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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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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下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国会发
表其上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提出了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行政数据化
改革和扩大医保范围等多项政策。菅义伟执政
40天，上述政策已全面铺开，被在野党讥讽为

“迟到的施政演说，了无新意”。唯一的亮点是
提出2050年实现日本零排放目标，但这一目标
能否实现，日本各界多持怀疑态度。

菅义伟在演说中提出：“将经济与环境良性
循环作为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柱。”为实现绿色社
会作出最大努力，提出2050年达到二氧化碳零
排放目标。在《巴黎协定》签署后，日本政府多
年来坚持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碳排放减少
80%，争取在本世纪后半叶尽早实现零排放目
标。因此，新目标不免让人们在兴奋和期待中
又产生怀疑。

27日上午，菅义伟发表施政演说后便与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电话会谈。他介绍了
日本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通报将积极参
与联合国秘书长主导的“减排行动同盟”，称日

本为实现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目标，“将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环境与经
济增长良性循环，为《巴黎协定》提出的零
排放目标，继续发挥日本的引领作用”。据
日本外务省介绍，日本零排放政策获得了
联合国秘书长高度评价。

日本零排放的目标堪称宏伟，但如何
实现这一目标日本社会尚未形成共识。菅
义伟提出的措施包括最大限度节约能源、
增加可再生能源、保证安全前提下继续推
进核电等。但是，福岛核电站事故打破了
核电“安全”神话，在安全检测标准提高后，
日本54座核电机组中仅有27座通过了检
查，目前运行机组仅有9座，已确定拆除21

座，其余机组前途未定。日本经济产业省提
出，核电站与可再生能源是保证能源多样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政府专家会议成员认
为，单靠可再生能源难以实现二氧化碳零排
放，坚持核能是保护能源独立的重要支撑。

当前，日本企业科技创新多是围绕提高
能效做文章，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已占销售量
近一半，但充电式电动汽车起步晚、普及率
低。日本政府提出，到2020年销售4万台燃
料电池汽车目标，但截至2019年年底累计仅
销售3800台。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电动汽车
销售量、太阳能电池生产量、风力电机生产量
三项指标位居前三名的国家中，中国占据六
席，美国、丹麦、西班牙各占一席，日本则与此

榜无缘。如何引导企业开发新能源成为日本政
府的重点课题。

2018 年，日本煤炭、天然气等热电占日本
总发电量的80%，当时的能源基本规划中提出
到 2030 年使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的 22%至
24%，但这项计划显然无法实现新目标。据日
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英国、
德国等可再生能源占比已达到 25%至 30%，日
本到2018年却仅为17%。近日，日本经济产业
省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能源基本规划，预计明年
夏天出台，该规划将成为判断日本减排可行性
的重要标志。据日本自然能源财团推算，为实
现2050年二氧化碳零排放目标，2030年日本的
可再生能源占比应提升到40%至50%。

有评论指出，日本政府提出的战略花样翻
新，但兑现有待观察。2000 年，日本曾提出
2020年实现IT先进国家战略目标，如今却落得

“IT落后国家”的尴尬境地。日本民众期待菅
义伟政府务求实效，在日本环保能源政策上有
所突破。

日本实现零排放目标难度不小
□ 苏海河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联合
国贸发会议10月27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
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36期）。报告指出，
鉴于 2020 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流量大幅下降，尤其是欧美发达经济
体外国直接投资骤降，报告对全球外国直接
投资前景的预测趋于负面。报告亦指出，中
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其他
地区更具韧性，并在总体上趋于稳定。

2020年上半年，全球所有主要形式的外
国直接投资均出现下降。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同比下降49%。其中，欧洲和美国降幅最
大。受全球各地疫情封锁限制措施影响，大
批已有投资项目放缓，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
前景迫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新项目，导致新

建项目数量下降37%，跨境并购下降15%，
作为基础设施投资重要来源的跨境投资项目
融资交易下降25%。

2020年上半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
直接投资骤降，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其降幅
最大，降至 980 亿美元，较 2019 年下降
75%。以往外资流量巨大的欧洲经济体资金
流入急剧减少成为负值，从而加剧了发达经
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趋势。北美外国
直接投资同比下降56%，降为680亿美元。
瑞士、荷兰和美国等以往有大量外资流入的
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或减少。

2020年上半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
国直接投资仅同比下降16%，显示资金流向
经济更具韧性的发展中经济体。非洲、拉美

加勒比地区和亚洲的资本流动分别减少28%、
25%和12%。由于俄罗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下降明显，导致流向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
资同比下降81%。

2020年上半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亚洲发展中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同比降幅好于预期，这主要得益
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稳定。疫情冲击和
供应链中断对全球价值链投资产生了重大影
响，亚洲首当其冲，但在发展中地区中，亚洲的
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最低。2020年上半年，流入
中国的外资达到760亿美元，同比仅下降4%，
近期呈恢复性小幅增长，这得益于信息服务和
电子商务行业并购交易价值同比上升84%。
此外，中国政府推出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对恢复

已宣布的新建投资项目和稳定投资活动产生
了积极作用，缓冲了亚洲外国直接投资下跌，
并使下降趋势好于预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
宁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急剧下降，但目
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仍高达37万亿美
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0%以上。外国直接
投资仍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来
源，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11万亿美元，相
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在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对
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
义的外资流入、侨汇和官方发展援助均在减
少，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称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上半年下降49%
得益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稳定，亚洲发展中国家降幅最低

在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任后发表的首次施政演说中，2050年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目标成为最大亮点。但这一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菅义伟政府依然面临多重考验。

加速经济复苏

迪拜再推经济刺激计划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为了向经济复

苏注入新动力，帮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尽快摆脱
困境，阿联酋迪拜酋长国政府推出总额5亿迪拉姆（1迪
拉姆约合1.83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迪拜政
府自疫情暴发以来第四次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总额度已
达到68亿迪拉姆。

迪拜王储哈姆丹·本·穆罕默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特别是作为迪拜经济重要
组成部分的私营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出台新的经济刺激
计划是为了帮助企业尽快克服困难，加速疫后经济复苏，
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该刺激计划主要是在维持
此前税费减免政策的同时增加减免税项目、降低部分行
业营业场所租金等。

新冠肺炎疫情使迪拜旅游、贸易及房地产行业受到
严重影响，整体经济面临挑战。当前，随着全面复工复产
以及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落地，迪拜经济逐步回暖。最
新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9月份迪拜PMI
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突破50荣枯线达到51.5，此前两个月
分别为51.7和50.9。

根据新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有在迪拜市政府注
册的公司将免缴3个月的广告许可费；托儿所、诊所和医
务工作人员的营业执照自动延长6个月；托儿所减免
50%的租金且免缴执照更新费用；下调出租车运营企业
特许经营费。此外，迪拜政府在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还
明确表示将延长此前宣布的税费减免政策，所有与政府
注册相关的罚款将继续免除，所有行业的市场收费将继
续暂停，如零售业、娱乐及商务活动的许可证费用等。

此前，迪拜酋长国政府于3月12日推出了总额15亿
迪拉姆的首个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旅游业、零售业、外
贸和物流服务行业企业渡过难关。其主要措施包括暂停
征收2.5%的市场运营费、对在当地销售的进口产品退还
20%关税、削减10%的水电费。此后，迪拜政府于3月
29日及7月11日又相继推出了33亿迪拉姆和15亿迪
拉姆的经济刺激计划。

阿联酋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第一个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阿联酋副总统、迪拜酋长穆
罕默德·本·拉希德表示，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不仅是为
了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加快经济复苏，更是为了实现经济
多样化的长期稳定发展。为此，阿联酋经济部聚焦贸易、
绿色经济、粮食安全、金融、能源、医疗卫生等行业出台了
33项最新举措以帮助加快经济增长和吸引投资。

近年来，在“产业兴盐”的战略领航下，
深圳市盐田区持续加大对企业发展的扶持力
度，加快推进产业空间拓展，以超常举措、超
常努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汇聚发展优势、增
强发展动力，逐步走出了一条从强产业、优经
济，到兴城区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盐田区GDP增长
1.1%；前三季度，GDP增长5.2%，增速继续
稳居深圳全市前列。今年第三季度，盐田全区
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93%。盐田区正朝着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滨海
城区加快迈进。

10月27日，以“产业兴盐·创新发展”
为主题的“2020盐田区招商大会”在盐田凯悦
酒店举办，41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项目
涵盖百亿级总部企业，金融服务、航运物流、
国际贸易、海洋文旅、生物科技、健康医疗、
环保新材料等总部项目，高校科研平台，创新
创业优质科技项目等，总产值超千亿元。

瞄准需求，加大惠企力度

盐田区，位于深圳市东部，东起大鹏湾揹
仔角与大鹏新区相接，西至梧桐山与罗湖区相
邻，南连香港新界，北靠龙岗区、坪山区，与
香港海陆相连，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少有的的生
态之城。当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加快推进，为
盐田未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本次招商大会上，盐田区分别以“美丽新
盐田”“发展好空间”“惠企大礼包”为主线，
重磅推出一揽子惠企措施，旨在为来盐田发展
的企业提供从落地、到业务成长、到发展壮大
全链条、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

其中，对于落户盐田的总部企业，盐田区
将给予最高3000万元的落户奖；在落户第一
年，还将给予当年区级财政贡献的50%作为奖
励返还，合计最高可达6000万元；同时，在
之后的三年将给予最高3000万元的企业成长
奖励。除了财政奖励外，总部企业购置自用办

公和生产用房的，将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购
置补贴；租赁办公场地的，也将给予最高1500
万元的租金补贴，以及最高500万元的装修补
贴。

在支持企业发展壮大、创新能力提升、行
业生态营造方面，盐田区同时推出了系列配套
产业政策。如在航运物流产业方面，每新增一
条国际航线将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奖励补贴；
在支持制造业成长方面，将给予每年最高500
万元的成长奖励；对于企业成功上市，将给予
最高500万元奖励；对于重点科技创新项目给
予最高500万元的配套奖励；对于生物医药和
健康类企业最高500万元的成长奖励；在支持
全域旅游发展方面，对于优质的旅游和酒店项
目落地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等等。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石。为了更好的服
务、保障人才所需，未来五年，盐田区将新筹
集超过1万套公共人才住房，为落户企业的人
才提供安心的居住保障；新增幼儿园、小学和
初中的公办学位总共超过11000个，为企业人
才的子女入学提供优质保障。为彻底解决人才
的后顾之忧，盐田区还将为企业人才提供了高

端体检和优质诊疗的健康服务，为企业人才配
偶就业提供资助奖励，为企业人才的父母包括
其配偶的父母提供贴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为盐田区产业发展
厚植沃土，区域发展潜能得以进一步释放。结
合盐田区“十四五”规划，未来盐田区作为深
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将以盐田
港东港区建设为支点，打造海洋产业高地，深
入发掘海洋产业内涵；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产
业扶持政策大力支持科研平台建设，推进生物
科技、生命健康产业等科技产业集群发展；依
托丰富的海岸线和旅游景区资源，契合活力海
岸带规划，发展博物展览、滨海休闲、文化体
验等旅游精品项目，加快推进滨海旅游基地建
设，建设水城共荣的特色滨海休闲环境，打造
全域旅游的城区品牌。

拓展空间，为产业升级蓄势

产业要发展，需要有土壤。项目要建设，
需要有用地。为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盐
田全方位地进行了空间腾挪，并在本次招商大

会上，全面展示了城区新发展空间。未来,盐
田可通过土地整备、城市更新、新增指标等方
式，挖掘发展用地435公顷，其中储备推出80
公顷，更新释放265公顷，新增建设空间90公
顷。

在未来几年推出的储备用地中，针对此次
招商大会，盐田区则拿出了14块产业用地，总
面积约48公顷，对应提供超过100万平方米产
业空间，充分展示了盐田区委、区政府落实新
发展理念，坚决持续打通发展瓶颈、汇聚发展
优势、增强发展动力的坚定决心。

值得关注的是，盐田区本次发布的重点片
区更新规划，着力突出了地区的产业升级、腾
笼换鸟和有机更新。当前，盐田区正重点推动
小梅沙片区、田心工业区、沙头角保税区、创
智核心区、盐田旧墟镇改造等5个重点片区城
市更新项目，将至少提供90公顷产业用地，释
放43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110万平方米居住
空间及配套。

具体而言，创智核心区作为盐田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提质增效的主战场，位于深圳市重
点发展区域盐田河临港产业带范围内。项目规

划用地面积107公顷，将提供230万平方米产
业空间，未来将建设成为“创新研发+协同制
造+应用服务+商务贸易”四位一体的都市型产
业综合体，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滨海“临
港科技城”。

沙头角保税区城市更新项目作为盐田的核
心片区，规划用地面积25.5公顷，将提供产业
空间166万平方米，未来将集聚金融产业和创
新生态要素，联动催化其他区域的产业升级和
创新提升，打造“金融科技城”。盐田旧墟镇
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是深圳东部海岸的重要节
点，规划用地面积15.7公顷，将提供21万平
方米产业空间，拟打造为集滨海旅游、海陆枢
纽、文化艺术、特色商业于一体的东部滨海休
闲目的地、世界一流城市港湾。

田心工业区片区则是盐田区第一个、深圳
市第三个重点更新单元，也是沙头角深港国际
旅游消费合作区核心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6万
公顷，将提供商业办公建面约56万平方米。作
为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引领项目，
形成“深港国际消费合作核心、都市山海商务
活力中心”。

小梅沙整体改造项目，规划总面积380公
顷。其中，小梅沙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用地
面积 24.6 公顷，将提供 27 万平方米产业空
间，做为深圳旅游业态的整体改造项目，将以
海洋文化为核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旅游
新地标，建设成为集旅、居、业于一体的都市
型滨海旅游度假区。

与此同时，盐田区城区交通体系方面也在
不断优化。盐田轨道交通八号线于10月28日
正式通车，结束了盐田不通地铁的时代，结合
已纳入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地铁18号线，盐田
地铁未来将实现东西南北纵横交错，打通对外

“大通道”，构建区域“大网络”，畅通内部
“大循环”，形成对外交通、疏港交通、轨道交
通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路网，为盐田产业腾
飞提速助力。

（数据来源：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

招强引优,助力城区实现高质量蝶变
2020深圳市盐田区招商大会成功举办

·广告

生态环境优美生态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的盐田区生态城区风光旖旎的盐田区生态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