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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外资信心 更大力度举措将出台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举措。会议指出，外商

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把稳外资作为做好今年经济工

作的重要发力点，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服务

保障，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提升贸易

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对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晓涛对《经济参

考报》记者表示，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

要看到，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面临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新的

机遇。

挑战方面，张晓涛分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阻碍国际资本投资，地缘政治风险不利于跨

境资本流动，同时国际投资布局重塑也加剧了国际引资竞争。目前，全球产业链存在区域化、

本土化、短链化趋势，国际引资竞争愈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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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方面，张晓涛认为，我国产业综合支撑能力强，拥有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

施条件。我国还在推出更多开放政策，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了多项金融对外开放

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还要看到，近些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中国

正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消费升级充满新机遇，中高端制造和

消费领域将会吸引更多外商投资。”

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2024 年 1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588 家，同比增长 7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27.1 亿元，同比下降 11.7%，环比增长 20.4%。

从企业看，新设外资企业数大幅增长。今年 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588 家，同

比增长 7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31.1 亿元，同比增长 20.5%，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40.6%。高技术产业引资 391.6 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

为 34.7%。

张晓涛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依旧看好中国市场发展机遇。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常务

会议从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外资关心的方面着手，

将进一步巩固外资在华深耕发展的信心。“综合来看，随着政策落地显效和经济持续向好，

我国吸引外资前景可期，强大的内需市场将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外资进入。”（记者 王文博）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一带一路”专题资讯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2023 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行，150 多个国家、40 多个国际

组织共同开启“一带一路”新的金色十年。

“硬联通”扎实推进

2023 年 10 月 2 日，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雅万高铁正式启用。这是印尼和东南亚

第一条高速铁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还带动了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沿线

经济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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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介绍，一是规模稳步

扩大。2023 年我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 19.5 万亿元，增长 2.8%，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提升 1.2 个百分点，达到 46.6%。二是质量不断提升。在共建国家节能环保类承包工程完成

营业额增长 28.3%。三是合作更加紧密。新签绿色、数字、蓝色经济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备忘

录 23 份。截至目前，累计与 22 个共建国家建立贸易畅通工作组，与 55 个共建国家建立投资

合作工作组，“丝路电商”伙伴国已增加到 30 个。

“钢铁驼队”驰骋不息。2023 年，中欧班列开行 1.7 万列、发送 190 万标箱，同比分别

增长 6%和 18%。“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中欧班列已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

脉，通达欧洲 25个国家的 200 多个城市，运输服务网络覆盖欧洲全境，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提供了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中欧班列依托陆桥、向陆而生，有力促进了

国家间经贸合作和全球经济发展，也带动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软联通”亮点纷呈

规则标准等“软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过去一年，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领域合作稳步扩大，“软联通”亮点纷呈。随着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

更加畅通，共建国家经贸合作质效不断提升。

截至目前，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已成功在中国落地实施国际公路运输系统，中欧国际公路

“门到门运输”实现双向开行，中欧“第四物流通道”逐步建立。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秘书长

翁贝托·德·布雷托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共建国家改善急需的通信和运输等基础设

施，“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有力倡导者和践行者”。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介绍，中国与 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21 份自贸协定，与 65

个国家标准化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签署了 107 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与 112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共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机制日益健全。中国已与 20 个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在 17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者数量、业务量、影

响力逐步提升，“一带一路”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断健全，有效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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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表示，“软联通”是促进互联互通

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下一步，要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

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

等领域改革。

“心联通”持续深入

共同发展的故事里，最动人的就是民心相通。我国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

交流合作，一批“小而美”的民生工程，铺就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的发展大道。

在柬埔寨，中国帮助 16 个省修建 1800 余口深水井、近 130 座社区池塘，有效解决当地

农村居民饮用水源短缺及用水卫生问题；在太平洋岛国萨摩亚，中国农业技术援助项目援建

综合性示范农场等农业推广体系，累计培训上万人次；在赞比亚，太阳能磨坊厂为民众供应

充足的玉米面粉，提升当地农产品附加值。一个个“小而美”“实且惠”的项目稳步实施，

帮助共建国家民众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惠及各国人民。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菌草技术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之一，

传播到 100 多个国家，培训超万名国际学员，成为数十万人民的“致富草”“幸福草”。王

义桅表示，中国的菌草技术通过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解决了食用菌生产必须靠砍伐树木

的世界难题。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中亚首家鲁班工坊已正式投入运营。2023 年，中方为学生电

脑配备 4款虚拟仿真学习软件，应用 3D 技术让学生更好地结合理论和实操。塔方期待，鲁班

工坊向社会输送更多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塔吉克斯坦工业化建设进程，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务

实合作提供新的示范。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

位，加强共建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共建国家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记者 孙昌岳）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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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修订《海上运输系统网络安全法规》

2024 年 2 月 23 日，美国发布通报，修订《海上运输系统网络安全法规》。

该法规增加了专门针对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外大陆架设施和受《2002 年海上运输安全

法》监管的美国设施的最低网络安全要求。现就是否使用和定义“可报告网络事件”一词，

以限制触发报告要求的网络事件，使用报告此类事件的替代方法，修改危险条件的定义等征

求意见。

该法规评议期截止至 2024 年 4 月 22 日。

（文章来源：TBT SPS 技贸观察）

美国修订《有毒物质控制法》

2024 年 2 月 22 日，美国发布通报，修订《有毒物质控制法》。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 管理《有毒物质控制法》的费用金额和环保署总成本的变化；

2.豁免受环保署起的风险评估费用约束的实体；

3.试规则费用活动的豁免；

4.修改环保署发起的风险评估和测试规则费用的自我识别和报告要求；

5.在没有形成联合体的任何情况下，修改对环保署提出的基于产量的风险评估费用分配

方法；

6.将收费要求扩大到要求提交测试订单信息的公司；

7.修改费用支付义务，要求加工商根据测试令和可执行的同意协议进行支付；

8.某些费用数额和通知的延长时限。

该法规将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生效。

（文章来源：TBT SPS 技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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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修订《医疗器械分组分级法规》

2024 年 2 月 6 日，韩国发布通报，修订《医疗器械分组分级法规》。本次修订的主要内

容包括：

1.确定自动驾驶电动轮椅技术水平；

2.建立新标准，为自动驾驶电动轮椅的分类奠定基础，同时考虑其使用地点和技术功能，

如位置确定、地图形成、路线创建等；

3.建立新项目：建立 42 个新的医疗器械项目，对行业内开发的项目进行分类，并正式确

定临时指定项目；

4.医疗器械类别的调整：考虑到与其他医疗器械的国际协调和公平性，对 8个项目的类

别进行了调整；

5.项目名称（包括英文名称）和定义的更改：根据项目细分和临床使用环境方面的考虑，

更改了两个项目名称或定义。

该法规评议期截止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TBT SPS 技贸观察）

韩国发布《化妆品过敏原注意事项标签法规》

2024 年 2 月 6 日，韩国发布通报，修订《化妆品过敏原注意事项标签法规》。本次修订

的主要内容包括：

1.对于含量小于 50毫升/克的外阴清洁剂和睫毛膏，该法规规定的所有标签项目都应写

在产品包装上；

2.在附件 I中增加对睫毛膏相关类别和注意事项的新规定。

该法规评议期截止至 2024 年 4 月 6 日。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TBT SPS 技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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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医疗器械——质量体系法规》

2024 年 2 月 5 日，美国发布《医疗器械——质量体系法规》。

该法规规定了医疗器械良好生产规范（CGMP）要求，并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使用的质量

管理体系（QMS）要求相协调，与医疗器械良好生产规范的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以促进设备监

管的一致性，并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高质量的设备。

该法规将自 2026 年 2 月 2日起生效。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TBT SPS 技贸观察）

加拿大修订《食品和药品法》

2024 年 2 月 2 日，加拿大发布通报，修订《食品和药品法》。

本次修订将废除 16项多余的食品营销授权；其中 15 项涉及允许的食品添加剂，1项涉

及用维生素 D强化牛奶、山羊奶和人造奶油。

该法规评议期截止至 2024 年 4 月 14 日。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TBT SPS 技贸观察）

秦皇岛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联系方式：

电话：0335-8047824

地址：秦皇岛市开发区赣江道 2号

邮箱：qhd804796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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