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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相

对复杂与多变，预期全球经济复苏

乏力。发达国家的政治紧张局面带

来了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将在2017

年帮助全球经济加速增长；巴西和

俄罗斯进一步接近走出衰退；将政

治纷争视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主

要风险；长期低增长将引发更多反

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

从美国而言，2017年美国经济

将继续保持增长和复苏态势，目前

的美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阶

段。美国的就业、消费、信贷和住房

市场预期可以保持良好势头。美国

新总统特朗普当选后，将采取全新

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无疑会对全球

资本市场产生剧烈冲击，不论是美

国股市、汇市、债市，还是欧洲、日本

和新兴经济体的三个市场都会受到

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奥巴

马时代，美国政权格局一直处于分

裂状态：总统是民主党，国会和参议

院是共和党控制。但是现今，美国

总统、国会、参议院都是共和党统

治，这对于美国未来方案和政策的

推进都是比较有利的。从JP Mor-

gan这家著名的美国资产管理公司

发布的预期可以看出，认为美国推

行最确定的政策包括：企业和家庭

减税，增加基础建设开支，增加国防

开支。企业的税收减免能进一步带

来盈利提高，个人税收减少也能推

动消费，而基础建设的开支增加会

拉动GDP，特朗普在当选后的短时间

内，可能会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

至于欧盟，2017年欧洲经济政

策和金融政策的变数将加大，是否

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各

成员国纷纷脱离欧盟等不确定因素

的出现，将更加扑朔迷离。虽然目

前英国“脱欧”程序尚未正式启动，

但已有多个欧盟成员国企图步英国

的后尘。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

个国家都曾忙着搞脱欧“公投”，奥

地利也曾蠢蠢欲动，当前欧洲一体

化过程当中出现了再国家化趋势，

民粹主义上升，这些都是与一体化

潮流相悖的趋势。

从整体来说，预计2017年全球

经济走出低迷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

可以看到，全世界也正慢慢习惯于全

球经济减速，这在西方经济体中表现

得比较突出，预计美国利率将在较长

时间内维持低位。相比之下，人们对

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还是比较

有信心的。

国内方面，以家电行业为例，预

计2017年国内家电企业的全球化步

伐还会延续2016年的趋势。2017

年，国内的优质大型家电企业将继续

把一些业务拓展到其他国家和区域，

包括直接在海外投资设厂，或者是采

取收购国际同类型的公司等。可以

说，截至目前，我国家电行业中的龙

头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已经取得了

比较好的成绩。从此前相关企业的

直接投资、合作、收购等动作来看，预

计2017年家电行业全球并购的热点

国家和区域包括美国、亚太、南非、欧

洲、巴西、印度、越南等。

未来，国美在线在亚非拉、欧美

等地也将开设分店，加速全球化战

略、建立全产业版图是国美在线下一

步要做的重要工作。

目前，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最主要

的问题首先是国际化战略不明确，导

致一些企业盲目决策、跟风启动项

目，既没有前期充分的市场调查，对

机会和风险的判断模糊，也没有本土

化经营的妥善安排，包括适合人员的

配备、相关经营决策权的下放等等，

而且有的企业在面对国际上激烈的

市场竞争时，不惜利用低价手段，导

致后续财务压力加大，产生一系列经

营问题。这都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不

明确所导致的。所以，企业想“走出

去”，首先要制定出一套明确的国际

化战略，包括时间、目标、相应制度、

发展方针等等。其次，由于地缘政治

所产生的风险，也使得一些中国企业

在国际上吃了很多亏，这些都值得今

后国内企业提高警惕。

新一届美国政府不出意外应该

会采取极端贸易保护的经济政策，这

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出人

意料”可能将会是未来四年的常态。

全球经济受恐怖袭击、反恐以及美国

推行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

增长会极为艰难，欧洲受影响应该是

最严重的。大量战争难民将重创欧

元区的治安与经济，欧洲的投资机会

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与难以预知。

中国依然是投资的重点区域，

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消费升级的带

动，未来几年的消费市场非常值得

关注。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主要

问题还是对投资国的真实情况了解

不深，往往以国内的经验来判断这

类海外投资，没有真正理解投资项

目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其中，最

大问题应该是语言文化问题。企业

领导者自身如果没有扎实的语言基

础，就很难从谈判中嗅出对方的真

实意图。没有真正了解当地文化，

就很难真正有效运营被收购的公

司，这种不成功的案例俯拾皆是。

所以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向世界，

扎实的语言功底是不可或缺的。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国家存在

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企业的海外

投资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但此

类动作基本是针对大型企业，对于

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是不会触及

这些麻烦的。

特朗普上台后，动作会很

大。但是特朗普大多数出人意料

的政策都已经说出去了，当政以

后的种种动作也会在预期之内。

美国的经济目前处于相对较好的

时候，如果不悉心呵护，很有可能

会重蹈覆辙。至于产业政策，美

国主要以市场为主，没有具体的

导向，政府扮演的是为产业保驾

的角色，主要是为企业搭平台。

还有就是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

增加税收，这也代表一种姿态。

未来美国贸易保护越来越严重，

贸易环境将构成一个产业政策，

美国国内或实行减税政策。

全球经济不排除继续低靡的

发展态势。美国股市增长得太离

谱了，特朗普如果真的一边减税，

一边实行基建发展计划，那么资

金将是一个重大问题，这将会给

美国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

从欧盟区来看，欧盟还没有

完全稳定下来，英国“脱欧”带来

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

主要看英国的示范作用，如果英

国“脱欧”后发展得很好，也不排

除更多成员国“脱欧”。

2016年，中国企业的日子并

没有过的太好，主要是因为外部

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此外，

贸易保护又很大程度上在加强，

再加上我们传统的竞争力消失得

太快，有一个时间差，现在的竞争

力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我国“一

带一路”战略包括我们为稳增长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的发

展也有促进作用。

在发展产业方面，更看好高

端制造业等国家鼓励的产业。我

国的金融业应该为中国企业提供

更多服务，减少盲目发展。金融

业的盈利靠的是服务，而不是靠

行政垄断带来的利差，金融应该

服务于实体经济。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比

较被看好，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相

关的生产线服务业和配套服务

业。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面临的

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有些国家

虽让你投资，但不让你投资关键

行业。促进就业和出口的他们很

欢迎，但是涉及“抢饭碗”的行业

就不欢迎。并购方面，也存在变

相反悔等现象。

打造中国企业
新竞争力

商务部研究院
国际市场研究所副
所长白明:

中国的数字娱乐产业正在迈

向深度融合的新时代，2017年整体

产业将会加快国际化进程，这是大

势所趋。目前，数字娱乐产业存在

融合联动不足的“孤岛状况”，在全

球化的浪潮下，2017年以及未来，

产业内的企业发展模式会愈发成

熟，产业链会更加完善，企业间的

合作也会更加广泛和紧密。

影视和游戏是中国数字娱乐

产业的两大领域。从产业角度讲，

2016年中国电影行业迎来了中美

合作的小高潮，万达集团表示以35

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11 月，万

达又宣布10亿美元收购好莱坞制

作公司 Dick Clark Productions，其

中，华谊美国出资 2.5 亿美元并与

罗素兄弟公司在美国共同投资成

立合资公司。完美世界与好莱坞

六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环球影业合

作，参与其未来5年电影项目投资，

数量不少于50部。游戏行业方面，

2016 年 6 月，完美世界获得《反恐

精英：全球攻势》（《CS:GO》）的独家

运营代理权，12月又代理了俄罗斯

的DIY载具对战网游《创世战车》。

网易最近宣布将代理全球知名战

争网游开发商Wargaming旗下手游

产品《坦克世界闪击战》。根据

2016年中国影视与游戏行业的动

态可以预测，2017年，产业国际合

作将能取得新的突破，这也是一种

发展趋势。

关于目前数字娱乐产业与海

外合作最主要的问题有两点：一是

各自为战。近几年，新生的数字娱

乐产业在我们国内发展很快，但是

在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却依旧存

在着产业各环打通不够、海外各自

为战的弊病。而且中国数字娱乐

产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也未能

真正形成相互扶持、聚力发展的态

势，这明显制约了中国数字娱乐产

业的海外发展进程；二是整个数字

娱乐产业以 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

态链还处于初级阶段，各领域之间

未能实现深度融合互动，对IP的开

发利用明显不足。要解决上述“孤

岛”状况，实现产业“破冰”，整个产

业需要秉持开放融合的心态，产业

链也要实现高度融合，形成抱团出

海的态势，这是可行的路径。

国际宏观经济仍将复杂多变
北京物资学院原宏观经济研究员夏吉喆喆:

海外发展需明确国际化战略
国美在线销售经理冯伟：

未来中国仍是投资重点区域
芬兰LIFAair中国区总裁张文东:

推动数字娱乐产业抱团出海
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官方发言人王雨蕴:

远见与论衡远见与论衡··全球化全球化

【政府/协会】
【企业】

【学者/专家】

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全球化时代，企业如何参与国际竞

争？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