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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1

看好中国消费市场
和创新能力

德企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前景和本土化

近日，中国德国商会和毕马威联合发布了《2020/2021在华德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1。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中德贸易总额达1923亿美元，占中国与欧
盟贸易总额的30%。德国也是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
2019年累计对华直接投资超过350亿美元2。德国在华投资企业众多，而且很多集中在高
端制造业、汽车、电子、商业服务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份报告从德国企业的视角，提
供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公司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的看法，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其中，德企对中国投资前景、市场准入、本土化这三个方面的看法尤其值得关注。

尽管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巨大冲击，但39%的受访企业表示2020全年销售额实现增长，
42%受访企业表示利润获得提升。同时，展望2021年，在华德企对于中国市场前景也普
遍持乐观态度，77%的受访企业预计其所处行业在中国的表现将优于其他市场，72%的
受访企业预计其在华销售额将继续上升。

德国企业的反馈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趋势是一致的。202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
大关，全年累计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国
内疫情防控取得较好成果，生产、投资和外贸反弹，消费市场也在逐渐回暖，带动企业
收入回升。毕马威预期中国经济将继续复苏，2021年GDP增速有望达到8.8%。根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5%，中国将再次成为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不难理解72%（高于去年67%的比例）
的受访德企表示将加大在华投资。

图1 德企未来两年在华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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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0/2021在华德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毕马威分析

1. 《2020/2021在华德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中国德国商会、毕马威，2021年2月，
https://china.ahk.de/market-info/economic-data-surveys/business-confidence-survey

2. 《2020年中国外资统计公报》，商务部，2020年11月。

https://china.ahk.de/market-info/economic-data-surveys/business-confidenc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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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2

德企加大对华投资，最看重三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参与
中国创新、数字科技。德国企业看重中国消费市场这点不难理解：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
大的消费市场，并且增长迅速，有望在近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消
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迅速增长的需求，自然给包括外企在内的各种企业带来巨大
的发展空间。

有意思的是，除了消费市场之外，德国企业也表示参与中国的创新，特别是和数字科技
相关的创新，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全球创新指
数在2020年保持高位，为世界第14名，是最具创新力的中等收入经济体3 。不久前欧盟
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工业企业研发投资报告，通过分析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企业，
对各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关注重点做了有意思的分析。对比中国、美国、欧盟的企业研
发投入，不难发现欧盟在汽车产业上研发投入比例最高，在医疗行业上研发占比也表现
不错。但是，欧盟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和服务上的研发比例上落后于美国和
中国4 。疫情期间，我国数字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快速发展，成为抗疫和推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加强和中国企业在创新上，尤其在数字经济上的合作，无疑对德国企业具
有重要的意义。

德企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前景和本土化

欧盟

（1889亿欧元）

图2 欧盟、中国、美国研发投入分行业占比

3.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IPO, 2020年9月
4. The 2020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 European Commission，2020年12月

数据来源：The 2020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 European Commission,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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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限制
大幅减少

德企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前景和本土化

图3 表示没有面临任何市场准入限制的企业比例

数据来源：《2020/2021在华德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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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德国企业对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努力给予了积极
的评价。70%的受访企业表示在中国没有面临市场准入限制，而该比例在2019年的调查
中仅为37%。这意味着，面临市场准入限制的企业比例从63%下降到了30%，降幅超过
一半。

在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改善，和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密不可分。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正式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2020年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缩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
版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外商投资法》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外资实践
和政策上升至法律层面，对外商在华享受公平待遇提供法律保障，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受访德企对已经完成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寄予厚望。在中欧投资协定中，中国首次在
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承诺，将进一步大幅降低市
场准入限制。德国企业期望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法律保障和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继
续扩大投资领域，包括汽车、新能源等制造业领域，以及金融、计算机、通讯等服务业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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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本土化
以应对脱钩风险

德企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前景和本土化

地缘政治风险也是企业关注的话题，潜在的科技脱钩风险是企业在制定战略时需要思考
的重要因素。德国企业对此也表示了关心，他们担心如果出现科技脱钩，将会使得企业
成本上升，业务增长放慢，并且投资信心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应对脱钩风险，在华德企的首要策略是加强本土化，特别是加强研
发和供应链的本土化。同时，德国企业也表示要加大技术的灵活性，开发适应不同市场
标准的核心技术。

研发本土化

外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研发团队之前通常放在国外，在中国的研发通常以应用型技术为
主。但随着中国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外企也在加大在华研
发投入，提升研发格局。2019年全球市值250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多达
108家，其中至少15家企业在中国开设了全球研发中心5 。外资研发的本地化会对中国
经济产生很强的技术外溢效应，比如，培育本土创新型人才、推动本土企业创新竞争、
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等等。

图4 企业为应对经济和科技脱钩趋势所采取的措施

数据来源：《2020/2021在华德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毕马威分析

5. 《2019年全球市值250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发展报告》，亿欧智库，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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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5德企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前景和本土化

供应链本土化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很多国家、很多行业的供应链带来冲击，尤其是对汽车、
半导体、电子产品、高端设备等对全球供应链依赖高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毕马威
2020年进行的一个全球CEO调查显示，疫情后供应链风险的排名从2020年初的第九位
飙升至第二位，已然成为最主要的战略风险之一，67%的CEO表示将重新思考全球供应
链布局6 。得益于果断而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中国率先在全球复工复产，对维护全球
供应链稳定、保障防疫物资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大供应链本土化也将带动中国一些
原材料生产企业迅速成长为具有国际供货能力的优质供应商，并具备向欧美等发达市场
供货的资质和能力。

开发适应不同标准的核心技术

统一的技术标准对现代科技发展十分重要。互联网科技、数字科技通常具有很强的网络
性，使用统一的标准会带来很大的外部性，提升科技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著名的梅特卡
夫定律显示网络的价值和使用该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但是在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
定因素影响下，企业也不得不考虑加强技术的灵活性、适应性。在研发中，企业可能需
要采取“双架构”的方式，开发基于不同标准的产品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监管要求、
安全规范等。

总之，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伴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德
国企业在华业务不断改善，并对未来经营前景积极乐观。中国扩大开放的措施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外资进入中国的限制大幅减少，这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同时，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提高企业的成本，使得一些企业需要开发不同的
技术标准以降低风险，但也应看到脱钩的风险反而加速了很多外资企业在华的本土化进
程。

6. 《2020年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毕马威，
https://home.kpmg/cn/zh/home/news-media/press-releases/2020/08/global-ceo-outlook-2020.html

https://home.kpmg/cn/zh/home/news-media/press-releases/2020/08/global-ceo-outlook-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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