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 西方政客鼓吹放大中
国经济短期波动， 渲染所谓 “中
国经济见顶论”， 甚至煽动对华
“脱钩断链”。 这与跨国企业在华
经营活动和实际感受形成巨大
“温差”， 数据和实例表明， 德企
正积极拥抱中国市场。

作为在华德企的官方协会，
中国德国商会今年 1月发布的
2023/24年度德企商业信心调查
报告显示， 超九成受访德企计划
继续扎根中国市场， 没有离开中
国的计划； 过半受访德企计划未
来两年内增加对华投资。

无独有偶， 德国央行德意志
联邦银行多名专家日前撰写文章
表示， 近年来， 许多德国工业企
业通过在华生产获得了高销售额
和利润， 同时对华出口成为这些
德企的重要盈利渠道。 该文章援
引德意志联邦银行一项针对企业
的调查表示， 德国差不多每两家

制造业企业中， 就有一家直接或
间接从中国获取关键中间产品。

分析人士指出， 今天的中国
经济拥有融入世界大格局的底
气， 正在全球注视下进行一场从
“有没有” 到 “好不好”、 从 “体
量优势” 到 “质量优势” 的全面
系统升级 ， 对外资企业既是挑
战 ， 更是机遇 。 跨国企业纷纷
“用脚投票”， 事实证明， “脱钩
断链” 不得人心。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
工业门类、 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
键赛道上形成一批具有全产业链
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 培育1.2万
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 企业 ，
90%以上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配
套供应商…… “中国拥有完整的
产业体系、 庞大的市场规模等优
势， 制造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稳
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院长张立说。

新华社记者采访过程中， 不
少德企负责人都谈到， 今天的中
国市场如同 “健身房”， 在华跨
国企业实现竞合式发展， 不仅促
进本土企业飞速发展， 也倒逼外
资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越来越多
德企选择将研发总部设在中国，
实现本土化发展。

“在中国， 阿迪达斯正通过
数字技术应用和创造新的机会，
实现产品研发升级和供应链提
效， 沉淀营销创新的中国经验。”
萧家乐表示， 中国在面料研发、
生产工艺、 全产业链高效协同等
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希
望在供应链、 数字零售、 物流领
域的实践为阿迪达斯的全球发展
提供经验和示范。”

“脱钩断链是无稽之谈， 没
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里斯特
说， 全球化永远都是进行时。

据新华社

德国企业为何如此青睐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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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英国威尔士执政
党工党领袖沃恩·格辛近日当选
新一任威尔士首席部长， 他将成
为威尔士第一位非洲裔首席部
长。

威尔士地方议会20日经过投
票， 确认格辛当选威尔士首席部
长， 接替前任马克·德雷克福德。
这一投票结果将提交英国国王以
获得正式批准， 随后格辛将宣誓

就职。
格辛16日当选威尔士工党领

袖。
格辛1974年出生于赞比亚 ，

在英格兰长大，曾任威尔士卫生和
社会服务部长、威尔士经济部长。

图为在英国威尔士卡迪夫，
英国威尔士执政党工党领袖沃
恩·格辛 （前中） 在威尔士议会
发表讲话。

英国威尔士选出首位非洲裔首席部长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近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
策会议， 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之间
不变。 预计今年内美联储或实施
三次降息。

这是美联储自去年9月以来
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
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 在对
通货膨胀率持续向2%的长期目
标迈进抱有更大信心之前， 降低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是不合
适的”。 目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
定， 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
开市场委员会将继续高度关注通
胀风险。

声明重申， 在评估适当的货
币政策立场时， 美联储将继续监
测即将发布的信息对经济前景的
影响。 如果出现可能阻碍目标实
现的风险， 美联储将准备酌情调
整货币政策立场。

美联储当天还发布最新一期
经 济 前 景 预 期 ， 将 今 年 美 国
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7个百分点
至2.1%， 将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
上调0.2个百分点至2%。 预计今

明两 年 ， 美 国 失 业 率 分 别 为
4%和 4.1%。 同时， 今年以个人
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预
期为2.4%，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后的核心通胀预期升至2.6%， 仍
超过2%长期目标。

根据经济前景预期， 19名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中有9人
认为， 年内联邦基金利率水平或
降至 4.5%至 4.75% 。 这意味着 ，
以每次降息25个基点的速度计
算 ， 美联储今年或实施三次降
息， 与去年12月预测相同。 5名
成 员 预 计 利 率 将 降 至 4.75%至
5%。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美
联储尚未在出炉的各项数据中获
得可以开始降息的信心， 通胀和
经济前景均不确定。 在合适的情
况下， 美联储会在更长时间内将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目
前水平。 他回避了记者提出的是
否会在今年5月或6月会议上首次
降息的问题， 表示美联储不会为
未来会议作任何承诺， 将继续在
每一次会议上分别作出决定。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年内或有三次降息

新华社电 在休斯敦国际能
源界高端会议 “剑桥能源周” 期
间， 美国能源部发布下一代地热
发电 “起飞” 报告， 称地热发电
技术已显示出令人瞩目的进步，
使其能够成为美国脱碳发电 “关
键贡献者” 之一， 并预期美国地
热发电 “最早有望在2030年实现
商业起飞”。

地热一直被视为公用事业的
清洁电力来源， 但其开发会受到
地理位置的限制。 美国能源部在
这份最新报告中指出， 下一代地
热发电利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开
发的技术， 从无处不在的热岩中
设计 “人造热储层”， 而不是在
特定位置寻找自然形成的热储
层， 从而能极大地扩展可用地热
发电资源及其商业应用。

报告说， 尽管下一代地热发
电是一个新兴行业， 但具有多项
先发优势， 包括利用来自油气行

业的可转让技术、 供应链和劳动
力 ， 从而实现快速规模化 。 此
外 ， 地热发电还具有清洁 、 稳
定、 可灵活调度、 土地占用少等
优点。

据报告介绍 ， 试点项目显
示， 在钻井等技术上取得的新进
展使地热发电的成本大幅降低。
预计到2030年， 美国地热发电行
业的平均成本有望达到每兆瓦时
60至70美元， 并有望在2035年实
现美国能源部制定的每兆瓦时45
美元的目标。

报告还指出， 在地热发电方
面， 仍有一系列 “关键挑战” 需
要克服 ， 包括早期开发成本高
昂、 开发周期漫长且不可预测，
以及现有商业模式低估地热作为
清洁能源的价值等。 报告建议合
并和简化地热开发批准流程， 提
高地热运营的灵活性， 加强诱发
地震活动监测等。

美国能源部发布报告展望地热发电前景

德国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3年德国对华投资占德国海
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10.3%， 为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 德国企业仍将中国视
为正在增长的庞大市场， 并计划将更多业务放在中国。

从近期德国政府、 研究机构等发布的报告和数据看， 中德经贸合作企稳向
好，德企持续对华投资，加速布局中国。 德企在华实际感受如何？ 务实、稳健的德
国人为何扎堆深耕中国市场？ 新华社记者走访享有“德企之乡”美誉的中国江苏
省太仓市和德国首都柏林，从德企高管、在华德国创业者口中寻求答案。

落户“德企之乡”，企业发展如何？
克恩-里伯斯、 通快、 海瑞

恩、 托克斯……在太仓高新区的
南京东路上， 不少公交站的名字
以德国企业命名。 从 “克恩-里
伯斯站” 出发， 4公里范围内聚
集了40多家外资企业， 坐103路
公交车， 就能把新能源汽车的电
驱系统配齐。

“要造一辆汽车， 不出太仓
就 能 找 到 70%的 零 部 件 。 ” 这
样的底气来源于 “德国制造” 的
强大阵容 ： 500余家德企集聚
太 仓 ， 其中七成与汽车行业相
关。

1993年， 大众汽车供应商之
一 、 全球知名弹簧生产企业克
恩-里伯斯公司 “试探着” 在太
仓投资。 6名员工、 400平方米的
租赁厂房， 在外人看来的 “小工
坊 ”， 就是克恩-里伯斯在太仓
起步的全部家当。 此后， 克恩-

里伯斯11次增资太仓， 如今拥有
自建厂房7万平方米， 年产值15
亿元 ， 在其全球版图中占比最
大。

克恩-里伯斯的落户是太仓
与德企合作的起笔之处， 如今太
仓已集聚500余家德企扎根发展。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 一个团
队的努力是乘法。” 这句德国谚
语是太仓中德合作30年不断提速
的生动注脚： 前100家德企落地
太仓耗时14年， 从第400家到第
500家仅历时两年。 据统计， 超
九成早期落户太仓的德企均实现
增资扩产。

太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欧
商投资企业协会 （太仓欧商会）
副主席沈亚说， 2001年以后， 太
仓每隔几天就有德企落地， “抬
头总能看见开业剪彩的气球飘向
天空， 五彩斑斓， 如 ‘繁花’ 盛

世。”
作为落户太仓的第八家德

企， 通快历经20多年发展， 厂房
面积已扩大至4万平方米， 员工
逾千人， 并在疫情期间创下在华
销售历史新高， 中国一度成为通
快德国本土市场以外最大的海外
市场。

德国百年机床巨头巨浪集团
2012年在太仓投资， 从最早的销
售办事处 ， 到如今实现覆盖生
产、 研发、 销售、 服务等全面本
土化 ， 巨浪中国的业务量提升
300%， 工厂规模扩大3倍。

巨浪凯龙机床 （太仓） 有限
公司首席技术官维利·里斯特表
示， 当地提供的多元服务和良好
营商环境助力外企在华发展 。
“我们对在中国经营充满信心 。
预计2024年业务稳定， 希望达到
20%至30%的增长。”

当地人有句俗话： “大树底
下种好碧螺春。” 对于扎根当地
的企业而言， 太仓是 “碧螺春”，
上海便是那棵 “大树” ———沿江
临沪、 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是多
数德企选择太仓的初衷。

太仓欧商会主席张臻伟说，
部分德企认为制造业并不适合布
局在大城市， 静僻的小城镇更为
合适， 但物流、 市场、 基础设施
等条件也要跟上， 同时具备这两
大优势的太仓在长三角城市中脱
颖而出。

太仓主城区距离上海市中心
仅50公里。 同时， 太仓是长江集
装箱第一大港， 2023年太仓港集
装箱吞吐量突破800万标箱、 货
物吞吐量突破2.7亿吨。

“紧邻上海， 港口、 机场等
基础设施成熟， 这里是理想的创
业地点。” 在华生活十多年的益

技欧电子器件 （中国） 有限公司
总经理霍安 （外文名安德烈亚
斯·霍恩菲舍尔） 表示， 当地拥
有充足的劳动力人才和完善的供
应链。 此外， 太仓舒缓宁静的生
活节奏 ， 时常让他想起德国小
镇。 如今， 他已在太仓成家， 成
为当地的 “洋女婿”。

“水质好不好， 水里的鱼最
清楚。” 许多在华德企负责人感
叹 ， 区位优势是 “招商法宝 ”，
营商环境才是 “留人利器”。 如
今， 江苏太仓着力打造 “德企之
乡” 发展之路， 也正是加快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 优化营商环境以
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的
缩影， 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 先
进完善的供应链以及日益强大的
创新能力， 持续吸引跨国企业扎
根中国。

作为第500家落户太仓的德

企 ， 伯曼集团首席执行官鲁道
夫·豪斯拉登表示， 中国市场有
很多增长机会， 伯曼集团对在太
仓、 在中国的发展充满期待， 希
望能在未来10年将中国的业务量
翻一番。

“近年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在稳步前行， 为深耕中国的跨
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
进入中国市场已有20余年的德国
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见证了
中国营商环境优化与产业结构升
级。

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
理萧家乐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
消费市场之一， 是包括阿迪达斯
在内的跨国公司最为重要的战略
市场之一。 中国也是全球数字化
程度最高的消费市场， 在数字零
售、 供应链等领域， 中国都走在
全球前列。

坚定“选择中国”，缘何如此青睐中国？

扎根中国市场，“做生意”环境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