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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
———目标市场、进入方式与竞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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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历程的基础上 ,揭示了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进程渐进性和双向互动的

发展特征。并针对我国企业战略选择过程中依然存在的跨阶段发展、盲目多元化等问题 ,从海外目标市场选择、进入方式

选择和竞争战略选择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

〔关 键 词〕　国际化战略 ;目标市场 ;进入方式 ;竞争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3637 (2004) 05 - 0222 - 04

　　一、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进程分析 :双向国际化的视角

企业国际化战略 ,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积

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 ,由国内经营向全球经营发展的过程中

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从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基本表现为在

规模上是由小到大 ,在经营范围上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

场 ,在价值链网络上由单一走向复杂。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

实际就是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融合的一个过程 ,具体包括

生产要素方面的联系 ,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 ;经营活动

的联系 ,如研发、供应、生产、营销等方面。因此 ,我们可以将

企业的国际化理解为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 ,即包括内向国际

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层面。

内向国际化活动主要包括技术引进、三来一补、国内合

资合营等 ;外向国际化活动主要包括出口、技术转让、国外合

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等。同时 ,企业内向国际化与

外向国际化之间并不是割裂的 ,而是存在着全过程、多渠道、

多方式的联系 ,企业国际化从初期的技术、设备的进口开始 ,

通过内向的国际经济联系 ,既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

和技术基础 ,又间接将企业与国际市场相连接。另外 ,这种

联系不仅仅发生在初期 ,出口和跨国战略联盟实际上都体现

出内向与外向国际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 Welch 和 Luostati2
nen ,1993 ;梁能 ,1999) 。

中国企业处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经济更加

开放的时期 ,不仅自身要经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过程 ,同时

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本土

竞争。实际上 ,中国的企业是在本土竞争日趋激烈 ,自身不

断发展和变革的前提下 ,来做出国际化战略选择的。结合中

国企业多年来国际化战略发展的实践 ,从企业双向国际化的

角度出发 ,基本可以将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历程划为四个

阶段 ,即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阶段 ,产品出口阶段 ,建立战略

联盟阶段和“走出去”阶段。

1.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企业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 ,开展

了大量的技术引进工作。从企业技术引进的对象来看 ,在

1981 年～1993 年 ,我国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近 363 亿美元 ,

其中 ,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合同金额平均占合同总金额的

78. 2 % ,技术许可合同仅占 10. 3 % ,其他合同金额所占比例

均比较小。另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 ,这种高比重的特征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1991～1993

年成套设备与关键设备合同数平均约占同期合同总数的比

例升至 55 % ,合同金额所占比重升至 80. 4 % (何保山等 ,

1996) 。由此看来 ,企业技术引进过程中重“硬件”轻“软件”

的现象非常明显。成套设备的引进只是形成了一定阶段性

的生产能力 ,并未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从总体上看 ,

我国企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进一步创新重视不够 ,在关

键零配件和关键技术上对国外厂商仍有较强的依赖。

另外 ,从企业技术引进的方式来看 ,20 世纪 80 年代我

国企业主要是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

先进或成熟的技术。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技术引

进方式也进入了复合型阶段 ,外商直接投资、专项贸易、BO T

等方式也被运用到技术引进中来 ,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方

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这一阶段我国企业处于国际化

的初期和准备阶段。一部分重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企

业 ,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 ,同时还具备了一定的技术

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竞

争中。

2. 产品出口阶段

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技

术 ,在此基础上 ,一些企业通过消化、吸收并进行了二次创

新 ,大大提升了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如春兰集团、海

尔等 ,生产出“物美价廉”产品 ,在国际上具有了一定的竞争

力 ,并纷纷通过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就企业的出口行为而言 ,又可以划分为前出口阶段 (开

始对国际市场感兴趣 ,并有意识地收集信息 ,对国际市场进

行调查 ,同时出现不规则的出口活动) 、试验性地卷入阶段
(主要从事间接出口 ,开始小规模的国际营销活动) 、积极投

入阶段 (以直接出口方式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 和国际营销

战略阶段 (以全球市场为坐标制定企业战略规划) 。从这个

划分可以看出企业的出口活动是一个由间接到直接 ,对市场

认识逐步加深、跨国经营经验逐步丰富 ,从而使企业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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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不断扩大的过程 ( Paliwoda ,1995) 。

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而言 ,也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发展的

过程。从经过海外代理商间接出口 ,到在海外设立销售公司

直接出口 ,再到国际营销战略的高度 ,真正把握全球市场的

发展。不同的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 ,往往采取了不同的策

略 ,具体反映在对出口方式的选择上和对品牌的重视程度

上。例如 ,海尔和格兰仕就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海尔进军

海外市场采取了直接出口、创造品牌、营销本地化的方式 ,而

格兰仕则采取的是间接出口、OEM 的方式 ,没有从自己建立

销售网络开始 ,而是选择了为其他知名厂商代工的方式进入

国际市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企业进入产品出口阶段 ,

既是生产加工环节优势的体现 ,又是海外营销网络的发展过

程 ,同时还能够通过迅速反映国际市场需求 ,刺激产品的研

发和技术的提升。因此 ,虽然我们将出口活动归为外向国际

化 ,并强调企业国际化阶段性的特征 ,但实际上它对企业内

向国际化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这充分体现了内向国际化

和外向国际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3. 建立战略联盟阶段

我国的企业处在世界分工体系之中 ,面对国际竞争的环

境 ,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表现为对价值链网络的组织、管理

和控制的能力 ,而不只是企业单体之间的竞争。换言之 ,企

业处在价值链网络竞争环境之下 ,企业间的关系表现为竞合

的特征。产品出口意味着企业初步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但

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的问

题 ,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是如此。因此 ,发展企业

间的合作关系 ,建立跨国战略联盟就成为企业进一步参与国

际竞争的重要选择方式。

对于企业战略联盟的定义很多 ,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企

业间的合作关系 ,即通过战略联盟获得价值链一体化的竞争

优势。蒂斯将其描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伙伴企业为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战略目标 ,而进行以承诺和信任为特

征的合作活动 (史占中 ,2001) 。战略联盟本身是网络型的组

织 ,具有边界模糊、关系松散、机动灵活和运作高效的特点 ,

具体包括研发环节、供应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的联盟。

目前 ,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同跨国公司建立了广泛的战

略联盟 ,包括技术、供应、生产、营销等方面的合作。截至

2002 年底 ,海尔已经同 12 个国外的家电生产厂商建立技术

联盟 ,包括爱立信、东芝、三菱重工、飞利浦、德国迈兹、摩托

罗拉等 ;小天鹅已经同东芝、松下、N EC、宝洁、摩托罗拉等建

立技术合作 ;新飞冰箱同通用电气建立技术联盟。一些家电

企业还同国外厂商建立了营销联盟 ,如海尔集团同日本三洋

签署协议 , TCL 同日本松下和飞利浦签订销售合作协议 ,海

信同日本住友建立市场合作等。建立零部件供应联盟的企

业包括 , TCL 同日本松下、春兰集团同爱默生等。详见图 1。

4.“走出去”阶段

伴随着中国企业自身经营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不断提升 ,

一部分企业走出国门 ,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 ,或者在海外投

资设立研发中心 ,获取先进的技术。这些企业中既有首钢集

团、海尔集团、格力电器、春兰集团、康佳集团、格兰仕集团等

著名的大公司 ,同时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也进入到跨国经营的

行列。

图 1 　部分中国企业同跨国公司战略联盟

资料来源 :作者收集整理。

许多企业从自身实力出发 ,选择了境外加工贸易的方

式 ,即以现有的设备和成熟的技术出资 ,在国外进行加工装

配 ,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和零配件的出口 ,是一种以投

资促进贸易的方式 ,比较适合投资到发展中国家 ,使我国企

业实现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OL I) 三者较好

的结合。同时 ,需要强调的是 ,目前我国企业是以新建投资

为主 ,并有少量并购投资发生 ;同时这些企业一般都具有一

定的所有权优势 (如家电行业、纺织业、轻工业的企业在技术

方面的优势) ;投资的地区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少部分在发

达国家 ;就投资的动机而言 ,主要为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

寻求型 (包括技术、生产能力和网络资源等) ① ,也有少部分

资源寻求型。

总体而言 ,从规模上、投资方式上、投资地区上以及所拥

有的所有权优势水平上多个维度来判断 ,我国的企业仅仅是

在“走出去”阶段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还远谈不上作为跨国

公司在全球一体化、当地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学习”三个方面

进行综合协调 (Bartlett 和 Ghosha ,1998) ,与完全意义上的

“走出去”仍有较大距离。

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评价

纵观我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从对国外技术引进提高生

产能力和技术能力开始 ,到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进行偶然和

零星的出口活动 ;再伴随着出口的增加 ,企业获取和掌握了

更多的海外市场知识 ,出口活动开始通过海外代理商逐步稳

定下来 ;随着海外业务进一步扩大 ,就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销

售子公司 ;伴随着进一步发展 ,企业结合自身的所有权优势、

区位优势以及全球分工的考虑 ,不断延伸现存的价值链 ,开

始同海外公司组成战略联盟或进行直接投资 ;最终目标是成

为真正意义的跨国公司 ,融入世界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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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发展是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的一个显著特征 ,

具体而言 ,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以下两条演变路线 :一是市

场区位的演变 ,国内市场 ———周边及发展中国家市场 ———发

达国家市场 ;二是经营方式的演变 ,技术引进 ———出口 ———

战略联盟 ———走出去。现实中我国许多成功企业在国际化

的进程中也都无形中遵循着这一过程 ,例如海尔的国际化战

略历程。

另外 ,透过一些企业在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失误 ,也可以

从反面来映证渐进性国际化战略的现实性。一些企业在国

际化的进程中选择了跨阶段发展战略 ,但结果不甚理想 ,不

得不做出一定的调整。如嘉陵摩托在 1993 年 4 月就进入美

国市场 ,与美国 TNC 国际公司合资组建嘉陵摩托车 (美洲)

有限公司 ,但是在美国市场上连年亏损 ,并接近破产边缘。

从 1998 年起 ,嘉陵摩托美洲公司将视线转移到拉美市场 ,先

后投资 200 万美元 ,在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等国设

立加工装配厂 ,以其产品质量较好 ,价格相对便宜 ,迅速打破

日本厂商的垄断格局 ,开拓了拉美市场 ,并扭转了嘉陵摩托

车 (美洲)有限公司亏损的局面。同时 ,在墨西哥和巴西等地

的装配厂也在筹建之中。还有一些企业超越现阶段自身的

实力 ,在海外盲目地进行多元化投资 ,全面出击 ,进入自身不

熟悉的领域 ,不仅海外投资失败 ,并影响到国内业务。

总体上看 ,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进程中表现出的渐进性

特征是与当前国际竞争本土化和自身实力相适应的。

三、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通过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评价 ,我们发现其中存在

的和将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下面主要从目标市场、进入方式、

竞争战略选择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1. 从边缘到中心 :海外目标市场的选择

海外目标市场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在

众多国家中选择某个或某些国家作为目标市场 ;二是在一国

众多的子市场中选择某个或某些作为目标市场。“需求”是

海外目标市场选择不变的主题 ,一个可选的海外目标市场应

基本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 ,具备没有满足的需求 ;第二 ,本企

业有能力满足这一需求 ;第三 ,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获得一定

的经济效益 ,不能因为“虚名”、“冲动”而做出无利可图的决

策。

透过上文嘉陵摩托海外目标市场选择的过程 ,我们可以

加深对上述理论的理解。在这失败与成功之间 ,关键是企业

海外市场需求的判断。

结合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 ,目前企业的产品能够更

好地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 ,在技术的适用性上更

强。同时 ,从动态的角度看 ,在企业实力得到积累的前提下 ,

国内企业也可以将目光转向发达国家 ,去满足更高层次的需

求。因此 ,“从边缘到中心”“农村包围城市”可以说是海外目

标市场筛选过程中的首选之策。

海尔集团就是这一策略的实践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开始 ,它就分别在印尼雅加达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海尔保

罗工业区 ,在菲律宾成立了菲律宾海尔 L KJ 地区有限公司 ,

在马来西亚成立马来西亚海尔有限公司 ,同时还在印度、巴

基斯坦和南斯拉夫等地投资。伴随着各方面实力的增强 ,海

尔又将目光移向了发达国家。2000 年 3 月美国南卡州海尔

工业园竣工投产 ;2001 年 6 月 ,又收购了一家意大利电冰箱

厂 ,首次实现白色家电跨国并购。

目前 ,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已经成为众多企

业投资关注的焦点。力帆摩托进军越南市场 ,并占到 60 %

的市场份额 ;康佳集团在印度建立彩电组装厂 ;格力电器在

巴西建立空调生产厂等。此外 ,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也加入了

这一行列。如英雄金笔厂在南非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年销

售额达 60 万美元 ;民营企业无锡宝南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在

泰国兴建曼特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主要产品票证印刷机

和表格印刷机在当地市场占有率近 40 %。另外 ,值得强调

的是 ,当前在巴西、埃及、南非等地的通讯、汽车零配件、数码

产品市场上都蕴涵着巨大商机 ,成为国内企业新的海外目标

市场。

2. 循序渐进 :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

就国内企业而言 ,缺乏对于海外市场竞争情况的了解以

及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匮乏是困扰其海外扩张的主要瓶颈。

因此 ,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上 ,就采用了渐

进性的策略 ,从低风险、低控制的进入方式 ,逐渐向高风险、

高控制的进入方式过渡。详见图 2。

图 2 　海外市场进入方式演进

目前 ,国内企业基本上是沿着上述轨迹 ,由国际贸易为

先导 ,然后再分阶段、分步骤的将生产、销售和研发环节向外

拓展。其中 ,对于在海外建立子公司 ,有的企业采取新建的

方式 (绿地投资) ,还有的企业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例如 ,

康佳在 1995 年以前 ,其产品几乎全部采取外方代理出口的

方式 ,而自 1996 年以来 ,康佳在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南

非、中东等地设立自己的销售机构。1998 年开始 ,康佳陆续

在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进行海外生产型直接投资 ,建立彩

电组装厂。

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 ,贸易方式 (间接出口和直接出

口)仍然是进入海外市场的首选。该方式具有风险小、成本

低、见效快的特点。在运用贸易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过程

中 ,应该逐步向直接出口过渡 ,这不仅有利于控制出口渠道

和出口产品的价格 ,同时还有利于及时掌握海外市场信息 ,

积累国际营销经验 ,培养国际经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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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他总是用自己已有的心理图式去同化对象世界 ,在同

化无法进行时 ,又总要通过自我调节重新建构自己的心理图

式 ,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同化。人的自我修养实质上就是通过

不断的自我调节来完善自我并进而同化和改造世界 ,这种同

化和改造就包括对审美对象的同化和对审美意蕴的不断发

现。正是在同化和调节的过程中 ,主体不断摆脱对象客体的

限制 ,突破主客体对立的局限 ,从而进入一种精神世界中自

足的纯粹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状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

的“内审美”理论是其前期“自调节审美学”理论的发展与深

化。所以说 ,王建疆教授所提出的“内审美”理论既是一个全

新的理论命题 ,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美学的突破和对审美范

畴的扩展 ,是对人们审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又是在自己前

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继续深化与发展。它为我们处于困

境中的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在挖掘我们本

民族的美学思想资源 ,重新建构我们本民族的美学体系的过

程中 ,其理论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建立在修养论基础上的作为中国传

统美学思想识别标志的修养美学 ,他对近年来的国内美学研

究热点“生命美学”提出商榷 ,提出了“超越生命美学”的主

张。指出 :所谓的中国古代美学史是一部生命美学史的说法

只不过是对西方强调世俗化、感性化、直觉化的生命冲动的

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的生吞活剥和生搬硬套。这样就更加

凸现出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修养论特点和超越生命的特点。

此外 ,他还进一步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他认为 ,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构成有三个部分 :老庄思想对

自然的玄化、六朝时期对于自然的情化 ,禅宗对于自然的空

灵化 ,从而建构起了他自己独特的意境理论。朱立元先生对

此评论说 :“建疆把对儒道释修养和境界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到了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的生成问题和艺术的结构生成问题

上 ,从而将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把他的

境界审美研究落到了实处 ,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

总之 ,王建疆教授的这部新作是他近年学术研究的新成

果的体现 ,其视角的独特和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方面

的创新具有独辟蹊径、开拓新阈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 ,朱

立元先生在序中一再强调“其思路的创新是特别值得一提

的”。

注　释 :

①②李泽厚 :《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21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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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4 页)外市场的过程中 ,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即在海

外建立“专业性”市场 ,形成中国企业“集群”。1998 年 7 月 ,浙江民

营企业在巴西里约市繁华的圣保罗商业区 ,建立 4000 平方米的“中

华商城”。1999 年又先后兴建俄罗斯的“海宁城”、南非的“中华门”、

尼日利亚的“中华商业中心”、匈牙利的“中国商城”。此外 ,还在美

国、荷兰、阿联酋、乌克兰等地兴建了专业市场。实际上 ,“专业市场”

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抢摊海外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并逐渐

取代了犹太人在南美市场的垄断地位。

3. 利基战略 :海外市场竞争战略的选择

企业自身的实力是参与国外企业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国

内企业本身也是一个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变迁过程。

这一变迁过程 ,常常是以产品市场的突破表现出来 ,换言之 ,

就是产品从走出国门 ,进入国外市场 ,到占领当地市场 ,再到

全球资源的优化组合和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背后

就是国内企业价值链的嫁接、延伸和扩张的变迁 ,关键在于

选择好突破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 ,利基战略常常

是一种有效突破国外市场的竞争战略。

利基战略是以专业化战略为基础的一种复合战略 ,可以

看成企业跨国经营 ,并不断成长壮大的竞争战略选择。“利

基”对应的英文单词是“niche”,原意为佛龛 ,美国学者用来借

喻日本企业的一种市场缝隙战略 ,中国台湾学者译为“利

基”。该战略的实质就是结合自身优势 ,寻找市场缝隙 ,集中

力量进入 ,专业化发展 ,并成为领先者 ,实现市场渗透 ,同时

建立各种壁垒 ,不断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例如 ,海尔集团在美国市场上就恰当地运用了利基战

略 ,它并未直接向 GE、惠尔浦等企业占优势的 200L 以上的

大型冰柜发起攻击 ,而是在美国市场开发出了从 60L 到

160L 的各种类型的小型冰柜和设计新颖的酒柜 ,然后再考

虑市场的全面渗透。目前海尔的此类产品已经在美国市场

上占有 50 %以上的份额 ,并据此进入主流分销渠道。再如 ,

格兰仕的微波炉制造、万向集团的万向节生产 ,都成功地运

用了这一战略。同样 ,这一战略选择对广大中小企业的跨国

经营更具借鉴意义。

注　释 :

①邓宁将国际投资的动机划分为四种类型 :资源寻求型、市场寻

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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