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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下，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出海”“内容出海”等方式，来推

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和信息化建设，深化互联互通，拓展数字经济领域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本文主要从中国

企业“出海”运营发展的现状，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原因以及应对策略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和“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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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倡导“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企业走

出去”的国家战略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拓展海外市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

政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运

营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将针对中国企业“

出海”存在的问题，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希望给企业“出

海”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价值。

1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出

海”的现状

在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的行动中，

中国企业成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主力军，它们通

过技术输出、海外产业投资、跨国合作等方式，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数字技术支持和相关产业服务，推动

着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本文针对部分

中国“出海”企业运营发展的现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研究：

1.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发展为我国通

信设备厂商提供新的市场机会，也为国内运营商出海发

展注入新动力。2020年，在5G网络建设合作方面，华为已

经和欧洲，中东，亚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5G

商用合作。中兴通讯已与全球40多家运营商开展5G领域的

合作。中国电信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成

了61条陆缆，12条国际及地区性海缆，帮助沿线合作国家

持续提升网络基础设施水平。中国移动在沿线国家和地

区建成55个丝绸路上的“信息驿站”，可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产业合作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国企业通过帮助沿线国家建设网络基础设施，提高“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沟通效率，从而进一步促

进各国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

1.2跨境电商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电商企业在海外发

展迅猛。京东云商通过跨境全球通业务为企业提供覆盖海

外电商平台商品、交易、订单、资产等一体化供应链跨境

电商产品、运营服务。阿里巴巴依托数字化出海的方式，

推出了“数字化出海2.0”，在流量、销售、交易、履约等

环节，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商机、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

全链路服务。中国电商企业正在以数字技术赋能，搭建自

由、开放、平等的贸易平台将为全球中小企业搭载一条通

向全球的数字贸易高速公路。

1.3云计算服务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中国云服务企业也正

成为国际云服务市场上的一股新兴力量，以海航集团、

华为、阿里云、腾讯、中兴、浪潮集团等优质企业通过技

术输出，加强投资合作的方式，在全球多地部署云计算战

略。中国云计算企业不仅为其他“出海”企业提供强大云

计算服务外，还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云计算技术支持，

助力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

1.4移动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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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支付迅速崛起。银联、支付

宝、微信支付等纷纷出海。银联积极拓展海外支付业务，

并与沿线多个国家合作共建支付体系。支付宝采用“本地

伙伴+技术赋能”的出海模式，因地制宜地为沿线国家打

造出多个当地版本的“支付宝”，成为中国连接当地、

实现“民心相通”的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

1.5其他方面的应用

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下,大批中国科

技企业也纷纷出海发展。2017年，58集团建立了英才海外

网站，其主要针对企业客户提供海外专项人才招聘服务以

及定制化招聘方案,为海外人才搭建起良好沟通的桥梁。浪

潮迄今正在为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提供IT产品和服务，成

为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作伙伴。目前中国还有许

多专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纳米、区

块链等数字技术领域的IT企业正在准备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政府及企业展开合作。

2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运

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文化、法律、政

策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

的差距，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的

问题：

2.1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存在较高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报告(2017)》针对沿线国

家的政治、经济、财政债务、以及汇兑等风险进行评估，

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偏高，尤其政治

风险最为突出。中国企业在部分沿线国家经营发展中面临

最大的风险就是政治风险以及安全风险，一旦政府换届或

者战争爆发，就会直接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前期财务成本沉

没、人员伤害、企业内部不稳定等负面影响，这将阻碍着

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的发展。

2.2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法律与法规上很多条例规定都

与中国有所不同，一般企业在外国投资、经营时，主要涉

及的法律法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如货币、外汇以及税收

等方面，导致中国企业在关于沿线国家信息获取方面存在

诸多问题如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信息不畅等，极大

地影响和阻碍了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之路。此外，部分沿

线国家的政府政治局势不稳定，造成法律法规、政策不稳

定，同时会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运营的风险。

2.3出海企业跨国管理中存在文化冲突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多国都与中国签订了合作协定，

但由于各国家和地区之间语言障碍、风俗习惯不同、文化

理念差异等，导致企业管理对象及管理的内容呈现复杂性

和多样性，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管理中也必将面临跨文

化冲突，跨文化冲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2.4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

技术水平不一，导致各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均

衡。尽管中国的互联网通信技术已经走在世界科技水平前

端，由于沿线各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通信技术建设

情况和建设标准不同，导致中国企业出海发展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举步维艰。

2.5部分沿线国家存在贸易壁垒

部分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由于担忧某些业务安全风

险问题以及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导致中国企业

的海外业务经营遭受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公平待遇、歧

视，甚至特别的监管。例如，从打破美国技术垄断开始，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抵制华

为的电子产品以及5G技术，并拒绝跟华为、中兴进行5G合

作。沿线国家针对中国企业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

度上是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的业务开展。

2.6人才短缺制约中国企业“出海”发展

目前人才短缺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急需解决的问

题，沿线国家或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多种，小语种人才

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出海”的因素之一。此外，

沿线国家在数字技术相关产业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存在巨大的数字技术人才缺

口制约着“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发展。

3　中国企业“出海”问题的应对策略

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出

海”运营发展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可以采取以

下几个方面的策略来应对：

3.1加大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中国政府要加大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召开国

际数字经济会议，举办数字经济合作论坛等方式，促进中

国政府与沿线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通

过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跨国投资规则的制定行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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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国际的地位；通过举办“一带一路”数字技术交

流论坛，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国企业和数字技术的了解，可以

为中国企业“出海”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此外，政府应加

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外使领馆、相关机构的沟通协

作，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信息和指导，规避风险。

3.2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研

究机构

中国政府应该专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研究机构，提供可靠、权威的沿线国家相关的法

律、法规、政策等信息，指导中国企业“出海”发展。为“

出海”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专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

律、法规(特别在合同法、劳动关系、经济法、税务法等方

面)，并要从中找出对企业有利的法律信息，尽量帮助企业

在海外降低法律方面的风险，有利于当地劳动关系的稳定、

财务成本的控制、投资损失的减少。

3.3调整企业管理模式，降低跨文化冲突

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运营中，企业经营者不可避免地面

临跨文化冲突，这就要求经营者必须调整企业管理模式，注

重跨文化管理，能够识别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通过跨文

化培训，促使员工充分了解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理解文化

差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通过实施人才本土化策略，帮助

企业减少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跨文化冲

突，同时要善于利用当地员工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助力打开

当地的市场。

3.4建立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合作机制

在推动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

运营时，需要更加讲究策略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中国“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导向作用。中央政府通过联合大型、

知名企业、银行等单位建立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资和合作机制，打造更多国际合作平台，并提供专项资金支

持。此外，中国各地政府积极制定“出海”政策，扶持当地

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当地优质企业的沟通、协调，并形成合

力，共同助力当地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合作、建设和运营。政府扶持政策、

完善的投资和合作机制非常有利于帮助沿线国家提升网络基

础设施水平，为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合作奠定基础。

3.5建立、完善应对国际壁垒的支撑体系

针对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国际壁垒，可以通过建

立、完善一套应对国际壁垒的支持体系如：通过国际组织

介入，启动国际性的谈判机制，帮助解决中国出海企业在

海外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如不公平待遇、歧视、特殊监管

等；通过建立“一带一路”的国际法律研究机构，针对沿

线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为中国企业“出海”提

供必要的法律信息支持；通过扶持建立一批专业的法律、

公关服务机构，专门为遇到问题的出海企业提供及时的法

律和公关援助。

3.6加大“出海”人才的培养和挖掘

为了解决“一带一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出

海”发展受人才短缺制约的问题，中国各地政府、高校需要

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尤其小语种、数字技术学科，扩大相关人

才培养规模，为企业培养擅长外语、数字技术、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此外，中国企

业还要善于挖掘沿线国家的本土人才，建立国际人才交流体

系，把沿线国家的本土人才资源利用起来。

4　结论

“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企业走出去”的提出，为中国企业

海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

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我们应该对中国企业

海外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分析，认清当前企业“出海”所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针对具体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来

帮助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发

挥更好的作用，进而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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