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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9月25日开幕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

大会上，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味道”。无论

是会场悬挂的串串红灯笼、交谈中的浓

浓乡音，还是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人民币

国际化、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话题，都让

华商代表们心潮澎湃。“抢抓发展机遇，

合作凝聚力量”是与会华商的共同心愿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张晓强用“三稳四进”描述了当
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三稳”，指经济稳，就业
稳，物价稳；“四进”，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民生保障、对外开放等 4 个方面都有进步，

“中国经济 30 多年来保持着年均近 10%的
高速增长，如今我们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
增长。7.5%的增速虽然与过去两位数的增
长相比慢了些，但仍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增速。”

张晓强透露，下一步，中国将大力推进农
业现代化，并鼓励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同时，努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调整和优化生
产布局；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加快培育发展
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听完中国经济论坛的嘉宾发言，华商对
中国的发展更有信心了。“我在往届华商大会
时写过一首诗，叫‘四海皆朋友，群英来相
聚。祖国要发达，华商最知己。’祖国强大富
裕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比中友好贸易促进
会会长丁国良递上他的名片，名片背面写着

《我的心声》：“中国人是一家，中国人、中国梦
那就是国强民富”。

加拿大中华总商会创会会长黄国裕告
诉记者，“加拿大有很多高新技术、有全世界
最健全的银行系统，作为华商，我们可以发
挥桥梁的作用，将所在国的资源、市场带到
中国。”

随着对外贸易额从 1978 年的 206 亿美

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3.87 万亿美元，中国在
世界的排名也从第 32 位跃升到第 2 位；截
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
已超过 5000 亿美元，中国 1.6 万家境内投
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
2.2 万家⋯⋯

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发言时，台下的不
少华商也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改革开放
取得的成就，华商功不可没。”李金早表示，
海外华商具有国际化思路、深谙东西方文
化、熟悉当地政策法规，希望华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合作
共赢打好基础。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时，人民
币也成为国际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中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认
为，人民币跨境交易发展如今可谓“天时地
利人和”。所谓“天时”，即人民币跨境使用

与中国改革开放是同步的，政策方向始终明
确；所谓“地利”，缘于人民币在投资、贸易领
域都有广泛的市场基础；所谓“人和”，即中
国政府和企业及国际市场都对人民币跨境
使用有很高预期。

关注中国西部，关注四川成都。财富全
球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花落成都，彰显出中
国西部蕴含的巨大商机。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西部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活力，西部巨大的市
场潜力吸引着世界的投资。“四川是西部的
经济大省，是西部大开发核心区域，外贸进
出口总额居中国中西部之首。”四川省省长
魏宏说，“目前在川的侨资企业占全省外资
企业的 60%至 70%，我们也将努力为侨资企
业在四川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而作为西部核心枢纽城市，四川省会成都
的跨越有目共睹：在成都落户的世界500强企

业已有246家；成都开通了定期国际直飞客货
运航线31条，成为中国第四大国际航空枢纽；
全球三分之二的苹果iPad平板电脑和一半以
上的高端笔记本电脑芯片是“成都制造”。

不靠边、不靠海、自身侨务资源不多的
成都，正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成都市市
长葛红林向更多华商企业发出邀请：“未来
的成都既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又有改革试点
的红利，还有区域合作的优势，所以成都是
西部投资的最优选地。”

“虽然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但成都依然
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西南美国商会
会长王晓东说，成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012年又有28家跨国美资企业到蓉投资，其
中不少是华商企业，“几年前这些企业来到成
都投资，更多的是追逐低成本。最近两三年，
企业以成都为据点，投资西部，追求市场占有
率，并把很多高新技术一并带过来。”

本版编辑 喻 剑

“今年前 8 个月，公司销售收入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 36%左右,预计全年同比增幅将
超过 40%。”铁姆肯 （成都） 航空及精密产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信心满满地说。

铁姆肯成都公司位于成都综合保税区高
新园区内，是跨国轴承企业在中国建立的首
个航空产品公司。张健说，铁姆肯选择落户
成都，既是看到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前景，
更是充分考虑到成都本身具备较好的航空工
业发展基础。此外，成都市政府每个季度都
会组织一次外商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地与企
业进行交流，保税区管理局也会定期组织企
业召开座谈会，帮助企业解决一些迫在眉睫
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

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信心。
在这座城市的另外一角，成都综合保税

区双流园区也激荡着振奋人心的节奏：人行
道上，刚从仁宝、纬创生产线交接班出来的
IT蓝领们鱼贯而出；机动车道上，一字成行
的标准集装箱车辆穿梭往来，最新下线的笔
记本电脑，将从这里运至机场，飞抵全球。

从获批到运行至今，刚满“周岁”的
成都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却以矫健的速
度迅速进入成长黄金期，以新兴电子产业
为先导，成都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正在加
快完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并举发展现代
制造业，打造“保税加工中心”。“承接天
府新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机遇，双流

园区正在加速打造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功
能区，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从一
张园区规划图谈起，双流园区相关负责人
透露了 4 平方公里的未来发展雏形，除了
保税加工中心之外，双流园区还将规划国
际商品展销中心、保税物流集散中心以及
保税研发、检测和维修中心，“以制造业立
区，服务业强区，二三产业并举发展。”

数据显示，作为四川全省进出口数据增
速最快的成都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截至9月
20 日，园区累计出货笔记本电脑 730.78 万
台，实现产值202.42亿元，进出口总额25.4
亿美元，其中出口创汇18.8亿美元。此外，
成都综合保税区高新园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

力的背景下，航空零配件产业逆势稳步发展，
1月至 8月，普惠艾特、铁姆肯、高龙机械、
西格玛4家企业出口总额同比增速近50%。

成 都 综 合 保 税 区 面 积 是 8.68 平 方 公
里，就是在这看似微不足道的 8.68 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今年 1 月至 8 月，成都综合保
税区 （含高新、双流园区） 实现进出口总额
1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占全省外贸进
出口总额的 40%。其中，出口 9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占全省外贸出口的 37%；
进口 65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占
全省外贸进口的 46%。

“保税区相关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也
带动了本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都综合
保税区高新园区管理局副局长严闯说，英特
尔、富士康等一批世界 500强企业的入区发
展，带动其上下游相关企业纷纷来蓉投资设
厂，仅英特尔成都公司一家的省内外配套企
业就超过 300 家，现在富士康、戴尔、联想
等一大批产业化巨头来蓉，除自身具有极强
的整合能力之外，也会带动 1000 家以上的
配套企业，同时推动保税区的进一步发展。

成都综合保税区：

外向型经济龙头作用显现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关 注 中 国 投 资 西 部
本报记者 牛 瑾 王 晋

关 注 中 国 投 资 西 部
本报记者 牛 瑾 王 晋

曾经背井离乡、漂泊打拼的华商们，虽然身在

异国他乡，但魂牵梦萦的是故国家园，难以割舍的

是乡音乡情。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坚韧，创造

了财富传奇，为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

积极贡献，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今日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高速

发展，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日益凸显。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社会近 30 年的高速

发展，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当中国

经济巨轮驶入新的航程，当中国经济的活力不断

迸发，巨大的商机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当前，13 亿中国人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勾勒出的美好图

景，让每个中国人怦然心动。近代中国的百年奋

斗，不断证明着一个朴素道理，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惟

有将个人之梦寄托于国家之梦、民族之梦，梦想

才有成真的可能。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从实现

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到构建覆盖 13 亿人的保障体系⋯⋯国泰则民

安，民富则国强。华商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富强，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中国

梦”，他们也有强烈共鸣。在华商大会会场内

外，华商的赤子之情让人动容。“祖国富强，我

们海外儿女觉得骄傲和自豪”、“不管我们在哪

里，我们的根都在中国”、“我们都希望中国日益

强大繁荣，现在我终于感到这种梦想离现实越来

越近”⋯⋯拳拳之心，爱国之情，汇成一股共圆

“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实现“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

愿景，也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利益和机

遇。5000 多万华侨华人扎根于世界上 1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有 2 万多个侨团，这个群体在实现

“中国梦”的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和港澳

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的

70%，投入的资金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60%，是推动中国经济前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进一步发挥华商在促进中国与住在国友好交

流合作方面重要的桥梁作用；努力传播和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通过招商引资引智等渠道，为

中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等，就可以让华商的

爱国之情有实现的路径。

携手共圆“中国梦”，为广大华

商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同心

共谱发展曲，就能让每个中华儿女

感受到实现“中国梦”的那一份自

豪和光荣，就能为世界发展贡献更

大力量。

携手共圆“中国梦”
□ 王 晋

携手共圆“中国梦”
□ 王 晋

9 月 25 日上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蔡其生接受了记者专访。回顾刚刚结束的第
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式，蔡其生激动地
说：“开幕式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之所以把
这届的举办城市放在成都，是因为看中成都
在中国西部的发展潜能巨大。”

这不是蔡其生第一次来成都。“去年我
来成都时就观察到，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
展速度很快，既吸收了沿海城市好的发展
经验，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自然环境、地
理条件、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资源都非常丰
富。”蔡其生表示，一般意义上，每个地区
通常都会有个区域中心，汇集各种商业活

动。由于新加坡政府和中国四川政府建立
了经贸理事会的政府合作平台，双方共同
投资的新川创新科技园也已经启动，因
此，对新加坡的企业来说，成都已经是西
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他认为，随着许多制造业公司把成都作
为生产基地，新加坡企业也可以在供应链管
理方面为这些企业服务。目前，总商会与新川
创新科技园已经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个科技
园，新方的主要投资者是胜科集团和新桥国
际，新加坡中小企业对这两家公司的运作模
式非常熟悉，比较容易适应园区的经商环境。
本地一些著名发展商，如仁恒置地、嘉德置地

等，也都在成都开发了商用与零售地产。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人把目光投向中国

西部，“这是好现象，成都作为整个中国中西
部的主要经济中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世
界来了解它。这次我和 127 名代表团成员前
来，是抱着学习和多认识别人的心态的。”蔡
其生说，他希望多认识和了解成都，包括政
府出台的商业政策，回去后再好好研究一
下，看看能找到哪些商机，通过西部大开发，
参与中国的发展。

此外，谈及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蔡其
生深有感触。他的公司德华纸业在 1968 年
创办之初，也是一家作坊式的小型企业，如
今已发展为拥有 1400 多名员工的上市公
司。“做中小企业主，心态很重要，公司虽然
小，但一定要有管理大企业的胸怀。切忌将
自己束缚在公司的日常杂务中，不妨常常抽
身做一些战略性思考，学会开阔自己的视
野。”蔡其生认为，中小企业发展难并非中国

“特例”，走过初创期的艰难，学会稳扎稳打，
小企业也能有大未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

深度参与中国发展
本报记者 刘 畅

□ 双流园区承接天府新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机遇，正在加速

打造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 高新园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航空零配件产业逆势稳

步发展。今年前8个月，4家企业出口总额同比增速近50%

“早在 20 年前，我就与成都结缘了，曾邀请成都
的大熊猫到加拿大展出，非常欢迎大家到加拿大投
资创业。”在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华商企业跨国
发展”论坛上，加拿大缅尼托巴省省督李绍麟说。

在李绍麟看来，缅尼托巴和成都这两个地方有
很多共同之处，成都是中国西部综合交通主枢纽，缅
尼托巴是通往加拿大西部的门户。成都平原土地富
饶，是中国重要的农业产地。而缅尼托巴旁边的平
原也是加拿大非常重要的农业生产地。成都的大熊
猫是中国的“国宝”，缅尼托巴也是北极熊的故乡。
两地都有多元化的经济和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不久前，李绍麟刚刚赶赴广东，拜会乡亲父老，
探访父辈居住过的祖屋。李绍麟由衷地说，“从城市
到城市、从公司到公司、从个人到个人，我们的情谊
通过交流不断生长，合作的范围除了贸易还可以扩
展到旅游、文化等更多领域。”

叙乡情、话机遇，刚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王敏
刚也绕不开这“乡情”情节。他说，“古代有晋商、徽
商、粤商等品牌，现在无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
还是海外华商到中国投资，大家应该共同努力在国
际上打造华商品牌形象，共同谱写中国梦。”

王敏刚表示，近几年欧美经济低迷，但同时进入
的门槛也降低了，所以我们不断看到民营企业和国
企进行海外投资。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中小企
业是最需要帮助的。海外华商可以参股的方式与这
些中小企业合作，利用华商在所在国的优势与这些
企业实现互利双赢、共创品牌。

共创华商品牌
本报记者 廉 丹

特 写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

图为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主会场四川展区。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