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06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E-mail：kggs·jia@gmail.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大势

对中英企业而言，300 亿美元的

商业大单，将意味着双方的投资合作

迈向一个新的里程。

300亿美元商业大单

拉动中英企业合作

总额超过 300 亿美元的商业大

单让中英企业的投资合作拉开了一

个新的序幕。

据悉，这些商业大单包括：英国

石油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

署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 金额达 120

亿英镑；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宣布将在伦敦设立欧洲总部，并将计

划投资 15 亿英镑；MAP Environmen－

tal 公司与 Z N Shine Solar 签署合资

协议，收购、开发、建造和管理价值 4

亿英镑的英国太阳能光伏基础设施；

以王朝生物为首的英国商业联盟与

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签署研究

项目合作协议；中国金融服务集团欧

擎集团将在伦敦开设其首家海外运

营机构，并将对英国和欧洲中小企业

投资 1.5 亿英镑。

这些含金量高的商业订单为中英

双方企业带来了更深入的合作机会。

此次访英期间，李克强指出，中方鼓励

中方企业参与英有关项目建设， 希望

英方继续提供支持与便利, 而卡梅伦

则表示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英投资。

事实上，近年来，中英企业双向

投资发展迅速，而中国企业在英国的

投资，更可用“井喷”来形容。 英国首

相卡梅伦表示，过去 18 个月，中方对

英投资超过前 30 年总和。

截至 2013 年底， 已有 500 家中

国企业落户英国。

中英企业

双向投资不断扩大

事实上，此次商业协议所涉及的

领域，早已有中国企业的投资身影。

近年来，亚洲首富李嘉诚在英国

的投资一再扩张， 版图已囊括了地

产、电讯、基建、能源，甚至是零售业

等多个领域。 显示了中国企业对英国

的投资热情。

民生银行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 记者介绍， 民生银行希望加强中

英两国金融合作，并与英国优秀银行

在资本层面上展开战略合作。

万达集团企业文化部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则表示， 投资英国一是有助于中国

品牌的豪华酒店打入全球市场，二

是伦敦地产市场有很好的投资机

会。

在投资英国的中国企业中，吉

利公司颇具代表性。近年来，吉利在

英国投资不断增加。 2013 年 2 月，

吉利以 1104 万英镑收购英国锰铜

控股的 100%伦敦出租车的业务与

核心资产， 并于当年 9 月份全面恢

复生产。

6 月 17 日， 吉利集团办公室工

作人员史龙珑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称， 自吉利收购以来， 伦敦出

租车公司考文垂工厂生产设施得到

了大幅改善， 新增了 66 个工作岗

位， 并在质量管理方面取得了多项

提升。

知名体育品牌匹克体育也是一

直深耕英国。 匹克体育公关总监刘飞

翔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公司已经与多家英国的

优质经销商建立了密切联系，无论从

品牌知名度还是质量方面正在赢得

英国消费者的认可。 ”

而对于英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

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英国联合

食品集团、葛兰素史克、英国石油公

司、阿斯利康药业等公司均在华进行

着投资合作。 截至 2013年底，英国在

华累计投资 184亿美元。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英期间，

中国银行与捷豹路虎集团双方代表

在英国伦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而早在 2013 年 7 月，捷豹路虎就

与奇瑞共投入 109 亿元建立合资公

司，包括制造基地、研发中心和发动

机工厂。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同一

天，捷豹路虎计划在华投产一家发动

机工厂。

2005 年时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仅

占其全球销量的 1%，但 2013 年这一

数据已攀升至 20%。

法律文化方面仍存障碍

中英企业双向投资发展的背后，

也存在一些亟待打破的瓶颈。

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发达

国家人力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都很

高，工会都很强势，尤其涉及并购时，

劳资问题很难谈拢。 因此中国企业必

须熟悉当地法律和文化。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

鸣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中国

企业投资英国，一方面，存在语言沟

通交流方面的障碍， 两国政治体制、

法律法规的差异等，均构成一定的障

碍与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企

业投资英国，在英国设立工厂、招聘

工人等，是否能够得到社区居民的认

同，企业文化管理等也是挑战，同时

中英两国的外贸政策等也需要考

虑。 ”

而对于在中国投资的英国跨国

公司，相关的问题同样造成了一定的

困扰。 中英贸易协会的企业顾问近日

称，中国对很多英国的小企业来说太

复杂了，语言不通、文化和法规制度

相异。 此外，在许多英国中小企业看

来， 除了中英文化鸿沟需要克服，中

国还存在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等，这些都需要尽快解决。

对话

智利近期在官方公报中的表述， 正式启动了 2012 年签

署的《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 这是自中国

与智利 2006 年签署《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以来追加的

第二份补充协定。

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带动下，中智经贸关系快速

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智利铜矿、纸浆和纸制品、鱼粉类

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水果第三大出口市场、木材及家具第

四大出口市场，以及三文鱼、瓶装葡萄酒的第五大出口市场。

数据显示，2013 年，中智双边贸易总额 347.21亿美元。

尽管双边经贸发展迅猛，但投资发展则相对落后，中国

企业到智利投资仍面临多重挑战。

未来中国企业将如何布局智利？ 如何应对挑战？ 存在哪

些新的机遇？《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智利华商联合总

会会长王何兴。

中国企业在智利投资失败案例多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在智利的投资现况如何？ 存在

哪些实际困难？

王何兴：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

门，投资南美尤其是到智利从事矿业开发。 但目前中国企业

在智利矿业投资所占的份额很低，成效也不太明显。

在中国真正了解智利铜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很少，了解具

体可开发项目、开发程序和前景的更有限。 在中国具备到智

利开发和开采矿山资源的专业人员不多， 尤其是懂技术、懂

语言、懂法律、懂管理的综合人才更少，这就造成了实际操作

困难。

十几年前， 中国国有企业在智利林业和渔业领域都有过

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但结果都不理想。 这是因为，国企工作人

员和外交使团一样，多数都有期限限制，虽然对于大规模的矿

业投资，在资金运筹方面，中国国企有很好的优势，但国企派

出的管理人员流动性太大，缺乏长期创业的责任心和责任感。

私营企业国外投资则存在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发展起

来也很困难。 虽然私人和个体企业管理人员工作期限相对稳

定，但两国间的金融平台还没有真正的搭建起来，解决私营

投资企业的后续资金还有一定的问题。 尽管先后有数百家私

营企业前来智利投资矿业，但真正成功的寥寥无几。

《中国企业报》：面对这些困难，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王何兴：首先，鼓励企业走出国门，需要政府的进一步支

持。 要成立专门的投资促进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制定具体可

行的投资规划，专门服务投资海外的企业，为他们引路护航。

其次，要加强调研，学习其他国家的投资经验，如日本、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他们在智利的矿业投资是

非常成功的。

再次，建立金融平台。 对于投资资源方面的企业，国家银

行和商业银行能给予贷款上的政策性倾斜。

最后，为了获得智利更多高质量的经济资源，专业化的

对外投资管理人员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可以开办语言和投

资事务的培训中心， 可以选派人员到相关企业进行实践，也

可以与当地专业学院进行人才交流。

深圳或成中智经贸合作新窗口

《中国企业报》：智利华商联合总会在促进中国企业在当

地投资方面有哪些具体作用？

王何兴：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于 2009 年上半年在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正式成立。 本着为当地华人华商办实事、办好事

的原则，结合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为两国的经贸往来

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向智利各界展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的

巨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的辉煌成果等。

目前，智利华商联合总会正在与智利国家议会共同运筹

举办促进中国企业投资智利的研讨会，并与智利外交部对外

促进局、外国投资委员会、生产促进会共同建立服务联盟，创

建到智利投资的信息平台，专业咨询服务中心和人才培训基

地，协助私人投资企业与当地政府沟通,为他们排忧解难，减

少风险。

我认为，互利共赢不仅仅局限于两国企业之间的互惠互

利。 中国在扩大对外投资、实施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过程中，

既要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也要考虑到合作国的整

体利益，尤其是要对当地民生负责，对当地社会负责，这样合

作的空间才能广阔，合作才能长久，效益才能永存。

《中国企业报》：目前中智合作存在哪些新机遇？

王何兴： 前年我曾陪同智利的 8 位市长访问过深圳，他

们对深圳的发展非常赞叹，都表示想与深圳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

智利的制造业和电子工业都不发达，我想，如果深圳能

在智利建立一个科技创新园区，把中国的矿业机械、农业加

工设备、电子工业产品，尤其是再生能源、污水处理、垃圾焚

烧、海水淡化、高铁等设备引进智利，面向南美非常重要。 我

希望主管广东经贸业务的领导能亲自率团到智利考察，加强

合作，中智乃至中拉的经贸往来将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今年 5 月， 我们与智利第六大区 33 个市政府举行了长

期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大国，智利是位于

南美的主要资源国，贸易互补性很强。 如未来中国需要进口

大量的安全食品，而智利，尤其第六大区是无公害水果、蔬菜

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基地。 随着智中两国自贸协议的签

署，中智商家将相互提供合作项目，扩大合作空间，互利共

赢，前景广阔。

中企智利投资

需多做“功课”

从 6月 16日开始，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新一

届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访英。 深化务

实合作是李克强此次出访的“重头

戏”。期间，中英双方签署 40多个政府

间协议和商业协议，涉及能源、投资、

文教、高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总金

额约为 300多亿美元。

多位专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英国是欧盟重要成员国，中英双方

紧密合作对中欧经贸合作有着重要的

拉动作用。

英国是中欧关系深化的

最佳新引擎

2004 年中英双方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双方经贸关系

不断发展。 中英合作从过去单一的商

品贸易合作，逐步拓展到基础设施、金

融服务、节能环保、汽车航空等多个方

面。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英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订，将带

动相关行业的进一步合作和深入交

流。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

俊杰指出， 中国在深化中欧关系特别

是经贸合作关系时， 特别重视寻找第

三发动引擎， 而英国恰恰就是中国一

直在期待并且找寻的最佳新型引擎。

原因一是英国是欧盟三大国之一，二

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开始复苏， 三是中

英经贸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并且

这些隐性优势开始显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周鑫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亦表示，中英双方紧密合作有着

独特的意义。“中英之间的合作，可以成

为中欧合作的支柱，会大大促进中国和

欧洲之间的合作。 ”周鑫宇表示。

近年来， 中英能源领域的合作频

繁，英国大使馆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提供的信息亦表明， 中英两国公司在

能源领域的合作正不断深化。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陈柳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英国在低碳、 节能减排等方

面有着雄厚的技术基础， 而中国是世

界能源科学的领导者之一， 在小型核

反应堆、 高效能方面有技术优势。 因

此， 中英能源合作， 完全可以实现互

补，在经济利益上也能实现双赢。 ”

陈柳钦同时表示， 中英能源合作

对中欧能源合作也具有比较大的促进

意义。

中英金融合作成

人民币国际化新突破口

此次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的另一

大亮点， 便是推动中英金融合作的深

化。 据悉，李克强 17 日在英中工商界

欢迎晚宴上致辞说，“让金融合作走在

中英合作前面。 ”

6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授

权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担任

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日前亦分别与伦敦证交所

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业内人

士指出，尽管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

上迈出的一小步，但它却是中英两国

在深化金融合作道路上跨出的一大

步。

“稳健的金融服务能促进双方的

经贸往来， 在金融服务方面， 包括计

价、支付、清算结算、贸易融资。中国人

民银行宣布授权中国建设银行担任伦

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将对双方经贸

清算结算有很大的支持。”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业内专家认为，以中英金融合作

为突破口，将带动人民币在欧洲地位

的提升， 使人民币国际化“再下一

城”。

“随着中英金融合作不断加强，对

中欧之间的经贸也有积极的作用，中

欧之间双边投资与贸易规模庞大，这

对通过伦敦清算结算的欧洲外贸公司

来说更为便捷，有很大的帮助。 ”赵锡

军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或有助于

中欧自贸区的建立

有观点指出，未来，英国若能推动

欧盟放宽对华出口管制， 克制使用贸

易救济措施， 共同推动中欧自贸区可

行性研究，那么中英、中欧经贸发展将

面临巨大潜力。

据了解， 在推动建立中欧自贸区

方面，英国一直态度积极。

2013 年 12 月，英国首相卡梅伦

访华时明确表示，他已做好准备，利

用自己和英国的独特政治影响，推

动中国与欧盟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

议。

从彼时开始， 中欧自贸区热度不

断升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学

家胡星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随着中英经贸关系的日益

紧密， 中欧经贸合作获得了明显的突

破， 这标志着欧盟对华经贸有了全面

的提升。 ”

胡星斗说，中欧经贸的全面提升，

有助于遏制复杂的中美关系不利因

素，也有利于包括中欧自贸区、中欧货

币合作在内的中欧关系。“这将有助于

中欧自贸区的加快建立。 ”

不过，胡星斗也谨慎地表示，目前

建立中欧自贸区路途还比较遥远，“最

大的困难是双方法律制度不同， 产品

标准相差太大。 ”

“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比较成熟，

中欧自贸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

中国加入 TPP（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那么中欧自贸区建立会更

为容易。 ”胡星斗说。

金融领衔中英合作

中欧经贸再升级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本报记者 蒋皓

或推动中欧自贸区进程

300 亿美元大单背后的投资盛宴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中英双方签署 40 多个政府间协议和商业协议，涉及能源、投资、文教、

高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总金额约为 300多亿美元。 王利博制图

———专访智利华商联合总会会长王何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