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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使用外资增两成】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外
商投资新设立企业 21296 家，同比增长
4.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62.4 亿美元

（折合 654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7%
（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11
月当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 2057 家，
同比下降 8.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3.6
亿美元 （折合 637.8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22.2%。

从行业划分来看，服务业近年来保持
增长的态势并未改变，仍然占据 FDI总额
的一半以上。1-11 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585.5亿美元，同比增长 7.9%，在全
国总量中的比重为55.1%。相比之下，制造
业的实际使用外资增速则继续下降，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359.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3.8%。

此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依
然保持稳定。1-11 月，实际投入外资金
额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合计投入
1000.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的94.1%；同比增长1.9%。其中，韩国和
英国对华投资分别为35.9亿美元和12.5亿
美元，增幅较高，分别为22.9%和28%。

【中部地区吸引力显现】

今年以来，尽管FDI数据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波动，但是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
呈现稳定增长的势头。专家分析认为，
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下，中国致力于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超过第二
产业。在制造业吸引外资逐渐下降的情
况下，服务业就成为利用外资的一大主
要阵地，成为中国 FDI 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

此外，我国吸引外资在地域分布上
也有了一些变化。相比于东部地区增幅
放缓，西部地区同比出现下降趋势，中
部地区的FDI数据在今年一直呈现稳定的
增长势头。今年 1-11 月，中部地区实际
使用外资101.6亿美元，同比增长10.4%。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
任白明对本报记者分析认为，东部沿海
地区此前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力，但现
在东部劳动力的优势在下降，同时面临
转型升级，没有扩大生产规模，因此使

用外资成本高，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一
些产业在向中西部转移。而西部地区，
尽管要素成本低，但是基础设施的条
件、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因素则相
对较低。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的综合要
素实力较强，虽然劳动力价格比西部
高，技术水平比不上东部，但是整体来
看是优于西部和东部，所以实际利用外
资持续增长可能更多考虑的是一个地区
的整体情况。

【资金进出将呈常态】

事实上，今年前3个季度我国FDI数
据出现波动，一度呈现下降趋势，引发
了一些外媒的猜测。然而，随着4季度头
两个月FDI数据大幅回暖，此前有关“外
资逃离中国”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外资在这个月增长一点，在下个月
下降一点是正常现象。”白明表示，去年

FDI数据一直是连续增长趋势，每个月都
增长 2％-5％左右，属于平稳匀速增长。
而今年FDI增长则呈现锯齿式的波动，一
方面是受到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带
回的大项目的落地有关，都会促使FDI快
速增长。从 11 月份来看，实际使用外资
项目个数减少，但是金额却同比增长
22.2％，平均单个项目比去年增长 50％。
因此，外资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总体
来看是平衡的，不能说是逃离。

在四季度FDI数据开了好头之后，吸
引外资下降的势头是否能得到遏制呢？
在白明看来，第四季度利用外资不确定
性仍然很大，尽管 10月和 11月利用外资
增长很快，但是并未形成趋势，所以还
是要根据具体项目才能确定。

而对于明年利用外资的情况，白明
则表示，时高时低的现象可能成为未来
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常态，而并不会像此
前是相对平稳的增长状态。中国经济处
于调整期，既有来的又有走的，有时候
流入的会多一些，有时候流出的会更显
著一些，这都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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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逃离说”无根据 锯齿式波动很正常

中部地区成吸引外资新高地
本报记者 周小苑

商务部近日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FDI）继10月份企稳回暖后，11月份继续保持反弹态势。专
家认为，与过去稳定的小幅增长趋势相比，我国利用外资呈
现锯齿式波动或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吸
引外资出现放缓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今年以来呈现较大增
长，成为外资青睐的新高地。

本报北京12月 16日电 （申孟哲、白梓
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今天在商务
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1 月，
中国进出口依然保持稳中向好的趋势。统计
数据显示，11月，全国进出口 22681亿元，下降
0.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6.5%，贸易
顺差则增幅明显，达 60.5%。据了解，这已是自
今年 5 月以来出口连续 7 个月增长。

在 出 口 持 续 增 长 的 同 时 ， 中 国 企 业
“走出去”也保持良好势头。商务部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11 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 完 成 营 业 额 1213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0.6%，新签合同额则达到 1609.8 亿美元，
同比增长12.5%。

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头良好
本报12月 16日电 （记者宦佳） 16 日上

午，来自美国、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日本，
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地的400多位企业家、
科学家集聚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探讨新常态
下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的路径。

论 坛 嘉 宾 向 全 国 企 业 家 科 学 家 发 出
《2014 平潭倡议——致全国企业家科学家》，
号召企业家应具有科学远见，面对中国经济
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据悉，未来企业家
科学家创新论坛定期在平潭举办，技术线路
图、供应链等情报将在这里发布，供应链金
融、技术、专利、股权交易在这里对接开
展，致力于将平潭打造成汇集创新思维的

“智慧岛”、“创新岛”。

平潭论坛研讨“创新驱动”

四川省北川山东产业园衡德新能源电动
车制造有限公司针对西南地区山多坡陡特
点，日前创新开发出适应山区特点的小型新
能源电动车。 成和平摄 （人民图片）

经过一年的建设，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
哈萨克自治县，13个行政村 2825户安居富民
房工程相继竣工，农牧民群众陆续搬迁入住
新居。 张建刚摄 （人民图片）

巴里坤：农牧民喜迁新居巴里坤巴里坤：：农牧民喜迁新居农牧民喜迁新居首批“山区型”电动汽车下线首批“山区型”电动汽车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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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阶段人才“最宝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
段，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
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
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
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要求大大增强。为此，在总
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
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

●银行间市场总量指标尚安全

虽然在过去两三周，市场的流动性形势呈现
波动趋紧的格局，但是基于 12月份财政投放规模
较大的现实，银行间市场的总量指标应该仍旧处
于宽松的安全区域之内。这或许也是央行迟迟不
如市场预期那样进一步出手放松政策的原因。

——东莞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陈龙表示。

●“放开两孩”有利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的人口增长的趋势基本上已经定了，即
使全面“放开两孩”，老龄化最终有所减缓，但不
会得到特别大的改善，劳动力状况也不会得到明
显的改善。不过，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两
孩”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长期的增长都
是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张车伟表示。 （宦 佳辑）

【中新贸易额大幅度增长】

人民币首次进入新西兰货币篮子，并且权重
靠前，缘于中新两国贸易交往的深入。新西兰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中新两国双边贸易总额高
达182亿新西兰元，同比增长25%，中国首次成为
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上
月，新西兰央行表示，随着贸易量的提高，尤其
是与中国贸易的紧密往来，与美元、澳元、日
元、英镑和欧元5个货币国的贸易往来，已经不足
新西兰整个对外贸易量的一半。

鉴于中新贸易增长的新需求，李克强总理与
新西兰总理此前会晤时宣布，人民币对新西兰元
直接交易。4月25日，中国央行与新西兰央行续签
了规模为 250 亿元人民币/50亿新西兰元的中新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新西兰将人民币放入其货币篮
子，说明它们与中国有大的贸易往来，并对未来
两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暨南大学国家商学院副
院长孙华妤对本报记者说。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平稳】

据统计，2009年至今，已有174个国家先后与
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从五年前的不到36亿元，升到今年前三季度的4.8
万亿元，人民币跨境收支占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

的比重已接近25%。今年前8个月，人民币对外直
接 投 资 和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分 别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55.7%和130.2%。

12月 1日，韩中银行间韩元对人民币直接交易
在韩国首尔启动。至此，今年共有韩元、新加坡元、
欧元、英镑和新西兰元实现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加
上此前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澳元和日
元，能与人民币直接交易的非美元货币已达9种。同
时，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26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
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近年来跨境
人民币结算快速增长，跨境人民币融资稳步开展，
跨境人民币证券投资积极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迅
速崛起，这些都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发展。

【三个步骤推动国际化】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迅猛，但仍处于前期
阶段。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称，根
据美元、欧元等全球货币的经验，人民币国际化
路径将主要分3步走：第一，跨境贸易结算，实现
结算便利；第二，币值坚挺，更多国家和居民愿
意持有人民币，能使人民币沉淀到离岸市场；第
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离岸资金能保值增值，或
回流到发行国分享到该国经济增长的利益。

人民币国际化成绩斐然，但也需理性看待。
孙华妤说，比如，与美元和欧元相比，世界主要

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可和使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与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规模和资本流动相比，人
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如果明年人民币
能抓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进行特别提款权

（SDR） 定值检查的有利时机，加入到SDR的货币
篮，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突破。

此外，目前在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同时，
还要发展人民币计价工作。“人民币做结算货币虽
然比例大，但还没成为计价货币，企业如今在贸
易交往中仍使用美元计价，再用人民币结算，这
对企业而言，仍然存在汇率风险。用人民币做计
价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一步。”

专家提醒，人民币国际化中还要防范一定的
金融风险。如果明年美国加息，而我国进入降息
通道，利差加大有可能引发国内资本和汇率的风
险，因此需要高度谨慎。

完善体系管理 增强管控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小步快跑”需防风险
本报记者 罗 兰

今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贸
易往来日益频繁，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日前，新
西兰央行宣布新西兰元新的贸易加权指数，人民币首次被纳入货币篮
子，其权重为20%，高于美元12%的权重，成为了新西兰“第二贸易货
币”。专家认为，自2009年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启动以来，5年的
时间，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亮点频现，发展空间巨大。专家同时提
醒，人民币国际化“小步快跑”同时也需防范风险。

新年临近，福建省莆田市数百家节
日服饰加工企业忙碌起来，根据订单加
班加点生产莆仙戏表演服饰、民间舞蹈
表演服饰等，以满足海内外剧团、舞蹈
团队等客户迎新年、闹新春的需要。福
建省莆田市的节日服饰加工历史悠久，
尤其是戏服等工艺绣品远销马来西亚、
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林剑冰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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