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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带一路”的两端国家，中

德两国正因“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的持

续推进而愈加亲密。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

来，便得到了德国的高度关注和支

持。德国是首批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之

一，也是欧洲范围内率先表态支持亚

投行的国家。不久前，德向亚投行提

供45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四大股东。

统计显示，目前有超过5000家德

国公司在中国注册，中国企业在德投

资存量资金超过20亿欧元。

汉堡港的三分之一

2015年11月9日下午，德国汉堡

市第一市长奥拉夫·朔尔茨率政府和

商务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启在中国为

期一周的访问，而此行的目的就是推

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德合作。

汉堡是世界上著名的港口城市，

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

之一。

据了解，汉堡港年吞吐量约为

1000万标准箱，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

或运往中国的货物，并且目前已有

500 多家中资企业在这里落户，这些

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与贸易和海运

相关的业务，包括中国远洋集团、中国

船级社、中国外运集团以及中国海运

集团等。除了海运，还有“郑欧”、“哈

欧”、“合新欧”等多趟国际货运班列开

往汉堡。

朔尔茨表示，“汉堡是欧洲波罗的

海区域以及通往中东欧的货运枢纽。

汉堡港对‘新丝绸之路’的发展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而位于德国鲁尔区的杜伊斯堡是

“一带一路”规划的重要一端。自

2011 年重庆到杜伊斯堡的“渝新欧”

班列开通后，已经让这座老工业城市

的经济焕发出新活力。

现在每周有4到5班国际班列往

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火车将中国生

产的机械、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等运送

到杜伊斯堡，并将德国生产的汽车零

部件等工业制成品运回中国。

中国与欧洲之间陆路通道的打通

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将产品出口

至欧洲市场。 据了解，随着“一带一

路”的逐渐铺开，连接中国和欧洲的8条

国际铁路去年共开行中欧班列308列，

较2013年增长285%。其中，中国和西

欧之间已经开通的3条联运班列中，有

2条通往德国的杜伊斯堡和汉堡。

据统计，每天往返中国和欧盟的

15亿美元商品中，近三分之一属于中

德。每周70多个航班连接两国10多

个城市。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使中德两

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双边贸易额屡

创新高。目前，中德双边贸易额相当

于中英、中法、中意三国贸易额的总

和，德国对中国的投资额也领先于其

他国家。

同时，投资德国的中国企业也日

益增多。杜伊斯堡所在的北威州已经

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有

超过800家企业落户此地。

2014 年数据表明，中国以 190 个

投资项目，超过美国(168个)、日本(130

个)，一跃成为德国最大的海外投资来

源国。最吸引中国公司的产业包括电

子产品、半导体、机械设备制造、建筑

等。中国投资基本集中在能够同时加

强中德两国公司和产业发展的领域，

欠发达的德国东部地区正以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中国

资本新的掘金地，中国最大的液体食

品无菌包装卷材供应商纷美包装有限

公司的第一家海外工厂就坐落在萨安

州的哈勒市。

4.0+2025

显然，作为亚欧两大经济增长极

的中国和德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不仅仅是为两国商贸与流通产业的

合作带来新契机，中德两国在新领域

的合作也将就此拓展。

专家指出，中德同为制造业和出

口大国，经济互补性较为突出，通过中

国市场和德国技术的结合、中国速度

(效率)和德国质量的联手以及“中国

制造”和“德国制造”的整合对接，探索

彼此合作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充分发

挥两国经济合作潜力，加强利益的契

合点，共同打造高水平的中德合作共

赢关系。

2014 年 10 月，中德共同发表《中

德合作行动纲要》，宣布两国将开展

“工业4.0”合作。

2015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

华时，两国宣布，将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工业 4.0”战略对接，共

同推动新工业革命和业态。

德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研发投

入及产品质量全球领先，目前已经基

本实现了工业3.0，大部分企业都处在

向4.0发展的阶段；通过工业4.0战略，

德国意图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德

国装备制造业建成世界领先的供应

商。

中国制造业虽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与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强国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

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

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我国提

出“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

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是实现从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实现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实施要点在于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

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

（下转第三十版）

在“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下，随着

中德两国在经贸层面合作的加深，两

国之间的产业园区合作也在加强。

相关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德在“一带一

路”框架里加快经贸合作，相互投资

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德国作为基础雄

厚、技术工艺领先的工业国家，在产

业园区和生产制造领域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同时，德国致力于实施的

“工业 4.0”计划与中国积极推进的

“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很多契合点，

这无疑会成为两国未来创新合作的

重点。

中德产业园合作非常深入

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全球经济交流合作日益频繁，

相互投资将成为一种崭新的合作模

式，这不仅顺应了国际间产业转移

的潮流，也有利于优势互补，最大可

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自

身实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战略深

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德

国投资和开展经贸活动。中德双方

在产业园区方面各具优势，双方开

展合作前景广阔。数据显示，中国

已经远超美国和日本，成为德国最

大的海外投资国。

正如杨建国所说，中德双方企业

及园区层面的合作已经非常深入。

今年 5 月，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

德生态园的园区平台公司中德联合

集团以其在德国慕尼黑的全资子公

司为主体，借壳一家德国上市公司成

为我国首家在德国上市的国有园区

发展商。这标志着青岛西海岸新区

正式登陆德国资本市场，成为新的中

德金融合作及业务拓展平台，新区国

际化战略迈出新步伐。

在中国企业和园区在德投资的

同时，德国相关企业在中国园区的投

资也逐渐成为常态。11 月 30 日，德

国 LIECTROUX 莱尔克斯机器人研

究院宣称，莱尔克斯已经在中国福建

厦门斥资 10 亿欧元布局其智能扫地

机器人生产工业园，全面开启中国智

能扫地机器人市场标准化、高端化的

进程。

杨建国告诉记者，随着“一带一

路”深入贯彻实施，双方的产业对接

合作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长

远来看，中德在产业园区进行合作也

符合欧洲的利益，这将为欧洲经济发

展提供新的活力，也将创造更多的就

业等机会。

借并购完成海外产业链

园区能够延续的重点之一就是

建立完整产业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在海外，对于产业链的打造都是园区

及其中企业的重点。在企业“走出

去”的过程之中，通过并购完成产业

链搭建是一种重要手段。曾有业内

人士做出预测，中国大型企业将是未

来中德并购市场上的主角。

通过对全球干混砂浆设备领域

第一品牌德国 M-TEC 的并购，中联

重科成为国际和国内干混砂浆行业

唯一一家有能力从干混完整产业链

的角度进行设备研发和营销的企

业。而这样的产业链，无论放在国内

长沙的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还是放

在国际上任何一个中联所在地，都将

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越来越频繁的并购和投资

乃至海外园区的运营，杨建国表示，

产业转移或企业投资归根结底还是

应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园区在招商

方面必须充分依据德国的产业发展

特点，因地制宜、综合分析，制定完善

入微的招商引资方案。同时，与中德

之间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紧密合

作，利用中介招商来保持畅通无阻的

项目磋商。

(下转第三十版)

“一带一路”+制造业升级
中德企业间流淌着幸福时光

中德园区合作的“工业4.0”时代
本报记者 郝帅

本报记者 刘凌林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