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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新平台。 以江苏为切入点，探析中国企业

走出去过程中的现状与战略模式。 在梳理江苏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国别、行业、方式、投资主体、支
持性措施等方面的基础上，认为江苏企业国际化程度尚低，通过考察江苏企业国际化的 ５ 种模式，
提出江苏企业国际化“海外江苏”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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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世纪初始，“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开放型经济

形态下与“引进来”并重、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和前途

的重大战略之举。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历与经验尚

浅，面临政治、法律、政策、安全、经济、劳动、环保、社
会文化、 知识产权、 自然灾害等等多重外部风

险［１］１２０。 ２０１５ 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 ４９ 个

国家总投资规模为 １４８ ２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

总额的 １２ ６％；投资存量相比美国而言还尚低。 中

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

和中亚，投资规模不断增大［１］１１⁃２４。 从江苏来看，
２０１５ 年全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新
增中方协议金额共计 ２４ ４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８１ ６％。 中国企业登顶全球大型跨国公司权威排行

榜的数量持续上涨，自 ２０１２ 年起稳居第 ２ 位，江苏

两家企业上榜，为太平洋建设和沙钢集团［２］。 江苏

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在“走出去”的探索

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外

国直接投资流出和流入的关系可区分为 ５ 个阶段：
第 １ 阶段人均 ＧＤＰ 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基本无

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第 ２ 阶段为国内收

入较高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基本

无对外直接投资；第 ３ 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变慢，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加快；第 ４ 阶段为发达国家，外商

直接投资存量等于或小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流入

增长率依然高于流出；第 ５ 阶段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与流出逐渐靠近，且两者都在增长［３］。 ２０１５ 年，江
苏合同外商直接投资 ３９３ ６１ 亿美元，实际使用

２４２ ７５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中方协议金额 １０３ 亿

美元，项目 ８７９ 个。 因此，江苏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

第 ３ 阶段，正向第 ４ 阶段发展的过程。
笔者以江苏为例，探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

程中的现状与战略模式，以“海外江苏”为切入点展

望“海外中国”的建立成长。

一、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１．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增长迅速，占全国对外直

接投资总量比例不高但逐步攀升

２０００ 年以来，江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迅速加

快：２０１４ 年境外直接投资新批项目数 ７３６ 个，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２０ ６５ 倍、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３ ６ 倍；
２０１４ 年境外直接投资中中方协议金额为 ７２１ ５７１ 万

美元，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４０３ ６９ 倍、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了 ３４ １９ 倍。 江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境外直

接投资的比例逐年上升，２０１４ 年境外直接投资中方

协议金额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 ５ ８６％，较
２００５ 年上升了 ２ ５１ 倍。

２．对外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地区为主，“一带一

路”沿线东南亚成为快速增长区域

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

主，其中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是最主要的流向，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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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投资项目 １８９ 个和 １２７ 个。 江苏对东南亚一

带的投资增长较快，２０１４ 年对柬埔寨、泰国的投资

位居前 １０（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４ 年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 １０ 名国家（地区）①

３．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多样化

近年来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

产业的制造业及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投资占全年总投资的

２９ ２１％、批发和零售业占 ３２ ６１％、租赁和商务服务

占 １５ ０８％。 近 ５ 年，对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投资

呈上升态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基本持平（图 ２）。

图 ２　 近 ５ 年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前 ３ 位的项目数①

４．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多样化

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非贸易型项目为主，
其中参股并购项目逐年增多，２０１４ 年占全年投资的

１４ ９５％；境外加工贸易项目亦逐渐增长。 由此，江
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虽然逐渐多元化，但对

外投资国际主流方式在实践中依然运用较少。
５．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为主力军，但其发展

仍处于不利地位

２０１４ 年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增 ５５４
个项目，占全年对外直接投资 ７５ ２７％；中方协议金

额 ５４７ ６７９ 万美元，占全年 ７５ ９０％。 但在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道路上、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建设

过程中，中小民营企业从中获得的支持与收益远远

没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多。 中小民营企业由于规模、
资金、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在现阶段“走出去”热潮

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而苏商的特点，似乎总与“单
打独斗、各自为政”联系在一起（图 ３）。

图 ３　 近 ５ 年江苏各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增项目数①

①江苏年鉴［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５⁃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ｓｓｄｆｚ．ｇｏｖ．ｃｎ．

　 　 ６．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支持处于扬帆起步阶段

我国已开展很多行动支持企业对外投资活动，
如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
合组织开发银行等；２０１４ 年《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
行备案制，简化对外投资审批手续；建设自贸区，成
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新平台等。 在国家宏观大战略

领导下，江苏也致力于支持、帮助企业更好更快走上

跨国竞争，如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发布《江苏省境外投资项

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江苏省商务厅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启用江苏企业国际化信息服务平

台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中国银行江苏分行与 １２
家“走出去”企业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二、江苏企业国际化战略模式分析

１．国际化程度尚低，关注走向海外市场

衡量一个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较多，如鲁桐

的国际化蛛网模型从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

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 ６ 个方

面综合考察企业的国际化程度［４］３４⁃３７；王耀辉等首次

提出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包括绩效、战略、人
才、市场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为“走出去”中

国企业提供评价指标体系，２０１５ 年依据反馈将评价

体系比重调整为绩效全球化指标之海外资产占比与

海外收入占比上升至 ３０％、４０％，市场、人才的全球

化由 １５％下调至 １０％，战略、社会责任的全球化由

１５％下调至 ５％［１］５１⁃５８。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国

际化处于起步阶段。 以此标准评选出的“２０１５ 中国

企业全球化 ５０ 强榜单”，其中央企 ２２ 家、民营企业

７ 家，其余为国有企业；无总部位于江苏之企业上

榜。 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一些优秀的

跨国公司已经出现，中国企业国际化相关问题受到

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 以上述国际化、全球化评价

体系审视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发现能达到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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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亦为少

数。 然而，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潮流中

的主力军。 近年来江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全省总

量的 ７ 成以上，但规模不足够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

从单个企业角度却难以进入大众视线。 总体而言，
江苏企业国际化程度尚低，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

２．国际化战略模式考察的基本框架

笔者通过对国际化理论相关观点的回顾，构建

考察国际化战略模式的基本框架。 所谓企业国际化

是指经营活动走向两个及其以上国家的过程，通常

包括内向型国际化和外向型国际化［５］，前者包括进

口、购买技术等，后者涉及出口、许可证经营、国际直

接投资等。 外向国际化是内向国际化发展之结果，
两者互为影响［４］３０⁃３２。 企业国际化研究视角丰富，如
有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类和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

过程类研究［６］；基于行为、决策、市场、贸易等不同

理论区分的市场、企业、创业 ３ 类研究［７］。 以时间为

轴来看，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和海默的特定优势论出现，在此基础之上逐渐

发展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合一的

国际生产折衷范式［８］。 ７０ 年代有瑞典 Ｕｐｐｓａｌａ 模

型、与创新相联系的企业国际化模型；９０ 年代国际

创业研究、网络模型、国际化战略选择研究等理论纷

纷出现［９⁃１１］。 国际化研究的内容则从早期国际化的

动因、如何展开国际化，向全球战略、国际战略联盟

等发展；对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研究来说，传统

的国际化过程、影响因素、进入模式等依然为研究核

心［１２］。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等认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是一个渐

进过程，一是表现为市场扩张地理顺序的渐进性，即
从本地市场走向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

场，甚至向全球市场延伸；二是表现为国际化经营方

式的阶段性，即包括不规则的出口活动 （直接出

口）、通过代理商出口（间接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

公司与建立海外生产和制造分支［１３⁃１４］。 Ｄｕｎｎｉｎｇ 将

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分为间接被动地参与国际贸

易、直接主动地参与国际贸易、非股权安排阶段和国

际直接投资阶段 ４ 个阶段［１５］；Ｃａｖｕｓｇｉｌ 的 ５ 阶段观

点为国内营销阶段、前出口阶段、试验性地卷入阶

段、积极投入阶段、国际战略阶段［１６］。
由此，企业展开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选择有出口

模式（直接出口、间接出口）、战略联盟与合资模式、
跨国并购模式、绿地投资模式、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和

提供境外咨询服务等［１７⁃２１］。 以此为框架，考察江苏

企业国际化战略模式的现状。
３．江苏企业国际化战略模式现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江苏企业开始了“走出去”的道

路，逐步支撑起江苏省外向型经济大省的地位。
２０１５ 年兼顾上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全国第 ４，
继上海、北京、广东之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

整合国际资源的跨国企业对江苏的经济转型意义重

大，但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管理，在国际化经营活

动，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江苏省仍属于起步

阶段。
（１）出口模式

出口即国内工厂生产、国外市场销售。 作为国

际经济交往的传统方式，出口通常是跨国公司步入

国际化经营的起始一步。 在企业内外向国际化相互

联系的观点中，认为“间接出口”是国际化的起点。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发展

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初级阶段，对外贸易

（初期为间接出口）成为涉足国际市场的常用方式，
其主体为专业贸易公司、省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

司等。 如今，无论是通过代理商的间接出口，还是企

业自身建立海外办事机构从事直接出口，出口活动

依然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支柱。 ２０１４ 年，江
苏企业出口总额为 ３ ４１８ ７ 亿美元，较之境外直接

投资高两个数量级。 从出口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

与私营企业出口额为 ３ ０４２ ６ 亿美元，占约 ８９％；国
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出口总额 ３７２ ２ 亿美元，占约

１１％。 从贸易方式看，主要为一般贸易与进料加工

贸易，占约 ８５ ２％。 从出口商品看，机械及运输设

备占约 ５５ ４％，出口金额较高的具体产品包括机电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 从出口国家与地区看，排名

前 ３ 为美国、香港和日本，共占约 ３９ ７％；东盟占约

１０％，欧盟占约 １８ ６％。 ２０１５ 年，江苏企业出口总

额为 ３ ３８６ ７ 亿美元，略降 ０ ９％；对美国、东盟的出

口比上年增长，美国、欧盟、东盟成为江苏省排名前

３ 的贸易伙伴。
（２）战略联盟与合资模式

进入一个陌生的海外市场，企业与企业家面临

较少“市场知识”、较大“心理距离”的考验，由此，合
资、联盟途径通常成为进入一个新市场的优先选择，
该途径能够帮助在进入海外新市场时与当地合作企

业共担风险、共享资源。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国务院出文

允许出国办企业；同年 １１ 月，由北京市友谊商业服

务公司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

办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海外合资

企业，标志着中国企业开始迈入跨国经营。 ２０１４
年，就合资子公司和联营公司，江苏新批项目 １８１
个，中方协议金额 １７ ８ 亿万美元。

（３）跨国并购模式

兼并与收购途径，是企业国际扩张的快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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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当前的主流方式。 并购可带来“消除重复功

能、活动动作共享、设施共享、通过新渠道销售产品、
通过新渠道销售新产品”等协同效应［２２］，同时也伴

随并购过程复杂、成本高昂、并购后企业融合困难等

风险。 近年来，江苏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数量虽然不

多，但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４ 年，新增参股并购类项目

１１０ 个，占全年对外投资总量的 １４ ９５％，其中涉及

中方协议金额约 １１ 亿美元，占总金额的 １５ ３％。
（４）绿地投资模式

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新建全资子公司，该模式

可严密控制境外子公司运营、易于推行其国际化战

略，但具有投资大、母公司独立承担所有风险等劣势。
江苏企业往往在发达国家兴建研发类机构，寻求先进

技术、知识溢出、优秀人才等资源，兴建销售类机构以

寻求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兴建生产类机构，以制造业

寻求市场形式为主。 ２０１４ 年，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独

资子公司新增项目 ５１７ 个，占全年总数量的 ７０ ２％；
涉及中方协议金额 ５４ ３ 亿美元，占全年总金额的

７５ ３％。 “走出去”的江苏民营企业中约 １ ／ ３ 采取绿

地投资方式，但一般不包括中小规模民营企业［２３］。
（５）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和提供境外咨询服务

鲁桐指出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和提供境外咨询服

务，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方式之一［１７］２４４。
“走出去”的企业利用海外能源和矿产资源是我国

资源供需失衡的迫切要求，是保证我国资源安全的

重要举措［２４］。 境外资源开发合作已成为中国对外

投资合作发展的亮点，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全球产业

链能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转型［２５］。 ２０１４ 年，江苏境

外资源开发项目 １０ 个，涉及中方协议金额 ２ ２７ 亿

美元，如沙钢投资澳大利亚威拉拉和格兰奇资源，储
备 １０ 亿吨矿产资源，以解决原料需求难题。

三、“海外江苏”国际化模式的战略构想

至此，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江苏对外投资的核心

主体。 ２０１６ 年 １—７ 月，江苏民企出口 ５８０ ９ 亿美

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３２ ８％。 同年 １—８ 月，民企

对外投资项目 ３ ６６６ 家，占江苏省对外投资总量的

６８％；中方投资额 ３４４ ９ 亿美元，占 ７２ ２％；民企赴

“一带一路”投资额同比增长 ７３ ４％。 然而，民营企

业在上述战略联盟与合资、跨国并购、绿地投资、境
外资源合作开发等国际化模式中终究处于弱势地

位。 在“一带一路”大潮中，江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

业需要走出适合自己的国际化模式，以寻找途径更

好地在全球市场中站下脚跟［２６⁃３０］。
“集群出海”成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道路上

的新选择［１］２６，民营企业尤为如是。 纺织行业“集群

出海”的成功践行者即来自江苏，而境外经贸合作

区，作为出海平台，为中国企业“集群出海”又提供

了一种新模式，它将中国企业尤其是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汇聚在一起，形成较强的整体竞争力。 境外经

贸合作区创新作为三大重大工程项目之一，已列入

商务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印发之《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中。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江苏省已有 １８ 家

境外经贸合作区正在建设或已投入运营，其中 ２ 个

国家级、２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 到 ２０２０ 年，江苏将

在“一带一路”国家建设 ５—６ 个园区。
然而，当前我国此类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发挥作

用的同时存在诸多问题，如海外园区基础设施与当

地现有设施配套协调耗时耗资、中外双方理念差异、
磨合困难、承诺难以兑现、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等等，
导致诸多海外园区规模较小、效益较差，甚至出现土

地闲置、生产萧条现象［１］３７。 基于江苏企业“走出

去”现状，为助力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趋势、迎风起帆远航，张阳等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基

础之上提出“海外江苏”的理念与设想，按照国家一

级行政区为单位打造“海外江苏” ［３１］。 “海外江苏”
有助于促使江苏企业由“单打独斗、天女散花”向

“抱团出海、定点开花”转变。 “海外江苏”融入“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由江苏“政、产、学、研、金、文”等
多主体协作，构建江苏走出去协同网络，该协同网络

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共生互长，创造价值。 总体而言，
它依托政府引导、政府提供服务与支持，企业成为建

设与运营的主角，把高校、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等引

入到模式系统中，特别援入中国悠久深厚的文明作

为融合剂和粘结剂；网络中各要素互为依赖、互相作

用，实现个体单独不能实现之效果，发挥“１＋１＞２”的
协同效应。 “海外江苏”协同网络的建构受到利益

内驱力、科技推动力、市场拉动力、政府引导力等驱

动，决定各主体参与协同的意愿大小、动机强度及参

与强度等。 从平台战略的“ Ｃ －Ｏ－Ｇ 框架” ［３２］ 看，
“海外江苏”作为一种平台战略，其协同绩效的实现

主要围绕创造、运作、治理 ３ 点展开，创造平台促使

参与主体产生合作意愿，是基本前提；运作平台形成

协同绩效；治理平台维护协同关系，是保障。 “海外江

苏”具体可表现为江苏海外科技园、江苏海外产业园、
江苏海外文化园区、江苏海外城区的形态，是江苏企

业组团出海的创新创业新平台、江苏海外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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