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何倩）物流地
产正成为企业看中的下一块高地。3月21日，

苏宁易购发布公告，旗下全资子公司苏宁易

达物流、控股子公司南京宁昌与普洛斯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珠海普实、CLH88

（HK）Limited签署合伙协议，四方共同出资

38亿元认缴“珠海普易物流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份额。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苏宁主要是为

自身仓储资源寻找利润增长点，在快递竞争

激烈的当下，开放物流仓储资源已经成为企

业共同的动作。

据公告显示，其中普通合伙人珠海普实、

南京宁昌分别认缴出资1万元，有限合伙人苏

宁易达物流认缴出资7.6亿元，有限合伙人

CLH88认缴出资30.4亿元。据介绍，珠海普易

物流投资方向包括公司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大

陆地区持有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项目，以及

普通合伙人共同确认的其他仓储物流基础设

施项目。

苏宁易购在公告中表示，合作主要是为

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

施网络及服务网络的建设，通过轻资产运营

模式加速资金循环，同时加快物流仓储资源

的获取，推动公司物流仓储规模的快速扩张。

而普洛斯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双方合资设立投资管理平台，将在物流地

产投资、物流业务运营等业务领域开展战略

合作，实现强强联合，合作共赢。

资料显示，普洛斯是一家现代物流及工

业基础设施提供商和服务商。在巴西、中国、

欧洲、印度、日本、美国和越南均有业务布局，

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普洛斯

在中国市场资产规模已超过300亿美元。在投

资管理方面，普洛斯在中国境内外募集并运

行多只专门投资于中国的私募基金。而物流

基建布局上，在国内43个战略性区域市场，普

洛斯投资和管理着400处物流、制造、数据中

心等设施。

从引入深国际作为战略股东，到与龙头

企业普洛斯合作，苏宁始终围绕着物流仓储

地产招亲纳友。快递专业人士徐勇向北京商

报记者分析认为，苏宁向固定资产投资，未来

主要着重在仓储，因此也是苏宁物流领域一

个较大的转型，向第三方提供自身的仓储租

赁服务，苏宁和普洛斯在客户资源、仓库管理

等层面能形成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顺丰和京东近日在物流

地产上也有所动作。2月10日，顺丰旗下顺丰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顺丰房托”）

已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其给出的理由是

有助于盘活公司的物流资产，增强现金流，进

一步支持战略资产投入。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底，顺丰房托共拥有香港、佛山及芜湖三处

物业底层资产，可出租的总面积约为30.8万平

方米，平均出租率约为94.9%。

而子公司京东产发也在京东集团2020

年财报中浮出水面。这只涉足基础设施资产

管理与综合服务的独角兽不仅获得了7亿美

元的融资，还推出了首只物流地产开发基

金，资产管理规模达30亿元人民币，截至目

前，该公司核心基金和开发基金的资产管理

规模合计超过190亿元。从运营模式来看，

京东产发与普洛斯的手法十分类似，均是通

过私募基金收购房地产，再将回收的资金开

发新项目来实现轻资产运营，实现规模快速

扩张。

徐勇认为，企业在物流地产的布局，主要

是想凭借资源集聚效应来带动业务增长。他

表示，实际上物流地产的利润率不是很高，在

3%左右，如果纳入仓储、包装等服务，能达到

5%-6%。而快递的利润率原本是要高于物流

地产，但如今该领域竞争异常激烈，快递业务

呈现微利化趋势，和仓储的利润率逐步趋同。

因此将快递资源和仓储资源打包，成为电商

客户的第三方，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成为了

当前企业共同的动作。

“两区”建设驱动 北京吸引外资开门红

编辑 吕银玲 美编 白杨 责校 杨志强 电话：64101673��syzx10@126.com

5北京商报2021.3.22 商经

实际利用外资增32.7%

北京市利用外资实现较快增长。市商务

局发布数据显示，1-2月，北京市新设外资企

业224家，同比增长25.1%；合同外资66.1亿美

元，同比增长1.5倍；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

同比增长32.7%。

其中，科技、商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成

倍增长。1-2月，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

13.9亿美元，占全市的51.6%。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11.4亿美元，同比增

长3.7倍，占全市的42.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实际利用外资6.9亿美元，同比增长8.7倍，占

全市的25.7%。

1-2月，北京市香港实际投资22.2亿美

元，同比增长37.9%，占全市的82.2%；韩国、美

国和新加坡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71.8

倍、43.4倍和4.9倍。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领

域引资占比超八成。1-2月，服务业新设企业

221家，同比增长25.6%；实际利用外资25亿美

元，同比增长23.9%。其中，服务业扩大开放重

点领域新设企业182家，占全市的81.3%；实际

利用外资22.6亿美元，占全市的83.9%。

服扩政策优势凸显

“两区”设立以来，各项任务不断落地。

截至目前，251项“两区”任务清单实施率过

半，形成了30项全国首创或首批突破性政策

及项目。

其中，金融领域多个首创型、标志型重磅

级机构加速落地。相关资料显示，金融法院正

式挂牌，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及争议解决机构

在京开展业务的路径进一步明确，法治保障

环境显著提升。另外，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

资金池试点完成首单，开放公共数据总量及

无条件开放公共数据数量居全国前列，境外

职业资格认可制度在多个行业实现突破，资

金、数据、人才等要素流通更加畅通。

“两区”设立后，世界知名的气动元件研

发与制造商SMC把本土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地

区总部设在了亦庄。SMC公司将统一负责在

中国地区的5家法人公司的投资、制造、研发、

销售的管理运营，结束由日本总公司直管的

历史，加速中国市场投资。

SMC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拿到企业名称核准到正式获得企业

营业执照，仅仅用了3个小时，办理时效大幅

提升。

此外，随着“两区”开放的政策红利，创新

药研发企业赛诺根（中国）有限公司、全国首

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全国首家外资全

资控股持牌支付公司、全国首只人民币国际

投贷基金等也陆续在京“落户”。

据了解，海淀区也在3月18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就最新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国（北京）自

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组团产业发

展的若干支持政策》进行介绍，其中提到，将

对在海淀组团区域内新设立或新迁入的外资

金融机构中国总部、外资控股金融机构给予

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落户奖励。对引进重点

外资金融机构区域总部做出突出贡献的非政

府组织和单位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引进奖励。

北京经验将在全国推广

在近日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我国利用外

资将着重稳总量、优结构、提质量。具体而言，

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入清理

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措施，严格实行“非禁即

入”。同时，进一步发挥好开放平台作用，将统

筹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开放平台，完善

不同平台区域的制度设计，使各平台在先行

先试、差别化探索、推动创新开放等方面各领

所长、相得益彰。

据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随着中国（北

京）自由贸易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在经开区

挂牌，北京经开区成为了目前全国唯一一个

集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验区（“四区合一”）政策优势于

一体的区域。产业扶持政策加快推出，创新

“一线工作法”“企业服务管家”等服务机制，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叠加优势逐渐显现

出来。

在政策优势下，北京经验也可在全国复

制落地。去年6月，北京商报记者从市商务局

了解到，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

作中，第三批的7个实践案例将为各地扩大服

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稳住

外贸外资基本盘提供借鉴。

其中，监管模式优化、新兴业态培育方面

各有1个案例，即通州区运河商务区在项目主

体出具书面承诺书的前提下，允许已建成、但

尚未取得产权证的商业联合体凭土地、规划

等“五证”为入驻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将企业

入驻时间平均提前一至两年；新首钢园区统

筹利用首钢搬迁后空置的厂房、闲置的体育

场馆，举办品牌首发活动，规划品牌首店街区

建设，打造一体化商业生态，促进了产业转型

发展。

未来，根据市商务局“两区”建设工作方

案，北京还将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扩大货

运“两步申报”适用主体规模，继续完善“两

步申报”通关作业模式，扎实推进“两段准

入”监管作业模式。探索进口货物“两步申

报”与“两段准入”监管作业衔接方式，优化

作业流程。对标国际，持续推进空港口岸提

效降费，规范和公布口岸服务价格清单。协

调扩大客运通程航班政策范围，加快实现同

一航空公司国际中转旅客及行李通程联运。

协调推动全面推广国际出境旅客“海关+安

检”查验新模式。

同时，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进

一步融合服务贸易、跨境电商、保税加工等业

态，不断丰富“单一窗口”业务服务体系，持续

提升口岸信息化水平。持续做深本地化普惠

金融应用，为企业开展外贸业务提供金融保

障，提升“单一窗口”综合服务能力。并将深化

投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

业“服务包”、企业投诉服务等制度，修订北京

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管理办法，加强政

企对接，解决好企业在落地和经营中遇到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协调推进“走出去”企业

办理境外投资备案和注销手续进一步优化，

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探索境外

投资“一表申报”改革。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3月
19日，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两区”建设对

话一把手访谈节目，石景山区委书记常卫

做客直播间并介绍相关情况。据常卫透

露，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

区”建设关键之年。石景山区将围绕

“1+4+N”总体思路，从完善配套政策、搭

建服务平台以及落地一批项目等方面，项

目化推进90项重点任务，继续优化开放发

展的环境。

“我们将结合地区特色和优势，围绕

‘1+4+N’工作思路布好局、落好子。”常卫

表示。其中，“1”即以吸引和聚集国际投资

为主线，聚焦冬奥经济、工业复兴、城市更

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发挥好新一届服贸会

在首钢园区举办的平台作用；“4”即“产业

开放+园区开放+要素供给+制度保障”四

个方面工作任务；“N”即滚动推进落实一批

示范项目。

从重点项目任务来看，包括在完善配

套方面，从增强招商引资实效、优化外资营

商环境等层面，研究制定外商投资促进和

便利化政策措施；搭建服务平台方面，筹建

京西国际商事与人才综合服务港，打造集

企业服务、人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企业

和国际人才综合性服务平台。用好服贸会、

中国科幻大会、海外院士专家北京工作站、

北京“侨梦苑”等开放平台，打造对外交流

合作窗口；在落地一批项目方面，围绕“产

业+园区”两个维度，做好示范项目的孵化、

储备、推进，推动一批突破性强、带动作用

大的示范项目落地。

值得关注的是，坚持“产业开放+园区开

放”并行突破是石景山区推动“两区”建设中

的一大特色。常卫表示，全区将推动“一轴四

园”成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的主要区域，即“长

安金轴”、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中关

村石景山园、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依托工

业遗存发展的文创园，重点面向工业互联

网、虚拟现实、数字创意、银行保险、商务服

务等领域，有针对性地研究开放措施，吸引

目标企业落户。

“石景山区地处长安街西延线，是首都

城市西大门，曾经是首都重工业区。”常卫表

示，进入新时期，石景山区正围绕新版北京

城市总规赋予的功能定位，把握服务保障冬

奥筹办和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两大机遇”，抓住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两

个关键”，努力实现“老工业基地”向“首都城

市复兴新地标”的转型，高水平建设首都城

市西大门。

据了解，“两区”建设实施至今，已有一

批重点项目在石景山区落地，全区新增外资

企业13家，新增内资企业1344家，还有一批

项目在洽商过程中。

前述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在现代金融方

面，全市第一家合资消费金融公司北京阳光

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开业；在冰雪产

业方面，挪威第一大冰雪运动品牌斯威克

斯、国际雪联中国办事处等企业和组织相继

落户；在科技创新方面，利亚德集团全资子

公司北京虚拟动点科技有限公司落户石景

山；在战略合作方面，英特尔冬奥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德国商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

促进协会等企业、组织与石景山区达成战略

合作。

近年来，石景山区已在人才、服务、税收

政策等方面持续扩大开放，推动新首钢国际

人才社区建设、用好用足一批开放平台、大

力实施“景贤计划”、通过一揽子政策措施落

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打造了“类海外”

的政策环境。

石景山区年内将推进90项重点任务

北京利用外资实现“开门红”。3

月21日， 北京市商务局（以下简称

“市商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2月，

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同

比增长32.7%。其中，服务业扩大开

放重点领域引资占比超八成，“两

区”建设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

对话一把手两区建设

联姻普洛斯 苏宁再加码物流地产

投资管理全国400
处物流、制造设施

头部企业涉足物流地产情况

顺丰房托

资产可出租总面积约

30.8万平方米

京东产发

普洛斯

不动产总建筑面积

超过1000万平方米

2021年1-2月北京利用外资规模

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 同比增长32.7%�

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13.9亿美元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11.4亿美元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6.9亿美元

合同外资66.1亿美元 同比增长150%

新设外资企业224家 同比增长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