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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统计，今年第

二季度，欧盟企业对中国的绿地投资飙升

至 36 亿欧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

平。当下，一方面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

关税，另一方面以德国汽车制造商为代表

的欧盟企业持续深耕中国。荣鼎咨询指

出，在欧盟推行经济“去风险”政策之际，

欧洲对华投资的增长“令人惊讶”。

事实上，欧盟企业近期对华多数投

资均旨在推动本地化生产，避免在华业

务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和贸易壁垒的影

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这表明，尽管经

贸问题政治化等外部冲击加速了全球

价值链重构，但影响重构的核心因素仍

然是技术发展和市场主体的优化行为，

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重要性没有改

变，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让人无法割舍。

多年来，中国以其超大规模市场、

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充足的产业

工人储备、优厚的政策红利成为国际资

本竞相投资的热土。尽管世界经济增

长放缓、全球对外投资整体低迷，但资

源要素仍然持续涌入中国。荣鼎咨询

指出，许多企业在过去几年仔细考察其

他市场后发现，无论在成本、供应链还

是在物流方面，这些市场都难以与中国

匹敌。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表示，对苹果供应链来说，“没有比中国

更重要的地方”。卡塔尔航空大中华区

总经理黄进邦认为，中国市场所展现的

多样性和持续增长的潜力，正是卡塔尔

航空在这里长期深耕的强大动力。

当前，“在中国，为中国”成为不少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核心战略，“投资

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更是全球企业的普

遍共识。礼来、辉瑞、拜耳、美敦力等 8

家知名外资医药企业纷纷表示将在北

京新设研发和创新机构。正在上海举

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企

业展共有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96 家

展商参加，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均超

上届。立邦中国首席执行官钟中林说，

首次参展进博会，立邦“不仅要展示我

们的创新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展现

我们对中国市场长期的承诺和信心”。

据他介绍，目前，立邦已经在中国建立

了 74 家工厂，10 家研发中心。今年 8

月，立邦在上海浦东启动了立邦亚太研

发创新中心的建设。

“在中国，为中国”的背后，是外资

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中国正

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中国市场规模大、消费潜能

足，不断为外资企业带来发展动能；中

国正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发挥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优

势，支持外资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大循

环。数据显示，近五年外商在华直接投

资收益率约 9％，居全球前列。

荣鼎咨询指出，与前几年相比，欧

洲对华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主要集中

在汽车行业，德国汽车制造商占欧盟汽

车 相 关 外 商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绝 大 部

分。自 40 多年前德国大众最早进入中

国以来，德国汽车企业见证并参与了中

国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普华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报告显示，2023 年，德国汽

车制造商生产的纯电动车在中国市场

销量同比增长近 50％，在华销量增长十

分可观。同时，德国汽车制造商还在升

级现有生产设施，推动供应链本地化。

德国权威汽车经济学专家、波鸿汽车研

究院院长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表示，

德中汽车企业非常期待加强合作，“如

果我们能携手并肩前行，汽车产业的未

来将非常美好”。

所谓“去风险”，无异于“去发展”

“去机遇”。事实证明，鼓励自主创新、

拥抱开放合作、坚持长期主义，才有机

会在产业革新中踏浪前行。正如日前

访华的芬兰总统斯图布所说，当前保护

主义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对此，不能

置之不理。“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增

长；没有增长，就没有福利。”

欧盟“去风险”，欧企对华投资缘何创纪录
新华社记者 许苏培

园 林 破 败 坍 塌 、泥

塔 塔 身 多 处 开 裂 破 损 、

寺 院 墙 上 布 满 网 球 印

记……近日，媒体报道部

分低级别文物保护现状

欠佳。

低级别文物主要是

指 市 、县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和尚未登记定级的文

物。低级别文物不是低

价 值 文 物 ，它 们 同 样 属

于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具 有

重要的历史、艺术、文化

等价值。

文物的“低级别”，

不 等 于 保 护 力 度 的“ 弱

保 护 ”甚 至“ 零 保 护 ”。

相关部门应对此类文物

保 护 予 以 重 视 ，采 取 措

施杜绝破坏文物的不文

明行为。特别是要着力

破解当前低级别文物保

护 存 在 的 产 权 复 杂 、资

金短缺等掣肘。

产权方面，可考虑通过资产购买、

股份合作、产权置换、以租代管等多种

方式，解决文物私人产权或产权不明

晰带来的保护难题。

资金方面，建议应由政府部门发

挥主导作用，通过设立专项保护基金、

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

加大对低级别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

此外，还可通过发展文旅产业激

活地方、居民保护低级别文物的内生

动力。比如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

项目，如历史遗迹游览、民俗文化体

验等，吸引更多游客参观，为低级别

文物保护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和社会

关注，同时让地方和居民在保护文物

的同时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形成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

循环。

文物“低级别”的标签，不应成为

其保护力度薄弱的借口，反而应当成

为加强保护的号角。让低级别文物保

护力度强起来，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

更是对未来的负责。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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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公告，核查
复方阿胶浆药品追溯码重复情况。该
局通过分析药品追溯码发现，11 个省
份 46 家医药机构疑似存在复方阿胶
浆的药品串换、回流药、假药等情况，
重复情况大于等于 3 次且均发生医保
基金结算。

药品追溯码是药品的“电子身份
证”。“一药一码”的管理规定，确保了
药品信息清晰、流向明确、追溯便捷；
在结算环节，也理应“一码一结”。“一
码多结”是指同一个药品追溯码，或是
在相同的医药机构发生多次结算，涉
嫌串换药品；或是在不同的医药机构
发生多次结算，存在售卖回流药、用同
一药品盗刷不同医保卡，甚至是售卖
假药的嫌疑。

东阿阿胶集团发布的声明中称，
追溯码重复现象非公司原因；11 月 3
日晚，国家医保局也称，基本排除企业
重复赋码和不法分子大规模造假的可
能性。也就是说，问题主要出在流通
环节，即带有正常追溯码的药品被反
复串换，空刷医保和回流。

46 家医药机构牵涉其中，可能是
波及多个省份的重大药品违法行为线
索。线索浮出水面，接下来应该顺藤
摸瓜。涉事机构所属地监管部门从未
察觉“一码多结”的异样？不同省份、
数十家医药机构，为何盯着同一款药，
是因为该款药品受众群体广泛，还是
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国家医保局
是首次通过“码”上亮剑，让不法之徒露

出马脚，既宣告了药品监管进入“码时
代”，也是从源头堵住假药、回流药骗保
的积极尝试，预示药品追溯体系的全
面升级与监管力度的增强。日前举行
的 2024 年全国深入整治骗取医保基金
工作部署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要保
持医保基金从严从紧的监管态势，查
深查透大数据问题线索，加快推进药
品追溯码“应扫尽扫”。这个“扫”，当然
包括扫除医药机构重复用码的猫腻。

医保基金关系千家万户，及早发
现并严肃查处盗取医保基金产业链
的每一环，是给所有参保人应有的交
代。用好追溯码，开拓智慧医保监管
的 新 方 式 ，发 挥 智 能 监控的震慑作
用，也是保护好百姓公共钱袋子的应
有之义。 来源：北京晚报

“码”上亮剑，堵住回流药骗保
辛音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农村
地区出现中青年人啃老现象。有的打工
数年，仍要家里老人贴补；有的为了结婚
成 家 ，婚 前 婚 后 都 让 老 人“ 大 力 支
持”……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不断融合
的背景下，农村啃老现象亟须引起重视。

农村啃老现象，让我联想起小时
候在农村常见的场景：每到春夏季，燕
子便会衔泥筑窝、繁衍后代，对雏燕不
但要管吃管喝，还要悉心教飞，待到小
燕子翅膀硬了，便让孩子离巢单飞。
从来没见哪只燕子长大了，自己可以
觅食了，还窝在老巢里嗷嗷待哺，等着
父母喂养。即使有“懒燕”，父母也不
会管它。两相对比，农村中青年人啃
老之悖谬，令人心寒。

子女不独立，“啃老”很普遍。不
过，与城市相比，农村啃老的痛苦指数
更高。众所周知，农村老人多半收入
微薄，很多人靠一生胼手胝足、节衣缩

食，才存了一点“棺材本”，进入人生
暮年，非但不能指望孩子，还被孩子

“讹”上了。辛辛苦苦带大孩子、尽心
尽力帮助孩子成家立业也就算了，还
要帮孩子带孩子，二代带着三代一起
啃老，这架势谁受得了？

宏 观 而 论 ，啃 老 是 一 个 文 化 现
象。不但农村有、城市有，国外也有，尤
其在东亚文化圈里，父母对孩子啃老相
对宽容。比如，日本也有大量“啃老
族”，数量还不少。相较于城市，农村啃
老的边界感更加模糊，许多农村老人常
说“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吗”，足见他们对
此的认知。中观层面，啃老受外部环境
影响。鸟儿归巢是因为外面环境复杂、
存在风险，而鸟巢能给鸟儿足够的安全
感；同样道理，一些原本就在外面打工
谋生的农村中青年之所以返回农村，亦
与外部环境变迁有关。微观角度，啃老
与家庭教育有关。可以这么说，很多啃

老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对管教乏术的
父母，或者溺爱，或者“放牛”，孩子不成
器，到头来误了孩子、害了自己。

换个角度，农村啃老未必不是塞
翁失马。假如，那些一直在农村或者
从城市回到农村的中青年人，能够在
农村周边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一定的
经济收入（哪怕比外面打工少一些），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父母经济负担，
又能常伴父母左右，如此也算一举两
得。为此，外部能够提供帮助的点就
落在帮助更多农村中青年就业上。譬
如，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轻
纺、食品加工、手工制品等产业在县域
布局，以便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深入
挖掘县域经济潜力，发展具有地方特
色的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
培育农村电商人才……多想办法、多
施援手，总比摇头叹息、一味谴责更有
意义。 来源：广州日报

“农村啃老”现象须正视
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