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状态 

覃 虹 

 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时髦词汇。国际市场是一块诱人的令人垂涎
欲滴的“大奶酪”，中国企业理所当然也是心向往之。国家专门出台了“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
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于是，国际化迅速成为中国企业界一道惹人心动的风景，有着某种
比较优势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很多企业将其视为成长壮大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国际化的道路
并不好走，大多数走出去的企业，不仅未能实现社会期待的赢利，也未能实现企业自己期待的赢
利，能称得上国际化成功的企业屈指可数，有些企业的形势甚至令人担心。时光飞逝，盯着国际化
“大奶酪”许多企业几乎都没有找到国际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中国企业国际化出现障碍，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是展战略方面存在问题。许多中国公司向
海外扩张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重点，一些投资决策甚至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从国际化
发展战略目标来看，很多中国企业创品牌的目的是为了荣誉和名声，而不是可持续发展，这显然创
造不出国际品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当然，我国已经走出去过的企
业战略肯定也做得不少，但真正达到国际水平，能够按照现代战略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把成为跨
国公司、超越竞争对手作为目标的企业发展战略并不多见。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管理体制方面
还需要完善。近些年来，海外投资经济效益较低、重大投资损失事件时有发生，某种程度上就是管
理体制落后的直接反应。如果说战略规划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大方向，管理体制则在
更广泛的操作层面上左右着企业国际化的兴衰成败。另外，中国企业在确立国际化发展战略过程中
也面临着文化兼融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人才问题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目
前国内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不少涉外管理人员大多只是有外语专长或在国外行政事务部门有过工作
经历，但缺乏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际上很难有效实施企业的国际化
战略，有时甚至还造成了企业商业风险的增加。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我国企业国际
化的核心竞争力还相当缺乏。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的道路上的确存在许多障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就应该
选择踯躅不前甚至往回走，恰恰相反，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学习中成长，一步一
个脚印充分的找到自己的差处，提高企业的系统管理能力，形成自身坚实的资源基础，才能真正的
做大、做强。当前，国际范围内各大跨国公司的竞争都在围绕提升核心竞争力而展开。企业核心竞
争力是企业独具的，长期形成的，蕴含于企业内质中的，支撑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竞争优势，使
企业长时间在竞争环境中取得主导的核心性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企业不断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
优化配置、组合，从而使企业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或更高的投资回报。中国企业
要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有长足进步，从宏观战略上，应以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确立国际化
发展战略，在具体市场战略上，应从目标市场、进入方式、竞争战略选择等方面做好扎实的工作。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国际化尤为重要，中国企业要摈弃各领风骚的经营理念，组建行业集
团，培育中国人自己的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从而创造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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