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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

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稳定器”。专家认

为，随着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不

断增强，仍将是外商投资热土。

吸收外资成绩突出
在全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背景下，

中国吸收外资成绩突出。联合国贸发会

议最新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跨国直接

投资总量同比下降 49%，中国上半年仅

下降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 月至 10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8006.8 亿元，同

比增长 6.4%，增幅比 1 月至 9 月提高

1.2 个百分点，延续稳中向好态势。10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818.7 亿元，同比

增长 18.3%，连续 7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对于这份成绩单，商务部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评价为来之不

易。“这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

稳外资政策、贯彻落实新的外商投资法、

建设自贸试验区等综合努力的结果。”张

建平说，这也反映出在全球经济衰退和

疫情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很

多跨国公司包括一些金融机构，都有配

置中国资产的强烈需求。中国恰恰具有

基础设施完善、多层次人力资源供给充

沛、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显著等综

合优势。

正如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所

言，今年以来“稳外资”的实践再次证明，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没有改

变，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

面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改变，外商长期

在华投资经营的预期和信心没有改变。

“如无特殊情况，预计四季度吸收外资仍

将延续当前稳中向好态势，有望实现全

年‘稳外资’工作目标和‘十三五’圆满收

官。”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

公报 2020》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吸

收外资总规模达 6900亿美元左右。

扩大开放增强“魅力”
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是吸收外资的

“魅力”所在。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

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让中国市场成为世

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宗

长青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持续扩

大对外开放，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深入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必将为外商提供

更多的投资机遇。”

6 月发布的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再次缩减，释放了面对疫情

冲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强烈信号。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正在成为推动形成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

重要方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

学院教授崔凡表示，缩减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是扩大对外开放重要手段，有

利于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有利于形成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可以预见，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会进

一步压缩。”

崔凡认为，开放不仅会提高中国企

业国际竞争力，还会推动监管部门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从各方面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和政府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超

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

任郝红梅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吸收外

资重要平台。

根据协议，RCEP15 个成员国均采

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

渔业、采矿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

放承诺。郝红梅表示，就服务贸易开放水

平而言，15 个成员国均作出高于各自

“10+1”自贸协定水平的开放承诺。

这意味着，投资政策透明度进一步提

升，成员国间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

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

术标准等逐步统一，这对区域内双向投

资都是利好消息。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无论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

步缩减，还是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

开放新高地的建设，这些都有助于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成为众多外资企业为中

国投下“信心票”的重要原因。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 2020》显示，过去两年间，中国在营商

环境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营商环境指数

位列全球第 31位，较上一年提升 15位。

在中诚信研究院院长张英杰看来，

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名次晋级，而是指标

的系统性提升。这一飞跃式发展是中国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的集中体现，必将

为世界各国在中国投资提供更好更优的

环境和更广阔的市场。

为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

步法治化必不可少。今年是新的外商投

资法实施的第一年，该法从法律层面为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保驾护航，消除外资

企业的后顾之忧。

宗长青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强外商

合法权益保护，确保对内外资企业一视

同仁，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商投资更安心、更

放心。

据《中国证券报》

三大采购经理指数位于年内最高

点，半钢胎开工率、焦炉生产率大幅高

于去年同期，汽车消费持续回暖，重卡

销售同比增长 26%，物流业景气指数

升至年内高点，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大

增 35.8%……在 11 月主要宏观经济

数据出炉前夕，密集发布的一系列先

行指标和高频数据显著上行，彰显供

需两旺势头延续，“三驾马车”动力增

强，经济复苏力度料超预期。业内表

示，随着宏观政策更快落地见效，四季

度 GDP 增速有望达到 5.5%以上，全

年经济实现正增长几无悬念。

作为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之一，

采购经理指数（PMI）走出了“九连荣”

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中

国制造业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和综合 PMI 产 出指数分别为

52.1%、56.4%和 55.7%，高于上月 0.7、

0.2 和 0.4 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位于

年内最高点，并且连续 9个月高于临

界点。

财新 PMI 同样保持扩张态势，11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升至 54.9，创

2010 年 12 月以来最高值，财新服务

业 PMI 升至 57.8，为 2010 年 5 月以

来次高值，财新综合 PMI 升至 57.5，

创下 2010年 3月后最强劲增速。

拉动国民经济运行的“三驾马

车”，均有不俗表现。其中，出口率先跑

出加速度。海关总署 7日数据显示，11

月出口增速高达 14.9%，高于 10 月

7.6%的增速。投资方面，制造业、地产、

基建等投资保持稳步回升态势。其中，

地产增速维持更强韧性，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强劲。

消费方面，高频数据也显著上行。

乘联会数据显示，11 月乘用车市场日

均零售 6.2 万辆，同比增长 5%，环比

增长 3%。今年“双 11”期间，各大电商

平台交易普创新高，释放更浓消费暖

意。据国家邮政局测算，11月中国快递

发展指数为 312.5，同比提高 35.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1

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7.5%，升

至年内高点，快递快运业业务量再创

年内新高。

“近期高频数据表现乐观，无论是

生产侧还是需求侧均在不断回暖。”厦

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传旺对记者指

出，煤炭、钢铁、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百强房企与汽

车销售数据保持持续复苏的高景气

度，各类国际航运指数也明显上涨，预

示出口在年末仍将保持强势。

不少机构表示，11 月种种迹象显

示，经济升温趋势仍在延续。兴业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王涵指出，11 月工业增

速可能仍偏强，经济或继续向正常水

平回归。同时，制造业投资或进一步回

暖，基建投资单月增速或仍维持偏强，

地产投资或继续保持韧性，整体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增速或将继续回升。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指

出，11月经济复苏进程继续，保持供需

两旺势头。需求侧“三驾马车”消费、投

资、出口增速持续回升；供给侧高频数

据总体表现良好，工业生产将延续强

劲态势，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

可能进一步提速。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2020 年末，

不少地方密集开会部署，释放出全力

冲刺一个月、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强烈

信号。

11 月 3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召开全区经济运行调度视频会议，

要求全区各市冲刺最后 30 天，努力全

面完成 2020 年全年经济发展各项目

标任务。会议提出，紧紧咬住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全力冲刺、精准发力，迅速

扭转工业增速趋缓的状况，狠抓重大

项目，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动农业生

产增收，大力挖掘消费旅游以及各项

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

牡丹江市 12 月 1 日召开的市委

常委会会议强调，聚焦关键领域促进

增长，强化重点行业支撑，深入挖掘消

费潜力，充分释放投资拉动效益，确保

农业丰产增收，全面做好经济运行调

度，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活跃度，为全市

和全省经济由负转正贡献力量。

12 月 4 日，大连市政府召开经济

运行视频调度会议，要求紧盯重点领

域、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

强化调度、加压推进、冲刺攻坚，全力

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工业提质增效，不

断激发消费需求，推动外贸创新发展，

做到三次产业同步发力、各个地区竞

位争先，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和质的稳步提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记者指出，有些地

方经济增长已在三季度转正，有些地

方还在努力转正。总体来看，各地正全

面落实“六稳”“六保”政策措施，努力

恢复经济增长。而年底确保稳增长的

关键在于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即加

大有效投资和引导项目开工建设形成

实物工作量，助推经济稳步复苏。

刘向东表示，宏观经济政策将更

快落地见效，推动经济增长向潜在产

出附近回升，四季度 GDP 增速有望达

到 5.5%至 6.0%区间，全年有望实现

2%以上的增长。李超表示，经济复苏超

预期，四季度GDP增速料达 6.6%。

“四季度经济将进一步回升，带动

全年经济走势实现V型反转。”孙传旺

表示，未来宏观政策将围绕构建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重点将放在

保障经济稳定运行的领域，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并提升内需

潜力，为“十四五”开局之年打好良好

基础。 班娟娟

11 月，我国乘用车生产 227.8 万辆，同比增长 8.0%；零售

208.1 万辆，同比增长 8.0%。 1-11 月，全国乘用车累计生产

1715.6 万辆，同比下降 8.1%；累计零售 1700.2 万辆，同比下

降 8.3%。乘联会表示，宏观经济和出口市场超预期的回暖，加

之新能源车零售的翻倍增长，共同推动了车市的持续走强。

乘联会预计，今年全年汽车零售损失为 140.0 万辆，同比

将下降 7%。对于 2021 年的市场预期，乘联会持谨慎乐观的

态度，预计狭义乘用车批发增速为 9%，零售增速 7%，汽车整

体增速 4%。

12月 8日，乘联会发布最新一期全国乘用车市场产销数

据。11月，我国乘用车生产 227.8 万辆，同比增长 8.0%；零售

208.1 万辆，同比增长 8.0%，连续 5 个月保持在 8%左右的增

速且为近两年来最高。

1-11月，全国累计生产乘用车 1715.6 万辆，同比下降

8.1%；累计零售 1700.2 万辆，同比下降 8.3%，降幅比前 10月

收窄 1.9 个百分点。

乘联会方面表示，宏观经济和出口市场超预期的回暖，

加之新能源车零售的翻倍增长，共同推动了车市的持续走

强。同时，乘联会也指出，去年年末春节前购车启动较早，使

得今年 11 月传统车零售同比增速仅有 3.1%，为 191.3 万辆，

较 10月 4.4%的增速稍弱。此外，个别地区近期出现新冠病

例，“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也使零售回暖速度有所放缓。

今年 7-11 月零售同比增加 65.0 万辆，乘联会分析，如

果 12月能够继续保持 11 月 15 万辆的净增量，预计全年零

售损失为 140.0 万辆，同比将下降 7个百分点。

11月，新能源汽车、豪华品牌、头部自主品牌成为乘用车

零售增长核心动力，其中以新能源汽车表现最为突出。11月，

新能源汽车零售 16.9 万辆，同比增长 136.5%，环比增长

26.8%，在乘用车中市场渗透率为 8.0%。

豪华车零售同比增长 27.0%，环比增长 5.0%，保持强势

增长特征。消费升级的高端换购需求依旧旺盛，德系豪车年

末趋稳，凯迪拉克、林肯等美系豪华车表现强劲。

自主品牌零售同比增长 9.0%，环比增长 9.0%；市场份额

为 39.1%，同比增长 0.4%。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速翻

倍，传统车零售则同比持平，但红旗、长安、长城、奇瑞等品牌

传统车保持较高增速。

主流合资品牌 11 月零售同比增长 3.0%，环比增长

1.0%；其中日系、美系品牌份额走强，同比份额增加 3%。

对于 2020 年最后一个月的走势，乘联会分析，历年年末

增量核心推动力是中低价位自主品牌车型的旺销；然而，近

两年低端市场严重萎缩，自主品牌两极分化严重，年末翘尾

效应严重受阻。此外，当前有 8省、35个地级市的地方性促消

费政策在年底前陆续到期，对年末的汽车消费有一定的刺激

作用。但由于明年春节相对较晚，节前热销期延后，因此 12

月的零售不会太火爆。

针对目前汽车产业链供给端缺货的消息，乘联会认为，

多年来内存或芯片缺货的情况时有发生，从电脑等电子行业

的经验来看不会对汽车行业产销造成太大影响，但将推动芯

片价格折扣在年前继续回调。

对于 2021 年的汽车市场预期，乘联会持谨慎乐观的态

度，预计 2021 年狭义乘用车批发增速为 9%，零售增速 7%，

汽车整体增速 4%。在其看来，2021 年车市增长的压力，首先

是疫情期间各地车市促消费政策的退出；其次是入门级消费

能力持续走弱；第三是增换购需求放缓；第四是外部环境不

确定因素的干扰。

当然，对 2021 年市场有利的因素也有很多。首先是

2019 年上半年的低基数；其次是春节较晚带来超强需求释

放；第三是海外市场的需求逐步恢复；第四是新能源汽车的

增长贡献巨大。乘联会表示，随着双积分政策的深入推进，

2021 年新能源汽车在高低两端仍有巨大增量空间，至少可以

各自增长 15 万辆。

据中国经济网

最高人民法院 9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

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从各界普

遍关心的电子商务平台、公共交通工具相关问题入手，对食

品安全民事责任主体认定、赔偿责任承担以及诉讼程序等作

出规定。

据悉，2017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

审新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共计 4.9 万件，其中约三成纠

纷涉及电商平台责任承担，而食品类纠纷在网络购物合同纠

纷案件中占比接近半数。

对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电商平台责任，把好网购食

品安全关。其中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未对平台内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

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与平台内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

务方式所销售的食品或者虽未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

务所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食品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虽非实际开展自营业务，但其所作

标识等足以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相信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自营，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食品

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公共交通运输为旅客提供的食品或者餐饮服务，出现食

品安全问题怎么办？司法解释对此明确，公共交通运输的承

运人向旅客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旅客有权主张

承运人承担作为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同时，根据司法解释，不论是免费提供还是有偿提供，承

运人均应保证所提供的食品的安全性，不得以食品是免费提

供为由进行抗辩。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需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司法解释对如何界

定“明知”进行了细化规定，依法惩治恶意及严重不负责任的

经营者。此外，司法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不以造成人身损害

为前提，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该司法解释将于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据新华网

持续扩大开放
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热土

“三驾马车”动力增强 经济复苏力度料超预期

11 月乘用车市继续走强
全年销量降幅或收窄至 7%

最高法司法解释进一步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XINWENFENXI新闻分析

时至年底，汽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11月，广汽传祺持续销量上涨的势头，共

计达成 33307 台销量，并已连续 3 个月

实现月销量突破三万台！

今年以来，广汽传祺推出多款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新车型，如 GS4 COUPE、

GS4 PHEV、GS8S、全新 GA8、传祺 M8、

传祺M6 2021 款等，以高品质、高价值的

优势获得更多用户青睐。

MPV 产品方面，传祺M8、M6自9月

份上市后展现出超强的爆发力，11 月累计

销量达 8924 台，同比劲增 43.3%。其中，

传祺M8在消费者中受到火热的追捧。

在 SUV 市场，GS4 家族作为传祺销

量的“扛把子”，11月份销量达 12389 台，

并已连续 7个月实现销量破万台。而 10

月 1 日上市的 GS3 POWER，时尚动感

外观、动力十足、有颜有料可谓产品势能

十足，上市首月销量近 5000 台，第二个

月再增至 7180 辆，同比增长 25.1%。

11月份市场销量的持续向好，是广

汽传祺的不断落实“金三角战略”，以“产

品、科技、服务”三大增值为消费者带来

实际利益的结果。在广州车展上，广汽传

祺正式发布了“一祺智行更美好”品牌口

号，并确立“趣、质、亲”三大品牌核心价

值，给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的全新

传祺。

距离 2021 年仅剩不到 1 个月的时

间，国内车市也即将迎来年底的购车热

潮，广汽传祺已在 MPV、SUV、轿车市场

均布下了强有力的产品，年终全力冲刺

早已蓄势待发。

MPV销量同比增 43.3%，广汽传祺加速年终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