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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由全球化智库（CCG）研

究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唯一的“企业国

际化蓝皮书”，自 2014 年起连续四年发布。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由原国家外经贸

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 主席龙永图

先生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河仁慈

善基金会创办人曹德旺先生作序，CCG 主任王辉耀博

士、CCG 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该报告从多维度分析、

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企业

当前所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全书由总报告、评价篇、调查篇、专题对策篇、案

例篇和附录六个部分构成。

总报告分析了 2016~2017 年全球对外投资与中国

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与特点。企业全球化课题组收集并

整理了 2000 年至今的近 3000 个中国企业“走出去”

案例，在系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中国企

业全球化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另外，课题组针对

2016~2017 中国企业“走出去”突出表现的六个方面

的问题，即“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走

出去”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跨境电商初

“出海”风险高；“走出去”的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

转型难题；“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海外产业园

区模式亟待完善等提出了合理、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在评价篇，课题组以跟踪收集的 300 家跨国经营

的中国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构建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评

价体系（2017），通过对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量和质开展

全面考察，推介出 2017 中国企业全球化 50 强榜单。

此外，我们在分榜单中也推介了 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

化新锐 50 强榜单、2017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十强榜单、

2017“一带一路”十大先锋企业榜单、2017 中国企业

全球化创新推荐奖、2017 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奖、2017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杰出贡献奖。

调查篇，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企业采访和举办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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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等形式，收集了企业问卷 1200 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910 份。主要围

绕企业海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和投资特点、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

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愿和实际

情况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中国企业 2017 年度海外投资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

专题对策篇深入探讨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如何强化

企业的合规经营，提升企业海外经营的可持续性；如何合理布局“一带一路”，

推进“国民共进”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去等问题，课题组邀请协助中

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专业律师，深入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迈过海

外风险，如何解决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知识产权问题等方面，为中国企业全

球化发展从多角度提供研究参考。

案例篇提供了吉利汽车、中国建材集团、福耀集团、携程、光大控股、

华坚集团、河钢集团、宝时得科技、盈创建筑科技、APUS 等 10 家在全球

化发展方面的经典案例，为“走出去”及将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借

鉴参考。

最后，在附录部分是全球化智库（CCG）收集统计的 2016~2017 年对

外投资事件，为读者全面了解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帮助。我们希望本报告

对推动中国企业高水平地进行全球化发展发挥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作用。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砥砺前行实现了“十三五”的良

好开局。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飙升 44%，稳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在净资本输出的道路上开始阔步前行，在带动中国产品、技术、装备以及服

务“走出去”的同时惠及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可以说，中

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更富韧性，“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

当然，任何国家的企业全球化发展都不是一路平坦的，对于中国企业

来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外监管环境趋严的大背景下，我们预测，

2017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体将回归谨慎，非战略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

酒店、娱乐等领域的投资将会下降。政府更支持实体业务、高新技术、投资“一

带一路”沿线国等战略性海外发展，将鼓励既可推进产业升级、又可提高核

心技术、塑造品牌效应、获得国际认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行为。

CCG 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观察者、研究者和推动者，将持续跟

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进程。希望本报告能为中国企业明晰对外投资战略、

准确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提供指导和借鉴，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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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2017), co-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is the only blue 
book on this topic in China, and it is the fourth version since 2014.
The Report, prefaced by Mr. Long Yongtu, the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and 
Chairman of CCG, and Mr. Cao Dewang, Chairman of Fuyao Glass Industry Group, 
founder of Heren Charitable Foundation, and Senior Vice Chairman of CCG, is 
edited by Dr. Wang Huiyao, CCG President, and Dr. Miao Lv, the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CG.
The Repor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2017) summarizes the best practice 
in multiple aspects of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global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which the report proposes 
policy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problems and control the risk Chinese 
companies are facing in foreign markets. 
The report consists of six parts, which are General Report, Evaluation Report, 
Investigation Report, Special Issue Report & Policy Recommendation, Enterprises 
Case Studies and Appendixes. 

The General Report, as the first Chapt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global FDI and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and identifies the major trends and 
features. The findings are based on more than 3,000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ollected since 2000, aiming to present a full picture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nowadays.
Furthermore, the Chapter One proposes solutions to address six major barriers Chinese 
companies have encountered while investing abroad between 2016 and 2017, including 
difficulties for SMEs to acquire financial resource to go global; emerging risks in 
the countries or project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s; rising compliance 
requirement on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ing abroad; higher risks fac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difficulties to transform conven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to high-e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flaws in the models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Evaluation Report includes seven ranking lists of Chinese companies for their variou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going global, such as “Top 50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global” . The ranking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CCG collected from over 300 
Chi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global business presence and generated using CCG’s 
self-established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vestigation Report,  bases on collected from Chinese business executives through 
survey, interview and forum discussion. We received 1,200 filled survey and 910 of 
them yield valid results. This chapter presents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 
outbound investment and future trend, focusing on the issues including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outbound investment, major challeng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desire 

Abstract



4

and practice of investing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Special Issue Report, singles out some issues key to Chinese companies’ global 
expansion, such as how to enhance their compliance capabilitie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verseas market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return 
of profit on their investment abroad; and how to push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eport shares the insights of professional legal counselors about the 
issues such as how to avoid overseas investment risks and how to protect IPR. 
Enterprises Case Studies chapter, selects the stories of ten Chi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globalization, such as Geely Automobile,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 Group Corporation, Fuyao Group, Ctrip, China Everbright 
Limited and Huajian Group, HBIS Group, Positec, APUS, Winsun with the hope to 
inspire more Chinese companies to seek global expansion. 
Appendixes part lists all the major events of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between 
2016 and 2017, to help Chinese companies track the progress of globalized 
development. 
Facing challenging and complica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China’s economy 
have moved forward throughout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d a good start for its 13th 
Five-Year Plan. In 2016,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soared to 44% comparing that 
in 2015, ranking the second largest investor in the world. And China therefore began 
to stride forward in the way of a net capital exporter, which, together with Chinese 
products, techniques, equipments and services, makes it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gines of world’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become 
more resilient in globalized development, and more determined when they are in the 
way of going global.
Chinese enterprises’ path to global market is certainly not always smooth, and CCG’s 
research shows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will be more prudent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readjustment of China’s economic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s. It’s predictable that some investment 
projects will shrink, such as the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hotel and entertainment 
will be slowed down,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the 
strategic overseas development such as entity business, hi-tech industries and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encourage the oversea investment which 
will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enhance the core technology, brand strategy, gain 
international reorganization, and increase the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CCG, the observer, researcher and promote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will follow up the course of the route and changes, and hopes this report will provide 
a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 making clear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correctly grasp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hile going abroad, 
and making relevant policies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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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2017 年全球对
外直 接 投 资 的 现 状 与
特点

（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对外直接投资

小幅回落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复苏之路崎

岖。与 2015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强劲

上扬之势相比，2016 年出现了小幅度回落，

全年同比下降了 2%，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降至

约 1.75 万亿美元（见图 1）。

图 1  2012 ～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FDI）

（二）全球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小幅上扬，

亚、欧和北美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
2016 年，全球整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

流入量持续增加（见图 2），与 2015 年相比

上升 7.3%，超过 1 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

接投资流入量的 59%。与此同时，对发展中经

济体的投资结束了 2012 年以来的持续上升走

势，2016 年严重受挫，回跌至 2012 年以来的

最低点 6460 亿美元。转型经济体的外资流入

量则在 2016 年增长了近一倍，达 680 亿美元。

图 2  2010 ～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对比图

如图 3 所示，2016 年欧洲区域获全球直

接投资流入量最多，占投资总额的 33%，其

中跨国并购推动的股权投资行为成为最大拉

动力。之后依次为亚洲占比 28%、北美占比

26%、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共占比 9%、

最后非洲占比 4%。

图 3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区域分布

相比 2015 年，北美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

投资额持续增长了 6%，达 4248 亿美元。而欧

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外国直

接流入量在 2016 年都稍有下降，其中投资流

入欧洲 5330 亿美元，比 2015 年下降 6%；亚

洲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跌至 4427 亿美元，

下降了 15%；流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和

非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量趋势平稳，但在全球投

资整体回落的背景下出现小幅下降。（见图 4）。

图 4   2012 ～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区域图

（三）美国稳居全球最大对外投资来源国，

中国对外投资飙升 44%，成全球第二大

对外投资国
从 各 国（ 地 区） 对 外 投 资 情 况 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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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较 2015 年稍

有下滑，但仍以 2990 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

2016 年中国大陆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 1830

亿美元，同比猛增 44%，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稳居全球第二大投资国；2016 年荷兰则以

1740 亿美元超越日本居全球第三（见图 5）。

图 5   2015～2016年全球对外投资前10大来源国（地区）

从对外投资目的国（地区）来看，美国

2016 年吸引对外直接投资 3910 亿美元，毫

无悬念居全球最大对外投资目的国（地区）

榜首。英国则成 2016 年的最大黑马，在多个

大型跨国并购交易的推动下，全年吸引投资

额从 2015 年的 330 亿猛增至 2540 亿美元，

增幅超过 600%，荣登全球第二位；而中国大

陆利用外资有回落迹象，小幅下跌 2%，但仍

高于中国香港居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国

（地区）第三位。（见图 6）。

图 6   2015～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前10大目的国（地区）

（四）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服务业，

制造业上升较快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行业来看，

2016 年以金融、商贸及通信行业为主的服务

业占比虽下落至 51%，但仍处在领先位置。

在电气和电子产品、食品及烟草等行业的大

宗跨国并购交易带动下，41% 的资金流向制

造业，农业仅占 8% 仍处低位，这是由于初

级商品价格低，导致原材料、能源产业的跨

国企业海外投资继续收紧（见图 7）。

图 7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行业分布图

（五）全球对外投资模式主要以并购为主，

绿地投资增长乏力
2016 年，全球跨境并购增长 18%，达

8690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全球并购投资

在第一、二、三产业都有所回升。特别是在

电力，食品与饮料，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跨

国并购十分活跃。制造业连续两年占据全球

并购的主导地位。在服务行业中，运输与仓储、

娱乐、房地产领域出现跨国并购高潮，增速

分别为 34%、71% 和 116%。

与并购投资相比，绿地投资增长乏力，

2016 全球年绿地投资额为 828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7%。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绿地投

资下降 9%，投资额跌至 2920 亿美元，生产

性投资略显不足。与此同时，全球对第一产

业的绿地投资增加到了 540 亿美元；对服务

业的投资增长了 15%，至 48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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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6 ～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对比图 

（六）国际投资政策发展趋势仍是加深自

由化与便利化
2007 ～ 2016 年，全球出台的对外投资

政策数量持续增加。2016 年全球 58 个国家，

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共 124 项，较

2015 年增长 25%，达到自 2007 年以来的最

高数值；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 84 项，

占比 68%，显示国际投资政策仍在向自由化

与便利化发展。此外，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

数量也有所增加，共 22 项，占政策总量的

18%；中性政策为 18 项，大约占 15%。

2016 年尽管全球投资政策整体趋向自由

与便利化，但是个别发达国家也正在收紧外

商投资规定，对外投资加强监管和限制措施

也在增加。而从 2016 年的中国投资目的地来

看，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市场。东

道国的投资限制壁垒增加，加大了中企对外

投资的不确定性。

二、2016 ～ 2017 年中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
状与特点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上半

年企业“走出去”表现活跃，下半年海外

投资趋于放缓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 10 年持

续增长。2016 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了 1701.1 亿美元，是 2006 年的 8 倍（见图 9）。

根据 CCG 的统计，2016 年 1 ～ 6 月中国企

业海外并购共 456 宗，而 7 ～ 12 月并购笔数

降为 316 宗。整体呈现上半年海外投资活跃，

下半年开始逐步放缓的态势。

图 9   2006 ～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 10 年增长

2016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井喷式增长

逐步出现放缓的迹象，主要是 2016 年下半年

我国政策转向变化加快，审批、资金监管趋

严和部分发达国家收紧外资准入所导致。但

整体来看，2016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依旧创

下历史新高。

（二）对外投资区域分布多元化，对美投

资规模增长近一倍
从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看，中国企业海

外投资集中于欧洲、北美与亚太区域，比重

分别为 35%、29% 和 25%。其中，中国企业

在欧洲投资 221 起，投资金额 1114 亿美元；

在北美投资 175 起，投资金额为 908 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亚洲投资 148 起，投资金额 602

亿美元（见图 10）。

图 10　2016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域分布图

根据 CCG 的数据统计，2016 年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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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美投资 156 起，投资总金额达到 850.16

亿美元，与 2015 年相比，分别同比增长了

21% 和 76%。而受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后的

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从 2017 年上半年中国企

业对美投资的情况来看有趋缓之势。与 2016

年上半年 1 相比，投资笔数与金额分别下降了

60% 和 75%。

图 11 2014 ～ 2017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案例

数和投资金额

中国已超过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最大贸

易伙伴。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以并购为

主要进入方式，通过投资美国企业以提升中

国企业知名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为

主要投资动力。

（三）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

在投资占比中不断攀升
2016 年“走出去”主体呈多元化发展，

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上表现积极，成为海外

投资的生力军。根据 CCG 的统计，2016 年

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金额虽呈现小幅下滑，但

投资数量达到 395 笔，依然超过 2015 年总

投资数量（见图 12）。

图 12 2006 ～ 2016 年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状况

1　根据 CCG 的统计，2016 年上半年，中国对美

投资 112 起、投资金额 446.71 亿美元。

从总体趋势来看，2017 年随着国家对海

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审核进一步加强，机制灵

活的民营企业的投资额将有望超过国企，成

为“走出去”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民营

企业海外发展在审批程序、外汇出境限制、

境外并购贷款、对外投资法律障碍等方面，

依然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问题和困难。

（四）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主，并购规模再

创新高
从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

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2012 ～ 2016 年跨

国并购案例宗数持续增加。2016 年再创新高，

总量达到 772 起（见图 13）。 

图 13 2012 ～ 2016 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分析图

中国企业以获得优质资源、知名品牌、

先进技术或是全球化销售渠道为主要目的，加

快全球产业链布局。在全球绿地投资增长乏力

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绿地投资规模也有所下

降，绿地投资多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区域，寻求

技术与世界接轨。智能制造发达的德国，备受

中国企业的青睐。2016 年中国成为德国主要

绿地投资来源国。中国对德国的绿地投资排名

第一，项目达到 26 个，创造就业岗位 331 个。

中国企业在德国的绿地投资首选机械制造业与

汽车业，其次为可再生能源与环保技术。

（五）制造业领域海外投资势头增长强劲，

中国造标准输出成亮点
从 2016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领域来

看，制造业海外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占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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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比重的 1/3 以上。特别是重视对欧洲等发

达区域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信息技术、计

算机服务、软件业的投资占比为 11%，比

2015 年上升了 3%。另外，2016 年中国企业

对海外房地产的投资热情有所回落，由 2015

年的 12% 降到了 5%。

图 14  2016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图

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

动转型，海外投资也从能源类投资向高端制造、

品牌和技术类投资转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同时，开始注重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

另外华为、中兴等企业也开始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以能

源和基建为主，中国科技逐步走向“一带

一路”
2002~2017 年 6 月底，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投资规模上，中国企业的投资集中在 1

亿 ~10 亿美元，投资案例数高达 808 起。其

次是 1000 万 ~1 亿美元，投资案例数达 411

起。在 2015 年以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投

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和制造

业，2015 年以后，虽然对传统产业的投资仍

然占主导优势，但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等行业的投资明显上升。根据商务部数

据显示，2017 年 1 月～ 9 月，我国企业对“一

带一路”国家投资约 9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 4%。相信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全面

展开实施，不论是投资环境还是投资领域，

都在不断优化、持续升级。

（七）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视全产业链

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
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为获

得海外先进的研发技术、知名品牌、高端人

才、海外资源、市场渠道、先进的管理经验

等。中企全球化发展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输出，更是全产业链上的全面发展布局，以

提升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国际化水平为抓手，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随着更多的

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在全球范围内战略布局、

调动资源配置等企业活动将逐步增多。加速

全产业链上的全球化发展，是中企在全球竞

争中脱颖而出的战略之一。

（八）中企海外经营重视本土化战略，企

业经济收益与当地社会发展形成共赢
2016 年，CCG 对企业海外投资本土化发

展问题做了相关调查。在“企业在东道国的经

营时对当地企业的依赖程度”调查项中，68%

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与东道国企业存在“一般

依赖”或是“非常依赖”关系；另外，在“企

业在东道国是否有当地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调

查项中，67% 的企业回答“有”，20% 的企

业正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而在“企业

在东道国的主要合作伙伴”调查中，超过一半

的企业认为“与当地民营企业”合作是首选，

其次是与当地合资企业、当地的中国民营企业、

当地的国有企业、外国独资企业、或是中国国

有企业合作。2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多数中

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开始重视本土化

战略发展，重视与当地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九）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

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力
CCG 于 2016 年对“走出去”的企业面

临的风险调查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

2　 王 辉 耀、 苗 绿，《 中 国 企 业 全 球 化 报 告

2016》，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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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

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因

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

难获得成功。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选择“抱

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

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

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

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

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十）中国企业海外品牌与影响力上升，

“软实力”竞争意识增强
CCG 针对 2016 年对 200 家“走出去”

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

的主要驱动力，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素

的 43%，企业海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

提升。

图 15   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品牌

战略意识随之加强。目前，国家电网、工商

银行、腾讯、海尔、中国移动、华为、联想

等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形象，3 提

升了自身知名度与国际竞争力。接下来，中

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有意识的通过打

3　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 发布的

2016 年度《世界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中国在 2016

年有 36 个品牌上榜，较 2015 年增加 6 个。

造全球知名品牌，收购海外知名品牌，向全

球价值链高端延伸，在提升产品“硬实力”

的同时打造品牌“软实力”，是提高中国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

三、2016~2017 中国企业
全球化发展面临的六大
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

风险显现
1. 问题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

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

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

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

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

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

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

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

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

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

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

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2. 原因分析：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尚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 “走出去” 企业海外经营管理方式与全

球化形势不相适应。 

第二，“一带一路”项目资金需求量大，

融资结构复杂，再加上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

融资供需不协调；沿线国家多处于“工业化”

初级阶段，金融市场不稳定、政府资源有限，

投资项目风险高，单纯的商业性资金难以给

予充分支持。

第三，企业人才储备和中介服务机构等

软实力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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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

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

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

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

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

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

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

（2）政府：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

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

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

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

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

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

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

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3）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

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

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

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

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

金融工具。

（二）“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

国内外监管趋严
1. 问题现状：国内外提高对“走出去”企业

的合规审核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

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4。从 2016 年 11 月至今，

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

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

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

的重要原因。2016 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

销量再刷新高，共计 769 宗，约 8420 亿美元。

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

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

4　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

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

中国国有企业。

2. 原因分析：

首先，部分企业法律服务应用意识不强，

对尽职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其次，部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非理

性和盲目性。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盛行，很多国

家制定了安全审查 5 和反垄断制度。

第四，部分第三方服务机构国际化水平

不高，国际化法律人才不足。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

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

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

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

(2) 政府：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

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

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

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

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

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

（3）律所、行业协会：中国律师事务所

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

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

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

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

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

委员会。

（三）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

难多
1. 问题现状：我国跨境电商崛起迅速，但海

外发展遇瓶颈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

5　以美国为例，其对外资收购的监管包括由美反

垄断机构组织实施对所有收购活动的反垄断审查监管；

由美国证券委员会实施的对收购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外

资收购美国公司的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对重点行业根据

专门的并购立法进行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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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

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

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

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

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

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

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

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

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2）原因分析：

首先，跨境电商销售方式成为传统销售

方式的一大挑战。

第二，物流清关报税体系不成熟。

第三，商品售后体验效果不乐观。

第四，跨境电商监管问题突出。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

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

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

务监督能力。

图 16   2017 年中国海淘用户消费影响因素分布图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16-2017 中国跨境电商市

场研究报告》。

（2）政府：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

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

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

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

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

（3）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

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

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

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

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

高清关速度。

（四）“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

转型难题
1. 问题现状：中国制造业“走出去”面临“大

而不强”的局面，亟待转型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 2010 年起

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

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

是亟须突破的瓶颈。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成

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

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

失；传统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向“高端智能化”

转型升级的诸多瓶颈。

2. 原因分析：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成本高、

研发投入和人才供给不足

首先，我国制造业产出效率不高，降低

产品附加值水平。 

第二，由于欠缺核心部件，制造业生产

成本偏高。

第三，欠缺科技研发投入，制造业研发

人才供应不足，整体研发水平低下。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

抢占“ 制造业 +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

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

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

打造“世界品牌”。

（2）政府：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

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

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五）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境
1. 问题现状：海外产业园区空心化现象

凸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



09

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同时，合作区

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

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

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

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

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

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

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

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

有集聚效应的项目；同时，对东道国法律、

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

查不足、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资水平

有限等问题表现突出。

2. 原因分析：

第一，海外工业园区建设周期长，所需

资金量大，招商难、短期内盈利困难。

第二，海外园区建设缺乏专业人才。

第三，发展模式“封闭化”，特别是民

营企业建设型海外园区更容易遇到各类“水

土不服”的现象。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

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

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

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

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

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

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

（2）政府：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

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

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

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

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

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六）“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1. 问题现状：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

瓶颈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随

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

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

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

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 300 多家

企业样本中，95% 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

严重缺乏；65% 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

担保难、融资难。

2. 原因分析：

第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导致

现阶段我国“走出去”的中小企业融资形式

单一，融资渠道十分狭窄。

图 17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分析图

第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健全。

第三，中小企业申贷门槛高。

第四，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对国

内市场环境不熟识、对交易对手不信任等原

因，很难获得有效的境外信息。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

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

持自觉性，依法建帐，构建信用强企。

（2）政府：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

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

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

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

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

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

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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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构。

（3）相关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为

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

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 +”的思维、

“互联网 + 金融”、“互联网 + 信用”“互

联网 + 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

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

务体系。

四、中国企业全球化          
评价体系

全球化智库（CCG）历经四年的研究与

不断修正，为如何评价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

提供了综合性评价体系。按“走出去、走进去、

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海外发展路径，以中国

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共创、共赢为原则，甄选

了五项评价要素即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

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企业社会责任全

球化。

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要素概观图

在评价体系的研究路径上，首先，在理

论研究方面，从企业战略论、本土化理论、

市场营销论、国际人才论、CSR 论以及其他

相关理论为基础， 甄选出影响企业全球化发

展的五个要素，即战略全球化、绩效全球化、

市场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以及 CSR 全球化。

另外，在数据收集方面，我们沿用前两年的

数据收集方式，通过向“走出去”的企业发

放问卷调查，采访负责国际业务发展的相关

企业负责人，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

和企业界人士共同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相关问题等方式，收集了 300 家跨国经营

的中国企业数据。同时，通过相关企业官网、

企业年报、CSR 报告等收集二手资料。并将

2016 ～ 2017 年上半年发生的企业海外并购

事件、绿地投资事件、与其他外国企业的合

资联盟事件，或是企业海外商业活动中具有

影响力的事件等加入本年度的调整项中，最

终综合评选出 2017 年度中国企业全球化 50

强榜单。

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路径

五、智库推荐：中国企业全
球化榜单

（一）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 50 强推

荐榜单
全球化智库（CCG）企业全球化研究课

题组，在收集整理 300 多家有代表性的“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与信息，

依照“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评选，以

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

场全球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五项要素，

综合评选出“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 50 强”。

本次采集数据节选时间段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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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企业 排名 企业

1
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
26 万向集团公司

2
中国中化集团公

司
27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联想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8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4 海尔集团公司 29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

5
华为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30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6
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
31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7
美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2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8
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
3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9
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
34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10
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5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1
潍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2
海航集团有限公

司
37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13
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
38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
39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15
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40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16
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4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
42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18
中国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
43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19
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
44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20
TCL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5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1 国家电网公司 4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2
复星国际有限公

司
47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23
腾讯控股有限公

司
48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4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
49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
5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新锐 50

强推荐榜
全球化智库（CCG）企业全球化研究课

题组，通过收集和研究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案例，根

据新闻性、创新性、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等多

项标准评选，通过专家评审，甄选出“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新锐 50 强”。这些企业在

所属行业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在过去一年

中成功运作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突破性和创

新性的海外投资项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新生力量。它们积极走出国门并能够在国

际市场上立足将鼓励并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

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

企业 企业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山海昆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弘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富控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汇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正堂置业有限公司

晶门科技有限公司 易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控股有限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康桥资本（C-Bridge Capital）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注： 按企业名称拼音排列，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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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分榜推荐
1. 2017 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十强

本榜单主要参考跨国并购金额以及跨国

并购的影响力这两项指标评价，统计数据来

源于各个上市公司公告及其他公开资料。有

的企业实施了跨国并购，但因未披露交易金

额，所以未纳入本年度榜单的统计中。数据

选取的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

不在此范围内的并购不纳入计算，国际的基

金股权投资也不纳入计算范围。

                    单位：亿美元

企业
并购

金额
企业

并购

金额

1
中 国 化 工 集 团

公司
430 6

腾讯控股有限购

公司
86

2
中 国 投 资 有 限

责任公司
138 7

海航集团有限公

司
65

3
万 科 企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116 8 海尔集团公司 55.8

4
渤 海 金 控 投 资

股份有限公司
104 9

上海巨人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44

5 国家电网公司 90 10
美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0

2. 2017 年“一带一路”十大先锋企业

“一带一路”十大先锋企业榜单，是从

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中选出。

根据企业对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加快“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

的贡献度，以及对“一带一路”投资带来的

中国企业在亚洲的影响力提升度进行评选。

它们不仅开辟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版图，

而且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带动性和引

导性，是走进“一带一路”的先锋力量。

企业 企业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注： 按企业名称拼音排列，排名不分先后。

3. 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杰出贡献奖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致力于汽车安全玻璃和工业技术玻

璃生产的全球领先企业。截止 2017 年 6 月，

福耀海外收入持续上涨，增幅 17.78%，占总

收入比例超 34%。同年 8 月，公司发表公告

称拟出资 30 亿元成立“福耀国际”整合海外

业务，集中资源为未来境外业务的独立发展、

资本市场活动的扩大创造空间，进一步推进

品牌国际化进程。

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

工厂于去年在美国正式投产，福耀玻璃新增

投资的德国与俄罗斯工厂现进入规划流程，

北美配套公司也稳步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众

多新增长点正推动公司的全球网络逐渐成型。

福耀玻璃自 2011 年“走出去”参与全球

汽车产业供应链建设，期间创下中国制造业

对美最大投资交易记录；理性面对和解决不

同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与反倾销政策的挑战，

为中外企业间的经贸合作起到了模范作用。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中国中车实现创收 2297.22 亿

元，合并资产 3383.11 亿元，新签订订单额

为 2626 亿元。截止 2017 年 8 月，中车已相

继获得美国、印尼、捷克、肯尼亚、印度、

泰国、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订单，铁

路装备产品面向全球输出；此外，中车的海

外业务也在不断升级扩增，陆续成立了北美、

拉美海外区域公司，逐步实现“资本 + 技术

+ 服务 + 管理”新型出口模式的应用。

2017 年 4 月，中车继费城、波士顿、芝

加哥和马来西亚后在北美市场再下一城，与

洛杉矶交通局正式签署地铁车辆采购合约，交

易金额达 44.5 亿元。以 85 亿元中标的芝加哥

地铁车辆订单，是中国迄今为止向发达国家出

口的最大一笔地铁车辆订单。中车还积极响应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期中车全资子公司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交通部签订

22 列动车组购销合同，列车将添加超级电容

技术和米轨轨距设计等创新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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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 年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奖

海尔集团公司

近年，作为中国家电品牌代表的海尔

集团不断深入探索全球市场，充分挖掘和利

用全球化资源，海外业绩连年飚红。2016

年，海尔年度营收突破一千亿，同比增长

32.59%，其中大型家用电器市场份额占全球

10.3%，品牌零售量八连冠，凸显出海尔智能

化制造的成功转型；2017 年仅第一季度已创

收 377 亿元，稳居白色家电行业首位。同年

3 月，海尔发布旗下六大品牌全球化战略，正

式从 “世界第一白色家电品牌”升级为“世

界第一家电品牌集群”。

5. 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创新推荐奖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掀

起了全球最大的 IPO 上市。阿里巴巴的核心

业务云集了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物流、云

计算等领域，并且不断尝试着以创新的方式，

更快地拓展国际市场。作为创新业务之一的

天猫国际实现了电商业务“全球买，全球卖”。

作为金融创新的蚂蚁金服在海外发展迅速。

在物流创新上，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不

断“出海”合作。在云计算方面，阿里云已

经在美国东部、美国西部、欧洲、中东、日本、

澳大利亚等 13 个地域建立了数据中心。阿里

巴巴以中国消费者为根基，不断开拓海外市

场，从多元化领域不断走向世界的舞台。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ofo共享单车）

ofo 共享单车是中国首创的无桩共享单车

出行平台，其缔造的“无桩单车共享”模式

已成功向全球推广。截止 2017 年 8 月，ofo

的海外版图已覆盖新加坡、美国、英国、哈萨

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在全球 8 个

国家、170 余个城市连接超过 800 万辆单车，

每天为 2500 万人提供城市短途出行服务，是

目前全球用户规模最大、订单数量最多的共享

单车平台，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

预计至 2017 年底 ofo 业务将扩展至海外 20

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推动信用城市建设。

全球化智库（CCG）近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企业国际化蓝皮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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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往期部分研究报告

1

http://www.ccg.org.cn/

CCG Report

No. 4.  Feb. 2017

Foreword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US immigration syste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its rise as a superpower and global 
leadership. With this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was able 
to tackle the talent shortage by issuing temporary work 
visas but without allowing “Temporary Residents” to turn 
into “Permanent Residents” that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labor market. In addition, the US 
government issues green cards to keep top experts and 
extraordinary talent of al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mmigration system does not only meet the US dem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sectors, but also helps America to 
recruit the best talent out of  seven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Since the Sept. 11th terrorist attack, the US government 
has tightened up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ituation 
was even exacerba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afterwards.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s sworn in, he rolled 
out more policies against globalization and focused on 
America’s interest.The US President believes immigrants 
are a key reason for terrorism that threatens the US 
homeland security and also for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On January 27th, 2017, President Trump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itled “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s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
called “Muslim ban”). The measure prohibited for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the entry into the US of citizens from 
seven countries. The ban halted the Refugees Admission 
Program for 120 days, and suspended indefinitely the 
reestablishment in the USA of a Syrian refugee program 
launch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sides, the US 
media revealed that Trump government also intended to 
issue a decree to cancel the H1-B Visa Lottery system that 
prioritizes foreign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he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Draft Decree also was reported 
to revok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 extend 
from 12 to 36 months the STEM OPT (Optional Practical 

Seize Tim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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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Adopt More Open 
Policies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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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国际旅游业稳步增长，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国
际游客数量和旅游服务供应的双向接棒人 

二、全球化推动出境旅游快速发展，中国游客深受世
界各地欢迎，同时也带来一些“成长的烦恼” 

三、出境旅游发展缓慢，外国人入境旅游与中国大陆
居民出国旅游在游客数量方面存在赤字逾三千万

China ought to boost its 
inbound tourism vigorously 

as it sees a booming 
outbound tourist wave.

游业是推动世界文明和谐发展的绿色产业，其

良好快速发展也反映了国际局势普遍向好、全 

球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大环境。随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

网发展带动的技术革新，以及社交媒体和共享经济带动

的模式创新，国际旅游发展再掀高潮。随之带来的文化

升级、产业升级和服务升级，对各国在其国际旅游业发

展过程中的文化包容、社会融入与区域国际化发展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内部竞争也从

线下发展到线上，从价格竞争升级到服务比拼，从产品

多样化延伸到模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

良好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世界地位逐

步提升，友好邦交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中国护照的

含金量逐步提升，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出境游已经不再是

奢望。毕竟世界那么大，我们都想去看看。 

近年来，中国大陆出境旅游发展火热，2015 年大陆

地 区 出 境 人 数 达 到 1.28 亿 人 次 ， 较 2005 年 增 长

312.9%；海外消费总额更是连续 12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出境游持续火热 

中国入境游发展还需要

更大提升

 No.8  07.2017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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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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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ught 
to Boost Its 
Inbound Tourism 
Vigorously as It  
Sees a Booming 
Outbound 
Tourist Wave

CCG Report
No. 8.   July. 2017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tourism grows dramatically recent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a report issued by CCG and Ctrip, the tourism now 
contributes to the 10 percent of the global GDP and creates as many 
as 10 percent of the worldwide jobs. Moreover, the growth rates 
of the global tourist revenue have been overtaking thos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six straight years. Chinese tourists 
becom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due to their massive numbers 
and strong consumption power.  

As President Xi forecast at the Davos Economic Forum in 2017, 
China’s outbound tourists will reach 700 mill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 outbound 
tourism, inbound tourism’s rise is lackluster. The data from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show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in 
China increased from 12,029 in 2005 to 13,382 in 2015, a compound 
growth rate of 11.2% during the 11 years, or averagely 1% per year, 
which i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 312.9% growth in outbound tourist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with long and splendid history, 
China ought to improve its tourist attractiveness to match up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ld influence. This becomes even 
more necessary as Asian Pacific has surpassed America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global tourism industry.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re part of flow of global talents that 
stands for the globalization. Attracting foreign tourists could b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upgrade national image and soft pow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arts with tourism. A widening tourism 
deficit has led to a big shortfall of foreign currency income, which 
cast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ming to resolve this kind of incompatibility,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supply chain, and to reduce China’s tourism 
defici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published this joint 
report together with Ctrip.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3 chapters: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current dilemmas in regard to out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a research about the loopholes in the inbound 
tourism supply chain,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that cause China’s tourism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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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4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首次会见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本次习特会意义非凡。 如何

在摩擦中的中美关系中找到合作共赢的新支点，是中国经济和

外交的艰巨任务。CCG 今年 1 月发布的《特朗普时代－挑战、

机遇与中国应对》报告预测了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中美未来合

作新亮点。本报告认为，中美在基建领域存在优势互补，有广

阔的合作共赢空间。 

本报告指出，有七大机遇支持中美在基建领域达成合作：

一、中美基建合作有助特朗普政府实现经济目标；

二、中美基建工程企业有望受益基建热潮；

三、轨道交通企业深化全方位产能合作；

四、工程机械设备企业积极争取深化合作；

五、高新科技企业参与美国最前沿基建项目；

六、中美基建合作符合金融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趋势；

七、美国公私合营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模式发展

前景看好。

报告同时指出，中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受到美

国本土竞争、PPP 项目落地操作和地方政治博弈等因素所制约，

并由此提出七大建议：

一、中国企业深入地方，提升本地化；

二、金融资本组团，联合参与美国基建；

三、持续推动经济外交，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基建合作；

四、加强投资外宣，建立中国基建合作促进机制；

五、加强两国省州级政府互动，共同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合作；

六、发挥中美智库在公共外交作用，为稳定中美关系建言献策；

七、进一步拓宽二轨通道，加强有利中国投资的国际公共关系。

报告期待中美基建领域的合作在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

中发挥积极意义。

中美基础设施
领域合作前景
广阔，
为中美关系提
供新机遇

http://www.ccg.org.cn/

CCG 研究报告
No. 6.  04. 2017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 New 
Opportunities for 
US-China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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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ing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nts to China：
A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policies and practices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EU-China Dialogue 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upport Project
An initiative funded by the Partnership Instrument (PI) of the European Union

ILO Country Office for China and Mongolia
1-10 Tayuan Diplomatic Office Building, Beijing, China
Tel :  +86 10 6532 5091
Fax :  +86 10 6532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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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CG 近年出版的部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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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简称 CCG) 总部位于北

京，在国内外有近 10 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

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

人员近百人。

CCG 每年出版 10 余部研究著作，包括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发布的《中

国企业全球化报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

移民报告》《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

等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蓝皮书；CCG 还举办多个论坛及智库研讨会。CCG 每年

向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提交百余份建言献策报告，积极影响和推动政府的相关政

策研究与制定。

CCG 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带一路”

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并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在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5》中，CCG 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

名第 110 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名列

第七，居中国社会智库第一。在该项目 2016 年度榜单中，CCG 在全球最佳创

意和模式创新智库、全球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智库、全球最佳互联

网应用智库等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一。CCG 还在光明日报、南京大

学联合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评价报告》，以及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中位列中国社

会智库第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西区 15 层 （100004）
电话：86-10-65611038
传真：86-10-65611040
网址：www.ccg.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