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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鉴

全球化背景下的
中国企业竞争力

根据中国官方刚刚发布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全球排名第六
位跃居到第二位，年均增速 11%。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对
世界 GDP增量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20%，高于美国。
入世十年
中国企业融入国际竞争大舞台

“入世十年来，尤其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
府和企业表现都不错。但我们是否真正吸取了真正的教训，是
否还有改革的意愿和追赶的动力呢？”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
经理王波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大，增速快，但质量不高，结构也
不合理。同时，虽然某些中国公司已处于同行业的世界前列，
但在价值创造上却远远落后。“只有意识到差距，才能真正做
到世界领先。”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指出，入世十年
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
放。“由于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进步，在某些时候，我们甚至把
本应该继续改革的对象重新肯定为中国独特的优势。”周为民
感慨，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都会受
到干扰，但深化开放、深化改革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对于这些跨国公司高管和经济专家的思虑，中国官方似
乎已有相应的考量。在论坛上，中国首任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孙
振宇表示，“从中国今后的发展来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重
要的坚定不移的方向。”

跨国并购
启示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

日前，谷歌和摩托罗拉移动公司同时宣布，谷歌将以每股
40.00美元现金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总额约 125亿美元，相比
摩托罗拉移动股份的收盘价溢价了 63豫，双方董事会都已全
票通过该交易。

这一被网友称作“妹妹（摩 M）嫁给哥哥（谷歌 GG）”或“哥
哥迎娶妹妹”的收购行为，虽然还需获得美国、欧洲和相关国
家监管部门批准、摩托罗拉股东的批准后才能成立，但是已经
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地加大并购步伐。
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给企业并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会。
问题在于，虽然并购的机会和行为都很多，但真正能够通过并
购使企业获得更好、更快发展的并不多。更多的企业并购行
为，是为了单纯的资产规模扩大、土地资产增加，完全是为了
做“量”，而不是做“质”，只为了眼前利益，而没看长远利益。很
多企业在完成了并购行为以后，不仅被并购的企业没有得到
新发展，并购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此而陷入了困境。这也是
中国企业能够快速做大，但做不强、做不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购，是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更大的发展
空间。谷歌如果能完成对摩托罗拉的并购，不仅企业规模更大
了，市场占有率更高，而且竞争力、影响力也将更强。更重要
的，谷歌作为一家“晚辈”企业，能够与“先辈”企业联手，对企
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

谷歌对摩托罗拉的收购，实际上是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央
企的并购行为上了一课。企业的并购行为，不要只看被收购企
业有多少土地资产、现金等，而要看被并购企业有没有核心技
术、有没有对市场的充分占有能力、有没有让并购企业取得新
发展机会等。

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

在许多人看来,规模大,产值多,就是“世界一流”。规模大
小固然是衡量企业好坏的重要指标,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世界
一流企业也通常具有较大规模。然而从长远看,企业之间的竞
争注定是综合实力的竞争,是发展质量的竞争。当一个大企业
失去了创新能力,提升发展自己的能力,规模反而将成为其发
展的重要阻碍。

因此,国内企业应该更加注重企业发展质量的提高,培育
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发展质量提高了,核心竞争力增强
了,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众多优秀的企业同台竞技,在深入挖
掘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把握好方向,赢得新发展。

具体说来,世界一流企业应该具备一流的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应该成为一流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

世界一流企业应该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和较高的资源配
置水平。当前,一些企业管理链条过长,集团管控能力弱,缺乏
对重要子企业和境外资产的有效监控和管理, 重大资产损失
时有发生。企业不应盲目铺摊子,而应突出主业,提高主营业务
盈利能力或巩固盈利基础,不断降低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有一流人才。人才是做强做优企业、培
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十二五”时期,国内企业应该进一
步创新人才发展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
种人才资源,大力推进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大
幅提高人才创新能力,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世界一流企业应该具有一流社会责任感。优秀的企业在
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一定会致力于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发展。“十二五”时期,国内企业应该大力实施和谐发展战略,建
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治理、融合、绩效、沟通机制,努力
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
做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中国新闻网）

解析

世界一流企业是指一定区域和
行业的最优企业，世界级企业（the
world-class enterprise）是指能够为利
益相关者带来世界级回报，在所处市
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企业。根据世
界经济论坛的定义，企业竞争力是企
业在设计、生产并销售产品 (服务 )的
过程中，比其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提
供更有市场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的
能力。

六大构成因素

按照竞争力的主要构成因素可
分为：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组织
竞争力；科技竞争力、自然资源竞争
力；营销竞争力。按照竞争力的发展
水平可分为：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
力、协同竞争力、持续竞争力。基础竞
争力是指在员工、资源、顾客三个方
面具有一定分割市场利润的能力；核
心竞争力是在基础竞争力的基础上
发育形成的有别于同种或同一企业
的市场竞争能力；协同竞争力说明的
是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过程中和
形成以后，以核心竞争力为契机使得
基础竞争力发生质的飞跃、整体性的
提高；持续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在时
间上的表现，是克服信息导致的企业
的不确定性而形成的。按照竞争力展
现的区域可分为：本国区域竞争力、
本国竞争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竞
争力。

上述企业系统竞争力的不同区
分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体现着企业竞
争力的演化路径和历程。文化、制度、
组织、科技、自然资源、营销等要素竞
争力是构成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
力、协同竞争力和持续竞争力的基本
要素，不同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水平形
成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力。而且，要
素竞争力和竞争力的发展阶段对应
着企业的区域竞争力，二者相辅相
成；一般而言，国内区域竞争力对应
着组织、科技、自然资源、营销诸要素
生产力的初级阶段，体现着基础竞争

力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出现；本国
竞争力的形成是制度、组织、科技、自
然资源、营销等要素竞争力比较充分
发展的结构，此时已初步形成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而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综
合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将使企业活
动跨越国界，形成国际竞争力，各种
要素生产力则应用得更加纯熟；在可
预见的未来，全球竞争力、文化制度
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全球竞争力、
文化竞争力是统一的。

世界一流企业的含义，应该是在
全球行业范围内比较优势最为突出
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有规模，而且
在关键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包括硬
实力和软实力。

五大基本特征

一是实行全球战略目标。在全球
范围内构造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在
发展思路、业务经营、组织管理等方
面放眼全球进行谋划、安排和实施，
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的国际利益。
二是实施多元化发展和跨国并

购进行规模扩张。比如,主要跨国公司
的业务覆盖面都比较广，往往通过并
购进入高成长的行业，并不断拓展新
的市场。

三是技术创新成为公司发展的
原动力。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获得
竞争优势，在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是将新技术新产品作为企业
竞争的制高点。例如近年来，一些世
界一流企业纷纷将新能源、智能电网
作为发展重点，不断推出引领市场的
新技术新产品。

五是高度重视人才和企业的科
学管理。凭借优越待遇、科研条件、工
作环境、业务培训等优势和灵活的用
人机制，吸引大批优秀的技术和管理
人才，同时依靠现代的管理思想和管
理机制，为企业发展奠定管理基础。

（来源：新华网）

一流企业
解构核心竞争因素

日本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
着很强的综合竞争力，上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日本每年的贸易顺差基
本上都保持在 员园园园 亿美元上下，产
品出口成了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主
要动力之一。而自主创新则是提高
产品附加价值、维护竞争力的根本
保证。

日本企业一向十分重视提高自
己的创新水平，注重增强新产品的
开发能力。早在日本企业的独立研
发能力还比较薄弱的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它们就非常注意利用各种可
能机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日本
企业每引进一项技术，总要花费更
多的精力和物力进行消化、吸收。它
们不仅要完全学会和掌握这项技
术，而且要以这项技术为基础，通过
创新，研究开发出拥有自己知识产
权的专利技术。有人形象地比喻，日
本人每引进 员园园美元的技术，会用
圆园园美元来进行学习、消化和创新，
并用创新出的专利技术赚回 猿园园 美
元。

汽车家电业是代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本田摩
托车在欧美国家消费者的心目中也
是劣质产品。但该公司创始人本田
宗一郎从德国购买了摩托车和技
术，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技术研究和
创新，结果生产出世界上享有盛名
的高质量摩托车。由于该公司十分
注重研发和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
技术、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事业得到飞跃发展，现在已经成了

以汽车为主打产品的大型跨国公
司。

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家电王
国，掌握着家电行业大部分核心技
术，仅专利使用费一项就是一笔相
当可观的收入。但是，最早发明电
视机、家用录像机以及液晶显示技
术的并不是日本人。日本引进了这
些基础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开
发和创新后，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
术，发展了家电产业。由于日本电
器厂商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使日本家电产品维持着很高的综
合竞争力，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典
型意义。
据了解，日本家电厂商自主创

新项目层出不穷，但它们并不是开
发出一项新技术、研制出一种新产
品就马上投放市场，而是在排队等
待最佳上市时机。就拿数码相机为
例，市场上刚开始销售 猿园园 万像素
数码相机的时候，厂家已经成功研
制了 源园园 万、缘园园 万甚至 远园园 万像
素的新机型。在中低档小型傻瓜数
码相机刚刚畅销时，数码相机厂商
就预备了摄影爱好者需要的中高
档单镜头反光数码相机。在摄像机
方面也是如此，兼备拍摄动态图像
和静态照片、配备 猿园园 万像素镜头
的磁带和内存卡通用的摄像机刚
刚上市，采用 阅灾阅 光盘作为记录
媒体的摄像机已经做好了上市准
备。此后不久，采用硬盘（匀阅阅）作
为记录媒体的数码摄像机也相继诞
生。
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日本家

电企业高附加值新产品不断，给它

们带来了滚滚财源。特别是创新能
力强盛的佳能、松下、夏普等公司，
其税前利润和税后纯利均不断更新
历史最高纪录。不过，即使是产业巨
头，如果缺乏旺盛的自主创新能力，
不能持续不断地研发出新技术、新
产品，企业就要走下坡路。例如，索
尼、三洋等公司近年来的创新能力
减弱，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新产品数
量减少，结果出现了巨额亏损，经营
一度陷入困境。

遭遇危机后的“重生”解读

2008年 4月到 2009年 3月，受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丰田汽车出
现了 71年来的首次亏损；2010 年，
好不容易走出金融危机影响，丰田
又深陷大规模召回危机；2011年，再
次重新崛起的丰田遭遇了日本地
震、泰国洪灾和日元升值……
“丰田绝不会退出日本东北地

区，也绝不会退出泰国……我们的
口号是‘Fun to drive’、‘Never give
up’。”在 11 日刚刚闭幕的第 42 届
东京车展上，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
男发表了“永不放弃”的激情演讲。
在他正前方的丰田展区中央台柱顶
端，硕大的红底白字“RE BORN(重
生)”标语，格外引人注目。

标语的旁边，则是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这只机器猫会使用出色
的未来工具，把朋友从困境中拯救
出来。我坚信，在我们产品制造的
‘现场’，一定有哆啦 A梦存在。”

“拯救丰田的只能是技术，尤其
是新能源技术，对整个日系汽车品

牌都是如此。”有业内人士这样说。
过去 15年，该工厂生产了全球

电池保有量的约八成，达到 400万
台。这些电池除了搭载在丰田已经
销售的 350万辆普锐斯混合动力车
上，还供给本田、通用汽车等公司。
“混合动力车不需要充电、续航

里程远、空间有保证、节能减排效果
明显。”丰田汽车副社长内山田竹志
说，自 1997年推出以来，普锐斯混合
动力车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由第一代的 120克减
少到了 89克，0—100公里的加速时
间由 13.5秒缩短到了 10.4秒。

此外，据介绍，普锐斯的电池体
积已是原来的 1/3，而成本也仅为第
一代的 1/3。

对于外界质疑丰田固守混合动
力技术的说法，内山田说，丰田开发
了用于短途行驶的 EV车 FT-EV III
以及介于油电混合动力车与纯电动
汽车之间的融合体 PHEV，该车也被
丰田称为“继 HV之后的下一代环保
车的支柱”。

据丰田市进行的 PHEV实证实
验结果，3个月内，在平均每天充电
2 次的情况下，PHEV 平均油耗为
44.8公里/升，石油消耗量减少 72%。
“明年，我们在欧美日的年销目

标将在 6万辆以上。”内山田说，该
车有望于 2013年引进中国市场。

令外界颇感意外的是，丰田在
此次东京车展上还推出了全球首发
的轿车式新型燃料电池概念车
FCV-R，并宣布将于 2015年前后投
放市场。
（来源 ：新华网、《东方早报》）

日本企业：
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指一定区域和行业的最优企业，世界一流企业的含义，应该是在全球

行业范围内比较优势最为突出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有规模，而且在关键领域具有核心竞

争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入世十年的巨大成绩面前，

中国是否还有改革的意愿和追赶的

动力？”12月 9日，在“2011(第十届)跨

国公司中国论坛”上，约百位在华跨

国公司的高管和中国政经界的官员

学者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入世十

年”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