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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依舊看好在華投資
新常態帶來新機遇 勞動力性價比不斷提高

俞正聲會見日執政黨代表團 冀毋忘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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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珊珊綜合報
道）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四川省文
聯原主席郭永祥涉嫌受賄、巨額財產
來源不明一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
查終結，經依法指定管轄，移送湖北
省宜昌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3
日，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檢察院已向宜
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郭永祥享有的訴訟權利，並
訊問了被告人郭永祥，聽取了其辯護

人的意見。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檢察院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郭永祥利用其擔
任中共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省委秘書
長、省委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
長、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川
省文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
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
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
特別巨大且不能說明來源，依法應當
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
其刑事責任。

中印邊界特代會晤強調妥善管控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印

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十八次會晤23日
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中方特別代表、國
務委員楊潔篪同印方特別代表、國家安
全顧問多瓦爾就邊界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就兩國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
地區問題進行了戰略溝通。雙方重申，
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妥善管控爭議，
共同維護兩國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
雙方認為，去年9月習近平主席成功

訪問印度，兩國領導人為未來5至10
年中印戰略合作指明了方向，作出了
規劃。雙方將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重
要共識，保持高層互訪勢頭，推動中
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雙方回顧了兩國特代會晤多年來取

得的積極進展，強調將從兩國關係大
局和兩國人民長遠利益出發，在已有
成果和共識基礎上，繼續沿正確方
向推進框架談判進程。雙方重申，在
邊界問題解決之前，妥善管控爭議，
共同維護兩國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
雙方表示，中印互為重要鄰國，是

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
具活力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印關係的
發展，事關兩國人民的福祉，也牽動
本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雙方
應共同努力，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
進一步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
調配合，共同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
伴關係，為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
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運載能力最大的長征五號火箭研
製實現重大進展。記者昨日從國家國防科
技工業局獲悉，3月23日下午16：00分，
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在北京成功進行芯一級
動力系統第二次測試。國防科工局局長許
達哲表示，長征五號火箭能夠將中國進入
空間的能力提升2.5倍以上，將有力提升
中國液體火箭動力技術發展，大幅提升運
載火箭總體技術水平，為進一步完善運載
火箭能力佈局提供有力保障。中國計劃於
2017年前後在海南發射場由長征五號運載
火箭發射嫦娥五號任務。
據介紹，昨日進行的試車是長征五號運

載火箭工程研製重大節點，進一步驗證了
芯一級模塊設計方案的正確性，為長征五
號運載火箭年內轉入發射場合練奠定了堅
實基礎。用於此次試驗的長征五號運載火
箭芯一級產品，直徑5米，總長約33米，
主要由箭體結構、增壓輸送、測量、控
制、伺服等系統組成，使用無毒無污染的
液態氧和液態氫作為推進劑，配置兩台地
面推力50噸級的液氫液氧發動機。點火
後，火箭芯一級各系統工作穩定，發動機
按照預定程序正常關機，達到預期目的。
國防科工局方面表示，長征五號運載火

箭不僅是中國首型全新研製的新一代運載
火箭，也是中國目前運載能力最大的運載
火箭，能夠將中國進入空間的能力提升2.5
倍以上，可實現地球同步轉移軌道最大14
噸的運載能力。工程研製的總體技術指標
位居亞洲第一、世界前三，工程研製跨
度、技術難度以及任務實施規模在中國運
載火箭研製史上均屬首次。

23部委聯合制定「中國製造2025」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跨國公司巨頭在參加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

論壇時表示，中國依然是他們最看重的市場之一。在為期兩天半的中國發

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上，近70家跨國公司高管齊聚一堂，探討新常態下

的中國經濟。英菲尼迪中國總經理戴雷說：「外企CEO既然能來，我覺

得他們是認可中國改革的。我個人對中國未來發展很有信心，持樂觀態

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3日會見
到訪的日本執政黨代表團。會見中，俞正聲表示，希望日本政府
不要忘記過去歷史，切實遵循兩國政府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鞏
固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了日本自民黨

幹事長谷垣禎一和日本公明黨幹事長井上義久率領的日本執政黨
代表團。俞正聲說，經雙方共同努力，中日關係正在恢復改善，
代表團此時來訪具有重要意義。希望日方與中方共同努力，切實
遵循兩國政府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鞏固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執政黨交往為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重
視與日本執政兩黨的友好關係，願繼續加強高層往來和機制化交
流，夯實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基礎。
谷垣和井上均表示，去年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為兩國關係改善

打下基礎。日方希望通過此訪恢復和發展兩國執政黨機制化交
往，促進日中關係向前發展。
另據日本媒體報道，俞正聲向谷垣禎一、井上義久表示，他和

谷垣都出生在戰爭年代，對於戰爭時代的印象很深，希望日本政
府不要忘記過去歷史。谷垣回應說，鄰國之間遭遇過各種困難時
代，必須要跨越這一種困難，希望進一步改善中日關係。
今次是日本聯合執政黨代表團六年來首次訪華，與中國共產黨

恢復中斷多年的政黨交流。雙方還將就經濟與環境等廣泛領域的
議題交換意見。
據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特別會見了這兩名幹事長，希

望他們的此次北京之行，能夠推動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改善。

國務院：加快創新驅動 打破行業壟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
出台文件，指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
這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
共分9個部分30條，包括總體思路和主要目標，營造
激勵創新的公平競爭環境，建立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
制，強化金融創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轉化激勵政策，
構建更加高效的科研體系，創新培養、用好和吸引人
才機制，推動形成深度融合的開放創新局面，加強創
新政策統籌協調。
意見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

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
列提供有力保障。人才、資本、技術、知識自由流動，
企業、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協同創新，創新活力競相迸
發，創新成果得到充分保護，創新價值得到更大體現，
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創新人才合理分享創新收
益，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真正落地，進而打造促進經濟
增長和就業創業的新引擎，構築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
優勢，推動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促進經濟發展方
式的轉變。

發揮市場競爭激勵創新
意見要求，營造激勵創新的公平競爭環境。發揮市

場競爭激勵創新的根本性作用，營造公平、開放、透
明的市場環境，強化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對創新的引
導，促進優勝劣汰，增強市場主體創新動力。實行嚴
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打破制約創新的行業壟斷和
市場分割，改進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的準入管
理，健全產業技術政策和管理制度，形成要素價格倒
逼創新機制。
意見強調，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和

各類創新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調整創新決策和組織模
式，強化普惠性政策支持，促進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
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擴大企
業在國家創新決策中話語權，完善企業為主體的產業技

術創新機制，提高普惠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優先
使用創新產品的採購政策。
意見強調，強化尊重知識、尊重創新，充分體現智

力勞動價值的分配導向，讓科技人員在創新活動中得到
合理回報，通過成果應用體現創新價值，通過成果轉化
創造財富。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提
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加大科研人員股權激勵
力度。
此外，意見還提出，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建立
依託專業機構管理科研項目的機制，建立公開統一的國
家科技管理平台，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科技管理事權
和職能定位。

戴雷說，英菲尼迪三年前將全球總部設
在香港，表明公司把中國視為其最重

要的市場。他坦言，勞動力成本的確在上
升，但有經驗、有能力的本土員工也越來越
多，即勞動力的性價比在不斷提高。
去年，葛蘭素史克因為行賄受到中國政府
的巨額處罰，其在華業務也因此受到影響。但
葛蘭素史克在中國的投資熱情似乎不減。據介
紹，葛蘭素史克未來會在中國繼續擴大生產能
力，把先進技術和最新產品引入中國市場。

對中國醫療市場增長有信心
葛蘭素史克公司首席執行官安偉傑說：
「我們是謹慎的樂觀主義者，因為我們對中
國市場有信心，我們對中國醫療市場的增長

有信心。」
友邦保險公司首席執行官杜嘉祺說，很多

人質疑中國市場失去了吸引力，但對我們來
說，「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更大了。」他認
為，中國市場的新機遇在於轉型，未來的增
長將更多依賴服務業和國內消費。對保險公
司來說，這可能意味新的增長點。
陶氏化學公司董事長利偉誠也持相似觀

點。他認為，中國正在努力向中高端製造業
邁進，而他們公司在高新技術領域有很多優
勢，所以「新常態」對於陶氏化學而言，機
遇大於挑戰。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

員王志樂認為，外界炒作的外資大規模撤離
實際上並不存在。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

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23,778家，同比增長
4.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95.6億美元，
同比增長1.7%，繼續保持雙增長的態勢。
王志樂說：「我們和日本、美國和歐洲商

會都有聯繫，撤離的大多是成本導向型企
業，是奔中國廉價勞動力來的。在很多領
域，外商投資不僅沒有撤離，力度反而還在
加大。這些都是他們對於中國結構調整的自
然反應。」
他認為，全球價值鏈正在重構，大公司正
在重新思考全球價值鏈的重新佈局。如果中

國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可能會吸引更多高
端的投資進來。

外商投資可獲更多便利
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的腳步從未停歇，

招商引資的力度從未減弱。不久前，中國政
府再次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大幅削減了外商在華投資的限制，為他們投
資興業提供更多便利。
普華永道思略特管理諮詢公司全球合夥人

徐滬初說：「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和龐大的
消費人群，有強大自我發展、自我增長能
力。這對於投資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

■杜嘉祺認為，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更大了。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在
全球多國將發展先進製造業上升為國家戰略
之際，中國今年提出實施「中國製造
2025」。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昨日在
北京表示，「中國製造2025」計劃正由工信
部牽頭會同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等23部
委聯合制定，核心就是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
度融合，其中重要突破口是實現高端裝備製
造及生產體系的智能化，並希望與國際領先
企業加強合作開放，並在中國當地化生產，
加快中國晉身製造業強國之列。

助中國成為製造業強國
蘇波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在新一
輪全球產業變革中，製造業重新成為全球經

濟競爭的制高點，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
後，各國注重將製造業創新作為驅動經濟發
展轉型的核心力量，紛紛把發展先進製造業
上升為國家戰略。使得中國加快工業轉型升
級，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更加緊迫。「中國製
造2025」則是中國建設製造業強國的戰略規
劃。
蘇波認為，中國的高速軌道交通、百萬千

瓦的核電裝備、百萬千瓦的超臨界的火電裝
備、百萬千瓦的水電機組等高端裝備製造
業，已具備全球競爭力。但關鍵核心技術不
掌握，產品檔次和質量不夠高，基礎能力不
強，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產能過剩問
題十分突出，生產要素傳統比較優勢日趨弱
化，產業結構調整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眾多外企看好在華投資。圖為眾多外資企業聚集的上海。 網上圖片

■俞正聲與日本自民黨幹事長谷垣禎一握手。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