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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商務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全國新設外商投資
企24050家，FDI（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錄5331.4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7.3%。其中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43.1%，佔比達
29.3%。分析稱，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呈現的韌性與潛力，以及對外商投
資准入條件和限制的放寬，是今年以來中國FDI數據「穩中有升」的主因。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上海報道

首七月使用外資5331.4億 增7.3%
高技術產業佔三成 新設逾兩萬外企

德國 72.4%↑

韓國 69.7%↑

日本 12.6%↑

荷蘭 14.3%↑

歐盟 18.3%↑

「一帶一路」沿線 5%↑

（記者倪巍晨整理）

主要經濟體
對華投資保持增勢

今年1至7月
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4050家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331.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3%

7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548.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7%

應對挑戰 六穩引領經濟

7月當月，FDI報548.2億元，同比增

8.7%，較6月加速0.2個百分點，增速創年

內新高。

前7個月，中國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1548億元，同比增長2.7%；服務業實際使

用外資3715.7億元，同比增長9.3%；高技

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均保持較高增速

。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590億元，同

比增長1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製

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醫藥製造

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32.8%、29.3%

和22%。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973.9

億元，同比增長63.2%；其中，檢驗檢測

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

務同比分別增長98.2%、70%和81%。

自貿區佔14.2% 升14.6%
從地域看，東中西部地區、自貿試驗

區普遍增長。其中，自貿試驗區實際使用

外資同比增長14.6%，佔比為14.2%。

儘管外部環境複雜多變，對華投資主

要來源地投資增速仍呈現良好勢頭。數據

顯示，前7個月，主要投資來源地中，德國

、韓國、日本、荷蘭對華投資分別增長

72.4%、69.7%、12.6%和14.3%。同期

，歐盟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18.3%

；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實際投入外資金

額同比增長5%。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朱冰

接受採訪時稱，目前中國吸收外資延續了

今年以來的良好增勢。

蘇寧金研院研究員陶金認為，今年以

來FDI數據的增長，很大程度得益於中國持

續加大了 「對外開放」 的力度。在貿易環

境惡化背景下，中國通過擴大自貿區片區

、放寬市場准入、回應 「一帶一路」 倡議

等措施，穩步提升外商投資中國的便利性

和公平性；此外，在全球經濟增長 「比差

」 邏輯下，中國經濟的韌性開始顯現。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坦言

，首7月中國FDI數據的 「穩中有升」 符合

預期，這無疑表明，當前市況下，中國經

濟對全球資金仍有較強吸引力，且中國經

濟增長的潛力猶存。

對外商「品質」要求持續提高
陶金分析，從製造業轉化到服務業領

域引進技術的過程中，中國對外商 「品質

」 要求持續提高。在傳統製造業領域，技

術老舊的外資若僅想利用中國較低的勞力

成本，已不會被地方政府歡迎；與此同時

，中國東部地區人力成本提升，客觀上也

不允許此類外資佔用資源。他續稱，中國

產業結構正持續升級，對應技術基礎設施

及穩步提高的勞動力品質，能保障外企在

承擔較高人力成本的同時獲得更多收益。

陶金指出，今年以來除美國對華投資

增長急速下滑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仍以中

國為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劉學智分析，在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背景下，各國投資者都

清晰看到了中國堅持 「對外開放」 、堅持

改革的態度與誠意，數據也表明 「多邊主

義」 仍是全球主流。

面對複雜多變的

外部環境，及內部經

濟放緩壓力，今年以

來中國經濟仍呈現出

較強的韌性和增長潛

力，從首7月實際使

用外資金額同比7.3%

的增速中可見一斑。

上述成績主要得益於中國政府去年7月末提

出的 「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

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措施。

「六穩」 是去年中國針對以 「中美經

貿摩擦」 為標誌的 「外部環境明顯變化」
和 「國內出現的新問題」 所提出的應對策

略。其中，體現政策底線思維的 「穩就業

」 被放在首位。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

鎮新增就業737萬人，已完成全年目標任

務的67%，成效開始顯現。

「穩外貿」 方面，為應對美國不斷反

覆的對華貿易政策，中國不斷壓縮外貿領

域綜合成本，並尋找海外出口替代市場。

得益於此，前7個月人民幣計價中國進口、

出口增速分別錄1.3%和6.7%，對歐盟、

東盟、日本等主要市場進出口均現增長，

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速達

10.2%，高出全國整體增速6個百分點。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中國經濟增速

放緩壓力顯現背景下， 「穩外資」 和 「穩
投資」 的重要性正在加強。 「穩外資」 領

域，中國主動承諾不會因 「貿易摩擦」 打

壓外企，並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在新

版外商投資 「負面清單」 中，外資准入 「

負面清單」 條目從48條，縮減至40條。另

一方面，中國政府上月再度推出11項進一

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措施，體現 「宜
快不宜慢、宜早不宜遲」 的堅定態度。至

於 「穩投資」 方面，在中央明確 「補短板

」 投資方向後，各地方政府已將下半年投

資熱點聚焦於新技術、新產業，及民生領

域存在的短板。

「穩金融」 層面，中國的監管部門已

經明確 「堅決避免出現房地產和金融資產

過度泡沫」 ，同時通過繼續加大 「逆周期

調節」 措施，確保經濟在合理區間內運行

。而 「預期管理」 是心理學概念，對中國

而言， 「穩預期」 的目的是持續構建國際

、國內對中國經濟長期平穩健康發展的信

心。

時政透視
倪巍晨

專家：全球增長引擎仍在中國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面對外部環境的複雜多變，今年以來中國

經濟仍面臨不小的壓力，但從前7個月中

國實際利用外資數據看，中國在外商眼中

仍是投資熱土。受訪專家指出，隨着新一

輪全方位 「對外開放」 政策措施的逐一落

地，中國將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參與到中國

經濟的發展中，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料仍在中國。

蘇寧金研院研究員陶金指出，大量企

業已意識到，投資其他經濟體或得不償失

，中國較高質量的勞動力、穩定的政局、

良好的投資營商環境，仍吸引着外資，

「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依然在中

國」 。

「 『加大多邊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已在全球範圍達成共識，並成為主流。」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指出，全

球經濟雖面臨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

頭等外部不確定性，但個別國家的 「逆全

球化」 聲音並非全球市場主流，更不會改

變 「全球化發展」 的大趨勢： 「近年來，

中國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特別是在服務業

領域，對外資的准入門檻逐漸降低，相關

限制條件亦逐步放寬，這些都吸引了外資

的關注」 。

中國政府曾多次強調： 「中國利用外

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

益的保護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

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 這種高

度重視外資的態度，不僅極大增強了外商

在華投資的信心，更令中國利用外資金額

與增速呈現 「穩中向好」 的發展勢頭。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俄羅

斯日前公布了2020年前發展5G技術構想

草案最新版本，提出將優先選擇中國使用

的信號頻段，意味着兩國5G合作將更進一

層。

據俄羅斯《生意人報》消息，俄羅斯

在公布的2020年前發展5G技術構想最新

草案中提出，將使用4.4-4.99千兆赫頻段

打造5G網絡。目前俄羅斯大眾傳媒與通訊

部已經開始與俄羅斯通訊設備製造商就這

個項目開展工作，將於11月提交準備情況

的報告。俄羅斯聯邦工業和貿易部則準備

成立財團為5G網絡的建設提供完整的產業

線，包括研發軟件、硬件和電子組件。報

道還指出，4.4-4.99千兆赫這一頻段範圍

目前只有中國和日本採用。

今年6月，華為與俄羅斯最大移動運

營商之一MTS簽署了發展5G技術協議。

協議聲明，華為將協助俄羅斯建設5G，並

於2019年和2020年在俄羅斯試點推出5G

網絡。目前俄羅斯在莫斯科、聖彼得堡、

喀山已建成了5G網絡試驗區。

俄5G網將優先選用中方信號頻段

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速
單位：人民幣

高技術製造業
590億元 ↑19%

•航空、航天器及設備 ↑32.8%

•電子及通信設備 ↑29.3%

•醫藥 ↑22%

高技術服務業
973.9億元 ↑63.2%

•檢驗檢測 ↑98.2%

•研發與設計 ↑70%

•科技成果轉化 ↑81%

（記者倪巍晨整理）

經貿通話 中方就華府下月加關稅提嚴正交涉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3日

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

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

長姆努欽通話。中方就美方擬於9月1日

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問題進行了嚴

正交涉。雙方約定在未來兩周內再次通

話。商務部部長鍾山、中國人民銀行行

長易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等參

加通話。

此前7月30至31日，劉鶴與萊特希

澤、姆努欽在上海舉行第十二輪中美經

貿高級別磋商，雙方同意9月在美國繼

續談判。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美國

時間8月1日在推特發文，宣布將於9月1

日起對3000億美元（約2.34萬億港元

）中國輸美商品加徵10%的關稅。中國

商務部和外交部發言人2日先後表態，

斥美方此舉嚴重違背中美兩國元首大阪

會晤共識，強調如果美方加徵關稅措施

付諸實施，中方將不得不採取必要反制

措施。

部分中國產品被剔出清單
對於原定將於9月舉行的下一輪經

貿高級別磋商會否如期舉行，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於2日例會上回應稱， 「中

方始終認為貿易戰沒有贏家，我們不想

打，但也不怕打，中方不會接受任何極

限施壓和恐嚇訛詐。在重大原則問題上

，我們一寸也不會讓步。」
據法新社13日報道，美國貿易代表

處於美國當地時間13日宣布，在上述貨

值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中，部分

商品的徵稅實施日期會被推遲至今年12

月15日。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

）發表的聲明，暫緩徵稅中國輸美商品

包括手機、手提電腦、電子遊戲機、部

分類別玩具、電腦屏幕，及部分類別鞋

履和衣飾。

此外，USTR聲明提到，經過公眾

諮詢和聽證程序，美方決定將部分中國

輸美產品從3000億美元貨值徵稅清單

中移除，有關產品涉及美國醫健、安全

和其他範疇，將獲豁免徵收10%關稅。

美聲明 中國出口手機手提電腦等12月15日前免徵10%稅

▲今年1月，特斯拉第一家海外超級工
廠在上海開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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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在莫斯科開設OPENLAB，促進
數字化轉型及行業生態發展 資料圖片

▲河北一家醫療器械生產企業的工人在生產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