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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新格局下的“走出去”战略(王国进；10月28日)

文章作者：王国进

    今年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不断上升态势，并逐步从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延伸。我国企业

在国外的收购兼并活动也因外国政治干预而受阻。面对这样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国需要对"走出去"的策略作相应的调整，以提高"走出

去"的成功率。 

    "走出去"的目的，要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更多地引进本国发展所急需的资源和技术。为了确保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需要更

加积极主动地站在全球资源的高度，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到国外去进行资源勘探和开发，建设稳定的国内外供应基地。 

    在"走出去"的形式上，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要大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走出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商品输出；第

二个层次是资本输出；第三个层次是综合能力输出；第四个层次是中国标准输出。 

    在"走出去"的区域上，既要以巩固地缘政治为主，也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经贸联系来缓和矛盾，获取中国急需的技术和资金。在一

般情况下，要选择与我国关系友好、政治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与东盟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东南亚又是华商

密集的地区，与国内商界易于沟通和交流。因此，中国企业可以把东盟各国作为"走出去"的首选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西与中亚富

油地区接壤，把中亚作为重要的"走出去"目的地，以获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 

    在"走出去"的主体上，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当前主要应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力度等手段增强核心竞争力，并采用灵活的"走出去"策

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化企业之间竞争的一个制高点。因此，正确引导我国企业尽快走上一条注重自主知

识产权，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经营之路，已成为当务之急。 

    最后，"走出去"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之下，政府不仅要通过立法、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等手

段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融资便利和信息指导、资助人员培训、分担海外投资的研发费用、探索建立"走出去"的公共技术平台等，还

要善于通过全方位外交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宏观政治环境。当前，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提供良好的外交环境。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入研究

不同区域经济组织特点。通过加强多双边交流和磋商，减少和排除企业合作中的壁垒，提高国际经济合作的便利化程度。 

    二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随着中美、中欧双边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各种各样的纠纷也会越来越多，但只要双方可以平等协商、释放

善意，以双赢互利为目标，就能够找到平稳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是建立公共技术平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共性技术。国际产业和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产业和企业实力的较量。而产业与企业实

力背后则是技术的支撑，尤其是自主核心技术的研发。政府应该对企业的科技投入进行支持，尤其是对于共性技术的投入。 

    四是利用外汇储备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还会继续增加。为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可能带来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发挥大量的人民币储蓄和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建立将储备转化为投资、将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新机制。

如成立美元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国内企业加强与跨国大公司的技术合作和开发；增加对民营企业的美元贷款，并辅以政策支持，推进中国有

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使更多的人民币储蓄和外汇储备向资本市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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