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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快速、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新加坡的中资企业相对集中，发展比较健康，成长比较迅速。这些企业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带动了

国内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提高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和竞争力。 

中资企业在新加坡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除几家金融类企业外（中国银行等早在建国前就已进入新加坡市场），大部分

中资企业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进入新加坡，其中不少是各地国有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窗口公司。大浪淘沙，亚洲金融

危机后，不少这类公司相继收缩，但也有不少公司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生存下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又有不少企

业，其中包括民营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和华旗资讯，陆续进入新加坡。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到２００３年末，在

新加坡注册的中资公司达１１００多家。同中国大使馆有联系的中资企业大约２００家，其中１２６家是中资企业协会

的会员。中资企业在新加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实力。 

新加坡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健全的法治环境，良好的服务体系，以及以华人为主体的人文背景。从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新加坡是中资企业在海外发展的一块难得的绿洲，是中资企业走向世界的跳板。多年来，新加坡政府特别是经济发

展局和国际企业发展局为外国企业（包括中资企业）来新加坡落户作出了不懈努力。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新加坡

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提供了许多方便。 

新加坡中资企业的成功者当中，既有业务发展快、盈利能力强且没有坏账的金融类企业，也有在工程建筑领域叫得响的

建筑公司；既有实力强大的老牌企业，也有贸易新秀。其中，“中远”和“中航油”已成为新加坡知名企业，在新加坡

证交所成功上市，股票价格也一涨再涨。前者已成为《海峡时报》成分股，后者则成为道·琼斯新加坡泰山３０指数成

分股。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两家公司都成功进行了资本运营，并开始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业务范围已超出新加

坡，具备了跨国经营的雏形。 

为什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会有如此多的中资企业在新加坡取得成功？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以下一些因素： 

企业必须选好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可以说，这是任何企业成功的首要条件。在国内如此，走出去更是如此，因为海

外对企业负责人基本素质的要求明显高于国内，不但需要精通本领域的业务，还必须有丰富的境外工作经验，熟悉资本

运营，会讲英语或其他国际通用语言。 

要选择适当的投资地，充分利用投资地的优势。每家企业走出去的目的都不完全相同，有的寻求长期、可靠的资源供

应，有的寻求低廉的制造成本。几家大的中资企业在新加坡寻求的是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人文优势。例如从事远洋运

输的“中远”来到东西方水路运输的交通要道——新加坡，从事石油及相关产品贸易的“中航油”来到亚洲最大的炼油

中心——新加坡，事业就成功了一半。 

坚定不移地实行属地化、国际化，按国际通行办法管理公司。很难想象，一个跨国公司里清一色是本国雇员；更难设

想，一个以跨国经营为目标的海外中资公司，完全或很大程度上运用国内国有企业的办法进行管理。没有一个由不同文

化背景的员工特别是公司管理层构成的队伍，就很难实行跨国经营，就无法称之为跨国公司。员工的国际化，在一
定意义上是跨国经营的催化剂。“中航油”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跨国公司或当地知名企业联姻。这是扩大中资公司影响和知名度，提高市场份额，实现快速发展的捷径之一。“中

远”同新加坡港务局的合作，振华公司同“胜科”的合作都是很好的例证。“淡马锡”在“中远”持股，也从一个侧面

显示了它的巨大效应。有条件的中资企业应努力寻求、创造机会，实现这样的联姻。其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合

资，也可以合作，上市公司之间还可以相互参股。 

以主营业务为依托，把业务拓展与资本经营有效结合起来。主营业务是一个公司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主营业务，或者



主营业务不扎实，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因此，海外中资企业必须潜心做好主营业务，并努力争取做大做强。

当然，光有主营业务还不够，有条件的企业还必须适时开展资本经营（包括上市），把主营业务同资本经营有机结合起

来，这是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法宝之一。 

相对宽松的政策和国内母公司的支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在起步阶段大多比较弱小，仅靠

自身的努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大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政策的倾斜、国内母公司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新加

坡几家成功中资企业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加大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这是走出去的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保证。以往我们对走出去的企业常常疏

于管理，人派出去了事，企业经营情况如何很少有人过问，几年下来，一本乱账，一个大窟窿，国家损失惨重。为解决

这个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加大了监管力度，几个部委开始联合对境外企业进行年检，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应该

坚持并加大力度，避免流于形式。另一个办法就是让有条件的境外企业上市，增加透明度，接受市场的监督。 

充分发挥海外中资企业协会在“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新加坡中资企业整体形象较好，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

响力，这也是中资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成立５年来，在服务中资企业，协调中资企

业之间的关系，向驻在国政府提出诉求，反映中资企业的意见和要求，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许多工

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海外中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都应尽早成立协会组织，为中资企业在当地发展搭建一个自己的

平台，在当地业界争得一席之地。 

总结中资企业在新加坡落地、发展的实践，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卓有成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要使我国更多的企业在

全球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抓住典型，深入分析，示范引路。可以把新

加坡建成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试验田，在新加坡搞一系列“走出去”新政策的试点，取得经验，在更大范围推广。其中包

括全面实行属地化，提高外派人员工资水平，适当放宽海外中资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任期，让那些确实有能力、有水平、

有志为国有企业在海外拓展的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舞台。 

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组织召开全国“走出去”经验交流会，交流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世界各地“走出去”的经验，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不同层面探讨、研究中资企业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模式、发展思路和成功经验，把企业“走出去”提高

到一个新阶段、新水平。 

要建立“走出去”人才库，有计划地培养经营管理人才。建议有关部门实施“企业跨国经营人才培训工程”，从全国范

围选拔一批乃至数批基本条件较好的企业家，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包括一定时间的海外培训。有条件的还可以派他们

到国际知名跨国公司进行中、短期实习。同时，放宽视野，注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发现并招募有志从事海外中资企业

经营管理的人才，扩大人才来源，确保“走出去”战略有雄厚的管理人才储备做支撑。 

此外，我国有关管理部门应尽快研究解决民营中资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有关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上市既

可以筹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又可以增强企业的透明度，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所以希望上市的企

业越来越多。由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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