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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间，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趋于革新，从单一渐变多元；中华民

族从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到今天屹立于世界之巅。2010 年，中国 GDP超越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中国货物贸易额 4.16 万亿美元，跃居

全球第一。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

中国成为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国。40 年，中国企业从青涩蜕变为成

熟，从蜗居国内到闪耀于世界舞台的中间。2018 年，世界 500 强中，中国企业

达到 120 家，与第一位的美国仅有 6 家的距离。40 年，在历史长河中虽不过弹

指一瞬间，却足以书写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就职于原外经贸部，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的

工作。当时，我曾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建

议，得到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同志的亲笔批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

和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出海并在海外健康发展。

2008 年，我和苗绿博士共同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企业全球化、人

才国际化领域的研究。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

出版社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并连续五年举办“中国企业全球化

论坛”，获得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知名企业家，国际商务专家及跨国高端商

务精英的鼎力支持，成为中国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其规

模和层次都属于国内领先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国际高端交流平台。多年来，

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界的上千名国内外企业家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这一主

题，展开精彩务实的探讨，聚焦全球化最新动向，为新时代下建设中国开放型经

济集思广益，共谋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回首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十年，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 年到 1991 年。1978 年，尽管与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

中国毅然坚定迈出了追赶的第一步。1978 年秋天到 1979 年春天，短短数月，中



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正式建

交……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而此时，作为时代主角之

一的，企业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企纷纷踏上改革探索之路，民企如大草原上

的星星之火，外企则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到中国一试身手，他们通过销售商品

或合资等方式进入中国，从 1979 到 1989 年，有超过 2.1 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

开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催生了中国的轿车、家电、饮料等现代产业的发展，并在

无形中为这些企业日后走出国门，驰骋海外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

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只是零星出现，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和实践水平都较低。

第二个阶段，1992 年到 2000 年。二十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史无

前例的迅猛之势席卷全世界，中国企业全球化意识逐渐觉醒。1992 年中国确立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倍受鼓舞的中国企业由此进入生机勃

勃的春天，创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也由此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先后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

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国内大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

土而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以海尔、海信、华为、万

向、首钢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开始远征海外。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

计数据，1991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十亿美元时代，经过 1992、1993 年的两

个小高峰以后略有回落，整个90年代实现了年均23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这个时期，直接出口仍是这些企业最主要的海外经营活动，其次是在海外建销售

网、工程承包、合资等。他们在海外市场开拓，更多的是在黑暗里摸索，没有经

验，亦缺乏借鉴。

第三个阶段，2001 年到 2007 年。2001 年 12 月，经历了多年的谈判，中国

终于迈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化

平台，中国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为了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国内开始对法律和关税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世界规

则。“入世”从外部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在中国内部，

社会形势也发展了巨大的变化。经由 90 年代初步发展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

时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鼓励企业走出海外，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了企业发展的

基调。为了配合 “走出去”战略的落地实施，国务院于 2004 年 7 月正式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取消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实施多年

审批制，成为我对外投资政策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性文件，为我国企业“走出去”，

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中

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与

此同时大量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世界市场上与国际企业同台竞争。

入世为中国企业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削平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门槛，

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与融入国际市场，有更多机会学习、借鉴与

吸收国外企业先进的技术、运作与管理，使中国企业距离世界 500 强的目标更近

一步。如联想并购 IBM PC 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业务，都使中国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TCL 并购“德国三大民族品脾之一”的

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TFT-LCD，则帮助中

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技术或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加深了对游戏

规则的理解，在有得有失的海外历练后，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超越一国的范

围配置资源。

第四阶段，2008 年至今。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全球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

“逆全球化现象”，从民间走向政府,其思想和主张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始影响

政策。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投资审查为代表的投资保护主义盛

行。此时，我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采取了国际国内 “双管齐下”的方式，以

开放与合作的态度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2015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位列全球第二，并超过

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全球化实现了全

方位、宽领域的全面发展。

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系统工程。“走出

去”路径也呈现出多样性，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到海外上市，从商品输出、资

本输出到战略布局。通过对“走出去”企业案例的长期追踪，我们提出安营扎寨、

借船出海、借鸡生蛋、海外产业园区、互联网模式复制海外、海外战略资源获取、

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海外战略股权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等企业

全球化的十大路径，这些道路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十年的实践总结，路径

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路径都有成功的典范，关键在于对路径的选择上，企业



需要结合自身所处的产业特性、企业特点、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进行综合考虑，

斟酌定夺。

作为新兴市场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的道路上必然承受着额外的负

重。国际人才缺乏难题、异域文化碰撞与冲击、合规风险的挑战、社会责任、品

牌之殇等等都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这些关键性问题是

否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将决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能够走多远。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只想在国内或区域市场偏安一隅是不现实的，国际

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家专门致力于企业国际化研究的智库，CCG

将一如既往的持续追踪研究，汇聚跨国投资领域的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智

慧，共同为“走出去”事业献计献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

航程虽漫漫，巨轮已启航。期待中国企业能够百折不回，在国际竞争中不断

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最终在全球舞台上长袖善舞，开启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为新型全球化贡献更大力量。

是为序。

王辉耀 苗绿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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