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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摩洛哥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近年

来，在以竞争优势理论为依托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摩洛哥逐渐具备

了将工业发展潜在比较优势转换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外部性”条件。 摩洛

哥工业发展战略取得的上述成效，也为其工业制造业发展和中摩产能合作

奠定了现实基础。 不过，从企业投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

素的制约，中摩产能合作的推进仍存在许多障碍，只有针对相应阻碍做出

合理规划，才能将其落到实处。 本文运用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相关理论，
在对中摩产能合作的现实基础、阻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摩产

能合作的具体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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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缓解就业压力，近年来摩洛哥高度重视工业制造的发展。
结合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摩洛哥将汽车、航空、电子家电、农业食品业、纺织

和皮革等劳动力需求较大的产业部门作为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并将外国直接投

资作为解决工业制造业发展的资金、技术短板的重要依托力量。① 根据中国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落实国

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中，其中很多都是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部门。② 在“一带

一路”倡议下，支持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内

容。③ 因此，中摩双方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领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具有较强的

整合性。 然而，对于此问题，国外学者几乎没有关注，国内也仅有少数相关研究成

果，在论及更大范围的中摩经济合作，或是其他经济合作问题时，④提及双方在工业

制造业领域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 因此，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阿拉伯地

区的推进，很有必要在学理上对中摩产能合作做出专门论述。
从产能合作的性质来看，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工业制造业从产业发达国

家转移到产业欠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 传统上，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

于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产业转移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包括雷蒙·弗农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ｅｒｎｏｎ） 的产品生命周期论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⑤、赤松要 （Ｋａｎａｍｅ
Ａｋａｍａｓｔ）的雁行模式（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ｅｓ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⑥，以及小岛清（Ｋｉｙｏｓｈｉ Ｋｏｊｉｍａ）的边

际产业扩张论（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⑦。 上述理论都认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

的相对变化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力，而东道国天然资源、劳动力储备、地理位

置等自然禀赋则是影响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主要因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在工业发展上形成的巨大分化却表

明，比较优势并非是支持一国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唯一要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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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生龙：《“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摩洛哥经济合作展望》，载《中国物价》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０－２２

页；张玉友：《中国参与摩洛哥港口建设的前景与风险》，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７０－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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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为基础，逐渐流行起来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对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突破。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尽管国家工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是给定的，但政府仍可发挥主观

能动性，获得对工业发展更为重要的其他有利条件。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国家可以

通过长期投入获得的、有利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外部性”条件包括：第一，以基础设

施和教育培训为体现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①第二，有利于企业“落地

生根”的营商环境；②第三，同一行业内大量企业相互竞争、相互支持所构成的有助于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弹性专精”生产条件；③第四，有利于凸显要素市场

优势的低贸易成本。④

在理论研究上，虽然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鲜有交叉，但对于发展中国

家的工业化进程而言，二者却缺一不可。 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而竞争

优势则是比较优势转变为工业生产力所需的“外部性”条件。⑤ 本文研究主要是从比

较优势、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对中摩产能合作做出分析。

一、 摩洛哥工业发展战略及其理论依托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摩洛哥相继出台了两个专门用于指导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文

件，分别是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 《国家工业振兴计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下文称《工业振兴计划》）和 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加速计

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下文称《工业加速计划》）。 根据这两份政

策文件可知，摩工业制造业发展并没有陷入争夺外国直接投资的恶性竞争之中，而
是致力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和打造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外部性”条件。

（一） 提升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水平

波特认为，一个国家想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强大而有持久性的竞争优势，就
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针对特定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要素。⑥ 电力、通讯、公路、港
口等对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直接影

响到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以及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而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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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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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琦：《产业集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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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硬件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又具有外生性，无法在它们的生产决策中被内部化。①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培训改善工业发展所需

“外部性”条件也就变得十分重要。 为提升本国生产要素水平，摩主要致力于打造功

能完善的工业园区以及提供产业工人的素质。
首先，为提升生产要素质量，摩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图在有限地理范围

内改善工业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硬件”条件。 在工业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以及在投资

总额约 ２００ 亿迪拉姆工业投资发展基金的支持下，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摩建成大量综合

工业园区（见表 １），与之前建设的工业园区相比，新建的综合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水平

有了大幅提升，这些新建的工业园区不但都进行过土地平整，配备有水、电、污水处

理、电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很多还建有厂房、仓库、办公楼等，供投资者租用。②

表 １　 摩洛哥主要综合工业园区资料

建立时间 所在城市 产业部门 面积 区块数量

丹吉尔自由区 １９９９ 年 丹吉儿 综合 ４００ 公顷 ３３ 个

乌季达科技城 ２００９ 年 乌季达 电子 １０７ 公顷 １１８ 个

大西洋自由区 ２０１０ 年 盖尼特拉 汽车 ／综合 ４００ 公顷 ２０７ 个

中部工业园 ２０１１ 年 努阿赛乌尔 ／卡萨布兰卡 综合 １２４．４ 公顷 １０７ 个

丹吉尔汽车城 ２０１１ 年 丹吉尔 汽车 ／综合 ８０ 公顷 ５７ 个

资料来源：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ｄｕ Ｍａｒｏｃ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 ｄｅ Ｉｌ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ｅ Ｉｌｎｖｅｓ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ｔ ｄｅ 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Ｎｕｍｅｒｉｑｕ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ｏｎ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ｓ．ｍａ ／ ？ ｌａｎｇ ＝ ｅｎ，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此外，摩也将劳动力技能培训作为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的重要手段。 为配合《工
业加速计划》的落实，摩培训和就业促进局公布了《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发展计划》。 根据

该计划，摩拟在 ５ 年内新建 １２０ 所培训机构，将全国职业培训能力提升至 ６５ 万人。③

为提高职业培训的针对性，摩还在各大综合工业园区内设立了职业培训中心，由其

根据园区产业发展的需要，对劳动力进行专业化培训。
（二） 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摩洛哥落地生根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更有助于企业竞争

力的提升。 因此，对于企业跨境投资而言，在其他国家投资，特别是在文化环境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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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繁荣与求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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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职业培训和就业促进局 ２０１６ 年预算将达 ３４．０８ 亿迪拉姆》，中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０１１１．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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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国家投资，是否能按照国际通用的规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将直接影响到企业

的经营成本和盈利能力。 而从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实践来看，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

活动时，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甚至要高于对硬件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①

因此，摩在制定工业发展战略时，也高度重视国内营商环境的建设。
２００９ 年《工业振兴计划》启动之后，摩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国内营商环

境：（１）通过要求公司公布年报，允许小股东获取公司非涉密资料，要求公司公布所

有权、股权结构信息等措施保护投资者权益；（２）建立电子支付平台提高企业缴纳营

业税、增值税、雇员社会保障费等税费支出的便利程度；（３）通过取消有限责任公司

最低资本金，降低公司注册费，取消向劳动局提交注册说明书，设立公司注册网络平

台等手段，提升开办企业的便利程度；（４）通过改进税收部门办事效率，建立跨区域

税收部门联系网络，缩减办事流程等手段提升资产转让的便利程度；（５）通过削减商

品出口申报文件数量、缩短商品进口入关时间来提升货物进出口贸易的便利程度。②

此外，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软性部分，为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摩在综合工

业园区均设有“单一窗口”服务，以便高效地为企业办理项目投资所需的各类手续。
例如，在丹吉尔出口免税区，相关手续办理时间可以压缩至 ２４ 小时以内。③

（三） 提升本土供给能力，构建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系统”
大量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协作构成的“弹性专精”生产条件是产业集聚和竞争优

势的重要特征。 而“弹性专精”生产条件的形成也离不开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深

度参与。，国际投资实践亦表明，跨国公司境外生产基地所需服务和商品，平均超过

５０％是从东道国境内获得，而东道国本土供应能力也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

重要参考因素。④ 在制定工业发展战略时，摩也高度重视解决制约本土供给能力提

升的制度瓶颈。
最初，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本土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降低企业获得供应商

的信息成本，摩高度重视企业信息网络的建设。 为整合国内企业资源、降低资源的

区块化，在产业“生态系统”下，摩建立了辐射范围广泛的信息网络，不但收录了一般

企业信息，甚至也将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信息收录其中。
此外，为促进信息共享，摩还建立了技术人才资源数据库和跨部门合同数据库。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ｐ． ２５－２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Ｄ．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ｔ．ｇｏｖ．ｍａ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ｄ＝ ８７＆ｌａｎｇ＝ ｅ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８ 日；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摩洛哥

（２０１７ 年版）》，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ｍｏｌｕｏｇｅ．ｐｄｆ，第 ４８－５７ 页，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８ 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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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因企业无力扩张产能而导致本土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摩高度重视为企

业产能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的工作。 在工业发展战略下，摩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设立了专门

用于支持企业扩张产能的哈桑二世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为扩张产能建设

厂区、购买设备。 根据哈桑二世基金的资助条款，对于在汽车、航空、电子、纳米技

术、微电子、生物科技等领域的投资项目，企业在与摩政府签署协约后，企业可获取

总额不超过总投资额 １５％或 ３，０００ 万迪拉姆以下的资金补贴，其内容包括：用于项目

建设用地和厂房建筑，资助额为建设用地和厂房建设所需资金的 ３０％（以每平米

２，０００迪拉姆为最高限价）；用于购买新设备，资助额为购买新设备款的 １５％（不包括

进口关税等税收费用）。 此外，摩也与国内银行签署协议，由其为符合规定的企业扩

张产能提供融资支持。①

（四） 改善国际贸易环境、扩展产业发展的外层空间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能够进一步凸显要素禀赋的重要性，经济

一体化将有助于推动产业集聚从区内市场规模较大、生产效率较低的国家向市场规

模较小、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转移。②受此影响，市场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

也会因为受益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吸引一体化区域外的企业前

来投资。 也恰恰是认识到经济一体化的上述影响，摩也将改善国际贸易环境作为工

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改善贸易环境方面，摩既重视为工业制造业发展开拓新的外层空间，也十分

重视既有空间的维护。 首先，为进一步扩展产业发展的外层空间，摩明确提出要进

一步融入非洲，作为融入非洲经济的初步战略，摩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正式申请加入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此外，为巩固已经获得的有利的贸易环境，摩也明确提出要密切

监督已生效自由贸易协定的遵守情况。

二、 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现实基础

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是摩工业发展战略的重点。 从摩国内情况来看，摩具有

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潜在比较优势。 近些年，伴随工业发展战略的稳步推

进，摩也逐渐建立起有利于比较优势转换成为竞争优势的“外部性”条件。 上述有利

条件都为中摩产能合作的推进提供了现实基础。

·０１１·

①

②

Ｗ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ＷＴ ／ ＴＰＲ ／ Ｓ ／ ３２９ ／ Ｒｅｖ．１，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ｐ． ３７．

Ｍａｒｉｕｓ Ｂｒüｌｈａｒｔ，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１５－２４３； Ｒｉｋａｒｄ Ｆｏｒｓｌｉｄ， Ｊａｎ Ｉ Ｈａａ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Ｈｅｌｅｎｅ Ｍｉｄｅｌｆａｒ
Ｋｎａｒｖｉｋ， “Ａ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２，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７３－２９７．



摩洛哥工业发展战略与中摩产能合作


（一） 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比较优势基础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摩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上具有许多有利条

件，它们构成了摩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其转移的比较优势基础。
第一，摩劳动力供给充足、具有成本优势。 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而言，

充足且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供给无疑是最为有利的生产条件。 首先，得益于相对年

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摩未来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 ２０１７ 年，摩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在总人

口中占比为 ６５．８％，摩 ０ ～ １４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２７．４％，都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① 较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了摩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大量适龄就业人口进入

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此外，受经

济发展水平所限，摩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 ２０１７
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２０１５ 年摩制造业部门操作工平均时薪约合

１．６ 美元。② 而根据欧瑞国际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６ 年中国、泰国制造业部门的人均时薪

分别为 ３．６ 美元和 ２．０ 美元，摩劳动力价格不足中国的一半，比泰国还要低 ２０％。③

因此，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一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价格也构成了摩劳动密

集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第二，摩地理位置优越、临近欧洲市场。 有利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

降低，也是摩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摩与全球三大经济体

之一的欧盟隔海相望，从摩丹吉尔港到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港船运时间不足 １ 个小

时，有效降低了摩欧之间的运输成本。 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可用“运费和保险因素”
（ＦＩＦ）进行衡量，该值由一国的进口值（ＣＩＦ）除以剔除了运费后的进口值离岸价格

（ＦＯＢ）计算得出，配电设备是欧盟从摩进口的重要货物商品，如果是以欧盟为出口

目的国，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中国配电设备企业的生产成本要比摩高出三分之一。
也正是得益于地理位置的毗邻，摩能够从欧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生产要素，也能够

以较低的价格向欧盟出口商品。 因此，与欧盟毗邻形成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就构成了

摩制造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第三，摩背靠能源腹地、能源供给充足。 现代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能源保

障，尽管摩本国资源储量相对有限，但由于国内电网与欧洲电网、阿尔及利亚电网实

现互联，摩不但国内很少出现停电问题，国内工业用电成本也具有国际竞争力。 根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摩布斯库拉工业园高峰电价约合 ７．８ 美分 ／度，较北京经济

·１１１·

①

②

③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ｐ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摩洛哥（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ｍｏｌｕｏｇｅ．ｐｄｆ，第 ３９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

《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拉美》，ＦＴ 中文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１５３６，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月 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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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区 １１０ 千伏工业高峰电价低 ３８．６％，较法国工业用高峰电价低 ４０．０％。① 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力供应不但为摩发展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提供了能源

保障，也为摩发展轮胎、平板玻璃等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创造了条件。
（二） 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竞争优势基础

摩工业发展战略致力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该战略的推动下，摩逐渐形成

了有利于工业制造业发展和中摩产能合作开展的有利的“外部性”条件。
首先，宏观经济稳定、主权信用评级较高。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机构对一国政

府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和能力的评级，也是跨国企业选定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

素。 而摩恰恰是地中海沿岸主权信用评级最高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根据大公国际

２０１６ 年评级，摩洛哥主权信用等级为 ＢＢＢ－，表明该国财富创造能力虽然一般，但信

用关系较为稳定，而同年地中海沿岸其他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分别

为：突尼斯（ＢＢ＋）、阿尔及利亚（ＢＢ＋）、约旦（Ｂ＋）、埃及（Ｂ－），按照大公的评级标准，
这些国家的信用关系都不稳定。② 通过上述地中海沿岸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对比可

以看到，摩是欧洲周边宏观经济最为稳定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摩因主权信用危机

引发汇率风险、融资成本上升以及外汇管制、资本流动管制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周

边其他国家。 因此，从投资安全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周边其他国家，摩宏观经济更为

稳定，更有利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其次，营商环境良好、有利于外国企业扎根。 在工业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摩营商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２００９ 年摩营商环境还

仅排在全球第 １２８ 位，此后开始稳步上升， ２０１８ 年上升至全球第 ６０ 位，已处于地区

领先地位，在阿拉伯国家中仅逊于阿联酋，在非洲国家中也仅逊于毛里求斯和卢旺

达。③ 摩营商环境的显著改善意味着外国投资企业在摩投资能够更好地按照国际通

用的商业规则行事，建立本地联系所发生的“额外成本”有所降低，政府寻租等导致

企业隐形成本增加的现象也有所减少，与周边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相比，更有利于企

业开展经营活动。
再次，初步形成的产业集聚、投资示范效应开始显现。 在工业发展战略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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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摩洛哥（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ｍｏｌｕｏｇｅ．ｐｄｆ，第 ５７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电价》，北京市人民政府网，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 ／ ｂｍｆｗ ／ ｊｍｓｈ ／ ｊｍｓｈｓｈｊｆ ／ ｓｈｊｆｄ ／ ｄｊ ／ ｔ１４９２３８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法国（ 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ａｇｕｏ．ｐｄｆ，第 ３３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主权信用评级》，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ｇｏｎｇ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ｉｎｄｅｘ＆ａ＝ ｌｉｓｔｓ＆ｃａｔｉｄ＝ ８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 ／ ｅｎ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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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包括汽车、航空在内，摩一批增加值较高的新兴产业部门逐渐发展起来。 这些新

兴产业部门都是依托软硬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综合工业园区培育起来的。 在这些

工业园区内，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内企业相互支撑的“弹性专精”生产条件，并形成

产业集聚。 以汽车工业为例，很多综合工业园区内已形成汽车组装与汽车零部件生

产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 例如，在丹吉尔汽车城，围绕雷诺汽车工厂聚集了

百余家汽车配套厂商，其中就包括法国冲压设备制造商斯诺普（Ｓｎｏｐ）、法国汽车玻

璃制造商圣戈班（Ｓａｉｎｔ Ｇｏｂａｉｎ）、日本安全带和安全气囊制造商高田（Ｔａｋａｔａ）、日本

汽车系统零部件制造商电装（Ｄｅｎｓｏ）、美国汽车电子系统制造商伟世通（Ｖｉｓｔｅｏｎ）、日
本汽车涂料制造商关西涂料（Ｋａｎｓａｉ Ｐａｉｎｔ）等众多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①

在丹吉尔汽车城、卡萨布兰卡汽车城等产业集聚地的带动下，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摩汽车出

口贸易额由 １．２ 亿美元增至 ２６．６ 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４６．７％。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汽
车产业成为摩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② 汽车组装业的发展也有效带动车用电缆、汽
车转向柱、汽车安全带等零部件产业的发展。

国际投资的实践表明，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地区进行投

资。③ 因此，得益于产业集聚的初步形成，摩已逐步展现出投资示范效应。 对于跨国

企业而言，在汽车、航空、纺织服装等摩已展现出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对摩投资显

然比对该地区其他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投资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
最后，劳动力资源共享有助于推动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地。 产品距离理论认为，

两种产品包含的隐性知识越为接近，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便能够更为便捷地在这两

个产业部门之间流动，一个国家能够出口一样特定的工业制成品，也就能够很容易

地出口与之产品距离较为接近的另外一种工业制成品。④ 摩在产业工人培训方面做

出的巨大投入，不但有利于支撑现有产业集聚中心的发展，也为培育其他新兴产业

创造了条件。 近些年，正是得益于高质量产业工人的培育，摩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

发展。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四修订版）三位数子目进行分类，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

间，摩有 ３ 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 ５０％，有 ６ 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

额年均增速介于 ２０～５０％之间，有 １８ 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介于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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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摩洛哥汽车产业概述》，中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ｍ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７００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梁琦：《产业集聚论》，第 １７９－１９０ 页。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Ｂａｉｌｅｙ Ｋｉｎｇ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ＷＰ０６－０４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Ｃｅｓａｒ Ａ．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１７， Ｎｏ． ５８３７， ２００７， ｐｐ． ４８２－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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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之间。① 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也表明，摩职业教育培训造就的技术工人队伍构

成了摩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 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阻碍与应对

尽管中摩产能合作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但在推进过程中，仍

有很多制约其稳步推进的现实阻碍。 只有针对相应阻碍进行妥善应对，中摩产能合

作才能够落到实处。

（一） 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阻碍

企业是落实中摩产能合作的具体实体。 然而，中国企业对摩投资在主、客观方

面都面临许多阻碍。
首先，中国企业对摩投资缺少历史积累，投资示范效应不高。 国际直接投资是

跨国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但中国企业对摩投资却并不活跃。 根据《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摩直接投资流量仅为 ５，９８６ 万美元，仅占到

当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 １．６％。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中国对摩直接投资存

量仅为 ３．２ 亿美元，也仅占到当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０．７％。② 而直接投

资数额有限所折射出的便是国内企业普遍缺乏对摩投资经验和热情，并成为中摩产

能合作的重要阻碍。
其次，摩重视对中国市场的保护，市场壁垒较高。 摩国内市场的高壁垒主要体

现在：严格限制自由区企业产品内销，以及对工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征税较高关税

税率。 为保护国内企业，摩对在自由区投资的企业设置了严格的内销比例。 例如，
丹吉尔出口免税区规定，区内企业最多仅能将 １５％的产品销往国内市场。③ 但摩优

越的生产条件又主要集中于享有自由区待遇的综合工业园区，设置严格的内销比例

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借助摩优越的生产条件组织生产，并没有办法将产品打入

摩国内市场，而是只能将摩主要出口对象国作为企业的目标市场。 此外，摩对工业

生产中间产品征收的高关税税率也构成了中摩产能合作的重要阻碍，在关税税率的

设定上，摩对中间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与最终产品相比几乎没有差异，例如，２０１７
年，摩对客运车辆征收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平均为 １０．７％，而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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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中国商务部、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

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６－４７、５２－５３ 页。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摩洛哥（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ｍｏｌｕｏｇｅ．ｐｄｆ，第 ５０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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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度的国际公约》四位数税目进行统计，同年摩对汽车零件及其附件征税最惠关

税税率介于 ９．１％ ～２１．３％之间。① 对中国企业而言，摩对中间产品征收的高关税税

率意味着我国企业很难借助在东道国建立散件组装工厂这一传统模式降低产品对

摩出口的成本。
再次，中国产品品牌声誉不利于打入摩主要出口市场。 在摩投资生产应以外销

为主，然而我国生产的最终形态的工业制成品因缺乏品牌效应很难在摩主要出口市

场打开销路。 从工业制成品的类别来看，摩已初步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直接面对消

费者的最终形态的工业制成品仅局限于汽车、成衣两个产业部门。 其中，摩汽车产

业的发展主要是由法国汽车巨头雷诺公司的投资带动起来的，产品也主要是由母公

司返销售至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市场。 而服装产业则是摩具有较强国际竞争优势的

传统制造业部门，但摩所产服装历来也都是以贴牌的形式销往欧洲国家。 尽管我国

的汽车、服装产销量均位居全球首位，但由于自主品牌仍普遍缺乏国际知名度，相关

产品转移至摩生产，也很难在欧洲市场有效打开销路。
最后，中国企业融入摩所处欧洲产业链亦存在困难。 由于中摩双方在全球产业

布局中处于不同的产业链体系之中，中国企业想要借助摩有利的生产条件组织生产

中间形态的工业制成品，也存在一定阻碍。 这主要是因为，摩很多新兴产业的发展

主要得益于融入法国企业主导的产业链体系，而中国相关企业则主要融入了北美、
东亚产业链体系，在欧洲也主要是与德国企业发生接触，而与法国企业的联系有限。
例如，在电线、电缆等配电设备中，摩出口贸易额最大的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７７２．５９目商品：其他用于开关、保护电路和连接电路用电器，２０１６ 年，该类货物占到摩

配电设备出口贸易总额的 ６８．５％，其中绝大部分流入西班牙、法国。 ２０１６ 年，摩对上

述两国出口贸易额分别占到该类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的 ６３．１％和 ２８．５％，但同期中国

出口该类货物则主要流向美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对西班牙、法国出口仅占到我国

该类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的 ０．６％和 ０．３％。② 与配电设备类似，包括汽车转向盘、安全

带等汽车零部件以及飞机零部件的出口流向上，中摩两国均都表现出巨大差异，这
表明中、摩两国实际上处于不同的产业链体系。 对于中国很多企业而言，由于所处

产业链不同，与法国企业的联系非常有限，想要借助摩有利的生产条件组织生产、打
开欧洲市场存在一定困难。

（二） 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策略

面对中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上述阻碍，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相关观

点，为将中摩产能合作落到实处，可采取以下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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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ＷＴＯ， ｈｔｔｐ： ／ ／ ｔａｒｉｆｆ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 ／ ｄａｔ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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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以融入欧洲产业链作为产能合作主导方向。 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非资源类工业部门的投资主要出于三个目的：首先，获取新

市场或新客户；其次，降低生产成本；最后，整合企业价值链。① 由于中摩双方实际处

于不同产业链体系，国内企业在摩投资并不会优化企业价值链。 考虑到远离母国供

给系统的影响，若只是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我国企业在周边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投

资显然要优于在摩投资。 因此，国内企业对摩实施产业转移的定位应当是开拓新客

户和获取新市场，也就是以开拓与摩毗邻、经济关系紧密，并且已建立特殊贸易关系

的欧洲作为目标市场。 考虑到我国制造业企业自有品牌在欧洲市场普遍缺乏品牌

声誉，很难广开销路，中摩产能合作也应当以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作为合作重点，以
融入欧洲产业链作为中摩产能合作的主导方向。 在合作初期，应将重点聚焦于汽

车、航空、纺织服装等摩已初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产业部门。
第二，应以摩现有综合工业园区作为合作平台。 利用境外工业园区提供的“外

部性”条件，为企业提供有利的生产、经营环境，无疑是落实产能合作的有效途径。
然而，设立境外工业园区不但要投入大量资金，园区经营主体与东道国政府部门、特
别是地方政府机构的合作也需消耗大量精力。 因此，在操作层面，由投资国主导在

东道国建立境外工业园区并不容易，如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尚可，还应当尽量以东

道国当地平台作为产业转移的载体。 对于中摩产能合作而言，由于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相比，摩已建成的综合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已十分完善，一些成熟园区也已初步形

成产业集聚效应，摩营商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居于前列，甚至还优于中国。 因

此，中摩产能合作也应以依托摩相对成熟的综合工业园区作为投资平台，而非投入

巨资，建设新的孵化平台。
第三，应以中小企业为先导。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

为，由于中小企业高度灵活、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于当地生产要素结构，因此

能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投资国对外投资活动应当以中小企业为先导。② 国际

直接投资的实践也表明，中小企业在东道国当地的采购比例更高，与东道国的经济

联系也更为紧密。③ 因此，中摩产能合作也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以中小企业

为先导。 中小企业在摩投资如若取得成功，能够更好地提升摩洛哥与中国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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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Ｋｕｓｅｋ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Ｓｉｌｖａ， Ｗ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Ｗａ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ＷＰＳ８３８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ｐ． ７．

Ｋｉｙｏｓｈｉ Ｋｏｊｉｍ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 １９７８， ｐｐ． ３８－４２．

Ｐｅｔｅｒ Ｋｕｓｅｋ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Ｓｉｌｖａ， Ｗ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Ｗａ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ｐ． 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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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应适时引入中国龙头企业。 坚持以中小企业为先导，并非是要否定大型

龙头企业的作用，大型龙头企业资金、技术实力雄厚，中摩产能合作的高度也应由国

内龙头企业投资来体现。 不过，在产能合作的起步阶段，除非企业产品在欧洲市场

已经建立成熟的销售渠道，并且在摩组织生产可有效降低企业对欧出口的成本，否
则，在摩投资未必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根据摩产业发展的特点，我国龙头企

业想要融入摩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并不容易，龙头企业投资一旦失败，势必会打击东

道国与我开展产能合作的热情，给中摩两国未来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带

来不利影响。 因此，由龙头企业带动产能合作不能操之过急，而是应当在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坚持适时引入的策略。
第五，相关部门为国内企业赴摩投资提供“软性”支持。 投资缺乏历史惯性，对

摩当地市场及摩主要出口市场缺乏了解是中摩产能合作开展的重要阻碍。 对于国

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受自身实力限制，也不太可能将大量资金用于对摩投

资的前期调研和风险评估。 鉴于此，为助推中摩产能合作取得突破，我国相关部门

及行业协会可建立特定机制引导国内企业对摩投资活动，为国内企业对摩投资提供

“软性”支持，帮助企业获得对摩投资所需的相关信息，协助拟计划赴摩投资的企业

办理有关手续，由政府建立智力支持网络，协助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落实对摩

投资。

四、 结　 　 语

巨大的人口红利、濒临欧洲市场、背靠国际能源供应腹地所带来的优越条件，为
摩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潜在比较优势。 近年来，为将劳动

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称为现实生产力，摩提出了以提升国家

竞争优势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发展战略。 伴随工业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摩逐步具备

了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外部性”条件。 毫无疑问，摩在劳

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发展上所展现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为中摩开展国际产

能合作提供了现实依托。 然而，从企业投资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企业对摩投资普

遍缺乏经验，我国借助摩优越的生产条件组织生产，将产品打入摩本国及其主要出

口市场存在困难，我国企业在摩投资并融入摩所处国际产业链并非易事，这决定了

中摩产能合作的开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因此，中摩产能合作的具体推进，也只有

根据上述困难，结合摩工业制造业发展特点以及我国国内企业自身实力，在科学规

划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才能将其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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