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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规模持续增长

《印度时报》 近日援引数据提供商迪罗基公
司 （Dealogic） 数据称，今年以来，中企境外并
购交易额达到 1108 亿美元，超过了 2015 年全年
的 1068 亿美元；到 2016 年底，中国境外并购可
能超过美国。

日本 《读卖新闻》5月16日刊登题为 《中国
资本势头未衰》的文章称，中企收购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为希腊的财政重建提供了资本，而随着中
企境外并购的增多，全世界都将见识到中国资本
的威力。

“外媒之所以如此关注中企境外并购，一方
面是因为中企境外并购规模的确处于持续增长的
状态，在全球并购总量中的份额也不断提升；另
一方面则是由于中企‘走出去’产生了比较大的
国际影响，对于一些经济低迷而急需资本的国
家来说，中国资本的进入为他们提供了经济支
撑。”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
维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外媒的多方面报道，还
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境外并购规模数据而言，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和2015年全年
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累计交易金额分别为 165.6 亿
美元和 401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指
出，这一数据与外媒报道差别很大，主要是因为
统计口径的差异，外媒将一些正在谈的和其他一
些不准确的数据加进去，从而得出了一个很大的
数据。

以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为例，《华尔街
日报》报道称，中企境外并购的1108亿美元包括
了中国化工集团以 430亿美元收购瑞士杀虫剂和
种子公司先正达的交易。但事实是，该交易离最

终完成仍有很长的过程。

“逃离中国”说缺支撑

面对中企境外并购规模的增长，一些外媒竟
将这一现象解读为“逃离中国”。新希望集团董
事长刘永好指出，把“走出去”说成“逃”的这
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国市场跟国际接轨是大势所
趋，既然处于这个国际化的格局里，中企必须要

“走出去”进行投资，“走出去”是合法、合规
的，是中国企业的必然之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
表示，从整个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已经
进入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阶段。
将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规模会超过我们吸收外资
的规模，即所谓的“净流出”阶段。

“中企境外并购规模保持增长是正常的，外
媒不应大惊小怪。首先，我国企业目前的资本
实力及技术实力都在不断提升，企业本身有着
强烈的扩张需求；其次，企业‘走出去’也符
合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需
求，有助于实现企业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积累；
其三，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不少优质海外企业
价值被严重低估，中企投资的结果将是共赢。”
何维达说。

事实上，除了规模的持续增长，中企境外
并购的结构也呈现众多积极变化。清科研究中
心分析师钱浩表示，中企境外并购已从原来产
能过剩的能源、化工等领域转向互联网、IT、
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近几年并购主要目的地
也从亚非矿产富集地带转向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的综艺和动漫、德国的先进制造业、欧
洲的足球领域、美国的消费和生物医药都成为
中企热门的并购标的。

减少限制合作共赢

国内限制门槛的降低也为中企“走出去”提
供了更多机会。日前，国家发改委关于修订《境
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决定 （公开
征求意见稿） 意见征求结束，根据意见稿，中企
境外并购的审批流程再次得到简化。

柯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曹蕾指出，原本企业
向发改委申报项目信息报告，会获得确认函。而
根据新政策，发改委仅会给企业收悉函表示“知
道了”，不一定会进行筛选。这意味着，政府部
门将把项目推向市场，由企业自己竞争，政府对
于中企海外投资并购的审批方面有更大的放权。

相比于国内监管的放宽，海外的大量限制依
然困扰着中企的境外并购，年初以来，多项中企
境外并购因投资东道国审查而终止。根据迪罗基
数据，今年以来，中企取消了15项交易，总规模
达240亿美元，是至今为止最高的年度纪录。

“当前，一些投资东道国对中企境外并购采取了
不太友好的态度，一些国家以战略性资产及国家安
全等为借口阻挠中企在其国内进行正常的商业并购
行为，这种做法有失偏颇。这类国家应减少不必要的
限制，进而促进两国企业加强正常投资合作。”何维
达表示，同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中企本身应总结经
验，投资之前深入了解东道国的政策、法律及各项规
则。此外，应充分利用行业协会进行引导，避免一拥
而上的投资，提高投资的准确性、安全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
现明显的分化和多样性。
只 要 坚 定 信 心 、 趋 利 避
害，宏观经济可以“软着
陆”，避免“硬着陆”，实
现稳中有进。

当前经济增速虽然放
缓 ， 但 经 济 增 量 可 观 。
2015 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9％，增速为25年来新低，但这个速度在世界
各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2015 年，除了印度
经济增长高于7%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都
远低于中国，其中美国 2015年增长约 2.4%，欧
元区增长约1.5%。据测算，我国去年的GDP增
量相当于一个世界级中等经济体的规模，大体
位居瑞士和瑞典之间。

投资下行压力增大，但消费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要力量。由于房地产投资、民间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三大
引擎”同时减速，2015 年投资增速放缓。但随
着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
费、品质消费等一大批消费新热点蓬勃兴起，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力，最终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创15年来新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偏低，但收入
增速跑赢 GDP，城乡收入差距收窄，居民财富
水平提高。2015 年，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
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从 2008年的
3.3倍下降到2015年的2.73倍。

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但对冲失业风险的措
施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和淘汰“僵尸企业”
会加大就业压力，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却能
有效对冲失业风险。2015 年，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2万人，年末城镇登
记失业率4.05%，全面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
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的目
标。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
2015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约1.2
万户，平均每分钟诞生8家公司。

传统制造业和煤炭产能严重过剩，但服务业
主导作用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2015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为 50.5%，比第二
产业高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增长大幅高于整体工业水平。

在区域发展方面，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北等以资源性产业和重
化工产业为主导的省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GDP增速分别为 3%、6.5%、
5.7%和 6.8%，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但转型先行区域经济发展较快、较
好。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转型较早、结构合理省份增速较快，分别增
长8%、8.5%和8%。

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但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城镇化
红利逐渐显现。2015年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减少487万人，
但随着我国教育发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2015年，中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2015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7.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56.10%，比上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
副主席）

规模增长合大势 “大惊小怪”没必要

中企“走出去”吸引全球目光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来，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再次成为外媒关注焦点，美国、英国、日本及印度等多家主流媒体不

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在并购交易原本可能清淡的一

年，中国在全球寻求收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监管部门近期可能取消一

项需由其批准一些大型境外并购交易的要求。对此，专家指出，中企境外并购规模正处于增长阶

段，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全球化大势，外媒不应“大惊小怪”。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

应同中国一道减少企业境外并购的限制，促进国际间企业投资合作。

中
国
经
济
完
全
可
以
实
现
稳
中
有
进

辜
胜
阻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李贞、章元元） 今日，商务部召开
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前 4月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情
况。

我国对外投资趋势向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
今年 1—4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34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391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8%。在吸收外资方面，总体继
续稳步增长。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67.8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4.8%。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对北美洲、大
洋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增速最快。而对“一带一路”相关
的4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也达到了49.1亿美元，同比增
长 32%。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
的 60 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达 1401 个，新签合同额
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 58.9%，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
合同额的52.8%。

据介绍，前4个月，我国吸收外资有以下特点：
一是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资持续增长。1—4月，服务业实

际使用外资2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其中，高技术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2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6%。在高技
术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研发与设
计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

二是主要来源地投资保持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
投资继续呈现增长。1—4月，前10位国家及地区实际投入外资
总额2712.6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4.6%，同
比增长 4.6%；“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16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

三是新设立及增资的大型企业数量较多。1—4月，新设立
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220余家，当期增资
超过 1 亿美元的企业 150 余家，实际到资超过 5000 万美元的企
业160多家。

四是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长较快。1—4月，西部地区实际使
用外资23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2%，远远高于全国增幅。

五是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继续增长。1—4 月，
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41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6.6
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7.3%和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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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助力中国钢结构企业
本报合肥电（宋京平、李彦彬）“2016中国钢

结构建筑行业大会”日前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钢结构行业
在科技投入、科技研发、科技创新等方面硕果累
累，先后获得3501项省部级以上的科技奖项。

中国建筑钢结构分会会长党保卫介绍，在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钢结构行业海外出口
业务大幅上扬，有些钢结构企业的海外订单超过
国内市场。蜚声海外的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
院等钢结构建筑，不仅向世人展现了中国钢结构
企业高超的技艺，也为一批中国钢结构企业走出
国门奠定了基础。譬如，精工钢构集团不仅在海
外斩获了 30 余项钢结构工程，还建立了 8 个分公
司。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说，中国不仅
有高铁可以推向国外市场，我们还有高楼可以推
向国外。

中资在美房地产投资增长迅速
据新华社纽约电（记者黄继汇） 亚洲协会和罗

森咨询集团近日在纽约共同发布的报告指出，2010
年以来中国资本在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大幅增长。

报告说，来自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十几年中不断
向全世界延伸，这个趋势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尤为显
著。2010年中国资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还
微不足道，而 2015年中资在美国商业地产收购数量
的排名中已升至第三，仅次于加拿大和新加坡。

罗森咨询的调查数据指出，截至2015年底，中国资
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直接和间接投资高达至少3500
亿美元。在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过程中，中国
一直是其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领域重要的资金来源。

报告认为，中资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还具有较大
的发展潜力。长期来看，美国市场对资本的巨大需
求、中国资本的海外投资意愿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的国际化探索等因素依然是投资的推动因素。

为创客打造“希望之舟”
5 月 17 日，从事三维动画创业的孙昊 （右） 和伙伴们

讨论业务。位于山东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的“蛙声一片”创
客社区创建于 2015 年 9 月。目前园区已入驻数十家企业，
创业者的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成为承载年轻人创业梦想
的“希望之舟”。 张进刚摄 （新华社发）

5 月 16
日 12 时起，
为期两个半
月 的 2016
年南海伏季
休渔期正式
开始，广东
省茂名市博
贺渔港1000
余艘渔船有
序 归 港 休
渔。今年是
我国实行南
海伏季休渔
制度的第18
个年头。
朱廷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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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
在 山 东 省 荣 成
市 斥 山 街 道 神
树 农 场 千 亩 绿
油 油 的 麦 田 上
空，3 架满载农
药 的 无 人 机 在
工 作 人 员 遥 控
操 作 下 ， 喷 着
长 长 的 药 雾 ，
时 而 低 空 盘
旋 ， 时 而 高 空
飞 舞 ， 来 回 穿
梭 ， 农 业 现 场
会 上 演 一 场 无
人 机 大 战 小 麦
病 虫 害 的 “ 飞
防大戏”。

林海珍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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