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编辑：陈玮英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GG0202中国国资报道 专题专题

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拓展国际

市场。“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

事关“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大局。经过

多年努力，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不断提

升。与此相适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企

业的关注度持续增加，讨论的议题日

趋丰富。新形势下的中国企业不仅能

够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硬实力”建

设继续做出贡献，也可以为提升中国

形象等“软实力”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走出去”
前景广阔

日前由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

志社及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零点国

际发展研究院在京发布的《中国企业

海外形象调查报告，2015“一带一路”

版》显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景广

阔，企业海外形象总体较好，“一带一

路”沿线相关国家受访民众普遍看好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经

济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大多数

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给本国

经济带来好处。

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卢卫东透

露，国有企业与中央企业是中国开展

国际化经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主力。截至2014年底，共有107家中

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 8515 家分支机

构，分布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

总额从2.9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

年均增长16.4%。

辛姆巴科（CMPAK）的前身是巴

基斯坦通信运营商巴科泰尔，2007年

2 月被中国移动以 5.6 亿美元的价格

收入囊中，成为中国移动的全资子公

司，更名为辛姆巴科。这家公司2007

年刚被中国移动收购时，在巴基斯坦

运营商中排名落后，年收入连年亏损

严重，客户总数不足 200 万并持续下

滑，基站总数只有可怜的1007个。

从中国市场的“老大”到巴基斯坦

市场的“老幺”，中国移动的员工们无

论在心态还是战略上，都经历过“阵

痛”。收购之初，辛姆巴科面临着原公

司遗留下来的种种经营困境，必须设

法改善网络质量和服务质量。他们一

方面复制在国内的成功经验，另一方

面积极探索本地化经营的道路。

在收购的第二年，辛姆巴科启动

其全新国际品牌 ZonG。ZonG 是中

国移动在海外推广的第一个国际品

牌，其核心本质是让位于全国各个角

落的巴基斯坦老百姓能够自由地沟

通。多年来，辛姆巴科一直积极融入

当地，希望通过物美价廉的服务惠及

更多民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

国品牌。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加

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多方合作，也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更多的机遇

和更大的动力，推动中国企业走向纵

深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对外推广局副

局长李智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说。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

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中国企业

海外发展，代表的不是哪家企业或者

个人，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目前，中国

企业海外发展在重视用工标准、保护

知识产权、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与国际

媒体合作等方面，还有不小提升空间。

海外形象建设
仍有待提高

卢卫东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央企业海外形象建设的规模、硬实

力还是不匹配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出的新要

求。在海外形象建设的顶层设计、统

筹规划，在体制机制、海外形象建设的

重大理论和市场研究方面，在人才筹

备、专业化能力提升方面，在方式、方

法、载体、创新方面，在分类指导等方

面，亟待加强和改进。”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企业文化部查

长苗表示，员工是企业形象的代言人，

聘用怎样的员工就会生产、提供对应

的产品和服务，员工职业精神也是评

价企业形象的重要依据。“中国交建在

海外施工时，项目所在地曾遭遇恐怖

袭击，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紧急撤离。

但码头浇铸项目一旦中断将造成不可

逆损失，本着职业精神和为业主减少

损失，我们冒着危险将项目保质保量

完成，感动了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这也

是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的表现。”

针对增加本地用工和采购，查长

苗说，比雇佣本地员工更重要的是增

加其企业归属感和对中国企业经营理

念的认同度，一些中国企业出资对所

在国员工进行学历教育、产业技能培

训获得好评。此外，中国企业在所在

国充分采购物资的同时，还要防范哄

抬当地物价。

“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要有‘国际

胃’，既能吃中餐，也能吃西餐，还不能

装着吃西餐，吃了更要能够消化。”零

点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冯晞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企业“走出去”

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硬实力，如何变

为“走进去、走上去”让国外公众喜欢、

信任到尊敬中国企业，需要软、硬实力

结合。

冯晞认为，当下国内公众关注跨

国公司在华发展除了资金、技术外，还

有其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社会贡献、

员工培训、公益环保等内容。与之相

对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源于祖国

的发展、强盛，国外公众也会用相同标

准来衡量中国企业。如果出现不同的

声音和看法是正常现象，这需要中国

企业增加透明度学会“脱衣裳”，在跨

出国门前就做好制度上的建设和约

束，充分认识海外市场的复杂性。

卢卫东建议中央企业在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积极走出去的过程中，

要模范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升质量

信用品牌服务，重视、塑造和展示良好

的企业海外形象，赢得所在国政府、合

作方及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尊重，为中

央企业在当地经营和拓展业务营造良

好环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出现以来，全

球企业竞争的方式和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

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

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因此，“推进国企改

革，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研究全球公司给我国企业

带来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推

进国企改革，使国企做大做强和做久。”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

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

示。

通过改革使国企适应全球竞争新方式

《中国企业报》：你研究跨国公司和国企改革多年，怎么

看国企面临的新环境？最近20多年来国际竞争出现很多新

情况，中国企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王志乐：我们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

战结束和全球市场的出现，经济全球化形成潮流。在这样的

背景下，跨国公司发生了重大转型。他们原来的跨国经营战

略迅速提升为全球经营战略。他们在全球布局，把企业价值

链延伸到全球，从而打造全球价值链，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吸

纳和整合资源。为适应全球战略，他们调整了企业的治理结

构和管理结构，从过去中心辐射式管理转变为全球网络式管

理。与此同时，他们提升了原有的企业责任，从过去主要为

股东负责，提升到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反对商业

腐败在内的全球责任。经过全球战略、全球管理和全球责任

三大方面的转型或提升，原有的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

20多年来，全球公司作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迅速

崛起。全球公司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方式。全球公司把企业

竞争力延伸到全球形成全球价值链。现在企业的竞争已经

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而是全价值链的竞争；也不仅

仅是国内价值链的竞争，而是全球价值链的竞争。

加入世贸组织前，我国内地进入财富全球500大公司排

行榜的企业不过11家，2015年我国内地已经有93家企业进

入财富全球500大行列，其中国有企业80余家。中国国有企

业规模增大了，但是全球竞争力并不强。按照中国企业联合

会的数据，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海外资产、销

售和员工占全部资产、销售和员工的比例之平均数）只有

14%左右。因此人们可以说，中国这些国企基本上还只是在

国内市场上利用国内资源挣国内消费者的钱。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培育一大批

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

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显然，这里所说

的控制力、影响力不应该只是在国内市场上，抗风险能力也

不应该只是在国内市场上。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在讲到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

也提出，“支持国有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一批

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跨国公司。”文件强调这一目标是完全

正确的，只是应该把培育跨国公司改为培育具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全球公司。我认为，对商业类国企应该把参与全球竞争

和提升全球竞争力以及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作为目

标。公益类国企的经营水平也应该能够与国际上类似企业

竞争。这样，就促使国企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把企业价值

链在全球布局，进而形成企业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通过改革使国企适应全球竞争新规则

《中国企业报》：国企“走出去”实践了多年，也交了不少

学费，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要“走出去”。在您看

来，在国企“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王志乐：现代企业经营面临众多风险，其中既有商业风

险也有非商业风险。

我们调查了一批“走出去”的海外中国企业。我们的研

究发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传统的商业风险，但是面

临的更严峻的风险是非商业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地缘政治、

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合规风险。合规风险则是非商业风险

中的重中之重。合规管理是现代企业一项核心的风险管理

活动。

其实，强化企业责任也是全球公司带来的新挑战。我们

都知道，传统的跨国公司往往借助武力或者借助不公平贸易

掠夺别国资源。但是，进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跨

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他们参与全球竞争的规则发生了变

化。他们经营必须有利于当地发展才能够取得竞争优势。

近年来，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加大打击商业腐败

的力度，从而使企业合规风险急剧放大。世界银行从1999

年开始建立黑名单制度。凡是经世行认定的企业或个人因

商业腐败或欺诈就会被纳入世行黑名单，被处以几年、十几

年甚至永远不得参与世行和其他国际银行项目的处罚。目

前仍在黑名单上的企业有数百家之多。其中有35家中国企

业和3个个人。

事实上，强化合规管理反对商业腐败已经成为全球公司

参与全球竞争的新规则。中国企业不仅面临全球公司带来

的全球价值链竞争这一竞争新方式的挑战，而且面临强化合

规管理这一全球公司带来的竞争新规则的挑战。

企业转型升级不仅是商业模式、产品和技术的转型升

级，也是诚信合规等道德水准的转型升级。通过强化合规、

构建合规文化，企业才能做大做强做久并成功地走向世界。

企业的全球战略应该有全球责任相匹配，企业只有通过

强化合规管理才能有效化解合规风险。

央企境外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6.4%
本报记者 蔡钱英

国企改革要有利于
参与全球竞争

本报记者 王敏

如果严格地按照高铁出海，而不

是“高铁基建出海”这一标准看待，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

项目才应该被视为中国高铁出海的

第一单。

这一项目总投资为 60 亿美元，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中国

企业联合体，与印度尼西亚维卡公

司牵头的印尼国企联合体正式签署

组建中印尼合资公司将负责整个项

目从前期的建设到后续经营的全链

条。

这一项目的获得也印证了中国

高 铁 出 海 所 采 用 的“ 一 揽 子 方

案”——从基建、设备制造、运营以

及融资服务的整体方案的有效性。

全链条出海的第一单

雅加达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由

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中国企

业联合体与由印度尼西亚维卡公司

牵头的印尼国企联合体正式签署了

组建中印尼合资公司协议，而这一

合资公司将负责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这也是中国高铁第一次获得的

全链条高铁项目。

据悉，雅万高铁项目总长 150 公

里，计划于2015年11月开始动工，工

期计划为3年，设计时速300公里。

获得这一高铁项目的经过并不

容易，中方不仅面临着来自日本方

面激烈的竞争，同时还不得不面对

印尼方面的计划变动，在竞标过程

中，印尼经济部长曾表示：总统已经

决定不修高速铁路，中速铁路已经

足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合资建设的

高铁项目属于全产业链条高铁项

目，意味着中方将参与从技术标准、

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到

物资供应、运营管理和人才培训等

高铁从建设到运营的所有环节。

在此高铁项目以外，今年 8 月，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徐绍史

主任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访问印尼

时表示，中国将与印尼开展 1000 亿

美元的产能合作项目，包括参与印

尼公路、电站、钢铁厂、港口、能源、

矿业等众多项目的建设。

高铁出海收获期到来？

对于中国铁路出海而言，最近的

日子可谓是好日子，接连在俄罗斯、

泰国获得订单，同时在美国、新加坡

等国家也开始积极地推进铁路项目

的落地。

2015 年 3 月，俄罗斯铁路公司针

对莫斯科至喀山段高铁建设勘测、

设计工作发起公开招标，最终中标

方为由莫斯科国家运输工程勘测设

计所领导、下诺夫哥罗德地铁设计

股份公司和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中俄联合体。

据了解，从莫斯科到喀山段的高

铁全长 770 公里，跨越俄罗斯 7 个联

邦主体，覆盖 2500 万人以上，全程计

划设立 15 个车站。铁路最高设计时

速 400 公里，轨距为 1520 毫米，项目

规划在2018年世界杯之前完工。

在印尼雅万高铁正式花落中国

的四天前，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

参与投标的俄罗斯首条高铁规划设

计合同在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正

式签署。

与此同时，中美高铁也取得了巨

大进展。在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曾表示，中国

与美国将合资组建公司，建设并经

营美国西部快线高速铁路。

据了解，这条高速铁路从拉斯维

加斯到洛杉矶，全长 370 公里，预计

总投资额 127 亿美元，工程拟于 2016

年 9 月底开工。此前，由中国铁总和

多个相关企业合资成立的联合体中

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也正是

为这一项目所做的准备。

出海模式逐渐清晰

对于中国高铁出海而言，不断的

“试错”以及调整战略似乎成了目前

接连斩获大单的重要原因。

在南北车合并以前，中国高铁出

海延续着单打独斗的风格，据相关

人士透露，在那个阶段，出现过中方

多家企业参与到一个项目的竞标

中，这就不由得产生了一定的“内

耗”现象。

在南北车合并后，中国企业逐渐

采用了“抱团出海”的战略，在类似

的联合体中包括了南北车这样的轨

交装备制造商，中铁建、中国中铁这

样的基建商，在近期中国铁路总公

司这样的运营商也频繁地出现。

中国高铁出海的多次尝试中，类

似的联合体频繁出现，比如在墨西

哥高铁项目、此次的印尼项目中，都

是以联合体的形式参与竞标。

与此同时，中国高铁出海“一揽

子方案”也逐渐成形，除了高铁相关

企业参与，开始逐渐有资本团队、企

业团队进行参与，在与其他国家高

铁公司进行竞争时，能提供资金上

的支持和优惠的附加条件成为了中

国高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

在此次印尼高铁的项目中，中方

就曾经提出提供以 2%的利率，提供

55 亿美元的优惠条件，同时这次印

尼的项目中，参与双方均为两国的

企业，实现了由政府搭建平台，企业

参与建设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宋笛

高铁清晰全链条出海第一单解密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大国代表之新模式】

【大国代表之真功夫】【大国代表之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