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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人口、劳动力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凸

显，对外商投资的磁场效应不断显现。与此同时，中西部各省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

放，加强政策支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前来投资合作。

人工智能会在几年内超越人类吗

中西部地区成为外资新选择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 2024

年 2 月公募基金市场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末，公募基金总规模 29.3 万亿元，总份额

28.02 万亿份，基金数量 11643 只。相较于

1 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单月环比增长近

2 万亿元，增幅达 7.09%，总规模首次突破

29 万亿元。专家表示，此次公募基金规模

创历史新高，主要得益于近期 A 股行情的

回暖以及债市的持续走强。

具体来看，2 月末各细分类型基金规

模环比均有增长。其中，股票基金规模增

长 4696.4 亿元，环比增幅达 17.93%，是 2 月

份规模增幅最大的基金类型。混合基金增

长 2546.92 亿 元 ，债 券 基 金 规 模 增 长

3029.62 亿元，货币基金规模增长 8542.05

亿元，QDII 基金增长 421.32 亿元。

谈及规模上涨的具体原因，业内从业

人士表示，一方面，以中央汇金为代表的政

策性资金持续借助权益型 ETF 入市，受此

带动，今年以来各类中长期资金更多借助

ETF 布局 A 股资产。另一方面，今年年初

以来债市表现亮眼，带动债券基金收益走

高，也吸引了稳健投资者的青睐，2 月份债

券基金规模增长超 3000 亿元。此外，受海

外相关市场走势强劲影响，对应的基金表

现抢眼，引发投资者追捧。相较于今年 1月

底，QDII 基金规模增长超过 420 亿元，环

比增加 10.28%。

“今年春节以来，A 股市场行情复苏，

债市延续火热行情，叠加新修订的《粤港澳

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

等促进跨境资金互联互通措施的出台，吸

引了大量海内外资金增持公募类股票基

金、债券基金以及混合基金等，体现了对相

关基金产品的信心。此外，市场对货币基

金等低风险理财产品的热情大涨，体现了

居民理性投资理财产品意识的提升。”中国

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吴丹表示。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总监王蕊表

示，从短期来看，此次公募基金总规模创新高，主要得益于市场行情

的升温以及资金流入。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公募基

金的净值化管理能力和权益投资的优势将更加凸显。公募基金为投

资者提供了更广泛的产品选择和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并通过制度

上的高度信息透明和良好的流动性特征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些

因素共同促进了公募基金管理规模的长期稳健发展。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

势，国民财富增长和理财需求的提升有望为公募基金带来发展新机

遇，规模有望继续上涨。

3 月 15 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

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从校正行业机构

定位、促进行业功能发挥等方面提出了 25 项政策措施，对公募基金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吴丹认为，随着政策面与基本

面利好进一步显现，公募基金将面临更好的发展环境，规模与影响力

将持续扩大。2024 年我国经济活力持续向好，经济整体稳定恢复，

资本市场行情也有望进一步回暖，权益类产品以及各板块结构性投

资机会和潜力均较大，居民对选择公募基金进行投资理财的需求也

将随之增加。

“公募基金行业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在行业整体降费的背景

下，基金公司如何巩固和打造自身的投研优势，为投资者提供长期业

绩稳健的基金产品。同时，如何提高产品的服务能力，提升投资者的

获得感也是重要的课题。”王蕊建议，一方面，公募行业需要坚守以投

资者利益为核心，切实做到行业发展与投资者利益共提升、同进步。

另一方面，监管引导在促进行业创新发展与稳健成长方面也应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

多因素推高公募基金规模

本报记者

马春阳

3 月 21 日 ，世 界 500 强 企

业、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安波福，第三次落子武汉经开

区——总投资 20 亿元的安波福

连 接 器 系 统 武 汉 工 厂 正 式 启

动。该工厂预计 2025 年一季度

投产，将生产新能源汽车充电产品（高压充电座）、

新能源汽车用高压连接器等相关产品。安波福全

球副主席兼首席运营官比尔·普雷斯利说，武汉科

教人才、区位交通、产业基础、生态资源等优势明

显，安波福将加快项目建设，加强与武汉高校院所

科研合作，带动更多创新资源在当地集聚。

武汉经开区是湖北省外资企业最密集的区域

之一。2022 年以来，艾菲、采埃孚、康明斯、法雷奥、

佛吉亚等“老朋友”密集追加在武汉经开区的投资。

仅 2023 年，追加投资超过 1 亿元的企业达 30 家。在

湖北，诸多知名外企用真金白银接续投下“信任

票”。2023 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 190.43 亿元，增长

11.39%。今年 1 月至 2 月，湖北新设外资企业 80 家，

同比增长 45.5%。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外资选择湖北已不再单纯

与盈利画等号，而是通过深耕湖北不断增强在产业

链中的竞争力。采埃孚集团是全球三大变速箱厂

商之一。2023 年，采埃孚宣布追加投资 1.5 亿欧元

在武汉经开区打造其在亚太区域最大的安全气囊

生产基地、安全气囊新产品样件试制中心。采埃孚

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汪润怡表示，武汉新

基地的成立源于业务增长和布局优化的需要，能够

带来人才和供应链、产业链的聚集。

外企加码湖北，与湖北近年来不断强化外商

投 资 服 务 、营 造 外 资 友 好 环 境 息 息 相 关 。 2023

年，湖北省出台促进外资 15 条，政策力度“与沿海

看齐、在中部最优”；召开省长国际企业家咨询顾

问会议 3 次，举办外企沙龙、早餐会等对话交流活

动 75 次，回应 383 家外资企业关切，协调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 69 条，推动外企再投资 23.9 亿元，同比

增长 4.8 倍。

同时，湖北打造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中德国

际产业园等平台，为外资企业入驻发展提供良好环

境。据了解，武汉中德国际产业园建设 4 年多以

来，已汇聚外资企业 58 家，伟巴斯特在园区建成了

集团全球最大的工厂；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已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645 亿元，落地近 10 个总部

经济项目、5 个科创项目、5 个产业园区项目。

在物流运输方面，湖北日益完善的物流网络体

系为在鄂外企提供了便利。2023 年，中欧班列（武

汉）累计开行 848 列，同比增长 57.6%。眼下，中欧班

列（武汉）已拥有 52 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

欧亚大陆 40 个国家 115 座城市。而世界第四个、亚

洲唯一的专业货运机场花湖机场已开通国内外货

运航线 62 条，其中国际航线 14 条，联通航点 17 个，

助力湖北加快构建新时代九州通衢。

集聚发展增强吸引力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完善服务确保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谢 瑶

日前，永旺梦乐城湘江新区

项目在湖南长沙市雷锋大道正

式动工。“该项目由日本永旺集

团旗下的核心企业永旺梦乐城

（中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总建筑面积为 24.3 万平方

米。”施工现场，中建五局项目负责人肖斌介绍，作

为湖南湘江新区重大外商投资项目，这里将建成集

百货餐饮、家具家居、特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商业

综合体。

日本永旺集团是世界 500 强企业，2008 年正式

进入中国。“2021 年 5 月，永旺梦乐城（中国）与长沙

市政府签订 5年内开设 5家购物中心的协议，将积极

在长沙市开展业务，把‘致力于为地区创造新价值’

作为目标。”永旺梦乐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桥本达说，永旺梦乐城湘江新区项目是永旺集

团在长沙开设的 2号店，预计 2025年交付使用，永旺

梦乐城 1 号店在长沙星沙，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4年开业运营，3号店将落子长沙天心区。

近年来，湖南把外资招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积极扩大外资来源渠道、完善管理体

制机制、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依托外商投资协会创

新开展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和投诉处理工作，建立与

外资企业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开展“税路通—

湘连企国际税收专家团助企服务行”活动，上门为

重点外资企业解决税务领域的政策难题，优化外商

投资服务，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全省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69 家，同比增长 6.1%，实际利

用外资 14.4 亿美元，近三年平均增速 20.1%。截至

目前，有 235 个国家和地区与湖南保持经贸往来，

在湘投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211 家。湖南省商务厅

投资管理处介绍，2023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质量

明 显 提 升 ，第 二 产 业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45.7%。湘南三市、洞庭湖地区、大湘西片区实际利

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55.6%、16.5%、50.7%，全省 24

个县市区、24 个省级以上园区实际利用外资倍增。

去 年 10 月 ，“2023 跨 国 公 司 湖 南 行 ”活 动 举

行，79 家跨国公司和 120 余位企业家受邀来湘，这

是湖南多年来跨国公司高管集中到湖南最多的一

次 ，也 是 湖 南 首 次 针 对 吸 引 外 资 举 办 的 大 型 活

动。除此之外，湖南通过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

国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在第六届进博会期间走访

100 余家企业并首次在进博会场馆搭建投资咨询

台，聘任全球招商顾问等，积极拓展外资来源渠

道。2 月 18 日，湖南省“新春第一会”——全省招

商引资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集中精力抓招

商、抓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引进外资，更高

质量吸引湘商回归。

4月 3日，英格卡中国地

产部工程副总裁瓦迪姆·列

夫丘克将印有“审批高效办

实事 服务暖心又安心”和

“心系企业 热情服务 严格

把关 廉明高效”的锦旗分

别送到西安市雁塔区行政审批局和区消防救援

大队工作人员手中。近期，在得知荟聚购物中心

项目和 300 余家商户急需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备案、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等开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等手续后，西安市雁塔区行政审批局

及时将相关事项的办理加入“周末不打烊”服务

清单，联合住建、消防等部门，第一时间抽调业

务骨干为项目和商户进行审前辅导，确保审批

手续快速办理。

作为目前陕西省最大的外商独资商业项

目，西安荟聚购物中心项目由瑞典英格卡集团

投资建设，总投资 50 亿元。项目开业后，预计

年访客量将超 2000 万人次，年营业额超 30 亿

元，带动就业 5000 余人。项目顺利落地的过

程是陕西省建立完善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体系，用“绣花”功夫推动外资项目落地，

以“娘家人”身份做好企业服务保障的一个缩

影。2023 年包括西安荟聚购物中心在内的一

批重大外资项目进展顺利，加拿大投资的麦肯

食品（杨凌）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建成投

产，韩国投资的 NAM 未来尖端新材料项目是

实现了当年对接、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试

产的“快进模式”；三星半导体 M-Fab 芯片升

级项目如期开工等。

过去一年，陕西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达到

99.92 亿元，同比增长 3.7%，新设立的外商投资

企业数量达到 408 家，同比增长 29.3%，创下了

20 年来的新高。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新

设立的企业数量达到 136 家，占全省新设立企

业总数的 33.3%，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22.3%。今

年 1 月至 2 月，陕西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9

家、同比增长 58.1%；合同外资 1.03 亿美元，有

34 家企业进资。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陕西

省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和政策。

强化政策引领，为外资增长提供原动力。

近期，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关于以制造业为

重点扩大利用外资若干措施和培育引进外向

型产业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鼓励外商投资

设立研发中心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通过

奖励新增经营主体、设立外资研发中心和增资

扩产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外商投资的关注度和

信心。

积极加快拓展新兴市场。2023 年，陕西省

承接商务部“投资中国年”活动，组织跨国公司

走进陕西；陕西省商务厅组织市（区）赴日本、

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开展招商活动，与韩

国人和科技、新加坡同日集团等企业达成多个

合作意向；依托中欧班列，加速形成了面向中

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重要开放通道。

结合实际强化政策引领
本报记者 雷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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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日宣

称，到 2025 年或 2026 年，AI（人工智能）可

能比最聪明的人类还要聪明。这个预测让

不少人惊诧：具备与人类同等智能甚至超

越人类智能的 AGI（通用人工智能），已经

近在眼前了吗？

前几年，大多数科学家们对 AGI 的预

期还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后才能实现。近

一年半以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

大模型方面的巨大成功，让不少乐观的业

内人士把 AGI 实现时间表缩减到 5 年至 10

年。马斯克的 2 年之期，很明显是一个更

为激进的预测。从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看，

阻滞 AGI 实现的因素至少有一大瓶颈和两

大风险。

一大瓶颈是能源瓶颈。风头正盛的

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还处于“大力出奇

迹”阶段，依靠算力堆积实现智能涌现。

2020 年，最强的大模型算力需求达到每秒

浮点运算次数 10 的 23 次方量级；到 2024

年，最强的大模型预训练算力需求已达到

每秒 10 的 26 次方浮点运算量级，并继续

按算力需求每 3 个月到 4 个月翻番的规律

发展。算力密集意味着能量密集。据外

媒报道，OpenAI 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

每天消耗的电力超过 50 万千瓦时，用于

处理约 2 亿个用户请求，相当于美国一个

普通家庭每天用电量的 1.7 万多倍。与这

样巨大的能耗相比，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功

率仅约 20 瓦，低能耗优点十分突出。从

能耗看，人工智能要达到人类智能水平还

有很大差距，以至于有些专家寄希望于未

来 可 控 核 聚 变 技 术 突 破 带 来 的“ 能 源 自

由”，也有些专家寄希望于芯片和算法的

突飞猛进，这二者的突破显然都是短期内

难以做到的。

两大风险是商业风险和安全风险。

从商业风险看，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投资面临着“赔本赚吆喝”的质疑，增速难

以持续，这有可能会影响人工智能的迭代

速度。比如，一家美国公司的大模型产品

向用户收取 10 美元月费或 100 美元年费，

但因为服务成本高，需要每个月为每个用

户“倒贴”20 美元。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发布的《2023 年人工智能（AI）行业现状报

告》显示，2023 年，全球 AI 初创公司融资

总额约为 425 亿美元，比 2022 年的 473 亿

美元下降 10%。大模型创业公司估值高、

缺乏明确商业化路径，已经劝退了不少风

险投资者。当前，虽然大量资金仍在涌向

大模型，但烧钱如流水的“炼大模型”成

本 ，也 让 大 模 型 的 商 业 变 现 需 求 愈 加

急切。

从安全风险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

速发展，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

带来了难以预知的风险和复杂的挑战。要

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打

造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的人工

智能技术，显然不是让人工智能不受约束

地发展越快越好，而是需要坚持“科技向

善”的伦理先行，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伦理

准则、规范及问责机制。人工智能治理关

乎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

题，因此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也不能由少数

发达国家说了算，而是要推动构建公平、公

正 的 人 工 智

能 国 际 治 理

体系。

人 工 智

能 或 许 终 有

一 天 将 超 过

人类，无论那

一 天 是 远 还

是近，人类都

要 做 好 迎 接

挑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