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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当前同处于发展转型与推行改革的关键历史时期，两

国间友好往来也进入了重要的新阶段，这为中法两国企业间合作提

供了重要机遇。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在环保、高科技、食品、健康及服

务等多领域的巨大发展均为法国企业提供了众多增长机遇

本版编辑 徐 胥

当前，中法两国友谊正不断加深，双方
各领域合作与交流持续紧密，并取得了诸
多成果。就当前中法经贸领域合作成果、
未来发展潜力等议题，《经济日报》记者近
日专访了法中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该负责
人表示，中法两国经贸合作密切，双方合作
领域与层次不断深化。未来，法中委员会
将持续推动中法两国经贸合作再升级。

法中委员会（CFC）成立于1979年，已
成为近40年来中法两国间拓展经济外交、
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多次参与两国间元
首互访及高级别财经对话的组织活动。法
中委员会汇集了法国各个行业众多企业，
其成员企业在中国的营业额超过1000亿
欧元。

在谈到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评估时，法
中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认为，首先，中国当
前正逐步实现由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模式
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服务需求的可持续性
生产体系转型，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消
费者需求。同时，相关领域的科技研发与
先进技术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断提高，
并居于世界前列。其次，中国近年来加强

从国家层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如“中国
制造2025”战略等，有效促进了相关行业
创新成果的落地、信息技术的整合、工业
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及制造业重组与国际
化进程。最后，中国制造业近年实现了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拓展了
中国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伙伴间的合
作模式与合作思路，促进双方在合作中共
同发掘创造与发展潜力，增强了彼此间的
互惠合作。

法中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中法两
国当前同处于发展转型与推行改革的关
键历史时期，两国间友好往来也进入了重
要的新阶段，这为中法两国企业间合作提
供了重要机遇。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在环
保、高科技、食品、健康及服务等多领域的
巨大发展均为法国企业提供了众多增长
机遇。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为庞大的
消费市场。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进程中，创

新正日益成为经济战略的核心。在该
领域，法国有较强的实力，也有意愿与
中国共同推动两国世界级企业及初创
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创新方案落地，中法
两国企业间的积极合作将切实加速创
新进程。

法中委员会于 2014 年创立了中法
团队创新奖，用以奖励在创新及两国联
合研发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学、学
术机构、实验室、研发中心及企业等。

法中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指出，法国
当前仍存在对中国赴法投资的不正确看
法。事实上，2015年中国企业在法投资
的额度仅占法外国投资总额的 2%。
2016 年中国在法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
53亿欧元，带动了法国约700家企业创
造了近 45000 个就业岗位。从相关反
馈看，在法中资持有公司中的法国管理
团队均对中国投资给予了积极评价，认

为来自中国的投资使得法国企业财务能力
进一步增强，更好地服务企业生产效率及
营销工具的升级，直接、有效地帮助法国企
业进入中国市场，使企业能够更快获得投
资回报。

法中委员会多年来始终秉持开放态
度，向法国企业介绍并分析中国的相关政
策及经济形势。同时，也积极向中方传达
法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具体期待。法中委
员会近年来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并
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如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CFIE）发起的“一带一路”工商协会联
盟（BRICA）、丝路国际智库网络（SiLKS）
等。“一带一路”建设有效促进了中法两国
的第三方合作，并得到了两国高层的大力
支持，如中国与法国于2015年签署了开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2016 年 4
月份，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办，中国贸促
会、法中委员会承办的主题为《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中法非三方合作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共同探讨国际合作新模式，促进三方
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众多
具体项目，将为中法两国合作创造更多的
互补性机遇，并在可持续发展、新能源、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等方面继续加
强各层级交流，助力中法两国间经贸合作
再升级。

法中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推动中法经贸合作再升级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日前公布最新投
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印尼吸收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达236亿美元，来自中国
大陆的投资继续稳居前三强。另据印尼央
行最新报告，三季度电子商务领域的外国
直接投资增速是一大亮点，中国腾讯、滴滴
出行等公司对印尼交通行业手机应用的投
资规模快速扩大。为此，印尼投资协调委
员会主席莱姆邦表示：“科技领域投资在外
国直接投资中的分量越来越大，也给印尼
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近期，国际市场对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
预期向好，认为包括印尼在内的广大亚洲发
展中国家经济有望保持稳健增长。亚行在9
月底发布的《2017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
版）》中预计，今年和明年亚洲经济整体增速
有望分别达到 5.9％和 5.8％；其中，中国
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较此前提高0.2个百
分点至6.7%。亚行分析团队普遍认为，由于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在这一积极的市场
预期出现之际，亚洲各国和地区均有机会加
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优化生产力结构、促进
重点基建项目投资，进而保持宏观调控的正
确方向以激发中长期发展潜能。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带动了东南亚

国家今年上半年贸易和投资需求复苏，尤其
是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两大领域。亚洲开发银
行和世界银行先后据此作出最新预测，认为
印尼经济今年和明年有望实现 5.1％和
5.3％的增长。亚行印尼代表处负责人维克莱
恩指出，在全球经济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中国经济企稳对印尼保持稳健的、均衡
的增长是利好因素，“公共支出尤其是基建
支出扩大了，私人投资的环境改善了，下半
年印尼经济有望实现进一步扩张”。

印尼最大国营银行——曼迪利银行研
究所所长莫克迪表示，要说对印尼经济的影
响力，中国已超越了美国，“中国近几个季度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不仅促进了中印尼间直
接贸易和投资，还通过中国同其他东盟成员
国的经贸关系传导到了印尼，如中国从马来
西亚进口棕榈油的规模，就同印尼向马来西
亚出口棕榈油的规模息息相关”。

就中国经济对印尼的积极影响，印尼
政府比国际金融机构更为乐观。在《2017
年政府预算修正案》中，印尼政府将全年经
济调整为5.17%。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
班邦认为，由于外部经济条件改善，印尼下
半年的经济活动会有所增加，今年经济增
长有望超过亚行和世行预计的5.1%。

印尼央行货币和经济政策部负责人
多迪指出，三季度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
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这将刺
激印尼经济加速扩张。印尼央行数据显
示，2017年前9个月印尼吸引外资共计
110亿美元。其中，8月中旬，仅中国知
名企业阿里巴巴公司一家，就向印尼电
商企业都口匹迪亚公司注资了 11 亿美
元。印尼另一家基于摩托车交通和物流
服务的新锐互联网企业——够捷克，在
获得中国滴滴出行公司的巨额投资后，
计划将其业务范围首次拓展到另外4个
东盟国家。多迪认为，这表明中国投资

者看好印尼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潜力。
印尼经济统筹部副部长艾迪日前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加速推进，印尼有望承接更多来自
中国的投资和优势产能，“希望中资能更多
进入制造、物流、电商等领域”。受益的还有
印尼旅游产业。印尼中央统计局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8月份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数达
到925万人次，创下新高。其中，排在前三位
的外国游客来源地分别是中国、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据印尼海洋统筹部长鲁胡特早
前介绍，中国游客人均消费在2000美元左
右，高于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游客。

受中国经济向好增长前景带动

印尼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
东报道:世界银行 10 月 31 日
发布的《2018 年营商环境报
告：改革以创造就业》指出，全
球在过去 15 年内营商环境大
为改善，总计实施改革 3188
项。全世界119个经济体在过
去 1 年共实施营商环境改革
264 项，以创造就业、吸引投
资、提高竞争力。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
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说：

“创造就业是在允许私营企业
发展的情况下国家和社区能够
取得最具变革性的收获。《营商
环境报告》倡导的公平、高效和
透明的规则有助于改善治理和
打击腐败。”

报告指出，发展中经济体
共实施改革 206 项，占改革总
数的 78%，其中撒哈拉以南非
洲经济体实施改革83项，连续
两年破纪录，南亚实施改革20
项亦破纪录。大量的改革集中
在获取信贷和注册新企业的改
善上，各有38项改革。跨境贸
易便利化有33项改革。

在营商环境年度排名上，
新西兰、新加坡和丹麦保持第
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之后
为韩国、中国香港、美国、英
国、挪威、格鲁吉亚和瑞典。
根据已经实施的改革，今年营商环境改善排名前十的
经济体为：文莱 （连续第二年）、泰国、马拉维、科
索沃、印度、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尼日利亚、吉
布提和萨尔瓦多。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首次包括了各
个不同收入水平和规模的经济体，其中半数为首次进
入改善力度最大的经济体，即萨尔瓦多、印度、马拉
维、尼日利亚和泰国。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局高级局长尚塔·德瓦拉扬
说：“公共政策在赋能中小企业开办、运营和扩大规模
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世界各国政府日益寻求从《营
商环境报告》获得客观的数据作为行动依据。”

根据这份报告，在放松对开办企业要求方面实施
的改革数量最多，过去 15 年共记录改革 626 项。因
此，全世界开办新的中小企业平均耗时缩短为20天以
下，2003年为52天。此外，有65个经济体的创业者能
够在网上完成至少一项公司注册手续，2003年只有9
个经济体能做到这一点。在其他营商环境领域也有类
似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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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故宫博物院、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

物馆等联合举办的“中国明清肖像画”展览日前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次展览是在欧洲

举办的首次大规模中国肖像画展览，受到德国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图为观众在欣赏

参展作品。 本报记者 谢 飞摄

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金旼旼 江宇娟） 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近日就进口光伏电池及组件向美国总
统特朗普提出贸易救济措施建议，以限制相关产品
进口。

此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于9月22日作出裁
决，认定大量廉价进口光伏电池及组件已给美国国内
产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一裁决依据的是美国《1974年
贸易法》第201条，也被称为“201调查”或“全球保障
措施调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4位委员当天给出了3份不
同的贸易救济措施建议，其主旨是通过配额、关税以及
许可证等形式来限制光伏产品进口。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最终决定是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具体采用何
种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此前表
示，光伏产品自由流动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
全球气候。在该领域维护自由贸易是各国的共同责
任，也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希望美调查机关严格遵循
世贸组织相关规定，慎用贸易限制措施。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限制光伏产品进口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电 （记者易爱军） 土耳其统计
研究所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土耳其从中
国进口额为21.4亿美元，中国成为土最大进口来源国。

当月，德国和俄罗斯为土耳其第二和第三大进口
来源国，土从这两国进口额分别为19.1亿美元和18.2
亿美元。

数据显示，今年9月欧盟为土耳其最大出口目的
地，土对欧盟出口额为59亿美元。其中，对德国出口
额12.3亿美元，为欧盟成员国中最大。

今年1月至9月，土耳其进口总额为1680亿美元，同比
增长15.5％；出口总额为1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在土耳其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占90％以上，其次
是农业和林业产品。而在该国进口产品中，超过70％
是半成品。

中国 9 月份成土耳其最大进口来源国

近年来，不少中国数字经济产品和服务品牌打开了印尼市场。图为印尼北苏拉威

西省万鸦老一个电子产品市场里，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电子产品品牌，不少顾客都趁周末

来这里逛逛。 田 原摄 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钱铮） 日本索尼公司10
月31日上调业绩预期，预计2017财年（截至2018年3
月31日）营业利润为6300亿日元（1美元约合113日
元），刷新1997财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

索尼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半导体业务和音乐
业务业绩良好及日元贬值影响，2017财年销售额预计
达8.5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增长11.8％；纯利润预计
为3800亿日元，增长418.5％，创历史新高。

财报还显示，2017财年上半年索尼销售额为3.92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8.7％；营业利润3618亿日元，同比
上涨255.0％；纯利润2117亿日元，同比上涨714.1％。

据新华社罗马电 （记者李洁） 意大
利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
意大利失业率环比持平，但年轻人失业率
略有上升。

数 据 显 示 ，9 月 意 大 利 失 业 率 为
11.1％，与8月持平，仍处于2012年9月以
来最低值。当月，15 岁至 24 岁的意大利
年轻人失业率为35.7％，较8月上升0.6个
百分点。此外，9 月意大利约 59.4％的在
职人员为 50 岁至 64 岁之间，这一年龄段
的就业人数较2008年增长约12％。

意大利年轻人失业情况仍严峻

索 尼 预 计 2017 财 年 营 业 利 润 创 新 高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遥远报道：世
界银行近日将2017年欧洲和中亚地区经
济增速调整为 2.2%，这也是自 2011 年以
来对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期的最高值。

世界银行专家指出：欧洲和中亚地区
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更为强劲的工业生产
和最近数月出口的扩大，这也使得该地区
多数国家得以摆脱经济衰退。

数据显示，相对欧洲而言，世行对中亚
地区经济增速更为乐观，预测2017年中亚
经济增速可达4.4%。

欧洲和中亚经济增长预期提升

中国画展走进柏林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今年上半年贸易和

投资需求复苏，尤其是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两大领域。在这一积极

的市场预期出现之际，亚洲各国和地区均有机会加快推进结构性

改革、优化生产力结构、促进重点基建项目投资，进而保持宏观调

控的正确方向以激发中长期发展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