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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多国企业紧盯中国汽车市场机遇

国际汽车巨头投资路线图折射出的中国信心

国际汽车巨头的投资路线图正在发生改变，投资重心从欧美转向中国已

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企业海外投资的头号目的地，而中国一直位居第

二。这种格局在今年发生了逆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10 月 27 日

报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称，在全球范围内，今年上半年新增投资的月

均规模比 2019 年全年的月均规模下降了近一半，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

幅。但是，尽管流入美国和欧盟的外国投资分别下降了 61%和 29%，流入

中国的投资却只下降了 4%。联合国贸发会议称，在此期间，中国吸引的外

国投资总额达到 760 亿美元，美国吸引的外资则为 510 亿美元。

尤其是在汽车领域，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投资建设都集中在了中

国。华盛顿非营利性环保组织 SAFE 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世界的大型汽车

制造商都在积极应对交通运输向电动化转型的趋势，并在该领域投入了大量

资金。“在未来 5 至 10 年内，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的开发和生产领域的

投资将超过 3000 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的投资将发生在中国。”报告还透

露，全球正在建设的 142 个超大型锂电池工厂中，中国有 107 个。

资本都是逐利的。从动力电池到整车生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个链

条中的关键链都在快速发展。中国形成了新能源汽车汇聚地，让全球资本看

到了金钱的涌动潮并开始出现新的资本趋向。

据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介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已经实现了

“一个引领、三个突破”。“一个引领”是指产业发展从培育期进入发展期，

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三个突破”分别是：市场突破，

成交量连续 5 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推广量超过 480 万辆，占全球的一半

以上；技术突破，产业链上下游有效沟通，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领域创

新活跃，成果纷呈，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处于全球前列；产品突破，产品供给

质量持续提升，量产车型续驶里程达到 500 公里以上，消费者认可度日益

提高，宇通客车、上汽名爵等产品实现批量出口，比亚迪、吉利等企业进入

2019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的前十。

事实上，先期投资中国的国际汽车巨头已经尝到甜头。奥迪、奔驰、宝

马、保时捷超过三分之一的销量来自中国，而大众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

在中国。至 2019 年，丰田在中国已经设立了 9 家独资公司、15 家合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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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及将近 900 家的合资经销商网络。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数据显

示，2019 年，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三菱这 5 家车企以及日资一级

供应商，在华营业收入估算接近 9000 亿元。最为“春风得意”的是特斯拉，

其在上海建设的超级工厂一度是汽车行业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借助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崛起，其产能迅速扩张，顺利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值车企。目前特

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 Model 3 已经出口到素以要求严苛而著称的欧洲

市场，再度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综合制造水平已经具备超强的国

际竞争力。

正是看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巨大潜能，国际汽车巨头也加大了在

这一领域的投资“角力”。10 月 27 日，又一座超级工厂在上海竣工投产。

这是上汽大众为生产纯电动车而建，投资 170 亿元，比特斯拉上海工厂一

期投资还要高 10 亿元。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制造及运营总监宋钢近日也

表示，特斯拉将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力争年内业务发展实现四个翻一番，即

生产能力建设翻一番、销售与服务网络建设翻一番、充电基础建设翻一番、

在华雇员规模翻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令国际汽车巨头投资路线图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

是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避风港”。疫情之下，中国成为制造力保存

最完整的国家，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将产能迁至中国。10 月 22 日，雷诺表

示将在湖北十堰市一家合资工厂中生产电动车型 K-ZE，并将其出口到欧洲。

宝马也表示正准备将其在沈阳一家合资工厂生产的电动 iX3 车型出口到欧

洲。戴姆勒则将其 Smart 品牌的生产转移到杭州。

据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透露，外商投资企业由疫情初期的等待观望

变成目前的增资扩资，宝马、戴姆勒、丰田、LG 等一大批大项目在华增资

扩产。1 月至 9 月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以美元计同比增长 25.5%。

率先复苏的宏观经济无疑最为吸引国际汽车巨头。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

长在全球率先由负转正，国际国内对比明显，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活

力，从根本上稳定了外商投资中国的预期和信心。而外资看好中国，不仅基

于当前稳健复苏的经济，更因为持续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带来的长久机

遇。今年以来，中国两次出台稳外资 10 条新政策、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

增设三个自贸试验区、深入推进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措施，不断扩大开放。

而外商投资法及其条例正式实施、全面取消商务领域外资企业审批备案、出

台外资企业投诉办法，更是让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会

员企业认为投资环境改善的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正如大众中国总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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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翰所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国以全新的姿态扩大对外

资开放，再次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向全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

有业内专家指出，与过去单纯的资本、技术投资不同，国际汽车巨头此

次投资路线图的改变还在于在华投资方向更多元、涉及范围更广泛，从深化

合资合作到跨界构建新的朋友圈，乃至大幅启用本土人才，其中显示出的积

极与开放都远超以往。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正是由于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换道超车”，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摆脱了制造厂的角色，不再“以市场换技

术”，而是处在技术对等的位置与国际汽车巨头合作共赢，同时也加速了中

国迈向汽车强国的进程。

日企紧盯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机遇

日本《产经新闻》11月 2日报道称，中国正进一步加快对环境友好型汽车

的普及。到 2035 年，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或将占据中国新车销售的一半。报

道称，日资汽车制造商打算在中国市场上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中国和美国等各国

车企都在加强电动汽车业务，竞争非常激烈。此外，中国向混合动力车的转向，

对日资车企来说是利好消息。9月下旬，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正式宣布，在中国的

混合动力汽车累计销量突破 100万辆。

（摘自经济参考报 参考信息网）

【经贸动态】

中国：决定设立10个进口贸易示范区

商务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9部门日前下发关于培育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示范区）的相关政策文件，决定在全国 10 个地区设立示范区。

经过遴选，上海市虹桥商务区、辽宁省大连金普新区、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

乌市、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建省厦门湖里区、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

广东省广州南沙区、四川省天府新区、陕西省西安国际港务区共 10个地区入选。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强调，示范区有两大功能定位，一是“贸易促进”，即促

进口、促产业、促消费；二是“贸易创新”，即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示范区的培育将扩大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促进

进口与产业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为加快发展现代

产业体系提供必要支撑。（中新网）

中国：单方面给予老挝 97%商品免税优惠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按照我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97%税目产品零

关税待遇的有关承诺，根据我国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换文情况，自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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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日起，对原产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97%税目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

特惠税率。老挝享有中国免税待遇的税目产品共计8256 个，其中包括特惠税率

栏中标示为“受惠国 LD”的 5161 个税目，“受惠国 1LD1”的 2911 个税目，

以及“受惠国 2LD2”的 184 个税目。

印度：将限制鞋类等皮革产品进口

据印度经济时报 10月 29日最新报道，印度突然宣布，将制定新标准，来

限制部分鞋类等皮革产品的进口，防止廉价产品进入印度。那么，作为印度多种

商品的主要供应来源，中国企业会受到影响吗？

根据印度标准局（BIS）的认证标准，皮革制安全靴、皮鞋、运动鞋和防暴

鞋等多种产品都在皮革制品限制名单。也就是说，这些皮革制品的质量必须通过

印度的高质量标准，才能出口至印度。这实际上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未来印度

市场上流通的，都是高价、优质的皮革制品。而冬天即将来临，印度大多数普通

民众是否能穿得起暖和的皮制鞋子，还是一个问题。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印度失业率一度高达27.1%。

雪上加霜的是，印度疫情愈演愈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9 日，印度累计确诊人数达到 8040203 例。可以预见，未来，印度民众仍将

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消费能力或大降。

另一方面，印度在皮革制品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仍相当高。印度限制部分皮

革鞋类产品进口，对部分中企或许有影响，但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印度皮革行业。

数据显示，2020 财年，印度累计进口了 4.5312 亿美元的皮革制品，其中中国

占 85%，订单金额高达 3.845 亿美元。

此外，中国企业还是印度皮革行业生产中重要的一环。印度皮革出口委员会

指出，今年 3月份，由于中企供应中断，年创收 600亿卢比的班塔拉皮革中心

产量直接大跌 20%至 25%。此外，该国皮革行业还因此失去了美国、欧洲价值

高达 150亿卢比的订单。（新浪财经、金十数据）

欧元区：第三季GDP按季增长 12.7% 远超预期

欧盟统计局 10 月 30 日公布，欧元区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按季

增长 12.7%，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 9.4%增幅；同比计下滑4.3%，表现仍较市

场预期的下滑 7%好。

法国第三季GDP按季增长 18.2%，增速高于预期的 15.4%，并扭转第二

季出现双位数跌幅的形势。（港澳香港代表处）

【贸易投资】

http://www.tradeinvest.cn/information/7182/javascript:
http://service.weibo.com/share/share.php?url=http://www.tradeinvest.cn/information/7182/detail&title=%E5%8D%B0%E5%BA%A6%E5%B0%86%E9%99%90%E5%88%B6%E9%9E%8B%E7%B1%BB%E7%AD%89%E7%9A%AE%E9%9D%A9%E4%BA%A7%E5%93%81%E8%BF%9B%E5%8F%A3&pic=&app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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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 10个月的贸易结构与贸易伙伴变化

根据海关公布的 10月份中国贸易数据。贸易结构方面，（1）前 10个月，

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5.6 万亿元，增长 2.8%，占外贸总值的 60.1%，比去年

同期提升 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8.51 万亿元，增长 4.8%；进口 7.09 万亿

元，增长 0.5%。（2）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6.09 万亿元，下降 6.2%。其中，

出口 3.86 万亿元，下降 6.6%；进口 2.23 万亿元，下降 5.6%。（3）我国以

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3.15 万亿元，增长 6.4%。其中，出口 1.09 万亿元，增长

10.6%；进口 2.06 万亿元，增长 4.3%。在贸易伙伴方面，对东盟、欧盟、美

国、日本和韩国等前 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1）前 10 个月，东盟为我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3.79 万亿元，增长 7%，占外贸总值

的 14.6%。其中，对东盟出口 2.11 万亿元，增长 7.3%；自东盟进口 1.68 万

亿元，增长 6.6%；对东盟贸易顺差 4279.2 亿元，增加 10.1%。（2）欧盟为

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3.62 万亿元，增长 3.5%，占我外贸

总值的 13.9%。其中，对欧盟出口 2.19 万亿元，增长 5.8%；自欧盟进口 1.43

万亿元，增长 0.3%；对欧盟贸易顺差 7645.7 亿元，增加 17.9%。（3）美国

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 3.2 万亿元，增长 3.9%，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 12.3%。其中，对美国出口 2.48 万亿元，增长 3.6%；自美国进口 7256.5

亿元，增长 5.2%；对美贸易顺差 1.75 万亿元，增加 3%。（4）日本为我国第

四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值为 1.8 万亿元，增长 1.5%，占外贸总值的 6.9%。

其中，对日本出口 8091.7 亿元，与去年持平；自日本进口 9867 亿元，增长

2.7%；对日贸易逆差 1775.3 亿元，增加 17.1%。（5）韩国为我国第五大贸

易伙伴，中韩贸易总值为 1.62 万亿元，增长 0.8%，占外贸总值的 6.2%。其中，

对韩国出口 6342.6 亿元，增长 1.4%；自韩国进口 9874.4 亿元，增长 0.4%；

对韩贸易逆差 3531.8 亿元，减少 1.3%。（《每日经济》）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大米需求不低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国，但也需要进口一部分进行品种上的调剂，价

格较高的食用米（约占三成）主要自泰国、柬埔寨进口，作为加工原料或掺兑后

销售的低价原料米（约占七成），多自越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进口。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共计进口了 254.6 万吨大米，大米进口来

源地主要集中在泰国、越南以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目前，全球各个主

要大米供应国已经开始陆续恢复出口，并正布局抢占巨大的中国市场份额。

据报道，越南在今年前 9个月已将 53.6 万吨大米送入中国市场，同比暴涨

82.5%，更是借此获得了近 3.17 亿美元（约 2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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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在大米源源不断地出口的同时，越南大米价格也正水涨船高。数据显示，

今年前 9个月，越南大米出口价格平均达 489.2 美元/吨（约 1.6 元/斤），同

比增长 12.4%。而柬埔寨农业部 11月 3日公布报告显示，今年前 10个月，柬

埔寨向中国出口大米 19.4 万吨，同比增长 36.26%。中国为柬埔寨提供了 2020

年度 40万吨大米进口配额，柬埔寨大米对华出口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柬埔寨

稻米联合会总裁宋·萨兰近日就表示，柬埔寨目前已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希望中

国买家可以加大购买该国的大米产品。（《每日经济》）

越南和墨西哥是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越南近年来一直保持 6%以上的经济增长，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2019 年，外国投资商在越南投资总额达 380亿美元，创十年新高。同时，2019

年越南贸易总额达5170 亿美元，几乎是其GDP的 2倍。在近两年的贸易争端

中，越南和墨西哥成为了最大赢家。数据显示，从 2017 年四季度到 2019 年四

季度，越南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季度出口分列世界一二位。

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DMCC）曾在《贸易的未来 2020》中预计，墨西

哥每年外国直接投资在未来将增加 120 亿至 190 亿美元，并将推高墨西哥的

GDP增速至 4.7%，越南和墨西哥将在未来作为贸易枢纽逐渐兴起。目前，墨

西哥正继续积极吸收从美国转移来的制造业。不仅如此，亚洲企业也纷纷在计划

在墨西哥建厂。富士康目前已在墨西哥建立五家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服务器，

未来还有可能建设负责生产苹果 iPhone 的工厂等。

越南方面，据《越南新闻》10 月 30 日报道，越南今年前 10 个月出口额

2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进口总额为 210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0.4％；

贸易顺差近 187亿美元。10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进口额

为 658亿美元；其次为韩国，进口额为 374亿美元；东盟为 244亿美元，位列

第三。中国过去被称为“世界工厂”，目前越南正表现出对中国制造很强的替代

性。从数据来看，2019 年越南鞋业出口达182亿美元，仅次于中国；越南的服

装出口额已突破 300 亿美元，超过孟加拉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尤

其在中美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越南还承接了美国从中国转移的大部分订单。到

2019 年二季度，美国在从中国减少的 310 亿美元进口商品中，越南就吸收了

140亿美元近一半的总额。（《每日经济》）

投资泰国：事前用足优惠 事后注重合规

根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7 年中国对泰投资的总金额为

275.14 亿泰铢（约合 60 亿人民币），2018 年对泰投资总额增长至 554.75

亿泰铢（约合 121 亿人民币），2019 年的投资总额比 2018 年增长了 3.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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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617.06 亿泰铢（约合 571 亿人民币）2，中国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投资

者。笔者建议赴泰国投资的中国“走出去”制造企业，充分利用泰国税收优惠政

策，合规降低集团总体税负，增加企业竞争力。

01.投资部分行业税收优惠力度大

根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发布的投资促进计划，在泰国投资农业及农产品加

工业，矿物、陶瓷和基础金属，轻工业，金属产品、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电子

与电气业，化工产品、塑料及造纸，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科技创新等行业，且项

目最低投资资金（不含土地成本和营运资本）不少于 100万泰铢（约合 22万人

民币）的有限公司，可根据行业类别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

在直接税方面，投资上述行业并从事特定鼓励类业务活动的企业，可享受免

征 3年～10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具体来说，投资增加国内原材料价值以

及加强产业链发展的业务，比如天然橡胶初加工、家具生产、视听产品生产、再

利用塑料产品生产、多用途发动机或者设备生产和机器设备组装等，可享受免征

3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投资发展科技与创新的业务、发展目标技术产业的业务，

可享受免征 10年企业所得税优惠。

同时，按照项目投资额、行业类别和设厂地区等条件的不同，企业还可享受

增加免征企业所得税年限、增加免税限额、额外享受 5年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等优惠政策。比如，投资项目位于陶公府、北大年府、也拉府和沙敦府等泰国南

部边境地区的，可享受的免税额没有上限，8年企业所得税免税优惠结束后，还

可以额外享受企业所得税 5年减半征税的优惠政策。

在间接税方面，除服务业需满足特定条件外，投资其他大部分行业的企业，

均可享受免征机械设备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免征出口产品所需原材料或物料的进

口关税和增值税。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 9月，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特别推出了“泰国+”

投资促进计划 7，进一步加大投资高科技行业项目的税收优惠力度。大部分投资

高科技行业的项目，可享受 5年～8年的企业所得税免税优惠。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以在此基础上，于减免税优惠结束后的 5年内，享受减免 50％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

由于该投资促进计划要求企业必须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向泰国投资促

进委员会提交申请，且 2021 年底之前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地成本和营运资本）

不得低于 10亿泰铢（约合 2.2 亿人民币），因此更适用于计划在泰国设立新生

产线的大型企业，笔者建议有相关投资意向的企业予以关注。

02.前期准备影响优惠申请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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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企业享受投资税收优惠权益前，需要先在线上提交申请。通过申请

后，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通常会组织线下或线上会议，针对项目做出详细询问。

一般情况下，该申请流程耗时 2～3个月，企业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审核时间可能更长。

曾有一家电子产品制造企业，计划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移至泰国，并将已在

中国相关生产线使用的机器设备搬迁至泰国进行使用。根据项目审批准则，使用

非全新机器，需要在申请享受投资优惠权益之日和递交机器清单之日，提供由可

信赖的机构出具的机器使用性能证明。

该证明需包括机器维修报告详情、机器所剩使用年限评估报告、机器运作检

测结果和合理的估价等要素。同时，如果存在使用 10年以上的机器设备，其价

值不得计入总投资额中。为证明机器使用性能情况，企业花费近 6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税收优惠申请流程。对此，笔者建议赴泰国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提前熟悉

泰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适用条件，做好准备工作，节约申请优惠的时间。

由于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对可享受投资优惠政策的行业分类较细，且不同行

业类别对应可享受的税收优惠内容不同，这也需要企业提前做足功课。以电视屏

幕生产企业为例，如果只是简单地生产制造电视屏幕，可以享受免征 3年企业

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但如果企业生产的电视屏幕带有高科技属性，符合先进技术

产品的条件，则企业可适用高一级类别的优惠政策，免征 5年的企业所得税。

笔者建议企业在申请税收优惠时，仔细甄别所投资行业的类别和所从事业务活动

的性质，申请对企业最为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

03.享受优惠后还将面临核查

为避免出现滥用税收优惠的情况，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在给企业颁发投资促

进证书后，还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对企业进行核查。如果企业没有严格遵循投资促

进证书上注明的条件开展投资项目，可能会被削减免税限额，严重的还会被取消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格。

某家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在向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申请税收优惠时承诺投资

900万泰铢（约 195 万人民币）。根据规定，企业可享受免征 5年企业所得税

的优惠，免税限额以投资总额为限。即在未来的 5年内，企业发生的企业所得

税在 900 万元以内的部分可以免予缴纳。但是，在实际核查时发现，该企业的

投资资金仅到位一半，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因此将企业可享受免企业所得税的限

额降低至 450万泰铢（约 97.5 万人民币）。笔者建议，赴泰国投资的“走出去”

企业，在享受东道国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时，要加强后续管理，避免引发税务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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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企业兼营享受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优惠权益的项目和不

享受该优惠权益的项目，应分别核算不同项目的销售额和成本费用。若未分别核

算，或是仅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各项目费用的，可能存在被税务机关核查并调整的

风险。（来源：安永）

【商机合作】

智利玻璃及窗户制造企业寻求投资

公司简介：该智利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初期以加工玻璃，销售窗户、外墙

和幕墙产品为主 ，所需机器设备和技术均符合最高质量标准要求，有 3900 平

方米的厂房，以及自己的卡车运输团队。

主要客户：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建筑师、设计师、窗户制造商、钢化玻

璃安装商等。

主要产品：热塑板窗/双层玻璃密封窗（DVH）；钢化玻璃、热强化玻璃、

层压玻璃；铝型材、铝复合板、配件等；提供切割、拼接、抛光、倒角、钻孔等

服务。

合作意向：寻求投资。

澳大利亚求购橡胶垫
公司简介：这两家澳大利亚加工厂主要从事水管、水阀、水表等产品的设计、

生产及销售。

合作意向：现寻找用于水管、水阀、水表等所需要的橡胶垫（rubber mat）

供应商，需要国内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可用于水产业产品生产的标准，具体

产品标准规格价格等细节，与澳方洽谈商定。

韩国求购紫皮洋葱（红葱头）

项目简介：韩国一家农产品进口企业想从中国进口个头小的紫洋葱，也叫红

葱头（shallot）。

产品要求：红葱头（shallot）尺寸：3-6 cm包装方法 : 10kg/箱或 10kg/

网兜。计划进口量：每周进口 1个 20ft 或 40ft 的冷藏集装箱的量付款方式：

CIF，出具装船资料后付款 50%，集装箱抵达韩国后付款 50%

注：以上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投资网”。请自行验证项目可行性，并充分认识项目风险。

欲了解项目详情，可致电本刊编辑部 电话：028-68909195。



11

编辑说明

各相关单位、企业：

信息服务是我会为企业提供的基本服务工作之一，为更好的帮助四川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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