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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山南市措美县下巴水库工程项目筛分工程”已完全完工，所有农民工工资、机械及材料费用全部结

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联系人联系。

联系人：万玛东智

电话：13989099874
特此声明

西藏展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0日

声 明
由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察芒公路阿孜乡至芒康县段改建工程”A 标段，于 2024 年 9 月 3 日通过竣工

验收，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

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付保华 联系电话：13526825396
特此声明

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0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林周县阿朗乡拉康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已完工验收并投入使用，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

材料款等已全部结清，无发生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款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于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 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13989093699
联系人：金巴
特此声明

四川嵘利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0日

●本旦江措不慎，将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证（证号：22303103）丢失，

声明作废。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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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习近平主席近期在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同美国总

统拜登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围绕中美关系和

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

通。习近平主席总结过去 4 年中美关系发展的

七点经验启示，从战略认知到具体行动，从管

控分歧到扩大共识，从两国民意到世界福祉，

总结负面教训、归纳正面经验，在中美关系“承

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为新时期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之一，中美关系发展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

前途命运，探索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是

中美两国必须面对的历史必答题。过去 4 年，

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也开展了对话

和合作，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总体实现了

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本着对历史、对世

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彼此树立正确理性

的认知，对改善关系抱持最大诚意，中美关系

才能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真正实现稳下来、好

起来，回归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

习近平主席在利马会晤中高屋建瓴归纳

了七点经验启示，包括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

要言必信、行必果，要平等相待，不能挑战红

线、底线，要多搞对话和合作，要回应人民期

待，要展现大国担当。这是过去 4 年中美关系

实现止跌企稳的经验总结，更是中美关系 45 年

发展的历史昭示。战略认知是管总的问题，没

有正确的战略认知，双方就可能陷入“新冷战”

的深渊；“说一套做一套”损害互信，“言行不

一”侵蚀国家信用，大国良性互动难以为继；平

等相待就是要相互尊重，不能以高人一等的姿

态“改造”、打压对方，甚至为保持本国的领先

地位而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频繁挑战红

线、底线，肆意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只会引发

冲突对抗，让中美失去和平共处的前提。

如果说前四点启示是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的必要条件，明确列出了“负面清单”，那么后

三点即多搞对话和合作、回应人民期待、展现

大国担当，则是为双方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前提下，不断累积积极因素，朝着合作共赢目

标迈进提出的路径指引。作为最大发展中国

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无论是在经贸，还是

在能源、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都存在广泛

合作空间，在经济复苏、应对气变、反恐、防扩

散、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上

承担着重大责任。双方曾携手打击恐怖主义、

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引领达成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了一件件造福世

界的大事好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

美打交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美建交 45 年来，双方克服困难，关系持续发展，合作领域之广、利益交融之

深、辐射影响之大，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兼

程，赋予两国关系发展以深刻启迪——如果两国做伙伴，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能

够取得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恶性竞争，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

退。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冲突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国竞争不应是

时代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脱钩断链”不是解决之道，互利合作才能共同

发展。“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开放共享才能造福人类。中美要继续探寻两个

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多为世界注入确

定性、提供正能量。

“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各自繁荣。”再过一个多月，美国将

迎来新一届政府。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以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七点经验启示为指引，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

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人民，惠及世界。 （新华社北京12月 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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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走进世界各地百姓生活，

中华美食飘香海外餐桌，中国设计持续全

球“圈粉”，中国工程共筑美好世界……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勇敢

“走出去”，在全球市场的广阔大海中奋

斗、成长，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

融交汇的生动写照。

面对不确定性增多的外部环境和

需求差异大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如何

出海远航、行稳致远？怎样在合作共赢

中共创发展新机遇？

（一）

中国企业“走出去”，今时如何不同

往日？

彭博新闻社网站近期刊登题为《随

着新一代品牌为应对经济放缓发力，中

国制造走向高端》的报道称：过去几十

年，只有很少一些中国消费品公司以自

己的品牌吸引欧美消费者。但新一批

年 轻 的 中 国 品 牌 ，如 云 鲸（扫 地 机 器

人）、文石 Boox（阅读器）和徕芬（电动

牙刷和吹风机），正在开辟一条不同路

径，它们的销售基于产品的性能。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跨境贸

易投资遇冷，各国消费者更趋理性。“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以含金量更高的商

品、服务与技术，持续为全球市场“上

新”。

这些数据是注脚：

前 10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

比增长 5.2%，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实现

两位数增长。

同 期 ，中 国 服 务 进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14.6%，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6.6%；

对 外 非 金 融 类 直 接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0.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

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15.7%。

增长曲线背后，是互利共赢的务实

合作。

“低价、绿色的电力，对哈萨克斯坦

本 国 产 品 出 口 到 欧 盟 等 地 有 很 大 帮

助。”寰泰能源董事长南逸说，寰泰能源

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的 8个新能源电

站，不仅降低了当地电价，满足了当地

约 100 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每年还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0万吨。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主动和东道国

企业携手，加强互利合作、优势互补，同

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创造就业机

会、提供职业培训、改善基础设施、融入

当地社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

百姓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2023 年 ，中 国 境 外 企 业 向 投 资 所

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 75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0.3%。年末境外

企业从业员工总数 428.9 万人，其中雇

用外方员工 257 万人，增加 7.7 万人，占

比近六成。

今年以来，比亚迪泰国工厂正式投

产，《黑神话：悟空》上线全球游戏平台

Steam（蒸汽平台），海信、蚂蚁集团、vi-

vo、速卖通等中国品牌深度参与国际体

育赛事……

加快“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正以高

质量发展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世界

提供更多选择和增长动力。

从贸易往来到投资建设，创新动力

更为强劲。贸易结构以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为主导，投资既有标志性工程也

有“小而美”项目。2023 年以来，中国与

有关国家签署了 42 个绿色、数字、蓝色

经济投资合作备忘录，深化与各国可持

续发展合作。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合作领域

更为广泛。过去“走出去”以外贸企业

为主，如今有更多企业活跃在以智能硬

件、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以移

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数字经

济领域，以及游戏、影视等产业，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 18 个行

业门类。

从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出海地

更为多元。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过去

瞄准欧美等发达国家，到如今更多走向

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市场；从“广撒

网”到因地制宜深耕；从卖产品到贡献

经验技术，共同探索最优发展路径。

中国企业“走出去”，造福了世界，

也壮大了自己。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凭借

“十年磨一缆”的毅力，一步步打入被国

外头部厂商垄断的海缆国际市场。如

今，其国际业务不断扩大。到 2025年国

际业务占到公司营收 10%这一目标，正

在加快实现。

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不断在学习中

融入，在融入中发展，在发展中共赢。

“正是通过中国电商平台，我才能

把产品卖向全世界。”七年来，来自墨西

哥的贝拉多通过中国电商平台阿里巴

巴，便捷地了解各国进出口政策与情

况，将木酒桶从墨西哥山中远销欧美和

亚洲各国。中国电商平台为他带来了

80%的客户。

百川向海，潮头观澜。

无数中国企业如一朵朵浪花，迸发

着勇气与智慧，坚定融入全球化浪潮，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

苏注入暖流。

（二）

疾风知劲草。

2023 年 ，在 全 球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FDI）下降 2%、跨境并购规模为过去十

年最低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

长 8.7%。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占全球份额的 11.4%，出口国际市场份

额稳定在 14%左右，殊为不易。

中国企业“走出去”，从来都是挑战

与机遇并存，而今不确定、难预料因素

更甚。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

动荡频发。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市场，中国企

业出海步履不停，信心和动力何来？

今年 4 月，深耕工业 X 射线领域的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个海外

工厂在马来西亚落成投产。“不少东南

亚企业青睐中国的新技术、新装备。”

刚在越南进行产品推广的日联科技副

总裁李育林看到了东南亚市场蕴含的

机遇。

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认

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企业出海是历史必然。”

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本质是实现全球资

源的最佳配置。出海参与全球竞合，是

不少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

“不闯怎么把握未来市场？”动力电

池系统制造商力高新能源今年赴西欧、

非洲等地设立分公司，创始人王翰超坚

信，海外是下个快速增长点。

以 变 应 变 、化 危 为 机 。 河 北 某 羊

绒制品企业到海外建立产线、设立研

发中心，通过加大全球化布局、不断创

新产品来应对风险挑战。今年预计销

售 额 同 比 提 升 15%，创 企 业 成 立 近 20

年来新高。

当 前 ，中 国 企 业 加 快 布 局 海 外 市

场，有的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转

型升级需要的主动作为，有的则是受国

际复杂多变形势影响的应变之举。

无论顺势而为，抑或迎难而上，中

国企业“走出去”意义重大。

对企业自身而言，通过拓展更大市

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利用全球资源，

能够创造更多利润，同时降低在单一市

场经营发展的风险，促进自身做大做强。

对中国经济而言，中国企业走全球

化发展道路，发挥好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协同效应，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更好服务

新发展格局。

对 世 界 经 济 而 言 ，伴 随 中 国 企 业

“走出去”的脚步，中国的产品、技术、商

业模式和管理经验，推动经贸等各领域

互联互通，有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给

世界经济增添新活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让中国经济与

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相连。

（三）

“ 走 出 去 ”，是 大 势 所 趋 ，也 道 阻

且长。

国际市场复杂多变，如何克服文化

和法律法规的差异？如何在激烈的市

场争夺中做大合作“蛋糕”？如何应对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更多不确定性？

跌倒、起身、改进、前行，始终印刻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足迹中。

回想起五年前被一家海外客户给

出“124 条整改条目”的“下马威”，兴发

集团旗下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少平记忆犹新。

“虽然一些条目显得有些苛刻，但

国际竞争就得抓细节、补‘短板’，一定

要拿下！”在随后 5 个月时间里，项目团

队铆着一股劲、与时间赛跑，对照事项

一一整改。

揣着这样的拼劲与闯劲，与国际要

求不断“接轨”。如今，兴发集团的产品

远销 116 个国家和地区，已拥有各类专

利 1292件，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国家、

行业标准等 170余项。

一路走来，中国企业历经磨难、大

浪淘沙，从初级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

从代工出口到品牌出海，从承揽项目到

产业链出海、标准出海，“走出去”的边

界正在不断拓宽。

“走出去”之路并非坦途，需要主动

作为。

当前，中国正在更加主动对接高标

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就要求中

国企业不仅需要注重打造优质产品和

项目等硬实力，还需更熟悉和掌握国际

通行规则、尊重所在国法律法规，强化

合规意识、品牌意识、企业管理等，夯实

可持续发展根基。

“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广州

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姚维兵引述这句出自《礼记》的

古语说：“我们出海的目的是为了和当

地自然、资源、环境、人文、产业共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海外市场站

稳脚跟。”

让“走出去”之路更加宽广，更要持

久发力。

坚持开门发展，坚定开放合作，共

创发展机遇，中国的开放步伐始终坚

定：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推动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推动国内大

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良性互动，以高水平

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持续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

会，到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

组织等多边机制合作，再到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一系列举措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开辟新空间，也为世界经济

注入新动能。

更 多 制 度 政 策 为 中 国 企 业“ 走 出

去”保驾护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促

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

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

我国定期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指南》，最新印发《关于加强商务

和金融协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

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外

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帮助中

国企业了解东道国营商环境，更好把握

贸易投资机遇、防范投资风险。

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

会相关部署正在落地，“硬联通”“软联

通”“心联通”协调推进机制、产业链供

应链务实合作机制、风险防控和海外利

益保障机制等将加快完善，助力企业

“走出去”的路越走越顺畅。

弄潮搏浪，一往无前。

中国企业将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稳

健的步伐融入世界经济、迈向广阔天

地，书写更多创新发展、互利共赢的新

故事。

（新华社北京12月 9日电）

中国企业“走出去”怎么看
—当前中国经济问答之七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邹多为 潘洁

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记者 姜

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 4部

门 9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

工作的通知》，部署健全及时发现、优先

服务、精准帮扶、动态管理的就业援助工

作机制，着力提升政策和服务精准性、可

及性，切实兜住困难群体就业底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就业援助对象包括就

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通知

要求各地合理确定援助对象范围，畅通

申请认定渠道，动态掌握帮扶需求，加

强分类精准帮扶，做好跟踪服务管理，

挖掘创造适合大龄人员的多样化、个性

化就业岗位。

就业援助，扶持政策是关键。

上述负责人表示，通知明确各地要

落实“两优惠、三补贴”政策。对企业吸

纳援助对象就业的、援助对象自主创业

的，落实税收减免优惠和创业担保贷款

及贴息优惠；对援助对象到企业就业、

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保补贴，对参加职业

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给予职业

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对通过

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通过公

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给予岗位补贴。

通知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

政策、资金、人员保障，加大部门间协

同，带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党

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落到实处。

切实兜底线！就业援助政策“加码”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显示，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

图为 12月 9日，消费者在江苏省无锡市一家超市购买调味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