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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2009 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在经历金融危机严峻考验的同时，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据

商务部统计，2009 年我国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4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在 2009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 2008 年下降 30%至 40%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了较好的

增长势头。 

为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在 2009 年的对外投资情况和后危机时代对外投资的意愿，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于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3 月开展了第四次“中国企

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 。” 此次调查规范了取样对象，扩大了调查规模，目的是深入

了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和意向、投资面临的问题、企业对国家“走出去”促进政策的

反应等情况，了解各地区、各行业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想法和需要政府协助解决的问题，

为相关部门制定和修订相关“走出去”促进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此外，本次调查还专

列一部分题目调查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因素，旨在了解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否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此次调查主要采用了调研问卷的形式，包括公司的总体情况、目前海外投资情况、对

外投资意向、金融危机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参与调查的企业直接完成问卷或由贸促会分会

及系统内的工作人员协助完成。为了保持调查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样本企业的选取沿用

了上年调查的标准，选取 3000 家曾从事过进出口贸易的中小企业（含贸促会会员），回收有

效问卷 1377 份，问卷回收率为 46%。 

本次调查由贸促会与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联合国贸发会议合作开展，问卷题目设计

和报告撰写均由各方共同完成。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主要通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 31 家分会和 4 家地方支会进行，他们分别是深圳、河南、江苏、四川、湖南、广东、河

北、济南、浦东、广州、西安、上海、浙江、青海、杭州、成都、江西、辽宁、吉林、云南、

陕西、大连、宁夏、重庆、湖北、黑龙江、山东、长春、贵州和供销、粮食行业分会以及浙

江安吉、温州、嘉兴、河北廊坊等支会。此外，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PII Research 

Centre）、中国贸促会法律部、贸促会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及中国国际商会也协助和参与

了本次问卷的调查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调查的数据和所有文字报告版权归中国贸促会、欧盟委员会及联合国贸发会议共同

所有，其他机构和个人使用须经中国贸促会、欧盟委员会及联合国贸发会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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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样本分析样本分析样本分析样本分析    

 

1111、、、、样本数量样本数量样本数量样本数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77 份，回收率达 46%。所回收的 1377

份问卷涉及近三十个省份的企业，涵盖了农业、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中介等多个行业，具

有较好的行业和地区代表性。 

在受访企业中，共有 344 家企业进行过海外投资，占总数的 25%。该比例比 2008 年调

查时的 28%略低，受访企业的地区范围和数量扩大是主要原因之一。 

2222、、、、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企业规模    

从员工人数来看，60%的受访企业雇员数在200人以下，规模在 200-1,000 人之间的企

业占 24%，规模在 1,000-10,000 人之间的企业占 14%，仅有 2%的受访企业员工数超过 10,000

人。 

图图图图1111....1111受访企业的员工规模受访企业的员工规模受访企业的员工规模受访企业的员工规模

60%24%

14%
2%

少于200人

200-1000人

1000-10000人

多于10000人

 

从营业收入来看，受访企业中有 30%的企业上一年收入超过 1亿元人民币（约合 1000

万欧元），上一年收入介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约合 100 万欧元）至 1 亿元人民币（约合 1000

万欧元）之间的企业比例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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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11....2 2 2 2 受访企业营业额规模受访企业营业额规模受访企业营业额规模受访企业营业额规模

30%

40%

20%

10%

小于一千万

一千万至一亿

一亿至十亿

十亿元以上

 

3333、、、、所有制分布所有制分布所有制分布所有制分布    

在所有填写问卷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 69%，国有企业占 12%，其余所有制企业（包

括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上市公司）占的比重都不足 10%。从所有制性质来看，民营企

业占的比重较大。这主要是由于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

业数量众多的缘故。 

图图图图1111....3 3 3 3 样本所有制分布样本所有制分布样本所有制分布样本所有制分布

12%
5%

69%

9% 5%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私有企业 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4444、、、、地区代表性地区代表性地区代表性地区代表性    

受访企业覆盖了中国 28个省份，比 2008 年的问卷调查范围多出 8 个省份，更具有全

国代表性。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我们把中国划分为长三角（长江三角洲）、

珠三角、环渤海、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五个区域，这五个经济圈的样本数都比较充足，具有

较好的地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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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11....4 4 4 4 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

27%

22%
20%

14%

10%
7%

长三角

珠三角

环渤海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其他

 

 

表表表表 1.1 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 

省份省份省份省份    企业数企业数企业数企业数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省份省份省份省份    企业数企业数企业数企业数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省份省份省份省份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数数数数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广东 262 21.6% 山东 136 11.2% 江苏 121 10% 

浙江 132 10.9% 河南 108 9% 上海 75 6.1% 

河北 73 6% 北京 48 4% 湖南 39 3.2% 

辽宁 35 2.9% 陕西 30 2.4% 重庆 26 2.1% 

青海 25 2% 四川 20 1.6% 吉林 15 1.2% 

江西 14 1.1% 云南 12 1% 宁夏 9 0.7% 

福建 7 0.5% 湖北 7 0.6% 天津 6 0.5% 

黑龙江 4 0.3% 安徽 4 0.3% 内蒙 2 0.02% 

贵州 1 0.01% 海南 1 0.01% 广西 1 0.01% 

甘肃 1 0.01%       

 

5、、、、行业代表性行业代表性行业代表性行业代表性 

从行业分布来看，半数以上的企业来自于制造业，农业和建筑业、金融业、运输及仓

储业等第三产业也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分布。填写问卷的企业基本包括了我国一、二、三产业

中的多数产业门类，具有较好的行业代表性。在制造业中，机械制造和纺织业的企业数量较

多，这是由于样本企业的选择标准限定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涉外经营的企业，而制造业中这两

个行业的外向度较高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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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11....5 5 5 5 受访企业的行业分布受访企业的行业分布受访企业的行业分布受访企业的行业分布

3%

15%

5%

16%

4%

7%6%

10%

5%

2%

1%

2%

9%

15%

农业 机械制造 食品生产

纺织业 橡胶、塑料生产 电气、光学设备制造

金属基底和制品 化工业 木材、皮革、纸浆生产

建筑业 金融中介业 运输及仓储

批发与零售业 其它
 

备注：图中的其它包括能源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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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1111、、、、投投投投资规模较小资规模较小资规模较小资规模较小 

在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投资额少于 100 万美元的企业占 61%，而投资额超过 1 亿美

元的企业只有 10 家，仅占对外投资企业数的 1%左右。这说明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规模

总体来说比较小，只有为数很少的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图图图图2222....1 1 1 1 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

61%
20%

12%

6% 1%

少于100万美元

100万-500万美元

500万-1000万美元

1000万-1亿美元

超过1亿美元

 

 

2222、、、、投资目的地分布投资目的地分布投资目的地分布投资目的地分布    

从设立境外企业的地区分布看，亚洲、欧洲和北美是吸引中国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

在进行过对外投资的 344 家企业中，有 49%的企业在亚洲投资，33%的企业在欧洲投资。在

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投资非洲的企业比例达到 13.6%，非洲正逐渐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热点

地区。只有少数的企业选择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投资。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的目的地，根据回收的问卷来看，已经对外投资的企业投资目的地涉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中国已投资企业数量进行统计，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美国、日本、法国、德国、

中国香港、英国、意大利、越南、韩国、澳大利亚等。其中，美国是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国

家，有 28%的对外投资企业将投资目的地选在了美国。此外，中国企业在投资欧盟国家时首

选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从表 2.1 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

欧洲发达国家及美国，这表明发达国家/地区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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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目的地主要为越南、印度和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

果显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连续两年进入吸引中国投资企业最多的目的地前十名，正日益

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一个重要国家。 

 

图图图图2222....2 2 2 2 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

49%

33%
28.40%

6.30% 6.70%
13.60%

0%

10%

20%

30%

40%

50%

60%

亚

洲

欧

洲

北

美

洲

拉

丁

美

洲

大

洋

洲

非

洲

 

3333、、、、对外投资䍋ℹ䕗ᰮ对外投资䍋ℹ䕗ᰮ对外投资䍋ℹ䕗ᰮ对外投资䍋ℹ䕗ᰮ    

中国企业⌏䎗Ѣ⍋外㒣㧹的ग़多ϡ䭓，䖥 15%的企业在 2000 年Пৢᠡᓔྟ对外投

资，5%的企业ᓔྟѢ 1995 年，া᳝ 2%的企业㞾 1985 年ህᓔྟҢџ⍋外㒣㧹。 

㸼㸼㸼㸼 2.2 对外投资㒣偠对外投资㒣偠对外投资㒣偠对外投资㒣偠 

一对外投资年ӑ % 

̚1985 0.64 

1986̚1990 0.80 

1991̚1995 0.88 

1996̚2000 5.10 

2001̚2005 9.65 

2006̚ 8.45 

᮴投资 74.48 

ᘏ䅵 100 

4444、、、、现᳝⍋外业ࡵ㉏߿现᳝⍋外业ࡵ㉏߿现᳝⍋外业ࡵ㉏߿现᳝⍋外业ࡵ㉏߿    

݇Ѣ现᳝⍋外业ࡵ的ᘏԧ㉏߿，᳝多⾡㒣㧹ᔶᓣ的企业া฿ݭњϝ⾡ᔶᓣ。在发䖒国

家，主要的⍋外㒣㧹ᔶᓣ为ᓎゟ䫔ଂࡲџ໘和ҷ㸼໘，᠔ऴ↨՟分߿为 30%和 22%。在发展

㸼㸼㸼㸼 2.1 前十ԡ中国企业投资᭄䞣最前十ԡ中国企业投资᭄䞣最前十ԡ中国企业投资᭄䞣最前十ԡ中国企业投资᭄䞣最

多的国家地区多的国家地区多的国家地区多的国家地区 

国߿国߿国߿国߿����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    

㕢国 95 28% 

日ᴀ 45 13% 

⊩国 37 11% 

ᖋ国 36 10% 

中国佭␃ 35 10% 

㣅国 25 7% 

意߽ 24 7% 

越南 22 6% 

䶽国 21 6% 

▇߽Ѯ 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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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情况与此类似。 

表表表表    2.2.2.2.3  3  3  3  海外机构的经营形式海外机构的经营形式海外机构的经营形式海外机构的经营形式        

 目的地为发达国家 目的地为发展中国家 

海外业务类别 第一类 

经营形式
＊
 

第二类 

经营形式 

第三类 

经营形式 

总

计 

总计 

% 

第一类 

经营形式 

第二类 

经营形式 

第三类 

经营形式 

总

计 

总计 

% 

设立代表处 88 1 1 90 22.06 46 2 1 49 17.31 

设立代理人 30 28 0 58 14.22 26 5 0 31 10.95 

设立销售 

办事处 
78 21 25 124 30.39 55 9 5 69 24.38 

配备生产设备 10 3 4 17 4.17 27 5 4 36 12.72 

设立采购中心 11 9 3 23 5.64 6 13 2 21 7.42 

设立分销中心 16 8 16 40 9.80 5 4 4 13 4.59 

其它 16 20 20 56 13.73 22 21 21 64 22.61 

总计 249 90 69 408 100 187 59 37 283 100 

（＊：问卷题目中每个填写的企业最多限选三种海外经营形式，＊表示企业第一选择的经营方式。） 

5555、、、、投资涉及的行业和领域投资涉及的行业和领域投资涉及的行业和领域投资涉及的行业和领域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的产业门类较多，其中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在对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投资中都存在这种类似的产业分布。在发达国家投资制造业的企业比例是

78%，而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制造业的比例是 71%。调查显示在制造业中，中国企业投资最多

的行业是机械行业，其次是纺织业。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跃的领域也是国内较为热门

的行业。投资于农业、金融业、运输仓储业等产业的企业数量较少。 

图图图图2222....3 3 3 3 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

3%

78%

4%

6%

2%

2%

5%

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运输及仓储

金融业

能源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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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 2.4 2.4 2.4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制造业详细分类制造业详细分类制造业详细分类制造业详细分类））））    

制造业类别细分 样本 % 

制造业 (详细信息) 136 70.47 

其中：生产食品、饮料和烟草  16 8.29 

生产纺织品及纺织类产品  27 13.99 

生产皮革及皮革制品  2 1.04 

生产木材及木制品  5 2.59 

生产纸浆、纸张及纸制品；出版与印刷  1 0.52 

生产煤炭、精炼油制品及核燃料  0 0.00 

生产化学品、化学制品及人造纤维 12 6.22 

生产橡胶及塑料制品  1 0.52 

生产其它非金属矿物产品  8 4.15 

生产基底金属及金属制品 15 7.77 

生产机械及设备（不另分类） 32 16.58 

生产电气设备及光学设备  8 4.15 

生产交通运输设备  5 2.59 

生产其它产品（不另分类）  4 2.07 

选择制造业但未填写细分产业的样本 57 29.53 

总计 193 100 

 

图图图图2222....4 4 4 4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

6%

71%

7%

7%

3%

1%

5%

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运输及仓储

金融业

能源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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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5  5  5  5  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行业分布（（（（制造业详细分类制造业详细分类制造业详细分类制造业详细分类））））        

制造业类别细分 样本 % 

制造业 (详细信息) 100 81.97 

其中：生产食品、饮料和烟草 5 4.10 

生产纺织品及纺织类产品 17 13.93 

生产皮革及皮革制品 2 1.64 

生产木材及木制品 2 1.64 

生产纸浆、纸张及纸制品；出版与印刷 1 0.82 

生产煤炭、精炼油制品及核燃料 1 0.82 

生产化学品、化学制品及人造纤维 9 7.38 

生产橡胶及塑料制品 3 2.46 

生产其它非金属矿物产品 7 5.74 

生产基底金属及金属制品 11 9.02 

生产机械及设备（不另分类） 26 21.31 

生产电气设备及光学设备 7 5.74 

生产交通运输设备 6 4.92 

生产其它产品（不另分类） 3 2.46 

选择制造业但未填写细分产业的样本 22 18.03 

总计 122 100 

 

根据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项目内容，我们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划分为资源

开发合作、产品销售合作、服务贸易合作、资本股权合作、技术引进合作等五个领域。在已

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有 205 家企业进行了产品销售合作，62 家企业进行了资源开发合

作，63 家企业进行了技术引进合作。开发海外产品市场、利用海外资源和海外技术是目前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较多的三个领域。 

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涉及资源开发合作领域的企业比例为 22%，而对发达国

家的投资中这一比例仅为 10%；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有 11%的企业进行了技术引进

合作，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这一比例为 21%。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多

地侧重于当地资源的开发，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更多地是考虑引进先进技术。不论投资目的

地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有约一半的中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进行了产品销售领域

的合作，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仍然是开拓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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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222....5 5 5 5 对外投资的领域分布对外投资的领域分布对外投资的领域分布对外投资的领域分布

62

205

25

3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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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合作

产品销售合作

服务贸易合作

资本股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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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222....6 6 6 6 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涉及的领域比较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涉及的领域比较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涉及的领域比较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涉及的领域比较

10%

47%

19%

9%

21%

22%

51%

14%

8%

11%

0% 10% 20% 30% 40% 50% 60%

资源开发合作

产品销售合作

服务贸易合作

资本股权合作

技术引进合作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6666、、、、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的方式    

中国企业采用最多的对外投资方式是绿地投资，有 40%左右的企业采取了这种投资方

式，其次是设立合资企业，超过 30%的企业采取了这一方式进行投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中国企业都采取这种类似的对外投资模式。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采取兼并或收购

海外公司的方式进行投资的企业比例达到 22%；在投资发展中国家时，该比例为 15%。与 2008

年调查时仅有 8%的企业采取并购的投资方式相比，2009 年进行对外兼并和收购的中国企业

数量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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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222....7 7 7 7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

39%

5%

22%

34%

42%

7%

15%

36%

0% 10% 20% 30% 40% 50%

绿地投资

褐地投资

兼并与收购

设立合资企业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7777、、、、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    

在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中，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和相关优惠条件对大多数接受调查企

业来说似乎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对问卷企业的调查，国内市场的不景气也反映为一个重要

因素，其它因素如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国内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及节约运输成本等

被视为不重要或不太相关的因素。 

 

表表表表 2.2.2.2.6666    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欧盟欧盟欧盟欧盟 27272727 国国国国））））    

决定性

因素 

非常重要

的因素 
重要因素 不重要因素 不相关 总计 

欧盟 27 国 

% （在回答该题的企业中）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

及相关优惠条件 
25 22 18 3 31 100 

国内市场的不景气 7 19 22 13 39 100 

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 14 23 21 5 37 100 

国内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11 15 19 9 46 100 

海外投资节省运输成本 9 20 21 7 43 100 

 

中国企业对其它发达国家投资的推动因素也与此相似。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的推动

力来自于政府的优惠条件和获取国外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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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7777        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其它发达国家其它发达国家其它发达国家其它发达国家）））） 

决定性

因素 

非常重要

的因素 

重要因素 不重要

因素 

不相关 总计 

其它发达国家 

% （在回答该题的企业中）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

及相关优惠条件 
18 34 18 5 25 100 

国内市场的不景气 7 18 29 12 33 100 

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 14 27 25 4 30 100 

国内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4 19 24 14 39 100 

海外投资节省运输成本 7 20 22 11 40 100 

 

然而，影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推动因素却大为不同。政府的优惠条件仍然非常

重要，但同时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受到国内市场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影响。 

表表表表    2.2.2.2.8888        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中国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 

决定性

因素 

非常重要

的因素 

重要因素 不重要

因素 

不相关 总计 

发展中国家 

% （在回答该题的企业中）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

及相关优惠条件 
15 25 24 6 30 100 

国内市场的不景气 7 20 22 13 39 100 

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 13 20 25 6 37 100 

国内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6 17 21 13 42 100 

海外投资节省运输成本 7 17 23 10 42 100 

 

在分析东道国的推动因素对于公司投资选址的影响时，根据投资目的地的不同其结果

也不相同。吸引企业向欧盟 27 国投资的因素中：对于大多数对外投资活跃的企业而言，当

地市场潜力、自然资源、当地掌握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当地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能力、获取已

经成型的品牌以及使企业打入目标市场等起了决定性或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地低廉的劳动

力成本和更容易进入公共采购市场似乎也比较重要，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是不重要因

素。而其他如：接触到国际化管理体制、节省运输成本及从优惠政策中获利等因素对于中国

企业来说基本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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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8 欧盟欧盟欧盟欧盟27国的市场潜力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国的市场潜力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国的市场潜力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国的市场潜力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

35%

27%

11%

0%

27%

决定性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重要因素

不重要因素

其他

 

吸引企业向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的因素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当地市场潜力、自然资源、

当地掌握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当地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能力、获取已经成型的品牌以及使中国

企业打入目标市场等因素起着决定性或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容易进

入公共采购市场似乎是重要因素。而其他如：接触到国际化管理体制、节省运输成本和从优

惠政策中获利等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仍显示基本不受影响。 

图图图图2222....9 9 9 9 其他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

11%

22%

21%7%

39%

决定性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重要因素

不重要因素

其他

 

吸引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因素则与上述情况不同。获取当地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表现出重要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市场潜力对投资者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

表明中国企业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中也看到了很大的需求。然而对于向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一些类似于当地掌握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当地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及获取已经成型

的品牌等因素似乎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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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222....10 10 10 10 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企业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企业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企业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企业对外投资
的推动作用的推动作用的推动作用的推动作用

9%

22%

24%6%

39% 决定性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重要因素

不重要因素

其他

 

对于其他影响过往投资选址的因素，其调查结果与上述影响投资欧盟 27 国、投资其

他发达国家及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因素调查结果相似。制度上的因素如透明公平的投资环

境和税收制度起决定性或非常重要的作用。目的国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也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当地政府的辅助、当地劳工组织的支持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因素。此外，多数中

国企业向一个国家投资的目标主要是进入当地市场，而并非是想把目的国作为向第三国出口

的基地。 

8888、、、、面临的挑战面临的挑战面临的挑战面临的挑战    

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融资困难，其次还有

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不了

解、外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

量和安全性存在担心、公司缺

乏国际经营和管理人才等。根

据统计结果，多数企业认为文

化壁垒、政府对投资的负面反

应等因素不会对其对外投资构

成巨大挑战。 

 
 
 

9999、、、、对投资的满意程度对投资的满意程度对投资的满意程度对投资的满意程度    

表表表表 2.9 2.9 2.9 2.9 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评分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评分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评分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评分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公司在融资上有困难 2.89 

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 2.91 

外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存在担心 2.98 

公司缺乏国际经营和管理型的人才 3.23 

公司缺乏对国际市场产品/加工技术的创新 3.27 

公司缺乏对新市场法规和风险的了解 3.32 

文化壁垒使得商业活动难以推行 3.60 

投资东道国对于该投资有负面反应 3.75 

中国政府或民间对于该投资有负面反应 3.83 

注：得分越少表示该项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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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受访企业对现有对外投资状况表示满意，超过 90%的企业对在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

的投资表示满意，81%的企业对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表示满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企

业中，9%的企业表示非常满意，15%的企业表示基本不满意，而在欧盟进行投资的企业这两

项满意度的比例分别为 25%和 5%。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满意度低于其在

发达国家的投资满意度。 

图图图图2222.11.11.11.11 对现有投资的满意度评价 对现有投资的满意度评价 对现有投资的满意度评价 对现有投资的满意度评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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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5%

77%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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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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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基本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欧盟 欧盟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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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未来对外投资的意向未来对外投资的意向未来对外投资的意向未来对外投资的意向    

1111、、、、未来对外投资趋势未来对外投资趋势未来对外投资趋势未来对外投资趋势    

在回答未来 12 个月的投资意向时，有 26%的企业表示将增加对外投资，30%的企业表

示保持现有投资水平，43%的企业表示不进行对外投资。面对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中

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关于今后 2-5 年的投资计划，61%的企业表示将显著增加投资或适度增加海外投资，

反映出中国企业希望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对外投资的意愿。

图图图图3333....1 1 1 1 未来未来未来未来12121212各个月对外投资趋势各个月对外投资趋势各个月对外投资趋势各个月对外投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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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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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原有水平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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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333....2 2 2 2 未来未来未来未来2222----5555年对外投资趋势年对外投资趋势年对外投资趋势年对外投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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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未来对外投资的规模未来对外投资的规模未来对外投资的规模未来对外投资的规模    

在中长期（2—5 年）内，受访企业拟对外投资的规模仍然较小，有 33%的企业预期未

来 2—5 年的对外投资规模在 100 万美元以下，另外还有 36%的企业表示对外投资规模将介

于 100 万—500 万美元之间。有 31%的企业预期未来 2-5 年对外投资规模在 500 万美元以上，

这一数字与 2008 年底的调查结果相比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企业正逐渐摆脱金融

危机的影响，对外投资的意愿有所增强。 

图图图图3333....3 3 3 3 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未来对外投资规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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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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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00万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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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未来对外投资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的行业    

受访企业未来对外投资涉及的行业领域分布与现有投资的行业分布几乎相同，制造业

仍然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企业计划投资于建筑业、批发零售

业和农业等行业。 

图图图图3333....4 4 4 4 未来投资发达国家的行业分布未来投资发达国家的行业分布未来投资发达国家的行业分布未来投资发达国家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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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333....5 5 5 5 未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分布未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分布未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分布未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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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未来对外投资的方式未来对外投资的方式未来对外投资的方式未来对外投资的方式    

设立销售办事处和代表处是中国企业拟采取最多的对外投资方式，其次是设立分销中

心。设立办事处或代表处的方式投资金额低、经营比较灵活，是初次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常

用的投资手段，采用设立代表处和办事处作为投资方式的企业比例较高反映了多数中国企业

的对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海外配备生产设备和设立采购中心是对外投资的较高级形

式，对企业的资金实力和国际化管理能力有比较高的要求，我国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采取这

两种方式的企业数均不足 10%，说明中国企业对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今后

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兼并与收购的方式来进行对外投资。 

图图图图3333....6 6 6 6 未来对外投资方式未来对外投资方式未来对外投资方式未来对外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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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  3.1  3.1  3.1  今后开展对外投资的方式今后开展对外投资的方式今后开展对外投资的方式今后开展对外投资的方式（（（（按投资内容划分按投资内容划分按投资内容划分按投资内容划分））））    

方式 样本数 
% （占填写该题的企业

的百分比） 

% （占全部企业

的百分比） 

新建直接投资/绿地投资 123 10.03% 8.93% 

拓展或升级公司现有的设施 269 21.94% 19.53% 

兼并或收购国外现有公司或资产 251 20.47% 18.23% 

合资 4 0.33% 0.29% 

未定 579 47.23% 42.05% 

没有回答 151  10.97% 

总数 1377  100.00% 

 

5555、、、、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    

中国企业未来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东道国对投资的优惠政策和回避中国国内市

场需求饱和的现状，有超过 30%的企业认为这两项因素决定了其对外投资。其次是获取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追随迁至海外的合作伙伴和为国内市场提供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超

过 20%的企业认为选择这些因素是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此外，利用某些国家良好的制度

环境（如融资便利、低税收等）、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自然资源国际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也是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考虑的因素，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趋于多元化。仅有不到 10%

的中国企业认为其对外投资的目的是获取国际知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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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73.73.73.7 未来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 未来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 未来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 未来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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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未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未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未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未来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有 59%的企业利用公司自有资本进行对外投资，31%的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自银行借

款，这两种方式是中国企业获取海外投资资金的主要渠道。此外，有 10%的对外投资企业表

示曾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融资方式筹集对外投资的资金。总体上看，调查显示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仍然较为单一，中国企业“走出去”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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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333....8888 未来融资渠道选择 未来融资渠道选择 未来融资渠道选择 未来融资渠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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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地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地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地未来对外投资的目的地    

亚洲仍然是最受中国企业欢迎的投资目的地，36%的企业表示未来的投资将投向亚洲，

这一比例较 2008 年的调查数据下降了 22个百分点。25%的企业表示未来的投资将投向欧洲，

25%的企业表示未来的投资将投向北美洲，这两个比例较 2008 年的同类调查均有所上升。这

反映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地有逐渐分散和多元化的趋势。 

图图图图3333....9 9 9 9 未来对外投资目的地选择未来对外投资目的地选择未来对外投资目的地选择未来对外投资目的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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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    

未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投资所在地市场，其次是中国国内市场和亚

洲市场、欧洲市场，将目标市场锁定北美洲和其他市场的中国企业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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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333....10 10 10 10 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未来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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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    

 

1111、、、、影响程度影响程度影响程度影响程度    

金融危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调查中仅有 13%的受访企业表示没有受

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余企业均称对外投资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31%的

企业表示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一数据较 2008 年的调查结果（40%）

有所下降，说明在目前对外投资的企业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正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逐

渐恢复。 

图图图图4444....1 1 1 1 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程度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程度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程度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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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影响的具体表现影响的具体表现影响的具体表现影响的具体表现    

受访企业中，有 257 家企业表示金融危机使得其对外投资变得更加困难，有 101 家企

业表示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投资变得更加容易了，而更多的企业则表示金融危机对对外投资

的影响目前还不能确定。 

金融危机导致了海外市场需求的减少，从而抑制了企业的对外投资热情，有 62%的受访

企业表示未来的对外投资将受到海外市场萎缩的影响。33%的受访企业认为，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经济的衰退和由此导致的国外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将影响到企业的对外投资。 

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是“削弱了国外竞争对手的实力”，其次是“金融

危机导致了国外企业的资产市值缩水，为中国企业用低廉价格收购海外资产和公司提供了条

件”，有超过 20%的企业认为这两方面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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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企业的应对措施企业的应对措施企业的应对措施企业的应对措施    

不同的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也各不相同，在已经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有

48 家企业表示在金融危机后将继续增加海外投资，84 家企业表示将减少海外投资，35 家企

业表示将改变投资的目的地，12 家企业表示将改变投资的目标行业。 

 

4444....2 2 2 2 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48

84

35

12

106

0

20

40

60

80

100

120

增加海外投资

减少海外投资

改变投资目的地

改变投资行业 其他

 

 

4444、、、、政府的宏观政策对企业应对危机的影响政府的宏观政策对企业应对危机的影响政府的宏观政策对企业应对危机的影响政府的宏观政策对企业应对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稳定出口、提高竞争力的宏观政策，收

到了良好效果，71%的企业表示从这些政策中获得了帮助，只有 29%的企业没有从这些政策

中获得帮助。这反映了宏观政策惠及大多数的外向型企业。在这些政策中，对企业对外投资

影响最显著的是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 43%的企业表示受到此项政策的影响，其次是鼓励产

业发展方面的资金补贴、促进产业发展的振兴纲要、增加流动性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

税率调整和减税方案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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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地区和行业比较地区和行业比较地区和行业比较地区和行业比较    

 

1、、、、地区比较地区比较地区比较地区比较 

1111））））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对外投资涉及的领域比较比较比较比较    

图图图图5555....1 1 1 1 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行业比较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行业比较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行业比较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行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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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比例均超过 40%，表明制造业是对外

投资的重点行业。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比例在 80%左右，对外投资的行

业比较集中。在制造业之外，环渤海和中部地区的企业投资于服务业的比例相对较高。西部

地区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均衡，投资于农业的企业比例达到 20%，投资于服务业的企业

比例超过 30%。 

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项目数量比在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项目多，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项目数量少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的项目数量，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对外投资更倾向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

的对外投资针对发展中国家较多。 

2222））））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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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受访企业选择最多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各地区 30%以上的对外投资项目落户在亚

洲。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其他地区的投资项目较

少。环渤海地区的企业对外投资比较分散，除上述三个洲之外，还有超过 10%的项目分布于

非洲，投资目的地更加多元化。中部地区的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和非洲，分别有超

过 30%和 20%的投资分布于这两个大洲。西部地区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超过 60%的

对外投资项目位于亚洲。 

 

图图图图5555....2 2 2 2 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各地区现有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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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 

未来 2-5 年内，各地区都有超过半数的企业预期会增加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意愿较

为强烈。相对来说，长三角企业未来对外投资的意愿更强烈一些，这个地区有 16%的企业

表示将显著增加对外投资。环渤海和中部地区有超过 30%的企业表示将不进行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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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555....3 3 3 3 各地区对外投资意向比较各地区对外投资意向比较各地区对外投资意向比较各地区对外投资意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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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比较行业比较行业比较行业比较 

受访企业的行业分布较广，其中农业及食品加工业 132 家，纺织业 161 家，化工业 86

家，机械设备制造业 164 家，电气设备制造业 69 家，建筑业 29 家，批发零售业 125 家，其

他行业样本量较少，所以我们主要针对以上 7 个行业来比较对外投资的现状和意向。 

1））））各行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各行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各行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各行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 

各行业中，建筑业企业的对外投资比例最高，有接近 35%的企业进行了海外投资，其

次是电气设备制造业和农业及食品加工业，对外投资的企业占行业企业总数的比例均超过

30%。化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对外投资较少，已投资的企业占行业企业总数的 15%左右。 

图图图图5555....4 4 4 4 各行业的企业对外投资比例各行业的企业对外投资比例各行业的企业对外投资比例各行业的企业对外投资比例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农业及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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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分布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分布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分布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分布 

亚洲是各行业对外投资最集中的地区，各行业均有超过 20%的投资项目落户在亚洲。

农业及食品加工业有超过 50%的投资项目位于亚洲地区，是投资亚洲最多的行业。除亚洲

外，纺织业和批发零售业有超过 20%的对外投资的项目分布于欧洲和北美，投资目的地相

对比较分散；化工业在欧洲和非洲投资较多；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制造业在欧洲北美和非洲

的投资较多；建筑业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投资较多。 

0% 20% 40% 60% 80% 100%

农业及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化工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

电气设备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及零售业

图图图图5555....5 5 5 5 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目的地比较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大洋洲 非洲
 

3））））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 

设立合资企业是各行业采用较多的对外投资方式，各行业均有超过 20%的企业采用这

种方式进行对外投资，机械设备制造业采用该方式的企业最多，有 62%的对外投资企业设

立了合资公司。除设立合资企业外，农业及食品加工业、化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还广

泛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而纺织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采用较多的是兼并与收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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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555....6 6 6 6 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各行业对外投资方式比较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绿地投资

褐地投资

兼并与收购

设立合资企业

农业及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化工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

电气设备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及零售业

 

4））））各行业未来投资意向各行业未来投资意向各行业未来投资意向各行业未来投资意向 

未来 2-5 年内，各行业的对外投资意向各异。建筑业的对外投资热情最高，有超过 80%

的企业表示将继续增加对外投资，农业及食品加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电气设备制造业也

有超过 60%的企业计划增加现有的对外投资规模。纺织业、化工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均有

超过 40%的企业明确表示减少对外投资或不进行对外投资，说明这些行业的企业对未来对

外投资更多地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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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5555....7 7 7 7 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意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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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 

调查显示，在未来 2-5 年内，各行业对外投资仍将保持较小的规模。建筑业大规模海外

投资的可能性较大，有超过 60%的企业表示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 500 万美元。 

图图图图5555....8 8 8 8 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各行业未来对外投资规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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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海外进行了投资，中国跨

国企业的数量也开始增多。为衡量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程度，本次问卷中参考联合国贸发会

议关于企业跨国经营指数的计算方法，设计了部分题目来了解企业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收入、

海外雇员数等方面的情况，以便进行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指数方面的计算。根据问卷回收情况，

我们选取了 142 家填写完整的企业作为计算对象。 

1、、、、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企业跨国经营指数（TNI）的计算方法，我们计算了 142 家中国企

业的 TNI。根据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一般都在 50%以上。

经过计算，142 家中国企业的总体 TNI 约为 20%，与去年基本持平。 

2、、、、国际化经营广度国际化经营广度国际化经营广度国际化经营广度 

TNI 指数反应了企业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收入和海外雇员数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程度，

除这些方面外，企业跨国经营的地区广度也是衡量一个企业跨国经营程度的因素。目前，按

照投资国家多少进行排序的全球 15 大跨国公司都在超过 6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发展

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按照投资覆盖国家多少排序的前十五名）对外投资涉及的国家数量

也都超过 11 个。从对外投资涉及的国家数量来看，绝大多数已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投资目

的国均不超过 5 个。这说明我们企业对外投资的辐射面较小，涉及的国家不多，多数“走出

去”的企业都将投资目的地锁定在 2—3 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经营网络。 

3、、、、各行业跨国经营程度比较各行业跨国经营程度比较各行业跨国经营程度比较各行业跨国经营程度比较 

分析各行业的 TNI 可以看出，制造业的跨国经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农业和第三产业。

制造业的跨国经营程度较高说明制造业比其他行业“走出去”的步伐更大，相对符合我国的

比较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的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有实力进行跨

国经营。制造业中跨国经营指数较高的产业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化工业，说明这些行业

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是率先“走出去”的产业门类。建筑业、房地产租赁及中介、金属制品

业等产业的跨国经营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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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16.16.16.1    各行业各行业各行业各行业 TNITNITNITNI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TNITNITNITNI    企业数量企业数量企业数量企业数量    

农业 24 4 

一般制造业 32 40 

食品加工业 26 4 

纺织业 27 8 

化工业 25 4 

非金属矿产业 25 5 

金属制品业 16 15 

机械工业 23 15 

电气设备制造 19 13 

运输设备制造 25 6 

建筑业 14 5 

批发零售业 30 5 

房地产租赁及中介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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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评估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评估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评估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评估    

 

1、、、、对东道国开放程度的评价对东道国开放程度的评价对东道国开放程度的评价对东道国开放程度的评价 

我们根据中国对外投资额的流向，对中国投资较多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环境和开放程

度的评价。受访企业对这些国家/地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总体上是满意的，以 5 分

制打分，多数国家的打分都超过 3 分，即介于开放和比较开放之间。中国企业认为最开放的

国家/地区是中国香港，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而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开放程度

较低，打分介于不开放和开放之间。 

图图图图7777....1 1 1 1 投资东道国开放程度评价投资东道国开放程度评价投资东道国开放程度评价投资东道国开放程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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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㸼⼎˖1ü非ᐌ不开放˗2ü不开放˗3ü开放˗4ü比较开放˗5ü非ᐌ开放 

2、、、、对中国政ᑰ对中国政ᑰ对中国政ᑰ对中国政ᑰĀĀĀĀ䍄ߎএ䍄ߎএ䍄ߎএ䍄ߎএāāāā֗进政策的评价֗进政策的评价֗进政策的评价֗进政策的评价 

䖥年ᴹ，为њࡼĀ䍄ߎএā⬹的ᅲᮑ，国家Ⳍ݇䚼䮼境外开䆒企业的Ḍޚ、䋶

、ֱ䰽、外∛、外џ以及ֵᙃ᳡ࡵㄝᮍ䴶制ᅮњϔ㋏߫的政策ᮑ。䗮过分ᵤ䯂ो我们њ

㾷ࠄ，受访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最Ꮰᳯ㦋ᕫ的是䋶和䞥㵡政策的ᬃᣕ，39%的企业认为

䳔㽕ࡴ大䋶政策对⍋外投资的ᬃᣕ度，35%的受访企业认为䳔㽕ࡴ大䞥㵡政策对⍋外投

资的ᬃ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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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7777....2 2 2 2 对对对对““““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促进政策的评价促进政策的评价促进政策的评价促进政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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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投资欧盟和北美投资欧盟和北美投资欧盟和北美投资欧盟和北美    

 

1111、、、、对欧盟国家投资情况对欧盟国家投资情况对欧盟国家投资情况对欧盟国家投资情况    

在调查结果中，仅有 10%的中国企业表示目前对欧盟有投资，样本数为 149。 

 

表表表表 8.1 中国企业投资欧盟中国企业投资欧盟中国企业投资欧盟中国企业投资欧盟 

贵公司目前是否已经向欧盟 27 国投资？ 

 样本数 % 

是 149 10.82 

否 1222 88.74 

无法确定 6 0.44 

总数 1377 100 

显然，中国企业可以在不同的地区进行海外经营。当他们向欧盟国家投资时，主要选

择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作为目的地。 

虽然目前已经对欧盟投资的企业仅有 149 家，但是有 15%的企业表示有向欧盟 27 国投

资的意向。如下图所示，这些企业主要有意向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投资。 

表表表表 8.2 向欧盟投资意向向欧盟投资意向向欧盟投资意向向欧盟投资意向 

贵公司是否考虑向欧盟 27 国投资？ 

 样本数 % 

是 199 14.45 

否 1170 84.97 

无法确定 8 0.58 

总数 13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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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8.1 向欧盟各成员国投资的意向向欧盟各成员国投资的意向向欧盟各成员国投资的意向向欧盟各成员国投资的意向 

 

调查结果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18%的中国企业表示他们曾经考虑过向欧盟

27 国投资，但是最终并没有投资。 

表表表表 8.3  实现对外投资实现对外投资实现对外投资实现对外投资 

贵公司是否曾经考虑过向欧盟 27 国投资，但是最终没有采取切实的行动？ 

是 否 无法确定 总数 

样本数 % 样本数 % 样本数 % 样本数 % 

248 18 680 49 449 33 1377 100 

在回答欧盟 27 国的投资优势时，企业认为欧盟是一个整体市场，使用一种货币并且有

一个规范的投资环境，这些特点十分重要。同时，基础设施质量、研发环境的质量以及有利

于投资的优惠政策也是中国企业在考虑向欧盟投资时认为很重要的一些因素。而对于欧盟国

家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在经商成本和税收体制方面是否有竞争力的问题，中国企业所

持的观点并不统一。 

在回答欧盟最具投资前景的产业时，中国企业主要选择了制造业和批发及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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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8.4 欧盟最具投资前景的产业欧盟最具投资前景的产业欧盟最具投资前景的产业欧盟最具投资前景的产业  

产业 样本数 % 

农业、捕猎、林业 36 2.61 

渔业 5 0.36 

制造业 300 21.79 

水、电、气供应 22 1.60 

建筑业 27 1.96 

批发及零售业 109 7.92 

宾馆及餐饮业 33 2.40 

运输、仓储及通讯业 37 2.69 

金融中介 23 1.67 

房地产业、租赁及经营 29 2.11 

其它 756 54.90 

总数 1377 100 

 

2、、、、对北美的投资情况对北美的投资情况对北美的投资情况对北美的投资情况 

1））））投资北美的比重投资北美的比重投资北美的比重投资北美的比重 

在已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中，有 32%的企业在美国进行了投资，5%的企业在加拿大进

行了投资，10%的企业在美国和加拿大均有投资，而 53%的企业在美国和加拿大均无投资。

从这个比重来看，美国是吸引中国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 

 

图图图图8888....2  2  2  2  中国企业投资北美的比例中国企业投资北美的比例中国企业投资北美的比例中国企业投资北美的比例

32%

5%

10%

53%

仅在美国有投资

仅在加拿大有投资

在美国、加拿大均有投
资

在美国、加拿大均无投
资

 

2））））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方式   

设立销售渠道是最主要的投资方式，已经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有 58%的企业采用这一

方式进行投资。此外，建立股份制合资企业、设立全新的独资制造公司也是中国企业采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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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投资方式，而兼并、收购国外资产则采用得较少。

图图图图8888....3  3  3  3  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方式

58%

8%

16%

10%
8%

设立自己的销售渠道

与当地公司、政府部门建立
非股权合作关系

与当地公司、政府部门共同
建立股份制合资企业

设立全新的独资制造公司

兼并、收购外国资产或公司

 

 

3））））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 

通过对未投资北美的企业调查得知，缺乏对北美国家法律体制及市场风险的认识是中国

企业没有投资北美的最主要的原因，有 40%的认为该因素制约了其对北美地区进行投资。

其次的原因是中国企业认为通过进口的方式进入北美国家的市场更便捷，没有必要进行直接

投资。此外，中国企业很难在北美寻找到商业伙伴、北美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质量及安全性

有所顾虑等因素也是阻碍中国企业投资北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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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888....4 4 4 4 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未在北美投资的原因

40%

29%

13%

21%

6%

32%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缺乏对北美国家法律体制及市场风险的认识

很难在北美国家寻找到商业伙伴

北美国家的消费者对于中国品牌不了解

北美国家的潜在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的质量及安
全性有所顾虑

北美国家的劳工对贵公司不了解

通过进口的方式进入北美国家的市场更便捷，没
有必要进行直接投资

获取北美国家签证有困难

 

4））））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 

在问及对北美的投资意向时，52%的企业表示未来不考虑在北美投资，29%的企业表示

考虑在美国投资，13%的企业表示考虑在美国和加拿大投资，有 6%的企业表示考虑在加拿

大投资。 

图图图图8888....5 5 5 5 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未来在北美投资的意向

13%

29%

6%

52%

考虑在美国和加拿大投资

考虑在美国投资

考虑在加拿大投资

不考虑在北美投资

 

5））））对北美投资的满意程度对北美投资的满意程度对北美投资的满意程度对北美投资的满意程度 

在已投资的企业中，8%的企业对投资结果非常满意，60%的企业对投资结果基本满意，

表示不满意的企业占的比例为 15%。这说明总体上看，北美的投资环境良好，多数中国企

业在北美的投资收益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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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888....6 6 6 6 对北美投资的满意度对北美投资的满意度对北美投资的满意度对北美投资的满意度

8%

60%

12%

3%

17%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基本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目前还无法判断

 

6））））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 

在北美各方面的投资环境中，中国企业最认可的是企业的产品可以打入北美市场，有

83%的企业认同这一说法。此外，有 75%的企业认为在北美经商比在其他发达国家经商的机

会更多，69%的企业认为北美具有投资所需的丰富及多元化的劳动力。这几方面的投资环境

中国企业的认可度较高。  

表表表表 8.5 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对北美投资环境的评价 

 

7））））北美具有投资前景的产业北美具有投资前景的产业北美具有投资前景的产业北美具有投资前景的产业 

受访企业认为，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北美地区投资前景最好的产业，分别有 26%的

企业认为这两个产业前景较好。此外，也有不少企业认为北美地区的农业、宾馆及餐饮业、

对北美投资的看法对北美投资的看法对北美投资的看法对北美投资的看法 认同的企业比重认同的企业比重认同的企业比重认同的企业比重    

北美具有贵公司投资所需的丰富并多元化的劳动力 69% 

在北美经商的成本比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低 51% 

在北美经商比在其他发达国家经商更容易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75% 

北美具有丰富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可以满足贵公司业务上的需要 51% 

北美可以提供与贵公司投资行为相适应的技术 60% 

贵公司可以进入北美市场 83% 

北美政府欢迎中国企业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 52% 

北美属于全球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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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介业、房地产业等产业的发展前景较好，具有投资机会。值得注意到是，跟第三章中

企业未来投资的行业分布不同，受访企业对北美产业投资前景的判断相对比较分散，没有高

度集中于制造业，这说明北美各行业对中国投资均有吸引力，不同行业间投资机会更多。 

图图图图8888....7 7 7 7 北美各产业投资前景北美各产业投资前景北美各产业投资前景北美各产业投资前景

10%
4%

26%

6%6%

26%

8%

7%
7%

农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水、电、气供应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宾馆及餐饮业

金融中介业

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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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计量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计量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计量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计量分析
※※※※    

 

本章主要针对已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进行分析，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发现那些

活跃在海外市场上的中国公司的主要特点；（二）探究中国公司青睐的海外投资地点；（三）

找到促使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力。 

1、、、、在海外投资的在海外投资的在海外投资的在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中国公司的特的特的特的特征征征征 

由于本调查涉及的中国公司有着不同的收入规模和员工人数，为确定在海外投资的中国

公司的特征，我们有必要区分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中国公司与只在中国国内经营的公司。除

此之外，还必须将这些公司与那些只做出口，而未在海外投资的公司相比较，发现它们之间

的不同特点。实际上，由于进入外国市场需要很高的固定投入，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很

可能在生产力水平最高，员工人数和收入规模最大的公司群体中产生。 

为了进行这个分析，我们把接受调查的公司分为三大类： 

——仅在国内市场经营的公司; 

——仅从事出口的公司； 

——从事跨国经营的公司。 

在利用问卷结果确认那些有海外投资的公司的确切数量时，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分析的方

法。所提的问题不同，所得出的数目也不同。这可能与接受调查的企业对不同问题的回答率

有关。由于本章的目的是研究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的因素，因此我们决定把那些从事

跨国经营的公司，即能够提供至少一个海外投资地点所在国家名称的公司纳入考察范围。 

同时，我们把所有能够证实它们的大部分收入确实来自于出口贸易的公司定义为出口公

司。 

按照上述的标准，我们得到了以下的样本：28％是仅在国内市场经营的企业，49％是出

口企业，22％是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其中的 60％也从事国内市场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 

表 9.1 显示的是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仅在国内市场经营的公司、出口公司和有海外业务

的公司之间总收入的分布情况。仅在国内市场经营的公司有近 55％的企业总收入低于 1 亿

                                                        
※

 本章由欧盟委员会的专家根据本次调查数据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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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只有 5％的企业总收入高于 10 亿元。由此可见，仅在国内市场经营的企业营业额偏低，

接受调查的出口企业总收入分布情况也类似。然而，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的营业收入分布表

现出不同的情况，只有 26％的公司收入低于 1 亿元，54％的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总收入高

于或等于 10 亿元。由此可见，海外投资比较活跃的中国公司似乎是收入最高的那些公司。 

表表表表    9.1 9.1 9.1 9.1 国内经营的公司国内经营的公司国内经营的公司国内经营的公司、、、、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收入分布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收入分布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收入分布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收入分布 

收入 国内企业 出口企业 跨国企业  

  样本数 占% 样本数 占% 样本数 占% 

低于 1 千万元 91 23,76 160 23,29 25 8,14 

高于或等于 1 千万元，但低于 1

亿元 
122 31,85 256 37,26 57 18,57 

高于或等于 1 亿元，但低于 10 亿

元 
70 18,28 118 17,18 57 18,57 

高于或等于 10 亿元 19 4,96 37 5,39 167 54,40 

不详 81 21,15 116 16,89 1 0,33 

总计  383 100 687 100 307 100 

平均收入 665 000 000 599 000 000 000 2 480 000 000 

表 9.2 显示的是接受调查的公司中，仅在国内经营的公司、出口公司和有海外业务的公

司员工规模分布。具体情况和上述收入分布的情形非常相似，大多数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员

工人数较少，规模较小。数据显示，接近 66％的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员工人数低于 500 名，

只有 22％的国内经营企业员工人数多于 500 人。出口企业的情况也与之相似。与此对照的

是，48％的跨国公司雇员人数大于或等于 500 人（有超过 34％的企业员工人数多于 1000）。

因此，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公司里，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公司似乎也是那些雇用员工人数最多

的公司。 

表表表表 9.2  国内经营公司国内经营公司国内经营公司国内经营公司、、、、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员工人数分布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员工人数分布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员工人数分布出口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员工人数分布 

员工人数 国内公司 出口公司 跨国公司  

  样本数 占% 样本数 占% 样本数 占% 

少于 100 137 35,77 263 38,28 55 17,92 

多于或等于 100 ，但少于 500  121 31,59 256 37,26 86 28,01 

多于或等于 500，但少于 1 000  28 7,31 65 9,46 44 14,33 

多于 1 000 59 15,40 85 12,37 105 34,20 

不详 38 9,92 38 5,53 17 5,54 

总计  383 100 687 100,00 307 100,00 

平均员工人数 1079 558 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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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尽管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从事海外业务的企业数量相当少，那些确

实有海外业务的公司无论在总收入和雇用人数规模上均大于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和单纯的

出口企业。 

为了进一步确认跨国公司、出口公司和仅在国内经营的公司在规模上是否真的有显著的

差别，表 9.3 提供了对中国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样本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出的结

果。 

表表表表 9.3  9.3  9.3  9.3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规模 

因变量 log 营业额 Log 雇用人数 

跨国公司 1.870*** 1.113*** 

 (0.220) (0.136) 

出口公司 0.0304 -0.102 

 (0.173) (0.114) 

常数 18.84*** 3.676*** 

 (0.834) (0.635) 

观察值的个数 1038 1265 

Pseudo R2 0.119 0.193 

 

上面所有结果是对中国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的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中包含产业固定效应。括号里是标准差。*、**、***

这三个符号分别表示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为 10%、5%、1%。 

 

结果表明，首先，跨国公司的总收入和员工规模明显大于国内经营企业， 但是出口公

司和国内经营公司在规模上没有明显的差别。其次，跨国公司的规模普遍较大。换句话说，

从事海外经营的企业是在那些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员工规模上都最大的企业中产生的。这表

明企业的规模对于其是否进军外国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了解从事海外经营的中国企

业的特点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公司的国际化模式很重要。同时，了解中国公司最青睐哪些海外

投资地点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们撰写本章第二部分的目的。 

2、、、、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分布情况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分布情况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分布情况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分布情况 

调查问卷中包括了海外投资目的国的相关问题。我们要求受调查的公司填写它们五个最

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有 307 个公司至少选出了一个目的地名，有 58 个公司选出了五个他们

从事跨国经营的国家名。整体而言，在 1972 年至 2010 年间，接受调查的企业在国外进行了

720 笔投资，平均每个公司在两个国家/地区进行了投资。 

接受调查的公司已在海外 93 个国家进行了投资，图 9.1 按重要程度列出了最吸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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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 20 个投资目的地。五个最吸引中国公司的目的地分别是，美国、日本、法国、德国

和中国香港，其中美国在吸引投资量上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公司似乎更喜欢投资于规模大

的市场，比如北美，欧洲和日本市场，以及距离较近的亚洲市场（中国香港、越南、韩国）。  

图图图图    9.19.19.19.1    中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中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中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中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 20202020 个国家个国家个国家个国家////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注：上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中国香港，英国，意大利，越

南，韩国，澳大利亚，阿联酋，印度，俄联邦，新加坡，加拿大，西班牙，荷兰，南非，波

兰，瑞典。 

为了进一步调查市场规模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下面的图 9.2 介绍了一个国

家得到中国投资的投资量与这个国家的市场潜力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

2
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规模的手段，需要将该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间的紧密程度纳入考虑范围。

显然，下图表明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和中国投资量是正比关系。因此，市场规模似乎是中国

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重要拉动因素。这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主要考虑的是海外市场需

求。 

    

    

    

    

    

                                                        
2
关于此研究的数据来自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PII）,请特别参考： Mayer (2008), “Market 

Potential and Development”, CEPII working paper n°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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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9.2 9.2 9.2 9.2 获得中国投资的数量和市场潜力获得中国投资的数量和市场潜力获得中国投资的数量和市场潜力获得中国投资的数量和市场潜力    

 

然而，目的地市场规模并不是唯一影响中国企业投资选址的因素。正如下文所述，许多

中国公司投资于亚洲地区。与目的地市场的距离远近也可能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进入外国市

场时的选址，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地理距离越远，进入其市场的成本

就越高。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地理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下面的图 9.3 给出了特定国

家获得中国企业的投资量与中国在地理上距这个国家的距离之间的函数关系。这里距离
3
是

指两国首都之间或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测地距离。该图显示，一个国家距离中国越远，获

得中国企业投资的数量就越少。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理距离也是影响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这个拟合并不完善，因为很多相关的因素在这个二元

回归分析中并没有得到控制。 

 

 

 

                                                        
3 此组数据来自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PII），详见 dist_ce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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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9.39.39.39.3 收到中国投资的数量和与中国距离远近的关系收到中国投资的数量和与中国距离远近的关系收到中国投资的数量和与中国距离远近的关系收到中国投资的数量和与中国距离远近的关系

 

虽然此项分析表明中资企业的海外业务受市场潜力和地理位置影响，但这两个图只是显

示了相关性。要确定中资企业海外运营地点的主要决定因素还需要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即下

一部分内容。 

3、、、、中资企业选择海外运营地点的决定因素中资企业选择海外运营地点的决定因素中资企业选择海外运营地点的决定因素中资企业选择海外运营地点的决定因素 

要了解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地点的决定因素，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国家层面上获得它们地点

选择信息。大量的学术文献通过观察跨国公司的选址决定已经发现了影响它们选址的决定因

素，直观的说就是公司选择的是能使利润最大化的地点。虽然计量经济学家还未能直接观察

到这些公司在不同目的地国的收益率有什么不同，但他们已经分析出这些公司选择投资的国

家的确有一些明显特征。由此我们就可以评估国家特征对选址决策的影响，我们的计量分析

正是基于上述文献的。 

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 

因变量是指在研究期间 J 国获得的中国投资数量。在第二个步骤中，因变量的定义是在

研究期间 J 国从中国获得的投资于 I 行业的数量，以说明在选择地址时对不同行业投资的潜

在的不均匀性。 

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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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文献已经确定了四类主要的决定因素：市场规模，距离，不同因素的成本和质量

以及体制环境。以下是引入到分析之中的解释变量。 

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本研究中，我们用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市场代替市场规模。如上所述，这种

衡量市场规模的方法不仅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也考虑到这个国家与国际市场关系

的紧密程度。该数据来自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rmp_cepii）。我们有 1996-2003 年期间

的市场潜力数据，但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企业从 2000 年开始投资海外，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是

2000 年的数据。可以想象，市场规模大小与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选址的影响是成正比的。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距离根据两国首都或最重要城市（人口规模）的经纬度计算的。数据来自于国际

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dist_cepii）。 

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质量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质量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质量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质量：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质量在本分析里用人均 GDP 表示。事实上，

在一定的市场规模下，GDP 往往就是劳动力成本的近似值。 然而，人力成本高可能是高生

产率和劳工学历高的反映。如果有人认为人力成本高对投资选址的选择有负面影响的话，则

较高的劳工素质可能对投资选址的选择有正面影响。所以，这个因素的影响不能确定。 

体制体制体制体制环境环境环境环境：我们将一些变量引入对体制环境的分析之中。第一个变量是显示在一个地方

经商的难易程度的综合指数。这些数据来自《World Band Indicators》。我们有2004-2010

年期间的数据，但我们采用的是相关国家的上述几年数据的平均值。然后，我们引入四种不

同的反映经商难易程度的次级指标。第一个是创业的难易程度，包括开办一个新公司需要的

手续，时间，成本和最低实缴资本。第二是对投资者的保护，即对投资者保护力度的衡量。

三是纳税。包括纳税种类、准备和提交报税表的时间、纳税的时间、纳税总额占税前利润的

份额。 

最后一个是跨边界贸易及与出口相关的文件，时间和出口成本。最后，我们引入一个由

经合组织开发显示劳动力市场监管水平的“劳动保护”综合指数。所有的解释变量由对数表

示，所有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泊松回归 (ordinary Poisson regressions)分析。 

计量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 

表 9.4 显示的是普通泊松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因变量是某特定国家获得中国投资的数

量。  

第一栏表明，市场潜力对中国投资的地点选择影响很大，而如果市场潜力限定的话，距

离的影响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必须限定其他的国别特征。 

在第二栏，我们限定人均 GDP 以确定劳动力的质量和成本。人均 GDP 高对于中资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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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地点的选择有正面影响。中国公司不仅喜欢投资规模大的市场，而且喜欢投资于富裕的市

场。此外，正如预料的那样，距离的影响越来越不重要了。  

在第三栏我们限定为经商的难易程度。然而这个影响并不显著，因为经商的难易程度与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在第四栏，我们引入了四种不同的针对体制环境的次要指标。有趣的是，经商的难易程

度对于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有很强的正面影响。中国企业优先选择准入成本低的国家投资。 

在最后一栏里，我们把劳动力市场监管的管理水平作为控制因素，然而样本观察量太少，

不足以做出详细解释。  

所有这些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为了接近最大和最富有的市场。但是，这种判

断并不一定能够说明它们在地点选择上的特异性。 

表表表表 9.4 9.4 9.4 9.4     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        

因变量: 在 J 国的投资数量 

 (1) (2) (3) (4) (5) 

Ln 市场潜力 0.357*** 0.110*** 0.229** 0.454*** -0.288 

 (0.0177) (0.0304) (0.112) (0.134) (0.331) 

ln 距离 -0.0310 -0.304*** -0.506** -1.540*** -7.281*** 

 (0.0609) (0.0670) (0.244) (0.362) (1.797) 

Ln 人均 GDP  0.415*** 0.263** 0.558*** -1.209** 

  (0.0397) (0.108) (0.173) (0.513) 

Ln （经商的难易程度）   0.131   

   (0.105)   

Ln (创办企业)    -0.0997 -2.214*** 

    (0.111) (0.408) 

Ln (投资者保护)    -0.333** 1.757*** 

    (0.148) (0.472) 

Ln (纳税)    1.027*** -5.389*** 

    (0.226) (1.499) 

Ln (跨境贸易)    0.375** 0.741* 

    (0.147) (0.402) 

Ln (就业保障)     3.025* 

          (1.670) 

观察数量 91 88 22 22 10 

Pseudo R2 0.279 0.359 0.433 0.547 0.676 

所有结果都来自普通泊松回归分析。 括号里是标准差。*、**、***这三个符号分别表示回

归系数在的显著程度为 10%、5%、1%。 

表 9.5 给出的是普通泊松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因变量是特定国家 J的 I行业获得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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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投资数量。在第一列中，我们只引进了权重变量。第二栏，我们加入了人均 GDP

的限制；第三栏，我们增加了经商的难易程度的限制。其结果与前面的结果非常相似。市场

潜力和经商的难易程度对于地点选择的正面影响很大。当我们限定商业环境的不同特征时，

这些结果是成立的(第四栏）。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监管水平这个变量后似乎使结果有了些变

化，但正如前面提到的，该项的样本观察数量很少，引入这个变量可能会影响变量的显著性。 

表表表表 9.5 9.5 9.5 9.5     中国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    

因变量：在 J 国的 I行业的投资数量 

  (1) (2) (3) (4) (5) (6) 

Ln 市场潜力 0.221*** 0.0486 0.367*** 0.523*** -0.148 -0.236 

 (0.0188) (0.0324) (0.112) (0.124) (0.347) (0.334) 

ln 距离 0.200*** 0.0534 0.308 -0.463 -3.854** -6.618*** 

 (0.0608) (0.0659) (0.237) (0.333) (1.751) (1.803) 

Ln 人均 GDP  0.265*** 0.133 0.327* -0.632 -1.198** 

  (0.0386) (0.111) (0.175) (0.520) (0.520) 

Ln (经商的难易程度)   0.296***    

   (0.111)    

Ln (创办企业)    -0.0236 -1.150*** -2.083*** 

    (0.128) (0.390) (0.410) 

Ln (投资者保护)    -0.145 0.820* 1.661*** 

    (0.148) (0.468) (0.478) 

Ln (纳税)    0.768*** -3.746** -5.190*** 

    (0.217) (1.518) (1.505) 

Ln (跨境贸易)    0.313** 0.716* 0.712* 

    (0.158) (0.411) (0.404) 

Ln (就业保障)     3.036* 3.019* 

      (1.769) (1.681) 

行业固定效果 No No No No No  Yes 

观察数量 173 169 46 46 25 25 

Pseudo R2 0.09 0.108 0.112 0.155 0.145 0.712 

所有结果都来自普通泊松回归分析。 括号里是标准差。*、**、***这三个符号分别表示回归系

数在的显著程度为 10%、5%、1%。 

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公司倾向于投资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高，贸易环

境良好的国家。我们可以将这些结果与接受调查的中国公司对于它们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回

答相比较，结论是大多数中国公司都认为市场潜力是决定其投资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决定

性或十分重要的因素，能雇到熟练劳动力也是在这些地区投资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结果证

明，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当前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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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2009 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年。受世界经济和金

融危机的持续影响，2009 年我国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4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结束了从 2002 年至 2008 年年均 60%的高增长。我们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对中国企

业的对外投资情况进行了摸底，了解了近 1400 家中国贸促会会员企业及其他企业对外投资

的现状、意向以及金融危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等方面的情况。本次调查得出以下几个主

要结论： 

1、中国的对外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比较迅速。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的

中国企业中，有 25%的企业进行了对外投资。在投资规模方面，多数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较

小。61%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的对外投资金额少于 100 万美元，80%以上的企业对外投资金额

少于 500 万美元。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且海外投资金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企业较少。

从投资方式来看，设立国外代表处和办事处仍然是中国企业最常采用的海外投资方式。此外，

近年来国内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已进行了一些跨国并购，并且在企业的未来投资意向中，

兼并与收购的形式将会比过去受到更大的重视，以这种方式开展的投资活动也有望增多。 

2、制造业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投资行业日益多元化。在制造业中，纺

织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表现最为突出，反映出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的出口中有突出的表现。

大多数企业在欧洲投资都以设立分销中心或销售办事处为主要形式，目的在于扩大市场；而

当企业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时，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性则显现出来。受访企业中，除了投资于

制造业的企业外，投资在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产业的企业也为数众多。总的来说，调查结

果所体现出的企业投资特点反映出了中国在出口市场中的比较优势。 

3、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开发海外市场、获取海外的资源和技术。面临国内

市场需求的饱和压力，开发海外市场成为多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调查结果还反

映出：中国企业在投资发达国家时，更多地是考虑引进先进的技术；而在投资发展中经济体

时，更多地是侧重于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 

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其次为欧洲和北美，投资于其他地区的企

业较少。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而且文化传统相

近，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往来和联系，因此，亚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最佳目



2010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 
 

 55 

的地，集中了大量的中国海外投资，且这种状况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

越南因为其经济改革的成效，正日益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一个重要国家。除亚洲外，欧洲和

北美洲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另外，在今后对外投资计划中，非洲作为投

资目的地的重要性越来越强。 

5、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产生较大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的对外投

资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造成了很多国家经济的衰退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减少，

这对以拓展海外市场为投资目的的国内企业的影响巨大。此外，危机爆发后企业融资更加困

难、国外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因素也制约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受访企业表示，

金融危机对于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危机削弱了国外竞争对手的实力，为中国企业

用低廉的价格收购海外资产提供了机会。 

6、当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投资时，他们主要选择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作为

投资目的地。受访企业在回答今后向欧盟国家的投资意向时，调查结果与上述国别分布相类

似。在回答欧盟 27 国的投资优势时，企业认为欧盟是一个整体市场，使用一种货币并且有

一个规范的投资环境，这些特点十分重要。另外，企业认为欧盟最具有投资前景的产业是制

造业和批发与零售业。同时，美国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设立分销中心是中国

企业对美国投资最主要的投资方法，而目前通过兼并与收购的方式投资的企业很少。投资北

美的意向调查显示，美国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比加拿大更具有吸引力。 

7、中国企业已经把对外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中长期内对外投资的意愿较强。

虽然样本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但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今后 2-5 年内增加对外投

资。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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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经营指数的计算方法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经营指数的计算方法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经营指数的计算方法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经营指数的计算方法 

 

跨国经营指数（Transnationality Index，简称 TNI）是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的计算企

业跨国经营程度的一种方法，其数值系一家企业的国外资产比重、对外销售比重和国外雇员

比重这几个参数的算术平均值。跨国经营指数可以衡量一个跨国公司对国外资产、国外销售

和国外雇员的依赖程度。跨国程度指数高，表明海外企业相对于母国企业，在跨国公司中的

地位更重要；跨国程度指数低，表明这个公司虽然也有海外投资企业，但对母国的资产、市

场和雇员依赖性更大。TNI 用公式表示如下：  

TNI=(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收入／总销售收入+国外雇员数／雇员总数)÷3×100％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方法，TNI 不仅可以衡量某个企业的跨国经营程度，也可以

衡量和比较地区和行业间的跨国经营程度。对于某一行业，假设我们有 N 个样本企业，企业

i 的跨国经营指数为 iTNI ，则该行业的跨国经营指数为
1

/
N

i
i

TNI TNI N
=

=∑ 。对于某一地区，

假设我们有 N 个样本企业，企业 j 的跨国经营指数为 jTNI ，则该地区的跨国经营指数为

1

/
N

j
j

TNI TNI N
=

=∑ 。通过对比行业和地区间 TNI 数值，可以衡量不同行业和地区跨国经营

程度的高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曾选取全球 100 大跨国公司为样本，计

算了不同行业和地区的 T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