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相关

11 月 14 日，由中拉商贸文

化促进会等单位主办， 铭星宏

宇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的“2014 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商

贸、 投资项目说明会” 在京举

行。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恰卢普、

多米尼加驻中国贸易发展办事

处代表吴玫瑰等出席了此次说

明会， 会议由前中国驻秘鲁大

使麦国彦主持。 会议介绍了玻

利维亚和多米尼加的投资环

境， 参会的中国企业代表与玻

利维亚、 多米尼加驻华代表就

中拉文化、 商贸方面进行了充

分交流， 并表达了积极的投资

与合作意向。

玻利维亚、多米尼加

商贸投资说明会举行

（上接第一版）此前由于连年的内战、骚乱，

经济一蹶不振，直至最近政局稳定，经济复

苏， 国家百废待兴， 有大量的项目亟待建

设，正是中国企业投资的最佳时机。

“这次，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州为

了推动经济发展， 推出了 270 多亿美元的

投资项目，考察团对其中的港口建设、城市

交通、农业开发、房地产、旅游开发、食品加

工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探讨。 ”周德文告诉

记者，非洲土地肥沃、面积大、人口少、规模

化农业发展落后等现状也为展开农产品深

加工、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另一方

面，科特迪瓦已经制订了电网改造计划，而

当地生产相关设备的企业并不成熟， 这对

于中国的相关企业而言也有很大潜力。

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实让考察成果颇

丰。周德文介绍，在今年科特迪瓦出台的 70

万套总统安置房项目里， 此次谈判签下了

12 万套，并落实了其中的 5 万套。 此外，对

科特迪瓦旅游项目的相关开发签订了框架

协议， 对非洲第二大港———阿比让港的扩

建，也签订了备忘录。

周德文告诉记者， 非洲工业还相对落

后。 在加纳，他和考察团成员就目睹了沙中

洗金的全过程。 当地矿工现场采样，淘出了

含有金末的沙子。 矿工用刚淘的河沙开始

“洗金”，整个流程非常原始，经过矿工的熟

练操作，河沙中的金粉被“洗”了出来，这些

都给中国企业创造了机会。

200 万人口小国里的

1 万中国人

面积近 24 万平方公里、人口 2482 万、

在独立前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加纳，由于

一半以上国土都存在着金矿， 是继南非后

的非洲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其广阔的开发

前景也使得考察团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尽管加纳是世界上黄金存量最大的国

家之一，资源丰富，但由于国家自身的配套

设备不成熟，使得开采还很不完善。 这次考

察团对加纳黄金矿工库马西进行了考察，

签署了两个金矿合作意向书。 ”周德文告诉

记者，“他们还对加纳的电站建设、 电力工

程承包等合作与加纳国家电力和能源机构

主席 lNG.STEPHENk.DOKU 进行了交流，表

达了合作意向。 ”

“这一路上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

烈的欢迎，因为对于非洲人民来说，中国是

他们的全天候伙伴。 ”周德文回忆说，两国

许多的设施都是中国援建的， 诸如科特迪

瓦的外交部大楼、文化中心，还有加纳通往

矿区的 360 公里公路以及许多医疗设施

等。“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而且不求回报，所以他们信任我们。 只要是

中国的合作项目，都会得到支持”。

“现在简单的贸易已经不赚钱了，但这

并不意味着非洲没有投资机会。 ”周德文告

诉记者，对一些有资金、有规模、有技术、有

通道的企业来说，非洲依然遍地商机。 他们

成立非洲投资机构的目的也是为整合企业

优势，抱团发展。 他说，实际上，除了少数非

洲国家发展得还不错，95%的非洲国家的工

业、农业几近空白，几乎各行各业都需要投

资。 缺乏商品加工、制造能力，绝大多数的

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依赖进口， 尤其是贸

易进口，鼓励外来投资。

投资广受欧美亚国家欢迎

近年来， 国家积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

企业“走出去”。 周德文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这次北京 APEC 峰会通过的《亚太经

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

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等多项倡

议，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借此契机，他们正在积极组织准备第

二次赴缅甸投资考察。 他说，为帮助国内更

多企业到缅甸投资服务， 他们已经注册了

缅中投资发展促进会和缅中企业投资发展

公司。 另外，已经有企业在缅甸投资建设工

业园区。

投资人内蒙古商人苏亚勒图不愿对记

者透露园区建设的情况。 作为此次一同投

资考察的浙江优耐防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郑崇坚告诉记者， 苏亚勒图在缅甸经

营多年，非常熟悉那个地方，该项目已经启

动。 他说，对于国内企业到缅甸投资，主要

是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 国内工人每

个月工资需要三四千元， 而缅甸工人工资

每月只要三四百元人民币；另外，国内企业

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价格战使得企业的利

润越来越薄，而外贸常遭遇贸易壁垒，到缅

甸生产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有利于企业扩张。

事实上，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有多年

的历史。 周德文告诉记者，以前走出去的主

要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国有大型企业，主要

是国家层面的大型项目，如铁路、资源开发

以及公益项目建设等； 另一个是个人或者

个体工商业户，主要是餐饮业和商贸业。 他

在非洲加纳投资考察时就听说仅他的老

家———浙江江山市（县级市）就有 300 多人

在那里经商务工。 他说，从地域上讲，目前

中国企业的脚步已经遍布非洲大陆，南非、

中非、西非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身影。 人

口仅有 200 余万的内陆小国莱索托， 来自

中国的生意人就超过 1 万人。

今年 6 月份，周德文率领来自浙江、上

海、陕西、山东、广东、湖南、河南、江苏、江

西、北京、内蒙古等地的 95 位中国企业家

先后考察了美国芝加哥、弗吉尼亚、华盛顿

和纽约等多地， 并与中美总商会组织的近

百名美国企业家进行对接交流。

事实上，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企

业自身的实力增强， 欧美发达国家也欢迎

中国企业的投资。 周志江告诉记者，以前欧

美国家原来的高端市场惧怕使用我们的产

品，对我们的高价格不能接受，就像 40 多

年前，他们不能接受日本的产品一样。 后来

他们发现，不用日本的产品他们吃亏了，现

在中国的情形和那时的日本一样。 同样，

“现在他们开始接受我们的产品了。 当然，

也欢迎我们的投资。 ”他告诉记者，他们在

国外的一个投资项目即将落地。

“欧美国家也非常欢迎我们的投资。 ”

周德文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份，他率领 40

多位中国中小企业家到欧洲考察，受到了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政要的热烈欢迎，并

与中、法、德近 500 位企业家参加了“2013

中欧中小企业合作周”， 增进了彼此的了

解。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华佩表示，许

多中国企业把如何在欧洲建立完整而鲜

明的企业文化作为重要课题，树立有特色

的企业形象将为企业赢得国际优秀人才。

目前在北威州有将近 800 家中国企业，杜

塞尔多夫与科隆是中国企业投资的理想

之地。

谨防投资风险

走出去寻找蓝海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企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快转型的重要途径。

周德文告诉记者，企业走出去，一方面是到

国外去开眼界长见识，寻找投资机会，打开

合作渠道；另一方面，这几年国内外形势发

生很大的变化。 国外，非洲、东南亚国家战

乱逐步平稳，需要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给企

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受经济危机的

影响，国内企业投资机会减少，投资成本加

大， 加之有的企业前几年投资不顺造成的

影响，转型升级、走出去成为重要渠道。 他

说，像温州主要以轻工产品为主，但是目前

国内竞争激烈，而且很多行业趋于饱和，但

非洲对这些产品又非常稀缺，如此，形成了

良好的互补性，对企业来说就是机会。

企业茫然走出去不可取， 必须非常谨

慎。 周德文告诉记者，非洲及一些东南亚国

家，尽管机会很多，商机很多，但风险也比

较大。 有的国家，虽然结束了战乱，但是有

的省、邦还在打仗，还有局部的战争存在，

所以必须选择一些比较稳定的区域进行投

资。 另外，还要避免不同的法律、生活习俗、

风俗习惯带来的风险。 他告诉记者，他们非

洲投资俱乐部在尼日利亚， 就聘请了非洲

现在的执政党———人民民主党的公共关系

部副部长担任非洲投资俱乐部在尼日利亚

的首席代表。 这样一来，如果中国企业在投

资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就由首席代表出面；

其另一身份便于在该国内部协调， 保护中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长期与国外打交道的周志江告诉记

者， 除了要规避政治、 法律以及风俗的风

险外， 对于企业怎么走出去， 他有更加独

特的思考。 他说，企业走出去前要弄清楚，

不要发展跟他们本国产业有竞争的项目，

而是要投资他们很需要、 很稀缺的产业。

那么， 我们到对方国家去发展， 当然会受

到充分的保护。

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近

年来，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

地域、 政治、 法律等诸多风险因素不断凸

显。 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和困

境：一是政治信用风险、海外上市风险、并

购风险；二是语言困境、法律条款限制等；

三是项目的终止、毁约、绑架等。 这些都会

使国内企业面临大额损失，走出去的同时，

要做好风险应对准备。 他说，早在十年前中

国政府就已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但

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遭遇

不公平待遇时有发生。 他建议，当企业在海

外遭遇不公平待遇时， 政府应罗列投资项

目报复清单、 成立专门组织或协会支援在

海外遭不公平待遇的企业。

突破非洲：民间版“中国马歇尔计划”萌动

在乳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外乳企的融

合进一步加速。 伊利股份 11月 12日晚间公

告称，公司拟与美国乳业最大的上游原材料

供应商 DFA 在堪萨斯州合资建设年产 8 万

吨奶粉工厂。该合资奶粉工厂注册资本 1亿

美元，其中伊利投资 3000万美元，持 30%股

权。这座将创下全美规模最大的奶粉厂选址

恰巧在美国乳都堪萨斯州。通过伊利与 DFA

两个中美龙头乳企，两国乳都巧妙衔接在一

起。

伊利董事长潘刚与 DFA 首席执行官

Rick Smith对该合作项目的发言， 引起了全

球乳业人士的广泛瞩目。潘刚用伊利曾合作

的美国大片《超人》做类比，认为伊利和 DFA

既然同属全球乳业 10强， 都是所在国最大

的乳制品企业，就要具备“超人”改变世界的

气魄，加快中美乳业协作步伐。同时，他对伊

利背靠的全球增长最快的中国乳业市场也

有清晰的判断，表示要让伊利代表的中国元

素在美国得到充分的展现。

深层次的互补需求是伊利与美国 DFA

合作的最大基础。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乳品

需求趋于饱和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市场

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引擎，奶制品需求

则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原奶需求巨大。 伊利

与 DFA 此次共同出资建设的奶粉生产样板

工厂其产品不仅会供应中国市场，也会供应

全球其他市场。

潘刚对这一堪称全球样板工厂的合作

项目充满期待：“我特别希望本次牵手能为

中美两国的乳业合作开启一个黄金的时代，

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中国消费者和美国奶农，

能更多地为全球乳业产业链的完善做出贡

献。 ”

将期待的重心首先放在“服务中国消费

者”上，显然与潘刚“用全球优质资源更好服

务中国市场”的国际化理念有关。

而 DFA 首席执行官 Rick Smith 则反复

对伊利做出赞赏， 强调潘刚的理念与 DFA

非常契合， 在潘刚治理下的伊利牧场管理、

乳制品生产、 检测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

且不断地在进步，并重申去年 7月与伊利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是正确的决定，愿意与伊利

彼此视为长期、珍贵的合作伙伴。

Rick Smith坦承：是 DFA 主动邀请伊利

到美国合作建厂，美国需要来自中国充满活

力的伊利来改变，为美国乳业进一步发展提

供动力，将中美优秀成果带给全世界。 在他

看来，DFA与伊利各有所长， 吸引伊利参与

到美国乳业体系中，以应对全球乳业更激烈

的竞争。

伊利与 DFA 有意向以共建奶粉工厂为

契机，集合两国乳业所长，在牧场管理、产品

研发、 工厂检测等众多领域全面对接和融

合，共同增强竞争优势。雄心可谓不小，这从

工厂投产后产品不仅供应中国，也会为美国

在内的全球市场服务，就可以鲜明地体现出

来。

“中美携手共同改变全球乳业， 这是

DFA 与伊利共同的使命。 ”Rick Smith 的话

其实是说给全球其它乳企的。

伊利美国合资建厂

本报记者 张博

潘刚称要像“超人”一样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