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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企業今年將在華再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於看好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
和消費市場潛力，多家美國大型企業近期表示計劃
繼續擴大在華業務，此亦獲得美主流媒體關注。
新華社引述《華爾街日報》26日報道稱，快餐

連鎖巨頭麥當勞去年在中國新開了700家門店，而
且今年計劃再開900家，這是該企業在美國本土計
劃新增門店數量的兩倍以上。咖啡連鎖巨頭星巴
克計劃2025年之前在中國新開3,000家門店。報道

援引星巴克創始人、臨時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
爾茨的話說：「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
我們在中國的成長故事才剛開始。」
蔻馳母公司泰佩思琦集團計劃將其3.25億美元
資本支出和雲計算投資中的約一半用於擴大在華
業務。集團首席執行官喬安妮．克雷沃伊斯拉特
說，集團對在中國的長期發展機會充滿信心。
泰森食品公司此前表示，6家新工廠將於今年上

線，其中一半將位於中國。荷美爾食品公司首席
執行官吉姆．斯尼表示，公司計劃在2024年
大幅擴張在華業務。
報道說，當市場擔憂西方國家經濟放
緩時，經濟學家們預計中國經濟增長
將提速。上個月，美國高盛公司將
其對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從此前的5.2%上調至5.5%。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月27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就美國藉口涉俄因素制裁中國企
業表示，美方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亦
無安理會授權，是典型非法單邊制裁和
「長臂管轄」，嚴重損害中方利益，中
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方
提出嚴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
省，從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出發，做緩
和局勢、勸和促談的事情，同時停止散
布虛假信息，撤銷對中國企業的制裁。

中方將繼續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
國企業合法權益。針對美方制裁中國企
業的錯誤行徑，我們將予以堅決反
制。

誰在拱火澆油一目了然
毛寧說，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堅持

客觀公正立場，積極致力於勸和促談，
推動政治解決。美國卻不斷拱火遞刀，
迄今已向烏克蘭提供超過320億美元軍
援，其中包括大量先進武器裝備。美一

邊變本加厲向衝突一方輸送武器，導致
戰事綿延不絕、和平遙遙無期，一邊卻
頻頻散布中國向俄提供武器的虛假信
息，借機無端制裁中國企業。這是赤裸
裸霸凌行徑和雙重標準，十分虛偽。
「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一周年之際，中
國發表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
場文件，而美國卻出台了針對中國及其
他國家企業的制裁。誰在勸和促談、推
動局勢降溫，誰在拱火澆油、唯恐天下
不亂，一目了然。」毛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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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多美企繼續擴大在華業務

華南美國商會發布2023 年中國營商環境白皮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華南美

國商會 27日發布《2023 年中國營商環境白皮

書》及《2023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報告》

（下稱《白皮書》、《特別報告》），45% 的

受訪企業 2022 年在華營收顯著增加或少量增

長，其中美企佔比 43%，製造業企業佔比

49%。廣州連續第六年在本調查中被受訪企業

列為最受歡迎的投資城市， 其次是深圳、上

海、北京。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透

露，企業對大額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持謹慎

態度，但探索中國市場的意願依然強勁。75%

的受訪企業計劃 2023年進行在華再投資，並預

留了183億美元現金用於未來三到五年再投資。

企業超2.5 億美元投資持謹慎態度
《特別報告》顯示，高達 97% 的受訪企業表示由於新冠疫情

導致的簽證和旅行限制影響了企業運營，其中，65% 取消了在
中國的國際活動和會議，61% 取消了所有國際商務旅行，29%
不得不暫停投資項目。「儘管美企對中國市場增長的信心出現一
定程度波動，但仍有過半美企持續看好中國市場。」華南美國商
會會長哈利．賽亞丁透露，企業對大額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
持謹慎態度，但探索中國市場的意願依然強勁。75%的受訪企業
計劃 2023年進行在華再投資，並預留了183億美元現金用於未
來三到五年再投資，這一數字較去年下降了30.98%。

超九成企業視華為最重要投資地之一
再投資趨勢方面，40%的受訪企業依然將中國列為其全球投資

計劃中的首位，創近五年新低。然而，中國依舊是企業投資最青
睞的熱土，超九成受訪企業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投資目的地之
一。將中國作為投資首選的外資企業比例連續第二年出現下降，
但仍有過半外資企業將中國列為全球前三大投資目的地。44%的
消費產品及服務企業與39%的專業服務企業將中國列為全球首
選投資目的地，而製造業企業的這一比例持續下降35%，這再
次表明中國作為生產製造基地的吸引力正逐漸下降。

企業在華南面臨運營成本上升等挑戰
今年調查還顯示，企業對華南地區營商環境持些許悲觀情

緒。認為華南地區營商環境「很好」及「好」的受訪企業比
例同比下降 9%，而認為華南地區整體營商環境有所下降的受
訪企業比例同比上升11%。2022 年，運營成本上升及人力資
源成本增加均是企業在華南地區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不可忽視的是中美關係對企業的影響。不足三成的受訪企
業看好未來一年中美關係，該比例相較 2021年下降了13%。
持樂觀態度的中資企業比例同比下降8%至32%，持悲觀態度
的美資企業比例同比大幅上漲26%至44%。不過，哈利·賽亞
丁樂觀地表示，儘管2022年中美關係跌至低谷，但兩大經濟
體之間的貿易額在2022年創下了6,906億美元的新高。
近來中美兩國小心謹慎地開展坦誠與公開的交流，這表明

中美雙邊關係有望邊際回暖。「現在是中美兩國重回談判桌
前，攜手解決差異的最佳時機。」哈利說。

報告數據為中國全面優化防控措施前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不少在華外企高管因疫情不在中
國，無法授權提供企業投資數據，故此次白皮書調研企業中
有43%為中國內地企業，美國企業則佔比28%。另外，此次
報告數據均於2022年12月15日前完成，而不久後中國優化
調整了疫情防控措施，意味着此次調研所呈現的數據沒有受
到這一政策變動的直接影響。哈利．賽亞丁指出，華南美國
商會計劃數月後發布年中報告，報告將準確、真實地反映出
政策變動給企業帶來的影響。

◆44%的消費產品及服務企業與39%的專業服務企業將中國列
為全球首選投資目的地。圖為市民在廣東沃爾瑪超市購物。

資料圖片

◆美企星巴克計劃2025年之前在中國新開3,000家門店。圖為
星巴克位於上海力寶廣場的新店。 資料圖片

外交部：將堅決反制美以涉俄藉口制裁中企行徑

◆華南美國商會發布《2023 年中國營商環境白皮書》及《2023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
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調查顯示，廣州連續第六年在本調查中被受訪企業列為最受歡迎的投資城市。圖為寶潔
公司廣州公司生產線。 資料圖片

商務部研究
院國際市場研
究所副所長白
明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對外資吸引力越
來越大，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包括機

會越來越多、開放力度越來越大、營
商環境越來越好以及法律法規日益完

善。他認為，之所以在中美經貿關係緊
張的情況下，超過2/3的受訪美企仍願意
繼續在中國投資發展、挖掘市場潛力，與
上述四個原因脫不開關係。「對於企業而
言，合作共贏、利益更大化，才是他們的
追求。」

白明表示，中國市場很大，包括但不限
於勞動力在內的各類資源都很豐富，中國
的產業鏈、供應鏈也比較完整，外商來
到中國，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此
外，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中國
不斷縮短負面清單，減少對外資准入

的限制，就是明確地向世界發出 『中國開放
大門不會關閉』的信號。」2021年版外商投
資准入負面清單於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實
施，據悉，2021年版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商
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至 31 條、27
條，壓減比例分別為6.1%、10%。這是中國連
續第5年縮減全國和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

出台系列法律法規增外商投資信心
白明續指，中國還出台了一系列保護外商合

法權益的法律法規，比如2020年正式實施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2022年10月
發布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2 年
版）》等，都能讓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更加有信
心。

談及營商環境的改善，白明表示，一方面體
現在「放管服」改革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
針對外商量身定做的服務越來越細化到位，比
如自貿區所創造的各種便利化條件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美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很多人都會
不假思索地回答是「開放與自由」。在
過去的幾年中，華府屢屢羅列織就罪
名，對中國企業進行大規模的制裁。僅

管每次莫須有的藉口都冠冕堂皇，卻依然掩飾不住孱頭般
的膽怯，也從另一角度顯示，曾經被引以為傲的美國核心
價值正在逐漸消亡的事實。
在數年前中美關係交惡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海康、華為、

中興等大型科技企業實施制裁，行至今日公布的制裁名單
中，卻有多個不足50人的小微企業。顯示美國對中國企業
的打擊已近於「無差別」的地步。反觀中國，不斷縮短負面
清單，減少外資准入限制，向世界發出開放的信號還在持續
增強。正是得益於此，絕大部分在華美企均對中國市場如既
往保有積極態度，並釋放有意追加投資的信心。對企業而
言，穩定的經濟環境與安定的營商環境，是必不可少的投資
決策基礎。而投資環境是否自由、開放則與企業盈利是正比
關係。不得不說美國在華企業還是很誠實，中美兩國對對方
企業的態度，不僅顯示出格局，更是關乎國家經濟是否強盛
的核心。
自由與開放，是美國立國之本，其源頭可以追溯至《五
月花號公約》。然而曾令美國稱雄世界，並被世界多數國
家奉為普世價值的精神，如今在美國民族主義的操弄下，
正在扭曲得面目全非。 ◆香港文匯報記者燕石

誠實的美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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