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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中国驻波兰大使刘光源近日在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谈及两国特殊
关系。波兰是首批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
国家之一。今年是中波建交 70周年，他表
示，“这也是两国关系经受时间考验不断向
前发展的70年”。针对少数人以安全为幌子
打击中国企业，刘光源以波兰为例说：“事
实上，华为对波兰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
不能接受任何针对中国特定企业出台的歧
视性措施。”

波兰是欧盟成员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
国家之一。展望中波关系未来，刘光源大
使介绍说，中波两国合作前景广阔，中国
在新能源、高新科技等波方关注的领域拥
有先进解决方案，双方可积极开展联合研
究。希望双方抓住机遇，在“一带一路”
建设和“16+1 合作”框架下深挖合作潜
力，推动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
台阶。他还提到，近年来，波兰社会对中
国的兴趣快速上升，但囿于各种历史和现
实原因，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仍较有
限。部分波兰朋友对中国的认识较片面，
甚至停留在几十年前。因此，民心相通是

两国关系的根基。
谈到近期有媒体报道，美国要求波兰

政府将华为排除在 5G建设之外，刘光源大
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波兰方面
还在研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2004 年，
华为进入波兰市场。15年来，华为一直坚
持依法依规经营，既为自身建立良好口
碑，也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社会效
益。如今，华为覆盖中东欧和北欧 28国的
地区总部设在华沙，在波员工总数超过900
人，2/3来自本地。华为在波发展已成为中
波合作共赢的最佳例证之一。”他还表示：

“事实上，华为对波兰不构成任何威胁。网
络安全是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安全问题要用事实来说话。华为在波经营
15年来，从未出现过任何安全问题，这些
事实有目共睹。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针对中
国特定企业出台的歧视性措施。”

据了解，波兰移动宽带普及率在欧盟
28 国中排名第二，资费下降幅度达 55%，
但波兰的固定宽带普及率在欧盟排名还是
垫底，特别是郊区和农村还有很大发展空
间。刘光源以自己使用的手机为例介绍
说：“我的手机每月套餐35兹罗提，约合61
元人民币，含 20个G的流量，很便宜。我
的同事告诉我，‘视频只管看，不会超’。
这应该感谢华为及各家通信运营商。华为
在 5G领域处于最领先地位，技术和性价比
优势突出，是欧洲各国向 5G领域迈进的最
佳合作伙伴。已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明
确表态不禁止华为参与 5G。相关数据显
示，若波兰放弃华为，将会对波兰经济带
来 85亿欧元的损失，波民众通信成本将上
涨 2倍以上，5G网络建设进程将延迟 2至 3
年，波经济数字化进程将落后于他国。”他
还强调说，企图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
为，不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干扰公平竞
争的国际市场秩序，也有违波100多年来追
求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时，还会极
大地打击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全球化企业
在波兰的投资信心，损害多年来波兰打造
的良好营商环境形象。

对于少数美国官员无端指责中国企
业，并挑拨中国与他国关系的做法，刘光
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种情况我们
必须站出来说话！上个月 13日美方发表挑
拨中波关系的言论，我们看到后，当晚就
发声了，没有任何迟疑。波兰人看到我们
的声明之后反响也比较好，认为我们的声
明很理性，多家主流媒体予以全文转载，
一些评论表示与中国保持健康、理性的友
好关系符合波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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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被美的收购的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图为被美的收购的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
卡的制造车间卡的制造车间。。

“从客户到竞争对手，欧
洲重新定位中国！”据

德国《焦点》周刊报道，欧盟
领导人将在3月21日举行的欧
盟峰会上讨论并首次制定共同
的“中国战略”。而德国经济
部2月公布的《国家产业战略
2030》中，主题就是“要打造
德国龙头企业，加大力度保护
本国重要产业免受外国收购和
竞争影响”。尽管德国过去两
年相继出台的投资法规并不直
接指向中国，但中企对德投资
在经历 2016 年的高峰期后，
已走过两年的下降期。这种现
象引发德国经济界的关注和争
议，担心政府的举动会“吓跑投资
者”。

“政治乌龙球”叫停中资收购
“去年是 2013 年以来，中资收购

最少的一年，仅为最高峰 2016年的一
半。”对在德中企有深入调研的汉堡大
学国际经济学者尤恩·卡斯普尔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法兰克福汇报》
等媒体的报道显示：随着德国收紧外
国投资，过去一年，中资入股德国企
业大减，中资收购案从 54 件降到 35
件。在卡斯普尔看来，当英国闹“脱
欧”、美国搞保护主义时，德国的技术
和投资环境、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
都激发了中国企业对德投资的强烈兴
趣。卡斯普尔列举了 2016年中国在德
国最大的一笔收购——美的集团收购
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此外还
有德国老牌机械制造企业克劳斯-玛菲
被中国化工收购；德国垃圾处理公司
EEW被北京控股并购……但他话锋一
转说：“但这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当
年中企的收购潮马上引起德国政界的
高度关注。由于美国方面的干预，德
国政府2016年12月拒绝了福建宏芯对
德国芯片商爱思强的收购案。”当时，
不少德国媒体还站在中国一边，如

《南德意志报》嘲讽“爱思强已成为世
界政治的玩偶”，《法兰克福汇报》形
容“这是一个政治乌龙球”。

2017年初，德国联合法国、意大
利致信欧盟，要求欧盟制定法律，给
予成员国更大审查权并在必要时否决
并购个案，以保护本国的高新技术企
业。7月，德国联邦内阁通过关于《德
国对外经济条例》 修正案，规定如果
一个欧盟以外的公司收购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的德企超过 25%的股份，政府
可以介入并有权叫停。2018年 12月，
德国内阁再次修改法案，规定欧盟以外
的投资者并购德企的审查门槛将从目前
的25%股权比例下调至10%。《莱茵邮
报》称，“新法规有望防止中国人进
入相关领域，阻止可能的技术转移到
中国”。在此之前，德国政府已直接
或间接叫停两起中资并购德企案，涉
及电网运营和机械制造领域。

卡斯普尔认为，德国的这些限制
外国投资的做法，虽然没有一种是明
确针对中国的，但影响最大的就是中

资收购。这在德国引发很大争议，特
别是担心政府干预会吓跑投资者。《环
球时报》 记者遇到过许多为中国投资
者“打抱不平”的德国企业家。博希
尔家具公司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博希
尔说：“现在整个德国经济界都在谈中
国。如果政府希望通过设置各种障碍
来阻挡中国企业的攻势，那将是一种
不自信的表现，这样做只会让‘德国
制造’失去竞争力。”他认为，如果德
国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的挑战，
就应保持开放自由的政策，加强研
发。博希尔依旧愿意与中国投资者合
作，并准备开拓中国市场。德国一些
州和城市的招商部门抱怨说，本来中
国企业想到德国投资，但德国投资门
槛越来越高，中国企业也就不来了。

保护主义损害德国投资环境
德国工商总会对外经济部主任沃

尔克·特莱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时曾表示，“阻挡中国”的措施是政府
部门在对市场资本流通进行不适当的
干预。他说，德国需要来自中国以及
其他国家的投资。德国工商总会估
算，对华出口为德国创造大约 90万份
工作，而当前德国有 300万员工供职
于外资企业。

德国中国商会干事长段炜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按照德方的统计，
目前在德国有 2300 多家中资企业，
3000多个项目，其中加入该商会的就
有近 270家企业。像华为一家就有 10
多个项目。目前中企最多的为北威
州，有 1000多家，其次是黑森州和巴
伐利亚州。但总体来说，中国在德投
资的数量仍然很少，不到外资在德投
资的1/100。德国在中国则有5000多家
企业、上万个项目。德国有关方面不
应把中国企业视为威胁。

德国中国商会 2018年 7月公布的
《中资企业在德商业环境调查》显示，
87.5%的中资企业对自身在德国的发展

“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表明中
资企业在德投资显示出充分的战略性
与持续性。但也有约三成受访企业把
外资审查视为在德投资和经营中的一
大重要影响因素，另有5%的在德中资
企业表示将暂缓扩大投资。对这两年
中资并购德企数量下降，段炜表示：

“我们认为德国的政策充满不确定性、

不透明性。像爱思强收购
案，德国经济部本来已经批
准，后又收回。这是德国政
府的‘言而无信’。最近，
德国政府又把投资审查门槛
从25%降到10%，这是一种
保护主义的现象，不利于在
德中资企业增强投资信心，
不利于德国改善投资环境。”

投资德国，中企
可以更多元化

实际上，中资在德国投
资远远不如美国。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安永的报告显示，
2018年共有580家德国企业

被外资并购，其中被中资买走的只有
35家，仅占7%。而美国资本收购的德
企占 17%。据 《环球时报》 记者观
察，美企收购德企很少引起德国政客
和媒体的质疑。在法兰克福一家中企
的主管陈女士看来，德国害怕高新技
术被中国买走，被中国超越。她表
示：“德国许多政客仍以意识形态划
线，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投资者。美
国是自己人，中国则是竞争者。”

有德国研究机构总结，中企过去4
年投资并购德企主要集中在十大行业
领域，其中包括软件开发、机器人、
飞机、舰船、火车和汽车制造以及能
源系统、农业科技、新材料和医疗技
术。这些也是德国最希望保持领先地
位的领域。难怪德国 《商报》 在回顾
最近 10年经济界和政界对中方投资的
态度变化时说，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
重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代表团受到热
情接待，但这样的日子已成为历史，
自从中国企业向德国的高技术企业伸
出收购之手，柏林的疑虑与日俱增。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崔洪建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中国
在德、在欧投资遇到的这些矛盾现象
一直都存在。他认为，德国人担心中
企投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
看到了中国的潜力和趋势，尽管中国
投资才刚刚开始，但如果持续下去，
会积累出庞大的量；二是对中国投资
的目的性产生怀疑，因为现在中企投
资过度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
造业。谈到给中企投资的建议，崔洪
建表示：“中国在德国投资，要保证多
元化，具体来说就是构成和方向的多
元化。在构成上，如果加大中小企业
投资，一定程度上不会刺激到德国的
政治神经。投资方向上，虽然可以投
制造业，但更要关注那些更有潜力、
规模小、有风险的创意产业。如果只
是随处‘摘果子’，像过去那样靠钱多
把人家的龙头企业拿下来是不行的。”

段炜也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
德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并不像国
内那些盲目追捧德国的“德吹”说得
那样完美，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
透明性”。德国不是一个挣快钱的地
方，是一个合规性很高的国家。投资
者应该充分考虑可能的困难，并一定
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咨询机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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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弃华为若放弃华为
波兰将损失波兰将损失8585亿欧元亿欧元””

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新任主席、西门子总裁凯飒：欧洲应如何应对（外来投资）？封闭抑或通
过法律限制亚洲企业投资？至少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大国应当三思。

英国《金融时报》：中德经济关系耐人寻味，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很矛盾，德国需要中国的技
术，但德国也担忧中资企业收购德国的技术。

德国汉堡大学国际经济学者卡斯普尔：中企对德企的收购兴趣暂时不会增加，但从中期看，中
资还会对德国企业再度表现出兴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这几年中国对欧洲投资很不稳定，这与中国本身对外
投资不成熟也有关系，中企应调整思路，不能“简单粗暴”地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