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企赴瑞投資實現雙贏
2013年，瑞士成為第一個和中國簽署自
貿協定的歐洲大陸國家。以此為起點，越來
越多的中國企業對瑞士中小創新企業產生強
烈興趣。
江蘇金昇集團副總裁董戰略表示，近年
來金昇全資收購了瑞士一家紡織機械公
司——卓郎紡機，經過幾年運營，業績非
常不錯。特別是在創新方面，企業每年把
銷售額的5%用於研發，已經擁有上千個專
利。一方面，金昇在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
產棉區投資建廠，並在工廠中運用卓郎的
紡機系統。另一方面，通過在瑞士的收
購，企業得以更多接觸歐洲市場。「通過
這起跨境投資，中瑞雙方可以實現雙
贏。」董戰略說。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丁遠表示，中
瑞自貿協定簽署以來，雙方的投資規模明
顯增加，中國企業赴瑞士併購和投資設廠
的案例越來越多，未來有望繼續保持良好
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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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企業對接「中國製造2025」
拓展精密機械市場 創新藥瞄準「大病醫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家主席習近平正在對瑞士聯邦進行

國事訪問，這使得瑞士這個中歐內

陸國進入更多人的視野。談到瑞

士，除了廣為人知的軍刀和鐘錶，

其精密機械和製藥工業在世界上也

佔據一席之地，而這也是瑞士企業

在中國市場的拓展重點。隨着瑞士

企業不斷對接「中國製造2025」，

中瑞兩國的經貿合作取得越來越多

成果。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陳須隆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於1月15
日至18日對瑞士
進行國事訪問，
此訪的重要意義

之一在於，中瑞關係的多重示範意義得以
彰顯。
中瑞關係是不同類型國家友好相處的典

範。16日，習近平主席同瑞士聯邦主席洛
伊特哈德會談時指出，中瑞關係已經成為
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大小
國家發展友好合作的典範。
中瑞兩國相距遙遠，國家體量差別大，

文明基因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
不同，但兩國人民長期互有好感，雙方相
互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堅持平等相待和友好合作。自1950年中
瑞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長足發展，並
攜手培育了「平等、創新、共贏」的中瑞

合作精神。習近平此訪，旨在鞏固友誼、
推進合作、共謀和平與發展，給中瑞友好
關係注入了強大新動能，開闢兩國友好相
處的光明前景。

中瑞關係是不同經濟體互利合作的典
範。兩國在經濟上互惠互利，相互提供發
展機遇，不斷深化合作。1974年12月，
《中瑞貿易協定》簽訂。1979年瑞士給
予中國普惠制待遇。2013年7月，兩國
簽訂《中瑞自由貿易協定》，成為中國與
歐洲大陸國家和全球經濟前20強國家簽
署的首個雙邊自貿協定。瑞士還是最早承
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歐洲國家之
一。中國則成為瑞士在亞洲最大貿易夥伴
國。瑞士從中國經濟發展中獲益良多。近
年來雙方經貿、投資、金融等領域合作發
展迅速。瑞方積極參加亞投行，支持「一
帶一路」建設。習近平在瑞士表示，雙方
要深化貿易、金融合作。瑞方對此作出了

積極回應，預示着兩國經濟合作將開闢新
局面。
中瑞關係是創新戰略夥伴關係的典範。

習近平同洛伊特哈德會談時，雙方同意在
中瑞創新戰略對話平台這一新機制統籌引
領下，加強「中國製造2025」同瑞士「工
業4.0」對接，推進兩國企業和研究機構
創新合作。
瑞士是「科技創新之國」，創新是其重

要特色。中國以創新作為發展的最重要動
力，把創新置於五大發展理念之首。2016
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瑞士高居榜首，中
國則由2015年的第29位升至2016年的第
25 位。《2016-2017 年全球競爭力報
告》表明，在全球競爭力排名榜上，瑞士
連續第八年排名榜首，中國連續第三年居
第28位，保持最具競爭力新興市場地位。
兩國元首於2016年4月一致決定建立中瑞
創新戰略夥伴關係，瑞士也因而成為中國

首個創新戰略夥伴關係國，其引領和示範
意義不言自明。習近平此訪，豐富和深化
了中瑞創新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譜寫了
兩國創新合作新篇章。
中瑞關係是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典範。雙方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平解
決國際爭端等重大問題上擁有相同或相近
立場。

中瑞都關心人類的前途和命運，都有兼
濟天下之情懷，都積極弘揚多邊主義，攜
手推進全球治理。瑞士既是多邊主義的中
心舞台，也是加強全球治理的前沿陣地，
還是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高
地。習近平此訪，將發出共商共築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時代強音，中瑞雙方不僅是歷
史見證者，也是踐行者和「同呼吸、共命
運的朋友」。
無疑，高質量的中瑞關係在中國同歐洲

乃至西方國家關係中具有多重示範意義。

中瑞關係：四個典範 四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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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製造是「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方
向，而機械人應用又是智能製造的基

礎工程。

在重慶設機械人應用中心
在2016年底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工業博
覽會上，瑞士企業ABB為其在中國製造的
第5萬台機械人舉行了交付儀式。這批機械
人是ABB中國研發中心研發、本土生產的
小型機械人產品，已廣泛應用於中國的電子
產品製造中。
除了上海，ABB近期還決定在重慶建設機

械人應用中心。ABB（中國）有限公司董事
長顧純元表示：「以工業機械人為代表的智
能技術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可以
幫助中國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
國』。」
此外，《「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的公佈，吸引了諸多瑞士製藥企業的注
意。
瑞士羅氏製藥中國區相關負責人表示，隨
着2016年羅氏創新中心在上海張江高科技
園區動工，上海已成為羅氏繼巴塞爾和三藩
市之後全球第三大戰略中心。
目前，羅氏在中國擁有330多位研發人
員，160多件發明專利申請。羅氏表示，將
加大與中國地方政府在大病醫保方面的合
作，幫助中國患者提高對創新藥的支付能
力。

應國際奧
委會主席巴
赫邀請，中

國雕塑家吳為山16日到訪瑞士
洛桑國際奧委會總部，並將他
創作的一尊現代奧林匹克運動
創始人顧拜旦的塑像贈送給奧
林匹克博物館。

巴赫在國際奧委會總部辦公
樓會見了吳為山一行，並同他
合影留念。巴赫在現場觀賞了
吳為山創作的顧拜旦塑像後，
稱讚他技法高超。「關於這尊
塑像，你們知道我最喜歡的是
什麼嗎？」巴赫向眾人發問。
但未等人回答，他便搶言道
「是笑容」，它「以一種獨特
的手法」塑造了顧拜旦先生的
形象，「他的笑容既充滿活
力，又透出一種堅毅」。
吳為山在捐贈儀式後表示，

奧林匹克運動代表了人類積極
向上的精神，對人類社會的發
展進步起到巨大的鼓舞和推動
作用。他創作這尊塑像，體現
了一個中國藝術家對奧林匹克
精神的禮讚和對顧拜旦先生的
敬重。
吳為山現任中國美術館館

長，其代表作《睡童》、《天
人合一——老子》、《孔子問
道於老子》曾先後榮獲國際大
獎，作品被國內外多所博物館
和大學收藏。
據了解，此次贈送活動是由

凱旋體育文化策劃的紀念顧拜
旦逝世8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作為
全球最大電梯和自動扶梯生產商之一的
瑞士迅達集團（「Schindler」），是改
革開放後最早敲開在華投資大門的一家
外商。迅達集團執行董事會成員、候任
董事長西爾維奧．納波利（SilvioNapo-
li）期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訪為兩國
間拓展更多的發展機遇。
遠在瑞士的迅達，如何在中國改革開

放伊始即下定決心來華興業？西爾維奧
．納波利講述了這段創業史背後的故
事：時任中國駐瑞士大使在1979年秋天
造訪迅達，並建議他們前往中國投資。
「抱着為客戶、員工和下一代股東創

造價值的願望，我們聽取了大使的建
議。」1980年，迅達在華設立了當時中
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工業企業。西爾維奧
．納波利感慨道，從那時起，中國驚人
的經濟發展「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
想」，「今天，中國無疑是我們最為重
要的市場」。

中瑞企業 攜手創新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和見證

者，迅達對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發展實踐
有切身體會。「我們一直密切關注中國
改革，並對改革選取的方向和落實速度
印象深刻。」西爾維奧．納波利表示，

迅達確信中國走在正確的發展道路上，
並將釋放出更大潛力。「我們對中國的
未來保持高度樂觀，並將繼續在員工增
長、創新和固定資產上進行投資。」
作為一家創辦至今已逾百年的老牌企

業，迅達仍保持着創新活力，曾連續三
年被《福布斯》評為「全球創新企業百
強」。而在去年中瑞建立創新戰略夥伴
關係後，創新已成為中瑞兩國合作的最
新亮點。
瑞士「百年老店」和家族企業的創新

秘訣何在？西爾維奧．納波利說，秘訣
就是「沒有秘訣」：「我們是這樣做

的——仔細聽取客戶的意見，在研發上
加大投入，並且保持着『打破常規的思
維』。」
據了解，迅達目前已與具備創新實力

的中國企業華為攜手開展創新。2016年
9月，兩家公司宣佈將在未來合作開發智
能物聯網（IoT）組件，以實現對電梯和
自動扶梯的無縫連接。西爾維奧．納波
利表示，迅達在數字領域有一些重要項
目，華為已成為迅達「非常棒」的夥
伴，「我們對於同華為的合作取得成功
懷有信心，該合作將帶來智能物聯網領
域的重要創新。」

瑞士對華投資先行者
盼習近平拓兩國商機

2015 年 5 月，中
國國務院印發《中國
製造2025》，部署

全面推進實施製造強國戰略。這是中國實
施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
《中國製造2025》提出，堅持「創新

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
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堅持「市場主
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着眼長遠，整
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
作」的基本原則，通過「三步走」實現製
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5年
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
中國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
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
時，製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
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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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與迅達集團宣佈建立全球合作。 網上圖片

■吳為山（左一）將顧拜旦的塑像贈送給
奧林匹克博物館。 網上圖片

■羅氏創新中心上海動工奠基儀式。
網上圖片

■■丁遠丁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董戰略董戰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瑞士企業不斷融入瑞士企業不斷融入「「中國製造中國製造20252025」。」。圖為圖為20162016中國國際中國國際
工業博覽會機械人展區裡的瑞士工業博覽會機械人展區裡的瑞士ABBABB機械人機械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