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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面临的挑战，座谈会上的外资企业提到较多的便是“贸易
摩擦”了。

宁波环球广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张丽丽提到，公司过去3年
在宁波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60%，但近期的贸易摩擦，让公司部
分产品被列入了涉额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所以今年公司将力争
下降的幅度控制在10%以内。

“我们向美国出口CPV（一种图像处理技术）被列入了美国加
征关税的清单，而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两款芯片则进了反制的名单。
所以第三季度，我们的客户也有一些犹豫和担心：如果税率到明年
增加至25%，还是得由企业来承担。”张丽丽说。

目前，作为美资企业，公司正在一边积极申请加征关税的豁免
资格，一边期望用自己研发的先进产品来吸引更多客户。比如在插
阀件领域，“公司原计划是研发100公斤插阀件，而现在公司加快进
度，率先研发出了200公斤的样品，在世界插阀件大会亮相后，还
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所幸的是，在这个求新求变的技术行业，这款
产品在全球尚属首批，目前还没有竞争对手。”

同时，有企业反映，虽然没有直接因贸易摩擦而“躺枪”，却可
能被间接地波及。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石化、塑
料原材料加工的台资企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产品主要走
内销，受贸易摩擦的直接影响非常小，但是公司下游工厂的外销却
很可能受到冲击，从而形成影响上游的蝴蝶效应。

“我们和客户都可能面临贸易摩擦的‘痛’，但我们依然要应对
市场、强身健体、谋求发展。”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薛正
利说。

康赛妮集团是一家香港独资企业，深耕羊绒纱线纺织，目前占
据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薛正利表示，目前贸易战尚未对
公司业务产生直接影响，但仍在观望中。

除此之外，原材料成本上涨也是一大挑战。
“全世界羊绒的原料有七八成都在中国，从牧民到我们纺纱环

节，再到羊绒制衣环节，大家赚的都是‘辛苦钱’。从去年到今年，
羊绒原材料成本上涨了大约30%。所以虽然公司的销售额上升了
40%，但从净利润看，相对销售额的上涨幅度还是少了一些。”

据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
境从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从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已跻身今年营
商环境改善排名前十。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宁波正在打造国际一流
的营商环境，目标是成为中国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
环境最优、企业获得感最强的地区之一。目前，宁波的营商环境令
座谈会上各家企业不住“点赞”：

“现在宁波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服务，都是我们企业比较肯定的。”
“从产业、工业到整个外资服务的环境，宁波在吸引外资，尤其

是高端制造业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需要巩固和提高，如何才能锦上添花？
宁波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敏实集团提出的外籍人才评估

认定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关于国际上一些资格、职称互认的
问题，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包括与中东欧、中东等地的一些国家
进行国际互联。从宁波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也在调整人才的分类，
下一步会和人社局就企业的人才需求做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们
也在向公安部申请出入境的新政，为出入境通关提供便利。”

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还提到，在服务外籍人才方面，还有很多需
要考虑的工作。“目前宁波的常驻外籍人口大约8000人，全市海外
高层次人才约1.1万人。我们现在很多的外资企业管理层，以及一些
中高端人才，在面临安居、就医、子女就学时，还需提供一系列保
障服务。”

为了服务外籍人才，人才办的解决方案一是与企业和政府联
手，对于具体问题进行沟通和解决；二是积极宣传宁波的各项人才
政策，也希望外资企业能把这些政策充分利用好；三是发挥外资企
业作为人才承载平台的作用，推动企业创新。

宁波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徐建华介绍道，今年宁波市关于外商
投资还出台了很多政策。除了上个月出台的“80条”关于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的相关意见，以及外籍人才服务外，早在今年6月的全市
对外开放大会上，还出台了一系列贯彻落实国家外资新政的对外开
放举措，尤其在市场准入和资金方面：

首先，要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在国家《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之外的领域，我市不提高审
批部门层级；不要求专门的材料证明，切实做到法律上平等、政策
上一致，实行国民待遇。比如，国际海上运输公司不再限于合资合
作、国际船舶代理公司不再必须由中方控股等。

第二，要为外企资金进出提供便利。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
批复，在宁波可开展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试点；推进外汇
金融支持利用外资工作，推广意愿结汇，拓宽外商资金使用范围；
支持企业境外上市，鼓励境外上市融资调回境内；拓宽融资渠道，
促进外企投融资便利化。

第三，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
业分配的利润，按照9月29日出台的《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
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实施，用
于境内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的适用范围，由外商投资
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近期，符
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可开设A股账户，这也意味着外籍人士参与股权
激励也能进一步放开，未来宁波的资本市场或将会有越来越多“老
外”的身影。

第四，对外资落户、产出、招商中介给予奖励。对新引进的重
大外资项目、引荐重大项目的中介机构、对世界500强、中国200
强、中国民营百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重大项目引进，
都给予一定的资金或政策支持——例如：戴德梁行是全球领先的房
地产顾问公司，其相关负责人在座谈会现场提到，不少外资企业在
进入杭州后，便会通过他们的平台进入宁波。有了这条政策，无论
是“引进来”的外企，还是类似戴德梁行的第三方机构，都能获得
奖励的“Buff”加持。

第五，要为外企出入境通关提供便利。根据海关相关公告，在
宁波推广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深化“互联网+预约通
关”制度，推进关检融合优化报关单位注册登记，推广以企业为单
元加工贸易监管改革，推进信用管理，提高出入境通关便利化水平
——出入境通关便利化，也是宁波口岸近期“提效降费”的贸易便
利化政策之一。除了人员流动的便利性外，贸易便利化政策中“货
物通关将在2020年前缩短三分之一”的规定，也能为全球布点的外
资企业减下不少时间成本。

这些具备技术、渠道、管理优势的大规模外资企
业在面临挑战时，相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毕竟“船大
抗风浪”，都在更努力地凭本事“对症下药”。而“药
方”，也需要营商环境作为“药引”。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药方”是，与
欧洲排名第七的知名药企——来自斯洛文尼亚、专注
于心血管疾病的科尔卡公司“牵手”，注册成立了一家
合资公司。今年1月，新公司的首笔注册资金已经到
位，万事俱备后，另一发“药引”也在赶来的路上。

“对于我们而言，科尔卡公司具有技术、产品和欧
洲市场的优势；而我们则可以帮助科尔卡公司打开中
国市场、把好的药品引进到国内来。”美诺华药业相关
负责人说，“由于药品的监管要求，要想把药品引进中
国、把欧洲产品转移到合资公司，不仅需要通过相关
部门审计许可，还需要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所以，
土地，是我们要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合资公司刚入驻时，由于用
地紧张的缘故，投资进度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好在
公司所在的高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出面协调，预计将
得到解决。在美诺华的计划中，明年将有5个产品成
功转移至合资公司。

提到可能由于土地供应问题影响项目进度的，还
有沛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煜。和生产
型企业不同，沛琰资本从事的是外资高端制造业产业
园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王煜谈到，因为政策变化造
成产业园土地短缺，曾导致一些世界500强项目无法
落地。

对此，王煜建议：“首先，若因政策变化导致无法
落地时，应注重信用担保问题。其次，宁波的一些产
业园普遍‘先造房，后招商’，我个人认为，不同产业
所需的厂房和载体有着不同的技术要求，应该先做好
产业定位，再吸引相关企业。另外，现在宁波很多的
外资企业都在利用招商中介机构，我认为以后可以把
中介的范围扩展，起到一个平台的作用。”

对于从事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敏实集团有限公司而
言，最需要的还是人才政策这一“药引”。宁波是该公
司全球研发总部所在地，当世界各地的员工来宁波做
短期培训时，在办理临时就业证时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国家对人才的评估的标准，和我们所需要的、从
德国工程师协会等引进的海外人才并不完全匹配。比
如对我们而言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即可，但国家的人
才标准会要求一定有中级职称，会影响到证件办理。”
敏实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康赛妮集团常务副总薛正利还谈到，在针对某一
些方面的管理，能不能像“精准扶贫”一样，做到

“精准管理”？比如说，环保。
薛正利说道，“环保方面提出，所有的包装物，我

们都要付费，不能回收。原先我们的供应商会把这些
属于工业级塑料的包装桶重新利用，可是现在的包装
桶却‘出不去、用不掉’，只能堆积如山。这一块给企
业带来的成本相当高：我们的原材料一公斤2元多，
一个包装桶装220公斤，可是一个桶的成本就要300
元，这意味着成本直接上涨了70%。”

人才对接之难2

开放型经济，离不开对外资
的吸引和利用。

截至2018年10月份，宁波
有来自149个国家（地区）累计
备案外商投资企业17032家，投
资总额1694.45亿美元，实际利
用外资535.95亿美元，已成为
全国累计实际外资突破500亿美
元“第一方阵”的城市。外商在
宁波的投资，也从制造业为主逐
步转变为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并重。

今年11月的进口博览会，我
市吹响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的号角。

宁波的外资企业为本地营商
环境打几分？最近正面临怎样的
机遇和挑战？在11月13日召开
的全市重点外商投资企业恳谈会
上，12家外资企业向多家市级相
关部门，传达了自己的声音。

贸易摩擦之痛

如何锦上添花？

宁波外资企业最大的呼声是什么？
记者 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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