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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
二位，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
经大大高于其他的国家，我们在这方
面要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我们从什么
地方来的，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我
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这个世界。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几个月到
现在，全球经济两次探底。在这个过
程中，西方国家的政府、业界、监管部
门的心态都有很大的变化，都有很多
要调整的地方，这一点不管是他们还
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做这个事情的

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有理，就是在对
他们进行投资的过程中，我们要遵守
他们的法律，遵守他们的商业规则。

要做到有节，不能说现在有点钱
了，所以就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不
能说感觉不好就走了，中国现在扔不
掉别人，尤其是对一些大的国家的国
债。我们如果扔掉它们，我们手里的
资产减值也会非常快，我们也不能说
做到谁都不靠谁。

在走向海外的时候，我们要遵守
规则，同时不光有理，还要有利。我们

走出去要考虑他们对我们是否有利。
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是大度的民族，可
以不计成本地帮助你。我们有时候是
不大计经济成本，我们算大账，但是
这个账终究是要算的，不能说把钱直
接给你，我们就走。

我们要有格。在对外交往的过程
中，我们不断地看到，中国人好像有了
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希望别人来给
自己磕头，给自己说好话，想赚你钱的
人给你磕头、说好话是很容易的，但是
我们要记住，这不是我们要做的。

本报记者 陈昌成

可以预见的是，世界跨国企业名
单上将会有更多中国企业的名字，经
济全球化的舞台上也会有更多的中
国企业的身影。时间不会太久，如今
这个关键窗口已经出现。
“近两年来，许多资产价格的下

降也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
条件。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
式，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迎来了历史
机遇。”这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主席黄孟复 11 月 15 日在首届中国
海外投资年会上表述的，尽管当前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但经济
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企业国
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黄孟复的判断得到了中国海外
投资年会组委会执行主席、香港中国
商会主席陈经纬的认同。“内地企业
‘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和资源
分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能量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正在
加快。

数据显示，截至 2010年底，内地
对外投资累计达 3172亿美元，分布
在 178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以来，
海外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近 50%。2010
年当年的对外投资达 688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21.7%，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全球第五，并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
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今年前三季度，
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约 410亿美元，同
比又增长了 12.4%。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的效益也在明显提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

一大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拓展了
发展空间，企业锻炼、培养了人才，积
累了海外投资的经验，提升了国际化
经营的水平。与此同时，投资所在国
的资源优势正转化为经济优势，经济
发展，税收增加，就业增加。

据统计，截至 2010年底，境外中
资企业就业人数约 110万，其中为当
地创造了近 80万人的就业机会。
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被媒体喻

为“蛇吞象”的并购案例。2010年吉利
公司与国内其他企业联合，以 18亿
美元全额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公
司，一年多来，沃尔沃轿车公司扭亏
为盈，轿车销量增长 12%以上，增加
了当地就业 1200人。第三方调查的
职工满意度达到 84%，创 30年的最
高水平。

张晓强表示，“十二五”时期，国
家在支持企业继续投资矿能领域的
同时，也鼓励在装备制造、轻工纺织、

电子信息、电力及新能源、铁路、港口
等方面开展投资，并努力拓展在科技
研发、营销网络以及服务业的国际投
资。

一同出席本次会议的商务部副
部长陈健也表示，要进一步优化投资
主体的布局，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
各地区、各层次有条件的企业有序走
出去。积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加快中国企业与
当地的融合进程，积极教育企业履行
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

全球的渴望

世界需要中国，现在更为迫切。
署理美国驻港总领事马修文承

认，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一
些企业经营困难，但是有中国资本的
投入，使得这些企业重新继续生产，
保证了就业。

欧盟驻华大使艾德和也在极力
向中国企业示好，“中国的企业来欧
盟投资，不仅是进入一个巨大的市
场，还是投资在一个创新的经济体
中。这里是一个科技非常创新的地
方。”
“目前，欧洲国家是中国产品出

口最大的地方，它降低了欧盟产品的
价格，也帮助了中国人走向富足，也
有机会把欧盟的资金和技术带到中
国。”艾德和表示。

艾德和同时表示，欧洲目前也需
要克服所面临的问题。就像亚洲金融

危机一样，欧债危机也会慢慢过去。
“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危机也会
影响到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克服
这个危机”。
“如果在欧盟投资，就和欧洲的

公司享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中国的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要遵循
国际的规则。”艾德和表示，“我们欢
迎这些投资。”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麦家廉更
是把白求恩作为吸引中国企业的招
牌。“加拿大和中国有很长期的友谊。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的资源，其实加拿
大有更多的天然资源，所以两国可以
合起来，中国和加拿大可以一起来
做”。
“我们在税率方面也是非常低

的，成本也非常低，在债务方面，我们
也是工业国家中非常低的，银行体系
也非常健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好的
投资市场。如果您来到加拿大投资，
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麦家廉
的“广告”显然颇具诱惑。

路依旧很长

不过，中国对外投资无论是在全
球对外投资存量占比，还是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在全球流量的占比均不高。

据 2011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0年底，全球对外投资
存量达到了 204000 亿美元，中国
3712亿美元的存量只是前者的零头。
2010 年的全球投资总量达到了

124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688
亿美元，只占全球当年流量的 5.2%。
同时，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只占 2%，中
国在美国的投资只占 1%，数量还非
常小。目前全球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来
自于发达国家，欧洲占到了 40%，
2000年至 2009年，印度在非洲的投
资共计为 812笔，而中国只有 450笔。

此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副会长、香港国际商会高级顾问王锦
珍表示，中国还缺乏全球一体化的生
产体系和完整的全球产业链的投资
项目。

更让商业部研究院研究员王志
乐担忧的是，“中国企业面对新的挑
战，就是合规经营的问题。合规表示
要遵守公司总部和经营所在国的法
律法规，要遵守企业内部的规章制
度，另外还要遵守职业操守、道德规
范。”

王志乐表示，今年以来在美国上
市的公司中，中国公司有 30家左右
被停牌、退市，上了世界银行黑名单
的有 5家中国企业。“他们为什么出
问题？就是合规性有问题。而这个问
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要想成功地走向
世界、可持续地走向世界是不可能
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香港特区署
理行政长官林瑞麟表示，香港是内地
企业走向世界最好的平台，先在香港
落户，或者联同香港的企业再“走出
去”，就能在比较熟悉的环境下习惯
国际规则，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惠及全球

公司从第一笔海外并购开始，我
们就一贯坚持既有的价值驱动的并购
战略，我们讲三个 R，即资源、回报和
风险。当然我们首先会关注项目的储
量和勘探前景，分析这个项目能不能
为公司提供丰富的资源；其次还要为
它的资源性进行详细的分析，看他们
的回报能否满足基本的回报率，最后
还要对它的风险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油气行业正在经历着发展和变
迁，我们也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众多
的挑战。从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来

看，能够轻易获得石油资源的年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页岩气和煤层气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格局，同时非
常规油气资源也异常受到重视。此
外，地缘政治的风险也对油价有越来
越显著的影响，对于中国海油来讲还
有一些因素，油气资源进入的机会越
来越小，现在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
争，走到海外之后，如何面对突出的
文化差异将是对公司管理层、员工的
最大考验。

此外，如何把公司在一个地方成

功的案例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
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为了迎接以上
的种种挑战，公司在海外发展的道路
上，一直把追求与利益相关者的双赢
或者多赢作为海外业务发展最佳实
践的核心。我们一直努力推进海外资
源所在地的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理
念、战略和实践的了解，赢得他们的
理解和信任，同时我们也充分尊重、
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信念和利益，努
力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价值
最大化的同步实践。

尽管欧债危机的蔓延使世界经
济复苏放慢的程度超出预期，已经呈
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但
是经济全球化、资源全球化的大势不
会改变，特别是世界各国拥有矿业资
源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愿望不减，
对投资需求仍很强烈。我们说危机，
化危就是机，失机便成危。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矿业
生产国和消费国，2010年中国进口铁
矿石达到 6.19亿吨、铝土矿 3000多
吨、铜矿 3 万多吨，旺盛的市场需求

为矿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按
照相关的统计，今后数年，钢铁、铝、
铜等矿产的需求量仍将保持适度的
增长，因此，世界矿业将会因为中国
的需求而保持非常大的发展机会，同
时，海外企业也会因为中国企业参与
全球资源重组而得到强劲的增长。

中国矿业的发展对世界矿业的
发展是举足轻重的。在我看来，中国
动力对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双向推动
的，一方面我们输出资金、技术、产品
和服务，用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服务

全球；另一方面，参与全球资源配置
与合作，为国外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平台和发展空间，分享中
国动力的推动成果。

近年来中国铝业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海外投资，特别是海外资源
投资的开发总额已经达到 200 亿美
元，我们的发展目标是用 10年左右
的时间，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重组和海
外投资，打造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
矿业公司，综合实力进入世界矿业公
司的前 5名。

资源全球化大势不会改变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熊维平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杨华

坚持价值驱动的并购战略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

走出去要有理有利有节有格

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
的步伐正
在加快。
更重要的
是，中国
企业对外
投资的效
益也在明
显提高。
CNS供图

中国企业海外
投资经典案例
联想经典案例

7年前，联想收购了业界鼻祖、蓝色巨人 IBM的个人
计算机业务。这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一条爆炸新闻，将
IBM计算机这个响当当的品牌揽入旗下，貌似名利双收
的一桩买卖，在当时却并不被人们看好，还用“蛇吞象”来
比喻此次收购，认为联想必定要“消化不良”了。而事实仿
佛也在印证这一点。2008年，联想出现了 2.26亿美元的
公司最大亏损，企业在金融危机和国际业务融合不佳两
个因素的夹击下，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实际上，文化的差异到

处存在。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可能引来一场误解，一句平
常的话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冲突，文化的融合对任何经历
跨国并购的公司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2008年，柳传
志重新出山，首先直接插手的就是企业文化的建设。

经过 7年的摸爬滚打，联想已经将外来文化与联想
的核心价值观结合，形成了更加开放的“新联想文化”，核
心便是：说到做到、尽心尽力。

2009年的第二财季，联想集团终于扭亏为盈，今年 9
月，联想更是成功登上全球第二大个人计算机厂商的宝
座。

中远经典案例

2008年 6月，中远集团在激烈的国际竞标中脱颖而
出，获得了比雷埃夫斯港 2号和 3号集装箱码头 35年特
许经营权。然而就在 2010年初，比雷埃夫斯港还是阴云
笼罩，码头的经营出现了操作系统数据不准确、靠港船舶
压港严重等问题，导致客户纷纷离去。这让中远十分挠
头，必须立即想办法扭转局势。

在中远掌门人魏家福的指挥下，中远集团所有欧洲
航线都必须双向经停比雷埃夫斯港，这是中远全面接管
之后，比雷埃夫斯港 2号码头迎来的第一批货源。

中远不仅把自己的船队调往比雷埃夫斯港，而且还
对比雷埃夫斯港进行了全新的改建。投入 5000万欧元进
行了 2号码头的改建，花费 5500万欧元购买了 6台新桥
吊和 16台新轨道吊等现代化装卸设备。

仅仅在中远全面接管三个月之后，比雷埃夫斯 2号
码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2011年前 9个月，公司已完成
作业船舶 938艘次，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79.6万标箱，全年
预计实现 100万标箱，而正是中远集团的努力，让比雷埃
夫斯港口这颗地中海明珠重新散发光彩。

中联重科经典案例

2007年 6月，意大利工业城市米兰突然爆出一条消
息：意大利混凝土机械制造企业西法公司准备出售。西法
成立于 1928年，行业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三。消息一
出，全球多达 22家同行闻声而动，一场跨国并购大战瞬
间打响。在这场强手如林的收购战中，中联重科联合弘毅
投资一举胜出成功并购西法。并购完成之后，中联重科从
原来的全球行业排名第五位一下跃居到了第一位。

就在中联重科收购西法刚刚结束时，一场撼动欧洲
经济的寒冬突然降临。2008年，西法遭遇了有史以来最
大幅度亏损。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随即任命了新的
CEO,中联重科和西法加速了融合的步伐，帮助西法快速
走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淖。

为了表彰詹纯新为意大利经济交流发展所作的贡
献，意大利总统府纳波利塔诺亲自为詹纯新颁发大奖，这
个在意大利被视作最权威的经济人物大奖，设立 18年
来，首次颁发给了一位中国企业家。

华菱经典案例

近年来，国际三大铁矿石巨头对价格的垄断使中国
的钢铁企业的利润严重流失。中国企业与海外铁矿石公
司的合作和并购屡屡受挫。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菱钢铁集
团成功收购澳洲铁矿石公司 FMG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
义。

华菱与 FMG的谈判颇具戏剧性，刚开始接触的时
候，谈判进展得非常快。就在华菱沉浸在喜悦当中时，却
发现 FMG实际上“脚踩了几只船”。

然而，华菱并没有乱了阵脚。当时金融海啸一浪高过
一浪，华菱分析，这些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很有可能只是
FMG放出的烟幕弹，这些机构投资者未必还拿得出钱来。

最终，华菱以每股 2.48澳元折价认购 FMG新发行的
2.6 亿股股票，总共投资 12.718 亿澳元就获得了
FMG17.34%的股权，成为 FMG的第二大股东。这是湖南
迄今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也是中国钢铁行业唯一收购
国外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

TCL经典案例
2004年，TCL这个中国彩电业的领军企业，因为一起

跨国并购，成为这一年国内各大媒体的焦点。就在这一
年，TCL和汤姆逊合资组建 TCL原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
TCL也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然而就在收
购的第二年，坏消息就接踵而至。

TCL并购的汤姆逊出现巨额亏损，付出的成本相当
于公司 4年的利润。面对 2005 年、2006 年每年接近 20
亿元的亏损，TCL不得不实施欧洲业务的重组计划，核心
内容之一便是裁撤冗员。然而令公司始料未及的是，在法
国，裁员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当时 TCL-汤姆逊公司全欧洲销售管理体系有 450
名员工，这样的决定意味着要先支付这 450人的裁员成
本，将他们全部解聘，然后再重起炉灶，把有用的员工返
聘回来。

最终 TCL为欧洲业务重组支付了高达 2.7亿欧元的
费用，而其中绝大部分是给员工的安置费用，平均裁员成
本超过每人 10万欧元。

一次次阵痛和艰难重组，一次次摔打和历练。6年之
后，TCL集团终于走出了经营困境，实现了盈利。2007年，
TCL集团实现净利润 3.8亿元，之后几年盈利持续提升。
2011年一季度净利润就达到了 2.3亿元人民币，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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