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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前，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既是大国

崛起的战略需求，又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保障。树立我国投资的良好国际形

象，实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盈利

水平的提升，需要完善商会和协会及财政

金融的服务能力，进行有组织的投资、因

地制宜的规划和全流程管理。

对外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当前，我国国内面临经济增长放缓、

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大海外投

资，开拓新兴市场，优化产能配置，将为

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在海外，应对供应

链重组和地缘政治挑战，全球范围内的贸

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各国逐

渐意识到供应链过于集中在特定国家或

地区的风险，试图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和

区域化。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

统，其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对我国商品征收

高达 60% 的关税，并对其他国家的进口

商品征收 10% 的基础关税。这些措施可

能使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我国作为全球

当 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的 30%，面临供应链转移的压力。通过海

外投资实现本地化生产，能减少企业受外

部贸易政策的影响，分散生产和供应链

风险。

从长远来看，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也符

合我国的战略需求，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

要保障。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

不可避免地通过国际扩张来获取更多的

资源、市场和影响力。我国目前是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作为一个新

兴的大国，其经济崛起不仅需要国内的发

展，还必须通过全球化布局来实现。同时，

通过全球化布局，我国寻求在促进自身发

展的同时，可以实现与他国的互利共赢，

这尤其体现在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

对外投资具备基础和潜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绝对量来看，2023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773 亿美元，

约为全球第一位美国（4043.2 亿美元）

的 44%，与第二位日本（1840.2亿美元）

相当；存量为 2.96 万亿美元，约为全球

第一位美国（9.4 万亿美元）的 31%，与

第二位荷兰（3.4 万亿美元）相差 13%。

从相对量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

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偏小，2023

年仅为 2%，而美国为 7%，日本为 17%；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也较低，

2023 年末仅为 17%，而美国为 35%，日

本为 51%。

从微观层面看，我国企业初显国际竞

争力。例如，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我国

企业数量自 2019 年至 2023 年一直位居第

一，超过美国与日本。尽管 2024 年有所

下降，我国企业的上榜数量位居第二，略

低于美国，但我国企业在多个领域保持优

势地位，尤其是在 5G 通信、高铁、新能

源汽车、光伏等领域，我国企业技术水平

全球领先。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其开展

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基础。

我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尤其值得关

注，从 2014 年的 98 亿美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251 亿美元，年均增速 11.4%，而同

期整体增速仅为 4.2%。东盟也是重要的

“一带一路”共建地区。2023 年末，我

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存量为

3348 亿美元，占整个投资存量的比重为

11%。但在 2023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投资流量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的 23%，显示出“一带一路”共建地

区正在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热点地区。

制造业有待发力。截至 2023 年末，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 80% 集中在服

务业，金额约为 2.4 万亿美元，主要分

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50%）、批

发和零售业（占比 18%）、金融业（占比

14%）。制造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第四

大行业，投资存量为 2834 亿美元，占比

10%，其中汽车制造业存量占制造业投资

存量的 25%。服务业占比较高与我国在很

长时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资产寻求

型为主有关。在该模式中，生产保留在国

内，海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

产，如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以及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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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由于生产并未大规模外迁，海外制造

不是主体，因而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占比

不高。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转向资产利

用型，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我国制造

产能的外迁不可避免，制造业在我国海外

直接投资中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绿地投资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

要进入方式，更适合企业进行长期战略布

局。随着各国加大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力度

以及经济保护主义的抬头，跨国并购日益

式微。2023 年，我国企业对外并购交易

额达 205.7 亿美元，这是自 2010 年以来

的历史第二低位，仅比 2022 年高 3%。项

目平均并购金额则从 2017 年的 4.1 亿美

元下滑至 2023 年的 0.5 亿美元，下滑了

88%。跨国并购占我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的比重已降至不足 10%。尽管跨国并

购能更为快速地进入东道国，但绿地投资

更适合企业进行长期战略布局。首先，通

过绿地投资，企业可以在东道国从零开始

建设，完全控制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生

产流程、管理架构、品牌建设、企业文化

等，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求设计并运营业

务。其次，企业可以深度扎根目标市场，

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因而

能获得东道国政府更大的支持力度和优

惠政策。最后，绿地投资不像并购那样涉

及企业整合，避免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

管理不一致或技术整合难题。

发挥走出去企业的引资作用

在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要

结合其他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

量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海外中资企业

在帮助我国吸引外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它们积累的广泛国际合作网络可被用来

宣传我国市场；它们可将经验分享给外企

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我国市场；通

过与海外中资企业直接合作，外企可以更

容易地进入我国市场并整合进入我国的

产业链；通过组织或参与国际商业论坛、

展览会和合作项目，它们可以为中外企业

搭建合作平台，直接促成更多外资流入。

应充分激励有走出去需求和成功经历的

中资企业为引资积极出力。将其与引资相

关的费用予以抵扣；对那些成功促成重大

外资项目落地，或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

投资环境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进行奖励；

对在引资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海

外投资、国际高端人才往来等方面的绿色

通道服务等。

提升财政金融的服务能力

企业走出去面临较大的资金约束。受

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内金融

机构对海外项目的审批和风控更加严格，

明显削减了对中资企业的海外融资金额。

西方国家对我国企业进行抹黑，加剧了这

些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各种挑战。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财政困难也增加了我国企业

海外项目的回款压力。

针对企业的资金约束问题，应创新金

融工具，探索多层次、综合性的全面融资

支持。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金融企业，推动本国金融体系更

好地服务海外投资布局。促进我国与东道

国之间的资金融通，适当调整现有“一带

一路”资金融通布局，对多边机制主席国

加大投入。重点加强对中小企业海外投资

的融资支持，建立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基金

和信用保证基金等。同时，设立更多中小

企业对外投资促进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

的信息与技术援助服务。对于投资风险较

高的战略性地区和行业，完善相关保险机

制，给予财政支持。香港是国际市场和内

地的重要桥梁和平台，应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香港构建

更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建

立更广泛的经贸联系。

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水平

可利用国内发展规划的成功经验，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量身定制的发

展规划支持，确保投资项目与东道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同步推进。规划应吸纳专业智

库与行业专家参与，确保投资决策和规划

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避免单纯依赖政府部

门承担全部规划职能。同时推动外交、商

务、金融等多部门协作，形成联动机制，

结合基础设施建设（硬实力）与文化传播、

社会发展支持（软实力），增强我国投资

的综合竞争力。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决策

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可行性报告基础上，

避免盲目决策和资源浪费。

采用有组织、多方协作的投资模式。

通过商会和协会、链主企业组织企业联合

投资，增强投资的协同性和抗风险能力。

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将我国企业的上下游

供应链引入目标地区，实现规模化生产和

集聚效应。针对单一项目回报不足的问

题，可联合开发其他高回报领域，通过跨

行业收益补贴，提升整体投资回报率。将

投资地区的收益部分用于提升企业的技

术研发能力，以实现产品升级，同时开拓

更高价值的欧美市场。

在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处理中保持适

度距离，注重经济发展合作，避免卷入政

治争端和形象工程。我国企业应在投资过

程中明确自身定位，与当地政府保持“合

作伙伴”关系。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升级等经济发展项目，强调投资的经

济性和实用性，避免因参与形象工程或政

治事务引发争议。

加强项目后续支持，避免资源浪费，

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对外投资不仅要完成

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需要注重项目的运营

和配套支持。比如，在援建医院时，需要

同步引入医疗设备和专业人员培训机制，

确保设施能够发挥预期作用，避免资源闲

置。设立系统化的绩效评估体系，对投资

项目的环境影响、社会效益和经济回报进

行定期跟踪和动态调整。通过探索综合性

和科学指标衡量项目成效，及时发现问题

并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投资回报和当地发

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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