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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个月法国实际对华投资激增429.7%

法企投资热情诠释中国引资魅力
NEWS IN BRIEF

要 闻快讯

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前景广阔
■ 本报记者 李 宁

6月29日至7月2日，以“共谋

发展、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这是

今年中国同非洲国家在经贸领域最

为重要的交流活动之一。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也是真实亲诚对非政策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10周年。10

年来，在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战略

引领下，中非经贸合作向着高质量发

展不断迈进。

经贸合作硕果累累

10年来，中非经贸合作成果丰

硕。中国始终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国地位，已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

来源国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合作伙

伴。2022年中非贸易额达2820亿

美元，同比增长11.1%。其中，对非

出口1645亿美元，增长11.2%；自非

进口1175亿美元，增长11%。2022

年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34亿美

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

资存量超过470亿美元。今年1-4

月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13.8亿美

元，同比增长24%。目前，在非洲投

资的中国企业有3000余家。

中非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

同时，合作领域也更趋多元，由传统

的贸易、工程建设向数字、绿色、航空

航天、金融等新兴领域不断延伸；中

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非洲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媒体娱乐等行业迅速发展；中国已与

非洲27国签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成功为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建

造、发射通信气象卫星。

值得一提的是，电商是当下中非

经贸合作增长迅速的重要板块。埃

塞俄比亚的咖啡、卢旺达的辣椒酱、

肯尼亚的红茶、加纳的巧克力、坦桑

尼亚的腰果……大量非洲好物正通

过跨境电商平台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赢得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认可与

喜爱，同时大力推动了非洲国家对华

贸易增长，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

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非

洲国家踊跃参与，如今几乎所有中非

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都加入了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大家庭。近年来，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越来越多的中非合

作项目在非洲大地落地生根。据报

道，在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中企

承建的全长 56.5 公里的公路项目

2022年11月竣工。这条新公路彻

底改变了沿线村民的出行方式并极

大缩短通行时间，结束周边村镇无公

路的历史。今年1月底，中企承建的

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举行开港运营

仪式。这个西非第一大深水港，预计

将创造近3600亿美元的总体经济效

益和17万个工作岗位，为尼日利亚

经济发展打开新局面。

合作前景令人期待

一方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

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洲，中非经

贸合作前景令人期待。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张建平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中非

要坚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系

统性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践行“要想

富，先修路”的理念，加快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领域的系统性合作。要继续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双边贸易和

双向投资深化发展。同时，不断探索

合作新模式、新业态，挖掘贸易和投

资增长的潜力，释放市场需求和挖掘

市场空间，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就

业和经济增长。

中非贸易互惠互利，互补性很

强。据了解，中非贸易便利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中国和非洲有关国家建

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及时解决双边

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对非洲最不发

达国家98%的输华商品给予零关税

待遇，为非洲农产品输华设立“绿色

通道”，与非方在标准、质检、互认等

方面进行合作，加快非洲产品市场准

入程序，帮助非洲农产品食品更好地

进入中国市场。在2018年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和2021年中非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先后主

动设立5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贸易

融资额度，重点支持非洲产品出口，

都取得了很好效果。

张建平表示，支持非洲产品出

口，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中国在非洲的

产业园和工业园的建设与开发，形成

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升非洲出口

工业制成品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

面要帮助非洲加快完善港口、铁路等

交通物流基础设施，提升运输效率，

降低贸易成本。

对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优

质特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张建平

表示，非洲一些特色农产品拓展中国

市场的空间较大，出口增速也较快，

比如非洲的木薯、黑芝麻、鲜花、棉

花等。“要发挥好进博会、中非经贸

博览会等平台功能，拉动非洲国家

向中国出口产品，助推非洲农食产

品更加快速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

进博会每年都为参展的非洲最不发

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对非洲国家

加快向中国出口发挥重要的拉动作

用。”

投资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张建平建议，要聚焦中非经

济的互补性和中非各自拥有的比较

优势，加强中非之间的国际产能合

作，拉动双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要

用好中国和毛里求斯双边自贸协定

带来的辐射效应，推动更多中国企业

投资非洲。要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

的工业园区中集聚发展，在降低风

险、提高效率的同时，形成产业链的

协作，从而更好地带动非洲的工业化

发展。

■ 本报记者 白舒婕

429.7%——这是 1-5 月法国

实际对华投资的增速。今年以来，

法国企业对华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在前5个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微

增0.1%的情况下，法国实际对华投

资依然实现了同比429.7%的高速

增长。

根据中法工商协会统计，目前

约有2100家法国企业在华投资，看

好中国大市场是法国企业投资的重

要因素。而伴随今年4月法国总统

马克龙的访华，中法经贸合作再升

温。记者在采访中亦感受到，中国

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及持续的高水平

对外开放，对包括法国企业在内的

外国投资者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中国市场是第一位

空中客车、达能、法国电力、欧

莱雅、彼欧集团、赛峰集团等法国知

名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并建立

了商业基地。他们用亲身经历和实

际行动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投下信

任票。

彼欧集团今年1月在上海与申

能集团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

方将成立合资公司，为中国商用车

市场提供高压储氢系统。“中国是绝

不能错过的市场，这是一个拥有巨

大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度，是

我们未来发展的关键市场。”彼欧公

司首席执行官洛朗·法夫尔说。

随着中国大力推进高质量发

展，科技创新正成为中法合作新增

长点。目前，欧莱雅在中国拥有一

个创新与研发中心、两处工厂，并于

去年宣布在中国设立首家投资公

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与中国经

济发展的规划路径相契合。”欧莱雅

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

表示，随着中国市场需求强劲反弹，

预计今年二季度美妆市场消费热度

将进一步回升。到2030年，欧莱雅

有望在中国不同城市触达1亿新消

费者。

总部位于法国的Prophesee是

一家神经拟态视觉领域创业公司，

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其在中国建立

了应用中心，与中国伙伴开展了广

泛合作，去年在中国落地了事件视

觉传感器（EVS）相机和本地化的

生产。

当记者问到中国市场对于公司

来说处于怎样的战略地位时，

Prophesee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

理杨雪飞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第一

位！”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市场和供

应链的支持。中国拥有最大的移动

设备市场，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

善的上下游供应链在全球范畴对我

们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中国

市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投资和

业务拓展方向。”杨雪飞说，目前在

Prophesee的全球布局中，中国团

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上海市委党校开放战略研究中

心主任邹磊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

法国对华投资持续保持高位增长，

最根本的原因是法资企业坚定看好

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前景，将

中国视作最具吸引力和回报率的投

资目的地之一，试图进一步融入中

国产业生态，分享中国市场机遇。

“这背后折射的是，尽管当前西

方国家有些人鼓吹所谓‘去风险’，

但跨国公司对机遇和风险有着自己

的清醒判断，资本会通过‘用脚投

票’的方式选择目的地，看好和加码

中国仍是包括法资企业在内绝大多

数跨国公司的首选。”邹磊说。

在华投资机遇多前景广

今年，马克龙访华为中法经贸

带来新机遇。随行的贸易代表团与

中国企业签订多个合作协议，为在华

法资企业投资发展释放了积极信号。

邹磊表示，中法经济具有互补

性，两国在能源、汽车、航空、通信、

核电、化工、医药、农产品等领域开

展了广泛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

在全球绿色化和数字化浪潮背景

下，特别是在欧洲推进能源转型进

程中，两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电动

汽车、智能制造、数字贸易等方面有

着巨大合作潜力，是未来值得深入

挖掘的新增长点。

杨雪飞对此亦有同感：“对智能

制造领域而言，法国和中国有非常

强的互补性，从前期的技术研发到

后端的技术应用落地，如果双方能

实现良好的合作，会带来一个非常

好的发展前景。”

作为初创公司，Prophesee亦

同样感受到中国政府为外资企业落

地中国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帮

助企业更好在中国成长与发展，这

对外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杨雪飞

透露：“我们也在积极寻找与地方政

府开展更深层次合作的机会，正在

推动相关的沟通和讨论。”

今年中国将“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商务部将继续开展“投

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提升对外

资企业和项目服务保障水平，积极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

营商环境。

“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科技创

新，法国在华投资机遇多多、前景广

阔。中国超大市场完全可以为包括

法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充

分的发展和回报。”邹磊对前景充满

乐观。

本报讯 6月27日，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向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递

交了中国对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

定》议定书的接受书，标志着中方完

成了《渔业补贴协定》的批约程序，

成为较早完成该协定批约程序的主

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商务部世贸

司负责人对《渔业补贴协定》意义、

特点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解读。

据世贸司负责人介绍，2022年

6月17日，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

会议（MC12）通过了《渔业补贴协

定》及其议定书，宣布开放有关议定

书供各成员接受。协定的达成殊为

不易：它是世贸组织协定中谈判时

间跨度最长的协定，历时21年；是

世贸组织自1994年成立后缔结的

第二份全新的多边贸易协定。

该负责人表示，《渔业补贴协

定》的达成有效落实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相关要求，重振了各

方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为提振

多边主义、推进世贸组织其他领域

的谈判议程注入了动力。

世贸司负责人在介绍《渔业补

贴协定》特点时称，《渔业补贴协定》

是第一份主要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世贸组织协定。协定在

传统世贸组织补贴规则基础上创新

性地纳入了渔业执法、资源可持续

性评估、政策透明度、国际合作等渔

业管理要素，在渔业补贴政策与可

持续发展导向之间、在世贸组织规

则和渔业领域的国际组织规则之间

建立了有机联系，将进一步推动各

成员海洋渔业补贴与管理政策向科

学化、精细化和绿色化的方向不断

转型。

该负责人解读了《渔业补贴协

定》的三条主要规则：第一，禁止补

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捕

捞活动。如有关捕捞活动被认定为

IUU捕捞，且有关认定符合协定所

规定的正当程序要求，则相关补贴

方应取消对从事该 IUU捕捞活动

的经营者或船只提供的补贴。第

二，禁止补贴涉及过度捕捞鱼类种

群的捕捞活动。如某鱼类种群被认

定为过度捕捞，则禁止对该鱼类种

群的捕捞活动提供补贴。但是，在

采取了旨在重建该鱼类种群的可持

续管理措施的情况下，有关补贴可

以继续维持。第三，禁止补贴在无

管制的公海区域所进行的捕捞活

动。对于既不在沿海成员管辖范围

内、也不在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管辖范围内的公海所进行的捕捞活

动，禁止各方提供补贴。

上述负责人还介绍了《渔业补

贴协定》中的渔业管理要素：第一，

将渔业管理措施作为补贴规则的组

成部分。相关规则将 IUU捕捞认

定、鱼类种群过度捕捞状况认定、鱼

类种群养护与重建措施、捕捞海域

相关养护与管理措施等渔业管理要

素作为补贴规则的适用条件。第

二，加强与渔业管理相关的政策透

明度。除了根据世贸组织《补贴和

反补贴措施协定》定期提交渔业补

贴通报外，各成员还须提供与执行

协定有关的信息，包括提供所补贴

的捕捞活动的类型或种类、被认定

从事 IUU捕捞活动的船只和经营

者的名单，并尽可能提供所补贴的

捕捞活动相关的鱼类种群状况、渔

获量数据、渔业管理措施、受益于补

贴的船只的资料等相关信息。第三，

加强与渔业领域相关国际组织开展

合作。协定要求加强与联合国粮农

组织、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据世贸司负责人透露，《渔业补

贴协定》的议定书已经开放供各世

贸组织成员接受，并将在超过三分之

二的世贸组织成员接受后正式生效。

目前，已有包括中国、美国、欧

盟、加拿大、冰岛、瑞士、新加坡、阿

联酋、尼日利亚、伯利兹、塞舌尔等

在内的37个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接

受了《渔业补贴协定》。其他多个成

员也在积极推进国内批准程序。各

方期待在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

会议上推动协定正式生效。

该负责人还透露，《渔业补贴协

定》达成后还将继续开展谈判。

在通过协定的部长决定中，各

成员同意继续就未决问题进行谈

判，目标是“向WTO第13届部长级

会议提出关于额外条款的建议，以达

成一项关于渔业补贴的全面协定”。

根据协定规定，应当自协定生

效之日起四年内完成上述谈判，谈

判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制定涉及某

些形式的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

的渔业补贴纪律，同时确保发展中

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适当和有效

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何芬兰 李 宁）

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解读
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

中国首次进口
肯尼亚野生鳀鱼产品

据新华社电 产自肯尼亚的 27

件、315公斤野生鳀鱼干6月26日运

抵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长沙黄花机场

海关按规定实施检验检疫，为这批鳀

鱼干出具了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并

办理通关放行手续。这是中国首次进

口肯尼亚野生鳀鱼产品。

长沙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处长

黄才新介绍，肯尼亚鳀鱼干是长沙海

关参与推动准入的新一种非洲产品，

有利于湖南打造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

散加工贸易中心，也有利于促进更多

非洲优质食品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

消费者选择，促进中非贸易发展。

进口商湖南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周劲松介绍，肯尼亚海

洋渔业资源丰富，尤其蒙巴萨近海区

域鳀鱼等小鱼品种富集、质量优良，且

捕捞、生产成本优势明显。后续将进

一步拓展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货源，

不仅向国内供应优质食品原料，还可

推动肯尼亚等国水产品加工产业发

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

海关统计，近年来，非洲对华农产

品出口增长迅速，中国目前已成为非

洲农产品出口第二大目的地国。今年

前5个月，中国共进口非洲农食产品

161.5亿元、同比增长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