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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王雪舟  袁鹏 

湖南工学院 
 

【摘  要】在全球化经济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中国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拓展新市场，通常都会选择国际经营的发展战略。

通过国际经营可以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同样可以避免国内的竞争压力，分散经营风险。但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持续推进，很多中国企业

因为“水土不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经营战略会给不同的企业带来不同的效应。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经

营的现状，结合相关资料、信息来判断中国企业国际经营中存在的不足，并判断未来中国企业国际经营发展中，对企业战略规划的大趋势。

希望通过本次分析，结合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指导依据，深化理论在实践中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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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营手段不仅包括直接对外贸易、跨国经营，

还包括了各项投资，通过投资实现对国外企业的控股、经营、分红

等。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可以追溯到 1978 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

速发展，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营如火如荼的时候，也势必会遭受很多

风险。 

1.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的现状分析 

1.1 现状分析 

1.1.1 第一阶段 

中国企业国际经营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从改革

开放初期，政府部门促进港口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国资企业开始

对外投资。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的 6 年中，国际经营的企业数量从

4 个到 113 个。彼时的中国经济市场才刚刚开放，政府部门对于国

际经营的企业在监督、管理上也是非常严格，这些企业主要是推出

产品的方式进行国际经营，其次则是以对外投资的形式实施国际经

营。 

1.1.2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则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的发展阶段。此时改革开放环境

下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政府部门也进一步的放宽了国际经营的限

制，从以往的“严查”逐步推进到“鼓励”阶段。国际经营的审查

权利也从原有的主要城市办事处逐渐下方到各级省、市区的政府部

门中。很多企业开始进入国际经营的浪潮中。截止到 1990 年，企

业国际经营数量达到了 801 位，境外非贸易型累计投资金额达到 23

亿美元，相较于上一阶段上升了 11.5 倍。 

1.1.3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则是从 1991 年到 2001 年。2000 年中国加入了 WTO,

中国企业进入国际经营也更加方便，各国政府对我国企业的市场入

驻开放了政府优惠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

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因此在此十年间，

我国大中型企业、国资企业纷纷开展对外投资、跨国经营、中外合

资。截止到 2001 年，中国企业的境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情况达到了

68.23 亿美元，不到 20 年的时间又整整上升了三倍由于，企业实施

国际经营的额数量达到了 3091 位。 

1.1.4 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此阶段属于飞速发展阶段。2000 年我国正式开始面

向世界贸易，而 2008 年是重要的转折之年，各国企业、投资者开

始更进一步的进行经济交流，给我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带来了新机

遇。 

以 2017 年和 2018 況年的两年非贸易直接投资情 为例，2017

年全年实现了非贸易直接投资资 8107.5 亿元人民币。这些投资资金

所涉及到的国家与地区达到了 174 个。2018 年全年中国企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达到了 9171.321 亿人民币，其中非贸易直接投资达到了

8512.24 人民币。虽然相较于 2017 年有所回落，但是非贸易对外直

接投资已经逐渐平稳。 

1.2 存在的问题 

1.2.1 追求投资忽视现金流的重要性 

当前中国企业的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的业务大多属于公益

和半公益，例如：2018 年，随着“一带一路”的口号持续发热，中

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共同合资经营、投入资金与先进设备，在“一带

一路”沿线中涉及到 50 多个国家，投入的资金规模也相对较多。

达到了 1104.8252 元人民币。这些投资中不乏中小型企业在大型企

业带领下的投资，企业盈利的能力不足，这些投资在短期内并不会

产生现金流，因此，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会缩减其对原有产业上的

经济支持，在企业管理上也会更加关注国际经营的情况，那么对国

内市场的风险管控工作也势必会减弱。 

1.2.2 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 

一些外贸、跨国经营的企业在国际发展中很容易陷入低成本竞

争的“套路”中，这样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长期发展，还很容易形

成恶性竞争，产品的附加价值逐渐变低，来自外部环境的压迫和威

胁是造成很多技术新兴企业出现发展困境的因素，再加上绿色贸易

堡垒、蓝色贸易壁垒的压迫下，企业产品难以出口。 

虽然一些大型企业进行了高端产品的投资，所以过多的成本输

出也必然会引起后续资金的不足。因此，企业必然需要谨慎作出出

口选择，并对产品附加价值的研发、规划、调整，才可以保障出口

优势。 

1.2.3 发展战略的规划上忽视统一布局 

战略规划的不到位，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运用了大量资金，

然而使用效率很低，造成资金散落缺乏系统布局，很多企业只知道

投入资本，但是忽视了投入资本之后的长期市场博弈，对于投入资

金的规模、市场竞争博弈的资金规模、国际经营战略的实施没有同

意整合资源，完善方案规划。 

其次，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受到的市场竞争压力、政府压力也

更多，一些国家会实施“贸易壁垒”、“出口限制”等政策，因此，

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如果资源过度分散，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最

后，行业进入风险。中国企业在购进其他国家产品后还是要加入后

续的资源，行业的竞争是不断变化的，企业要不断的通过形势改变

自己的经营策略。因此，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并不乐观。 

2.未来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的战略调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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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纵观国外市场环境调整企业发展方向 

当前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环境可以看出，国外华商在实

施多元化经营中，应该正确分析企业当前的内部、外部环境，以及

投资之后所存在的优势、劣势、威胁、机会，从而选择正确的投资

方式的确定来华投资，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反复的审视企业的资源、

企业的时间、金钱成本能否持续，衡量企业自身的发展与东道国的

政府政策是否相符。 

如果中国企业的跨国业务出现不良现象，短期内仍然无法改变

现状，进行周转，那么则可以考虑的适当的割裂发展状况不良的业

务，尽量减少公司的资源浪费，将剩余的资源即刻进行其他地区的

投资或经营的发展良好产业，这样的情况则可以说明国外中国企业

在该行业、该地区的市场经济中出现水土不服，避免过度财务浪费

和时间浪费，需要早作决断。 

2.2 研发环保技术实现产品附加价值 

近年来低碳环保技术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对于国际企业之间的

竞争能力的分析也逐渐趋于核心地位，所以在低碳产品和技术的开

发生，也是为了能够倡导新的消费观念，帮助跨国企业整合绿色资

源，赢得消费者信任的一种手段。在进行消费需求的探讨上，可以

将低碳意识逐渐拓展，国际经营企业应该逐渐把营销策略投到低碳

环保的观念中，将产品的优良品质进行有效的宣传。 

在研发环保技术产品时，大型企业必然会逐渐攻克发达国家所

持有的技术壁垒，扛起对权社会的责任感，将产品和技术的节约能

源、绿色环保、简约自然的品质进行普及，鼓励消费者使用低碳技

术研发的产品，低碳产品还能够延长使用寿命，不影响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等观念进行营销。增加消费者的信任感。 

2.3 统一布局发展战略的规划 

中国企业想要持续、长期进行投资工作，必然需要正确选择相

关行业，了解产业结构、产品类型、经营周期、现金流的收回情况

之后再进行投资。了解的内容主要包括该行业是否与公司未来战略

发展相关，是否能够有外资准入的限制，或者对华商投资有非常严

格的准入限制，预判该行业的未来的发展需求，以及咨询相关专家，

对于政府的政策的变动情况等，在选择是否进行投资。另外在选择

业务上，应该尽量贴合该中国企业的内部优势，资源优势、组织环

境等，尽量降低企业的降低投资和生产成本。所以从上述的情况上

来看，中国企业在新环境下发展，企业应该注重多元化经营战略的

实施，积极进行调整和规划。随着未来国家及政府会在平台上对一

些公司企业进行经济上的改变，公司的国际经营战略也应该加以调

整。 

结论：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的现状，认为中国

企业的国际经营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扩大

阶段、飞速阶段。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是希望中国企业在国际经

营中能够确立起未来的发展路线，能够统一战略布局，合理判断资

金流是否符合投资方向、产品出口是否能够实现核心竞争力，从而

整合多种手段实现国际经营，从而更加全面的应用企业的各项资

源，完善国际经营的发展战略，希望经过本文的研究在实践上有一

定的引导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对未来相关知识的学习

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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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机耗煤量：正常湿态停机耗煤 68t；干态停机，由于开启高

低压旁路，在 310MW 后，给煤量基本保持不降，因此耗煤 92t，经

济性略差些。 

3)从主、再热汽温来看，正常湿态停机时，从 400MW 至打闸

停机阶段，主再热汽温分别由 530℃，507℃降至 515℃、482℃；

干态停机，从 400MW 至打闸停机阶段，主再热汽温分别由 533℃，

520℃降至 468℃、484℃。干态停机过程，虽然为了保持干态，燃

料量高于湿态停机，但通过减温水调整，主汽温反而可以控制比湿

态时还要低，有利于汽机检修时投入盘车及早停役。 

干态停机无 300MW 转湿态时分离器贮水箱水位控制的问题；

且无省煤器进口给水主阀与旁路调节阀切换操作过程可能发生省

煤器给水流量低 MFT 动作的风险；并且无炉水循环泵启动时，可

能发生入口汽蚀余量不足炉水循环泵打空泵假出力的情况。干态停

机简化了停机操作，降低了操作风险，节省了停机时间，相比湿态

停机，安全优势明显，且停机时不转湿态，减少了工质损失与热损

失，并为机组开展超深度调峰积累了丰富的运行经验，已成为某电

厂常规停机方式。 

5  结语 

干态停机方式经济性上略差于正常湿态停机，但简化了操作，

与经济性相比，安全性更有保障，可靠性更高，通过高低压旁路的

配合，发挥干态停机的技术优势，为机组宽负荷调峰等多种运行工

况积累了丰富经验，为适应电网调峰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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