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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基本
情况 

n  截至2011年底, 13500多家中国境内企业在国
(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
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
额4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
万亿美元。 

n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
量、存量的4.4%和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6位，存量位居第13位。  



中国跨国公司的特点 
n  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快，近十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38.5%。 
n  中国跨国公司具有多元化特点。一是海外投资动机、

国别、行业多元。 
n  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 2011年50家

“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27%，
远低于世界非金融100强跨国公司62.3%的水平。 

n  中国大型跨国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2011年末，我
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2.7%，有限
责任公司占24.9%,而私营企业仅占1.7%。跨国经
营百强中，国企占90个 。 



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机遇  

n  全球投资自由化继续推进。 
n  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
成本并购的战略机遇。  

n  部分国家重视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一
些波兰、美国多个州、德国多个州在华
设立投资促进联络机构。 



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 

n  挑战一：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在一
些国家面临歧视性待遇。一是一些国家
对中国崛起产生了疑虑与担心，对中国
企业的投资、贸易活动采取限制措施。
二是一些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中
国企业投资于一些所谓“敏感”领域。
三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受到东道国一定
程度的限制。 



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 

n  挑战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提高对中国
跨国公司带来考验。  

n  挑战三：中国跨国公司被迫进入政治风
险较高的地区。  



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出问题  

n  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亟待增强 
n  企业跨国经营的体制与政策环境仍有待
进一步改善。 

n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相互恶性竞争，
缺乏协调机制与配套服务。   



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
亟待增强 
n  中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特别是缺乏大规模的非国有企业。 
n  中国跨国公司获取东道国法律、政策、市场信息的能力不强 
n  缺乏对外投资与国际化经营战略 
n  内部管理机制不适应跨国经营的要求 
n  国际化人才与经验不足 
n  利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能力不足 
n  跨文化整合能力较弱， 
n  缺乏处理与东道国工会关系的能力 
n  风险管理与应对能力有待加强 
n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弱 
n  国有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的内在动力，缺乏对国际化经营业绩的

约束机制。 



企业跨国经营的体制与政策环
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n  一是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琐，自由裁量权过大，所

需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n  二是扶持政策有待加强，政府在信息服务、人才服

务、融资服务、法律服务等主要领域的扶持政策初
具框架，但扶持政策力度不够大，覆盖面不够宽，
非国有企业远远未能平等得到应有的扶持。 

n  三是中小企业跨国经营融资服务难以满足要求。 
n  四是在外汇管理、出入境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不能适

应企业跨国经营的要求，很多企业不得不将其国际
化经营总部设立于香港或海外其他国家与地区。 

n  五是中国企业海外权益与人才安全的国家保护有待
加强。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相互恶性
竞争，缺乏协调机制与配套服务。  

n  中资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仍常常发生，已经成为
制约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个突出问题。 

n  不同企业间协同“走出去”本来是我国的一个
潜在优势，由于缺乏协调机制，这一优势往往
没能充分发挥，企业单打独斗成为常态。 

n  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落后于非金融企业，
境外企业缺乏应有的金融服务。  



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的建议  
n  基本原则： 
n  尊重市场规律，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目

标。  
n  将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的力量有机结合。  
n  以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政府要牵头打造支

持本国跨国公司的社会性支撑服务体系，由
公益性、非盈利性和商业性服务机构共同组
成。  

n  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  



政府层面的十条政策建议 

n  把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投资管理
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十二五”期间，
应结合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率先
取消对外投资的核准管理。 

n  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  
n  加强信息服务。  
n  加强人才培训服务  
n  加强海外权益保护和保险服务  



政府层面的十条政策建议 

n  加大税收支持，减轻企业税负  
n  加快国内立法，完善法制环境  
n  为重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开通“绿
色通道”。  

n  改善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舆论环境  
n  建立为我国跨国公司服务的社会支撑体
系  



针对企业层面的五条建议 
n  目标：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为核心目标，打
造世界水平跨国公司。 

n  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能力  
n  按照建设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要求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  

n  牢固树立互利共赢理念，加强合作。  
n  利用好香港作为企业海外投资与国际化经营的
平台。  

n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
形象。  



n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