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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

和国家审时度势，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和延续，使得国有企业以往在世

界经济运行形势较好的时期并不明显的诸多国际化发展问

题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化发展新形

势，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新要求，有效应对日益复杂

多变的国际经营环境，国有企业更需在新格局下加快转变

国际化经营发展理念，采取有力措施，实现更好的发展。

近年来，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资委 2021年 2月 23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的介绍，中国中央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有大约 8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实现的海外营业收入超过 24万亿元，利润

总额接近 6000亿元，对外投资收益率达到 6.7%。

另据《国务院关于 2020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截至 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

产总额 268.5万亿元，虽然报告没有公布海外资产数额，

我们可以从 2017年的报告中境外总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9.1%，倒算出其大约为 24.5万亿元左右。而按照中央企业

2020年末资产总额 94万亿元计算，海外资产 8万亿占比约

为 8.5%，倒算过来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的海外

资产也应在 22.8万亿元左右 [1]。

此外，《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

露，中国企业海外资产总额约为 7.9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 49.8万亿元。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占中国企业海外资产

总额的比重约为 1/2，而中央企业又占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的

约 1/3，这些资产分别占到相关企业全部资产的接近 1/10，

不仅存量巨大，而且不难预期其未来的规模还将不断扩张。

因此，管理和经营好数额如此巨大的海外资产这个重大问

题，凸显了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 [2]。

在新时期的新格局下，国有企业只有在国际化道路上

走得更稳、更实、更好，才能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建设贡献

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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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党和国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企业加快国际化发

展带来了更好的机会，通过内循环拉动外循环，有利于企业

在境内的业务基础和经济增长为国际业务提供资金、产品、

技术、人才和品牌形象等支持，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3]。

②党的十九大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清晰明确的要求。国有企业

推动国际化发展，既是谋划国资国企改革全局工作的内在需

要，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引领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

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一

个更加公平的模式，有助于在双赢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建立国

际关系新框架。国有企业推动国际化发展，既是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落实，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4]。

④“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坚持实施，为中国构建开

放型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政策基础，也是推动国家繁荣发展的

必由之路。国有企业推动国际化发展，既顺应了中国经济深

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也为促进国家经济由有限开放转变

为全面开放提供了载体 [5]。

⑤自主创新和全球化产业链建设，加快了产业转型升

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赢得

国际竞争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国有企业推动国际化发展，既

有利于加快建立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由

大国向强国加速迈进。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的

国际化经营步伐日益加快，但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也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

①企业内部资源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发散性，结构合

理性有待持续改进，人、财、物以及市场资源较为分散，自

主技术创新和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不足，在国际市场上难以

形成聚集效应和竞争优势。

②企业总部和所属各级单位的国际化部门及职能配置

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基层单位在国际化顶层策划、市场拓展、

政策研究等方面存在职能缺失，难以统筹推动和指导开展国

际化发展工作。

③专业化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高，有的企业在业务部

门安排少数人兼职负责国际化业务，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员、

精力、时间，各业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自为战，难以形成

合力。

④国际化发展意识和共识有待增强，有的员工对国际

化认识不全面，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不了解，认为国际化离自

身还很遥远，不知道国际化是要做什么，甚至觉得企业不用

考虑国际化发展问题。

⑤企业一定程度存在对国际惯例、国际法律以及当地

政策掌握不到位的情况，在综合分析市场需求、政策导向以

及经济效益、自身能力等情报和信息，并用以支撑决策方面

的力量不足。

⑥企业的激励强度在同行业市场中往往竞争力不大，

在打造国际化团队、雇佣外籍中高端人才打开海外市场，以

及进行海外并购和运营海外企业等方面，实施难度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如下。

在企业整体战略的指导下，结合主业定位、面临的环

境和现有发展基础，制定好国际化发展战略，明确企业国际

化发展的战略定位、市场布局、商业模式、资源投入、组织

领导等各个层面的发展方针，以及国际化发展任务目标、内

容、步骤和途径，并通过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过程来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

根据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出了国际化发展目标

体系，将国际化发展任务细化为年度的国际化经营指标，并

且层层分解，压实责任，为国际化发展战略的落地提供执行、

监督和考评依据。

发挥好国际化经营平台的整合集聚作用，把企业内部

分散的个体优势进行组合，加强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和

技术出口之间的统筹协调，通过全球化配置资源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加强国际化品牌建设，从而在国际化过程中展示

和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

确定各级单位、职能归口部门和业务部门在推进国际

化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使企业内部负责国际化工作的各方

力量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在国际化发展的综合协调、市场

开拓、业务建设、技术运维、产品服务、政策研究、资源共

享等方面形成合力。

加强国际业务和法律等知识的学习培训，积极开展对

外交流和国际化实践活动，逐步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和员工的

国际化观念，拓展国际化视野，发挥人才本地化的促进作用，

吸引外籍优秀专业人才投身企业国际化发展。

本着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原则，加大

国际化发展目标及业绩完成情况与干部员工业绩考核和

薪酬分配的挂钩强度，有效支撑企业国际化经营目标的

实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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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拟进入和将继续深化开拓的国家市场，不仅

要识别有效市场需求，也要全面了解行业惯例、法律法规、

市场秩序、政治环境、风俗习惯等，制定安全有效的经商策略，

健全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国际化经营的保障能力。

加强企业内部各级单位国际化发展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形成客户、市场、渠道资源等信息的整体统筹和共享，助力

业务市场、经营管理、队伍建设等全方位的国际化发展成果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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