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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本报记者 李霂轶

“离不开 ,靠得住 ,共繁荣”,大概是对一种健康、稳定、可

持续发展协作关系的最佳描述了。而当前 ,在增长新动力的

全球探索过程中,国际产能合作也正被普遍寄予厚望,并呈现

出繁荣趋势。

中欧碰面 ,产能合作是重头戏。作为拓展国际产能合作

的倡议者之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次访欧期间,再次得到

了广泛响应。还不到30个小时 ,比利时方面就与我国达成了

百亿美元的协议 ;中法共同发表了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协

议 ,两国核能企业已决定联合投资英国市场。除此之外 ,更受

市场关注的 ,则是当欧洲“容克计划”遇上中国国际产能合作

倡议时,所相互萌生的“恨晚”情愫。

“容克计划”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去年11月上任时提

出的巨额投资计划 ,旨在振兴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

就业。访欧期间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愿与“欧洲投资计划”对

接的倡议 ,当场便得到了容克的积极回应。而更早一些时候 ,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容克就曾表达过“容克计划”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对接机会的意愿。

在双方“恨晚”情愫中开启中欧产能合作愿景 ,无疑充满

巨大的想象空间。而这还仅是我国近期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成

果的冰山一角。自去年以来 ,中国已主动开展了与哈萨克斯

坦、印尼、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家的产能合作。

包括对接“容克计划”在内 ,“国际产能合作”取得丰硕的

成果以及得到更广范围内的认同与响应 ,显然不是单靠中国

一己之力的超级推销就能促成,其背后的支撑在哪里?

首先,国际产能合作共识的达成与繁荣,离不开合作双边

或多边在需求上的对等。当前 ,全球范围内的供需结构紊乱

困局依然未得到有效解决 ,经济增长明显脆弱乏力。其中 ,新

兴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因素约束下表现疲软 ;美国经济复苏势

头放缓;欧洲和日本受益于QE逐步走出停滞泥潭,但对于实现

强劲增长仍是不够。在单靠量化宽松政策已经行不通的情况

下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将政策的立足点放到对内

推进结构性改革 ,对外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之上 ,以刺激、做强

实体经济。 这一方面表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计

划,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全球多边、双边合作的持续升温。其所

展现的共识是,通过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利用经济合作发展

的新模式,在全球供需结构实现再匹配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经

济的发展。

其次,国际产能合作共识的达成与繁荣,离不开有效的多

赢机制 ,即合作双方或多方获利机会的均等性。尽管中国是

国际产能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更多占

有赢利机会。中国曾经也是国际产能的输入国 ,而经过30多

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 ,体系完整 ,200多种工

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装备水平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相较于

发达国家的高端装备与技术 ,性价比相对要更高。在这方面 ,

中国完全有能力、有必要充当架桥者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高

端装备与技术合作 , 通过提供较高质量和较低成本的制成

品、产业体系 ,既满足发展中国家建设的需求 ,也满足与带动

发达国家高端装备和技术的出口需求,实现三方共赢。

与此同时,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 ,是高度重视合作方

现实需求与投资计划的合作。譬如 ,在欧洲 ,中欧双方刚刚达

成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倡议与欧洲“容克计划”

的对接意向 ;而中哈之间的一揽子合作也与哈萨克斯坦本国

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高度契合。这在寻求合作最大公约

数的同时,也更多地保障了利益的共赢。

最后,国际产能合作共识的达成与繁荣,也离不开以平等

合作作为基础保障。这项等同于基础设施的工程 ,目前仍有

更多的完善空间。比如 ,在进一步突破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

方面 ,以中欧为例 ,欧盟连续11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

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去年中欧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

元 ,《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覆盖100多个合作领域 ,双方战

略契合度越来越高 , 其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将会长期存在。

但一些由于文化、经验等方面的原因 ,当前仍存在一些制度

上的壁垒或贸易摩擦。

这当中,高技术贸易仍然是中欧贸易的一块“短板”,而按

照李克强总理的愿景 ,“如果欧盟对华出口管制放松一小点 ,

中国从欧进口就能增长一大截”。 去年中国对欧投资大幅超

过欧盟对华投资 ,中国地区协调发展也需要欧方投资。此外 ,

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投资计划中向欧洲敞开了

大门。中欧还应继续扩大相互投资 ,而推动中欧产能合作提

升的关键,还在于加紧推进双方投资协定(BIT)谈判,进行中欧

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等。 缺乏了这些互联互通工程的建设 ,

国际产能合作的空间与成效就要打折扣。

需求对等、机会均等、合作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产能合作

正方兴未艾。而这一共识 ,相信也将是促进南北合作、南南合

作,探求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剂良方。

中国企业如何架起

国际产能合作桥梁

这应该是瀚海智业的第三次转

型， 继 2004年的战略调整和 2011年

“走出去”后，如今，瀚海智业携科技

部中美企业创新中心的“黄金品牌”，

叶茂归根。

瀚海的“回归”，又不仅仅如此，

瀚海智业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王汉

光强调，“之前三十年，中国基本是引

进来的战略，在未来三十年，中国一

定是‘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在

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 共建孵化

器。 ”王汉光的想法是坚持海内外园

区共同发力， 利用瀚海在海外的经

验、资源和国内的园区、企业合作，强

强联合，各取所需。

经过 12 年的品牌建立， 王汉光

是时候亮出“海外孵化第一人”的底

牌了，无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

瀚海一样具备“人无我有”的竞争力

是极富有优势的，这将大大加快瀚海

的品牌变现速度。

“引进来＋走出去”

的坚定战略

在王汉光的名片上，除了瀚海董事

长的职务，还印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的头衔，王汉光最欣赏的书法家是王羲

之，因其书法风格平和自然，笔势遒美

健秀，功力深厚，书法入木三分。“入木

三分”同样适用于王汉光的园区建设理

念———要做， 就要向最好的园区学习，

专注于科技园区，苦练内功。

2003 年发轫于石景山的瀚海智

业， 此前已经过两次转型，2004 年从

商务地产的运营商转型到科技孵化

器的运营商，2010 年的时候， 北京的

孵化器仅 20 个， 瀚海却占了近 1/4，

王汉光至今认为这一次的战略转型

是瀚海早期最成功的地方。

“瀚海走的路不容易， 在 2003 年

刚建立就赶上‘非典’，甚至可以说生不

逢时， 艰难创业。 2004第一次转型成

功，在国内快速发展，中国的孵化器发

展很快，数量激增，但在质量上还需要

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所以 2010

年我决定走出去，去美国硅谷。 ”王汉光

所说的走出去正是瀚海的第二次转型。

事实上， 瀚海的海外计划在 2011

年才正式开始。 那时，美国仍是金融危

机重灾区，经济形势不明朗，再加上文

化交流等问题，与其说这是瀚海的第二

次转型，不如说是第二次“创业”。好在，

瀚海在海外“创业”成果颇丰，目前瀚海

已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建

立了美国硅谷中关村瀚海科技园、淄博

瀚海硅谷生命科学园、 瀚海 QB3生物

医药孵化器、 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

瀚海加拿大科技园区、洛杉矶文化创意

产业园、中美企业创新中心（波士顿）7

个园区。 这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 瀚海

的海外孵化品牌成功建立起来。

“国外孵化 +国内加速”

的创新模式

王汉光深谙产业园区的玩法，

“做园区一定不能着急，瀚海这么多

年，最有价值的是瀚海这个品牌。 未

来的科技园区、 开发区眼光一定要

远，格局一定要高，这次我们和温哥

华合作， 就是选择了国家级的园

区。 ”瀚海在多年的发展中，手里渐

渐掌握了选择权， 并且瀚海的海外

建园多采取了“强强联合”的战略，

这意味着， 瀚海已经拥有了独特的

竞争力。

按照王汉光的想法，海外拥有较

高的技术，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资本

一进入，这恰好满足了产业园区共赢

的三要素，形成国外孵化，国内加速

的创新创业模式。

在采访中，王汉光不止一次地强

调，“企业一定要抱团取暖，不管是国

内还是国外，一个企业单打独斗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 ”

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便是这

一模式的试水项目，淄博瀚海慕尼黑

科技园总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

（下转 T03 版）

瀚海智业:�

首创“国外孵化 +国内加速”新模式

王利博制图

专业园区调查之十

（相关报道详见T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