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有消息人士稱，核能
和高鐵將成為中國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計劃的重中之
重，中國將在這七大產業投資1.5萬億美元(約12萬億港
元)，希望藉此改變中國在世界經濟產業鏈中的廉價商
品供應國形象。一位與中央領導層關係不俗的消息人士
稱，國有企業將在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計劃中發揮
比政府更重要的主導作用。

改變廉價品供應國形象
中國設想將高鐵和航空製造產業，以及節能環保、生

物科技、新一代互聯網和電信等信息技術等發展成為經
濟增長的支柱。另外的戰略新興產業還包括替代能源、
高分子材料和新能源汽車。
不過，有分析人士對這一投資規模表示了懷疑，這一

投資額相當於中國每年GDP總值的5%投入這些領域。
不過他們認為，這顯示了政府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決

心。
另一位與中央領導層關係不俗的消息人士稱，核能和

高鐵將成為中國未來10年發展的重頭戲，重要性將超過
風電及太陽能，並表示「國有企業將發揮主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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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在華美企今年將增資
去歲銷售利潤雙增長 九成看好業務前景

日媒：中日韓將簽三邊投資協定

中國輸日稀土 去年12月急增5倍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美國商會日前發佈《2010－2011年中國商業報告》稱，中國經濟正賦予

在華外資企業更強發展信心，約有八成的美資企業2011年將增加對華投資。而在剛剛過去的

2010年，八成左右的在華美資企業實現了銷售和利潤「雙增長」，更有九成的在華

美資企業對未來五年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

據中通社7日電 韓國媒體報道，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韓
國團長魏聖洛可能在本周訪華，將與中方官員會面，商
討朝鮮提煉濃縮鈾和其他問題。
韓國聯合通訊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7日稱，魏聖洛可能

在訪華期間，與中國的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會
談。報道又說，聯合國安理會轄下一個委員會計劃本月
23日開會，商討朝鮮提煉濃縮鈾問題。但中國認為，有
關問題應該在六方會談框架內商討。

韓官員擬本周訪華
商討朝核問題

最高法院推新規
防止人情干擾
據中通社7日電 針對人民法院在司法廉潔方面

存在的突出問題，中國最高法院將在2011年上半年
推出三項制度，進一步加強法官迴避、防止人情干
擾等方面的規定。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2010年最高法院先後啟動

了三項新的制度起草工作：其中最矚目的應是針對
法院工作人員配偶、子女從事律師職業容易導致利
益衝突的問題，研究制定了《關於對配偶子女從事
律師職業的法院領導幹部和審判執行崗位法官實行
任職迴避的規定（試行）》。
二是針對司法領域請託說情之風時有發生的現實

狀況，研究制定了《關於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防
止人情干擾的若干規定》；三是針對一些地方法院
管理鬆弛、少數幹警作風不正等問題，探索建立了
以明察暗訪方式督促法院幹警依法履職、遵章守
紀、文明辦案的審務督察制度。
據悉，目前上述3項制度的起草工作已經基本完

成，有望在2011年上半年陸續正式推出。
此前，中國多個城市紛紛表示要推行「法官迴避

制度」，但目前僅見重慶市實際推行。

華人海外遇險
去年美國最多
據中通社7日電 《法制晚報》統計，2010年華人

在海外遇險的事件，總計達1,404宗，主要分為意
外、人為和自然災害3大類型，其中車禍、搶劫、兇
殺和盜竊等成為主要的遇險類型。而美國成為華人
遇險最多的國家，全年共有案件336宗，幾乎每天都
會發生一宗針對華人遊客的罪案，其中搶劫案件就
超過80宗。
統計發現，去年發生海外華人遭遇意外事件共346

宗，其中145宗車禍，共導致109人死亡，每4宗事故
中就有3人死亡，使車禍成為外遊華人的「最大殺
手」。
除車禍外，搶劫、兇殺和盜竊等人為意外亦常以

中國遊客為目標。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反恐研
究中心主任李偉指出，華人遇襲後忍氣吞聲、不敢
報案的習慣性做法，才是導致其成為罪犯下手目標
的主因。

當地時間6日，由中
國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中)率領的「文化中國．四海
同春」赴歐洲藝術團，參加倫敦特拉法加廣場春節慶
典。圖為李海峰在慶典活動上為舞獅點睛。 中新社

僑辦主任倫敦點睛

農曆春節假日一結束，
楊潔篪外長將於2月10日開
始其友好的非洲之旅，訪
問津巴布韋、加蓬、幾內
亞、多哥和乍得五國。中

國外長年初訪問非洲，是已經持續了21年的優良傳統。
2011年是新世紀第一和第二個十年承前啟後的關鍵之

年，中非作為新型戰略夥伴，有必要就未來十年的戰略
合作進行溝通和磋商，進一步夯實合作的基礎，使中非
合作在第二個十年 再上一個台階。

平等夥伴 互利共贏
在過去十年裡，中非在復興的道路上相互攜手，互利

共贏。中國堅持同非洲國家平等相待，尊重非洲國家的
主權及其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國家的內政，不附加任
何援助條件，始終把自身發展與非洲的發展相結合，幫
助非洲把潛在的資源、能源優勢轉變為實實在在的發展

優勢。尤其是中國根據非洲國家的需要，建設了大批道
路、橋樑、工廠、醫院等大型基礎設施，為非洲大陸經
濟振興和社會進步增添了新的活力，為當地老百姓謀取
了福利，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歡迎。
中非為實現各自國家利益而進行的互利合作，已經取

得長足的進展。2002年至2008年，非洲經濟年平均增長
6%，其中中國因素貢獻了2%。在2003年至2007年之
間，中非貿易增長了300%。

成果斐然 有目共睹
非洲領導人對中國在非洲的參與做出了積極的評

價。肯尼亞總統齊貝吉說，中國積極參與肯尼亞基礎
設施建設，為公路建設等項目提供了大量無私幫助，
這不僅造福於肯人民，而且有利於東非地區發展。莫
桑比克總統格布扎說，中國長期以來為莫經濟發展提
供了寶貴的支援，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鼓舞
了莫人民加快自身發展的決心。幾內亞比紹總統薩尼

亞說，中國提供的各類援助以及兩國在教育和衛生等
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為幾比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
處，不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更為國家的長遠建設奠
定了基礎。有的非洲國家部長指出：中國加大對非援
助將有效幫助非洲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對加
快非洲國家經濟復甦與發展發揮重要作用；認為配合
中國落實好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的對非務實合作新八
項舉措符合非洲的根本利益。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洲開發銀行等金

融機構專家都對中非合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世界銀行
常務副行長伊維拉博士風趣地說，中國有興趣和需求
進行明智和負責任地投資，非洲則有資源和引資的需
要，而挑戰是如何使中非之間的這種互利的婚姻地久
天長。

輿論轉向 好評漸增
日益壯大的中非合作，一度使非洲問題成為中國與西

方關係中的敏感點，「獲取資源論」甚至「新殖民主義」
等非議時常見諸於西方媒體。然而，中國投資援助非
洲，明顯起到提振就業、促進發展的效果，同時，「授
人以漁」，把管理經驗也傳授給非洲人民，種種視非洲
為平等合作夥伴的事實，逐漸改變了西方人的看法。西
方媒體的分析也開始趨向客觀而理性。
去年8月26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為

中國投資非洲說句公道話》一文，強調「昔日的殖民列
強﹐並沒有甚麼道義資本在非洲問題上對中國進行說
教」，認為批評中國「搞新殖民主義」是「站不住腳
的」。
去年7月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指出，中國參與非

洲的發展，使世界對這塊大陸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使之
從施捨目的地轉變為商業之地。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在
華盛頓全球發展中心表示，在對非洲國家的發展援助方
面﹐中國為西方立了榜樣。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2010年以來，歐美國家的大

學、非政府組織的許多學者、專家紛紛來中國研究中非
合作的經驗，甚至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然基金」也與中
國的大學合作研究「中非關係的可持續發展」。從中不
難看出西方國家對中非合作成功的日益認可，和對中非
關係的進一步加強的強烈關切。

互利共贏：中非合作基礎穩
黃亦吾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美國商會主席埃里克．馬瑟認
為，隨 越來越多的美資企業在華獲得成功，未來數年
間，中國市場對美資企業及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將不斷凸
顯。

中國市場對美重要性凸顯
在接受調查的346家在華美資企業中，約八成企業今年

將增加對華投資。除了超過四分之一的美資企業明確表
示會向中國二、三線城市擴張外，還有兩成的受調查企
業表示正在進行相關的可行性研究，為新的投資計劃
「鋪路」，這一比例比上一年提升了6.2個百分點。

此外，去年有87％的美資企業實現銷售增長，這一比
例分別比2009年和2008年高出40個百分點和10個百分
點；79％的美資企業取得了「較高利潤」或「一般利
潤」，分別比2009年和2008年高出14個百分點和9個百分
點。
與2010年全球銷售增長水平相比，多達73.3％的在華美

資企業表示，中國市場銷售增長幅度要「高很多」或「略
高」；18.8％的美資企業認為兩者「相仿」；只有7.8％的

美資企業表示「略低」或「低很多」。
在經營利潤方面，有49.2％的美資企業表示，中國市場

要比全球市場「高很多」或「略高」；28.8％的美資企業
表示兩者「相仿」；22.1％的美資企業則認為中國市場的
利潤水平比全球市場「略低」或「低很多」。
展望2011年，88.7％的美資企業預計經營收入將保持增

長，71％的美資企業更是預計經營收入將實現10％以上
的增長；41％的美資企業計劃增加對華投資15％以上，
這一比例比一年前的調查整整高出了一倍，8.5％的美資
企業更是將對華增資比例提升至50％以上；約七成的美
資企業將中國置於自身全球投資計劃的前三名。

華躋身全球三大重點市場
引人關注的是，已有約三分之二的美資企業認為中國

已成為全球三大重點市場之一，更有20％的美資企業已
視中國為自身「最重要的市場」。
調查結果顯示，在華美資製造和零售類企業相對而言

更為成功，對未來業務的展望也更為正面；而服務類企
業面臨的競爭和挑戰則更為嚴峻。

據新華網7日電 《日本經濟新聞》近日報道，日中韓
三國將簽署旨在保護外企知識產權和促進投資自由化的
投資協定，三國將於5月舉行首腦會談之際最終就此達成
協議。隨 直接投資行為日益活躍，三國希望進一步放
寬對外國企業的管制，改善相互投資環境。

三國首腦5月會談
日中韓投資協定談判於2007年3月啟動，今年3月將舉

行第13次談判。日本首相菅直人、中國總理溫家寶和韓
國總統李明博定於5月舉行會談，三國希望在此之前基本
達成一致，使得投資協定於2012年內正式生效。
投資協定主要就如何處理投資者和國家之間的糾紛和

保護知識產權等問題作出規定，而自由貿易協定通過減
免關稅和簡化通關手續以期實現廣泛的自由化。簽署投
資協定的門檻相對較低，但這是日中韓首次簽署三邊投
資協定。

重點保護知識產權
日中韓三國之前已分別簽署雙邊投資協定。不過，日

中投資協定並未規定如何保護知識產權，日本企業的產
品和技術受到侵害時無法根據中國國內法律提起訴訟。
新簽署的三邊投資協定包括知識產權保護規定，發生糾
紛時可提交國際組織解決。政府執行或變更法律方面存
在不透明問題時，必須根據有關要求進行明確說明。對

出資比率等放寬管制，有利於提高經營自由度。
日中韓之所以簽署三邊投資協定，原因之一在於日本

企業的強烈要求。企業活動全球化也是動力之一，日中
韓經濟界人士去年5月召開會議，並發表聲明呼籲盡快簽
署三邊投資協定。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非

金融類）達590億美元(約4,590億港元)，比前一年增長了
36%。為獲取知名品牌和資源，中國企業展開了大型收
購活動。據日本財務省統計，中國去年1至11月對日本的
直接投資額是2008年全年投資額的約7倍。
有關簽署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產學官聯合研討會定

於3月在韓國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 商務部網站引述路透社報道，去年12
月中國輸日稀土量比11月增長五倍，顯示在中國自去年
9月底起中斷對日出口稀土兩個月後，兩國的稀土貿易
大幅反彈。
日本財務省周一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2月日本從中

國進口4,080噸稀土，遠高於11月的634噸。去年全年日
本從中國進口23,310噸稀土，約佔日本進口稀土總量的

82%。
日本分析人士稱，2010全年日本從中國進口的稀土量

僅相當於中國設立的上半年對日出口配額，12月進口量
跳升僅僅是反映了中國出口禁令解除後的反彈而已，不
能說稀土貿易已恢復正常。各公司仍對中國出口限制保
持高度警覺，因此都趁 仍可通過貿易獲取資源的時
機，盡可能多地確保稀土供應。

12萬億投新興產業 中國力拓高鐵核能

■上海美國商會日前發表報告指，約八成的美資企業今年將增加對華投資。在華美資製造和零售類企業，特別是汽
車類、工業電子類等，對未來業務的展望更為正面。

■高鐵和核能將成為中國未來10年發展的重點領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