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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充满发展机遇
——访英国工业联合会中国部负责人刚毅

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进入
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在这一新常态下，中
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对中英经贸发展有
何影响？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参与英国基础
设施、高铁和高技术产业投资？这些问题
越来越成为英国及欧洲各界关注的热点。
为此，《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了英国工业
联合会中国部负责人刚毅。

刚毅表示，从历史上看，英国企业
的传统贸易对象主要是美欧企业，亚太
国家企业占比较低。自 2010年以来，英
国企业界和政府都看到了中国国内消费
市场对于英国出口和贸易的拉动潜力，
于是确立了“向东看”的经贸政策，将
中国作为拓展新贸易联系的核心目标。
从过去5年的数据来看，这一政策也的确
为英国出口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刚毅表
示，中国经济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面临
一系列挑战，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有着足
够的政策工具来促进这一转型。比如
说，当前中国家庭负债率非常低，中国
的外汇储备仍然很高。因此，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速的下滑更多是中国
政府控制范围之内的结构性下调，而非
硬着陆的前兆。

就新常态对中英经贸关系的影响，
刚毅表示，当前中国政府期望进一步提
升消费和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英
国也更加强调出口在经济再平衡中的作
用，双方经济结构的契合度不断上升。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英，更将促进中英两
国关系快速发展，同时也将为英国企业
开拓中国市场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刚

毅强调，在传统的贸易投资之外，英国
企业在设计、奢侈品、教育、创意产
业、专业服务业等领域的优势将在中国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进一步凸显。

当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已经成为
中英双边投资合作重头戏。对此，刚毅
认为，中国在英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将为英国带来巨大发展红利。对于核电
领域的投资合作，刚毅表示，英国急需
投资推动其核电产业的发展，以实现更
为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包括欣克利角
C 在内的新建核电厂，将在英国未来能
源供给和减排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
系列工程也将为英国本地民众带来数以
千计的就业机会。对于双边在高铁领域
的合作，刚毅说，英国铁路技术与中国
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此前英国首席

国务大臣奥斯本已经邀请中国参与 HS2
技术学院的建设。这一举措使英国企业
能够有机会从中国学习世界领先的高速
铁路技术。这对于英国本地铁路企业未
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中英两国企业在航空航天等高
科技领域的合作，刚毅认为，英国企业
对于这项合作高度期待并充满信心。当
前，中英两国在知识产权注册和保护方
面，尤其是程序简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
展，提升了英国高科技企业在华拓展业
务的信心。英国国内有大量在航空航天
以及其他高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企
业，其中部分企业已经成功与中国建立
了商业往来。此次中英在高技术领域的
合作，也将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企业能够
参与到庞大的中国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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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近期，难民问题搅动欧洲，引发广
泛关注。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
机缘何而起？欧洲各国应如何妥善处理
难民问题？《经济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问题专
家周弘。

记者：引发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是

什么？
答：难民的主要来源地是叙利亚、

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当地动荡
导致了大批难民涌入欧洲。中东北非战
乱国家大多在政治上实行世袭制，存在
不稳定因素，容易出现国内矛盾。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内
部矛盾，干预其国内事务，把西方国家
的思维和做事方式用在中东北非地区，
造成水土不服，引发了包括欧洲难民危
机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美国制定的大中
东计划，在中东北非等地以推动民主为
名，实际目的是操控地区政治和经济。
以利比亚为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莫
须有的罪名对其实施空袭，支持反对
派，推翻现政权。西方国家的干预，直
接导致了中东北非地区局势混乱，战火
不断。

西方国家插手中东北非事务的背后
是巨大的利益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受能
源资源驱动，以“取之无道”的方式，

借政权变革控制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
源。但是，在美国近两年转向页岩油气
开发之后，对中东北非地区的资源重视
程度下降，因而在把中东搅乱之后，又
弃之不管，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局势的
恶化。

对于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内部问
题，西方国家推崇的“用外科手术的方
式切掉所谓的‘毒瘤’，让肌体健康生
长”的观念，不符合当地实际。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纯通过武装冲突实现
顺利的转型和发展。恰恰相反，战争给
中东北非地区带来了灾难，无辜民众是
最直接的受害者。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
是中东北非地区战乱，这是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插手中东北非事务酿成的
苦果。

记者：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对欧洲

各国带来了哪些影响？会不会对欧洲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
答：目前，难民问题对欧洲的主要

影响表现在社会稳定方面。现在进入欧
洲的难民数量大约是 80 多万人，从经济
角度看，尚不足以拖累欧洲经济增长，
欧洲有能力接纳这些难民。问题在于，
一方面，欧洲各国就如何处理难民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还未拿出整体的安置方
案；另一方面，欧洲民众对来自中东地

区的移民有恐慌心理，担心外来移民会
影响欧洲现有的社会秩序，社会对接纳
难民有疑虑和抵触情绪。

事实上，难民问题给欧洲带来的并
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如果欧盟各国
能够妥善处理好难民问题，其国际形象
将大大提升，由此带来的收获不能简单
用经济利益来衡量。其次，移民能缓解
西欧当下面临的严重老龄化问题，且能
够创造生产力。经济学家分析认为，这
批移民以中产阶级居多，大都接受过良
好的教育，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
解决西欧国家部分岗位劳动力不足的
问题。

难民危机也暴露出了欧盟体制上存
在的问题，以边境检查登记为例，在难
民进入欧洲的首站希腊，边检就应该对
难民逐一登记分类，做初步的分流处
理。但实际情况是，难民从希腊被推到
匈牙利、再被推到克罗地亚、意大利，
又辗转来到德国、英国、法国。欧盟成
员国之间缺乏整体的机制来联动地处理
问题，欧盟仍需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
一体化程度有待加强。

记者：欧洲各国应如何妥善处理难

民问题？

答：妥善处理难民问题需要欧盟从
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

在欧盟内部方面，要尽快协商达成
一致，出台应对难民的机制，各国也要
拿出具体的落实方案，妥善安置难民，
解决好培训、就业等后续问题。对于希
腊、意大利等难民数量较多的通道国
家，欧盟要给予资金和人力等各方面的
支持。同时，欧盟也应借此机会，完善
边境检查、入境登记等机制。

在外部方面，造成难民危机的根源
是中东北非地区战乱。欧洲各国必须
意识到，难民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背井
离乡，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难民没有
能力也不应该为这次危机买单。只要
战乱继续，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难民涌向
欧洲。因此，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结束战乱，稳定中东北非地区局势，
保证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

目前，结束中东北非地区战乱的
最 佳 途 径 是 通 过 联 合 国 这 一 多 边 平
台，各国共同协商解决方案，形成国
际力量和国际舆论，敦促战乱国家停
战，共同对抗恐怖主义，帮助战乱国
家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过渡。这需要欧
盟摒弃过去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以
独 立 的 思 维 ， 以 更 加 积 极 主 动 的 理
念，将问题诉诸联合国，借助多边平
台和多国力量，共同从根源上解决难
民问题。

解除危机重在稳定中东北非局势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

欧 洲 难 民 危 机 探 源 中 □ 本报记者 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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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伦敦塔桥。

英国首都伦敦位于英格兰东

南，横跨泰晤士河，面积约 1600

平方公里。伦敦始建于公元 43

年。公元 18-19 世纪，伦敦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

目前，伦敦不仅是英国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英国王室和政府

部门所在地，同时也是世界性的

金融贸易中心和文化名城。2006

年，伦敦与北京结为友好城市。

右下图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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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北京外国语大学、中
国欧洲学会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共同发布 《英国发
展报告 （2014-2015）》 认为，中英关系发展迅速并
取得诸多突破，两国在投资与金融领域的合作最引人
注目。

报告指出，去年是中英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今年则是新的十年开端。针对英国政府提出
建设“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意愿，中方作出了积极回
应。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领域保持
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英国带头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
以及双方在产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领域的合作
前景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习近平主席即将对

英国的国事访问必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里程碑。
作为中国在欧盟内部的重要经济伙伴，英国深受中

国投资者青睐。2000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企业在欧盟
28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达 1047 项，投资金额高达 460 亿
欧元。其中，在英投资遥遥领先，英国吸引了 122 亿欧
元的中国投资。截至去年底，中国对英国直接投资存量
超过 400亿美元，英国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投资目的地
国，逾 500家中国企业落户英国。今年上半年，中国企
业在英完成并购和绿地投资 11 起，金额为 14 亿美元。
中国对英投资覆盖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广泛参与英国机
场、水务、空港城等基础设施建设。

报告认为，投资增长带来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伴
随近年来中英间相互投资的“跨越式”增长，中英金融
合作“水涨船高”，取得了长足进展。英国在西方发达
国家中较早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金融潜力，
伦敦金融城在 2012 年就开启了发展人民币交易业务的
长远计划，积极推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各类金融投资
中的使用，大力开发人民币相关金融产品。中英投资和
金融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全球影响。

本报讯 记者李春霞报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
前撰文指出，中国承诺到 2017年启动总量管制及配额交
易的碳排放市场，开创了国际环境市场机制建设先河，将

“引领全世界朝着一个持久的全球气候协议前进”。
文章认为，目前，全球多数国家将监管措施作为绿

色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如出台防治污染举措等，中国
已经出台了类似举措。中国在今年 9 月 21 日宣布的碳
排放改革计划，为其未来的绿色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石。
该计划允许“市场参与者在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
用”，表明中国在建立环境市场机制上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先行一步。

按照计划，2017 年启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
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关键
行业。在具体实施上，中国碳排放市场将依据中国目前
7个地方省份的经验设计。

文章强调，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令人惊喜的突
破。从具体改革领域来看，包括发行多种类型的绿色债
券，绿色项目将获得政府财政大力支持等。最具革命意
义的是，中国将推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除国家生态公园外，中国境内的自然资源将被允许走向
市场，相关使用权可在市场自由买卖、出租，并作为抵
押资质与贷款担保的基础。同时，一个水资源使用权市
场也将建立，并将在甘肃与宁夏两省区展开试点。在此
基础上，中国将会实施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性自然资源
所有权统计。

文章还援引英国自然科学杂志的研究，认为近年来
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研究显示，中国在 2013
年的碳排放比预期值减少了 14%。文章进一步分析指
出，从国家所有制到允许市场因素参与，是中国共产
党一项了不起的改革。现在谈中国建立碳排放交易机
制的经济效益为时尚早，但中国在利用市场机制来提
升环境治理的实践已走在世界前列。尽管未来面临不
少困难，但碳排放交易机制在中国启动仍是一项令世
界瞩目的大跨越。

英国《经济学人》撰文指出

中国碳排放交易

机制开创国际先河

中英投资与金融

合作引人注目

英国都市中心有不少中国元素，中国城、孔子学院、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这是英国选手王白雪在第

14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英大区决赛上表

演舞蹈。 新华社发

左图 英国伦敦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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