

全球化使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挑
战，但它们不会简单地反对和抵制全球化，而是更多着眼

于如何对现行规范和游戏规则进行修订和
调整。

于是，各种由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
球泛起。2012年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
的双反调查，美国也对中国汽车及其零部
件发难。这些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案
例。

同时，有分析指出，美、欧、日正信
心十足地同步推进至少 4 种经贸新协议，
重拾失落的地位。据称，其中的 TPP （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将占据全球GDP总
额的40%，贸易额的1/3，将成为史上最大
的自由贸易协定；EPA （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则将形成占全球 GDP1/3 的巨大贸易
圈。而 PSA （诸边服务业协议） 将垄断全
球服务业近80%业务总量。

这些经贸协定用意很明确。例如，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与欧方就EPA进行沟通
时，就提及法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舰载直升机设备一事，要
求欧盟继续严格遵循“对华武器禁运措施”，借此遏制中
国。

很明显，西方国家欲借此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和产业行
业标准，架空世贸组织，挑战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
迟滞、分化新兴经济体，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
位的世界经贸格局。

全球化的未来

过去的几十年，西方主导全球化，占尽便宜。未来，
西方国家还能威风依旧吗？这恐怕只是美梦一场。刘贞晔
认为，持续陷入僵局的谈判表明 TPP的未来还很难判定。
并且，没有新兴国家参与的经贸协定，美、日、欧等国家
和地区从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将非常有限。

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在第八届 WTO 与
中国学术年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发展的载体未有变化；尽
管跨国公司的投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但投资重点和领域
方向没有变化。同时全球性的产业也没有发生重大逆转。
全球化会一如既往地前进，不管西方国家一些人如何“唱
衰”。

并且，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只会越来越重要，
东西方的地位将进一步趋向平衡。刘贞晔认为，从国际政
治关系角度看，每个国家都是以私人经济行为参与全球
化，都必须遵循国际市场经济规律，遵循国际通行的规
则。过去的规则是西方主导，但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
起，要求平等互利的呼声会更高，这些规则会趋向符合双
方的对等利益。

因此，未来全球化不会是西方独霸的天下，而会是
东、西方共舞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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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方
国家分得的红利
减 少 ， 压 力 倍
增。

过 去 ， 西 方 国
家在全球化过程中
攫取了巨额财富。

来源：金羊网

图为研究人员在研发智能鞋。图片来源：Tehelka

西方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红利减少，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将
问题归咎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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