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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紫竹评论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须建设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 APEC 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成为

一个热词。 向海外输出基建产能、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危

机，以投资换资源、以投资换市场、以投资换良好的国际

关系， 这项高达 4 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看上去很

美”。 然而，无论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结果来看，还是从

目前的国际投资环境来看，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还

面临着多重风险。 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已

经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是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智库， 防范

对外投资的政策、法律和文化风险。

自中国政府在 2001 年确定“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

企业对外投资在过去十几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 根据中

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90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6.8%。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收益极低。 有关统

计数字显示，2013 年中国资本对外输出所得与外国直接

投资在中国所得利润的轧差为－599 亿美元。 这意味着

2013年中国央行 1.97 万亿美元的对外净资产，投资收益

率为－3%；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组

的测算， 海外 FDI 在中国获得的收益利差平均为 22%，美

国更高。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受巨额损失的案例比比皆

是。

缺乏对投资目的国法律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忽视中

国相关法律与投资目的国法律间的差异，是造成众多中

国企业折戟海外的首要原因。 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受到国

家决策层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重点建

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相关

智库要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法律咨

询服务，不仅要加强对投资目的国法律（特别是商法）与

国内法律差异的研究，而且要加强对投资目的国法律环

境（特别是执法情况）的研究，甚至是包括当地潜规则的

研究。

第二是要重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预判， 防范战争和

政局变化风险。

政局变化对投资安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早在

2003年， 中石油即与俄罗斯私营尤科斯石油公司达成了

安大线输油管道意向，却终因各种政治原因放弃；其后安

纳线、泰纳线等中俄能源贸易合作也是屡遭波折；而中石

油与中石化投资俄上游领域也屡屡受到压力。 再比如，曾

一度被热炒的中泰“大米换高铁”计划，也因为泰国政局

的变化而暂告终结。 另外， 在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

中，中国企业的损失都堪称惨重。 仅在利比亚战争中，中

国企业就撤出 3 万多名员工，保守估计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美元。

通常来说， 这些政局的动荡及战争的发生都会有许

多先兆。 利用多种信息渠道慎重预测相关地区的政治、军

事形势，防止对结果的误判，引导企业在投资时尽量避开

高风险地区，或指导企业在风险加大时及时撤离，都会大

幅度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以及海外员工的安全风险。 早

在 10 年前，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和公安部的代表就已成

立工作组， 评估海外安全状况并联合应对紧急事件。 但

是， 机构规模和中国激增的对外投资及出境人员数量极

不匹配。 仅从数量上看，中国外交部仅有 6500名职员，相

当于每人为 18 万名公民服务；相比之下，每 6000 名美国

人就有一名外交人员。 服务人员的不足导致中国企业和

公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例如，2013年当 100多名

中国公民因在加纳非法采矿而遭拘禁时， 中国使馆仅有

一名官员处理该事件。

第三是要加强中国对国际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防范

针对中国投资的恶意行为。 中国一些重大对外投资项目

遭遇变故的背后， 往往都有海外敌对势力及经济霸权国

家的干扰和破坏。 （下转第三版）

宏观

企业开门揽储：

吴英案后东阳民间金融生态再探

调查

天津自贸区未批先热

贸易和融资租赁渐成“名片”

吴英家乡民间借贷再起风波。

自 8 月初以来，关于“中仑建设倒闭”造成众多

集资者血本无归的传言在东阳乃至更大范围内传

播， 而一些网络论坛和微信群的删帖更使得该事件

扑朔迷离。 3版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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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G04

金融

“中国制造”突进

《2025规划》争议重点发展领域

产业

应对同业违规审查：

银行编制“阴阳”自查报告

在接二连三出台文件堵杀同业违规之后，一场同

业监管检查正在悄然开展。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诸多银行已经完成“自

查报告”，不过这些“自查报告”却充满玄机。 5版

评论

赢得高铁世界大战

中国公司做了什么？

国际

双十一：

商业开发别透支娱乐精神

“双十一”锋面未至，但场面上的热闹劲儿一波接

着一波。 娱乐就是生产力，娱乐就是消费力。 这一点，

新首富马云比谁都懂，但为什么还要强调“‘双十一’

独家使用，违者必究”呢？

11版

由中国铁建、 中国南车等公司组成的国际联合体

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 这是中国高

铁基建公司与装备制造公司联手获得的第一个高铁出

口项目，首次成套输出中国高铁技术，采用中国标准。

15版

天津自贸区有望成为北方第一个获批的自贸

区，因此天津自然受到更多的关注。 尽管天津自贸区

尚未正式获批， 但在企业层面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

概念，不少企业向记者表示，期待天津自贸区能为企

业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2版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中国制造 2025”开始浮出水

面。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工信部领导要求扎实抓好

年前最后两个月的工作，其中就包括该规划。

7版

作为我国汽摩配重要的生产基

地———浙江瑞安市， 正面临着汽摩配

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苦于没有土地

无法在当地扩张发展而被迫出走他乡

的尴尬局面。

瑞安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早

在上世纪 70 年代，瑞安人就开始了汽

摩配的生产经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汽摩配生产基地。

2003 年， 瑞安市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授予“中国汽摩配之都”，成为瑞安

市对外的“金名片”。

随着经济的发展， 瑞安汽摩配企

业从最初的几家发展到现在的数千

家，产值达数百亿元，成为地方的支柱

产业。 然而，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载

如此众多的企业，“一地难求” 已成为

阻碍企业发展的瓶颈。 在这种无奈的

选择下，一些企业只好远走他乡，尽管

这里聚集着最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巨

大的资金流、人才流。“现在小微企业

要获得土地基本不大可能。 ”一位行业

人士对记者如此肯定地回答。

燎原之火换来群星闪烁

瑞安塘下镇韩田村是瑞安汽摩配

的起源地。

韩田村党支部书记陈茂东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70 年代初期，韩田

村的陈安静等 11 个村民就筹集资金

3000 余元合股创办了“五七”文具厂，

但效益不是很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们接触到汽车的仪表灯和闪光器样

品，据说这类产品容易制造利润可观，

遂转为生产这类汽车配件。 至此，韩田

村诞生了第一家汽摩配企业， 标志着

瑞安开始了汽摩配行业的新征程。

1973 年， 随着汽车配件企业的兴

起，特别是可观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多

村民要求入股， 并纷纷到企业当工人

学技术， 到 1997 年， 该厂一共有 100

多个股东。 但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也

日益突出，工厂发展受到制约，效益也

越来越差。

（下转第四版）

一个产业集群的典型性衰败

本报记者 钟文

王利博制图

（详见第八版）

汽车合资 3.0 伪时代

国产发动机遭弃用，奇瑞捷豹路虎合资被质疑；

一汽－大众续约，预示合资 30年股比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