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外管局联合

发布的《201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 报》，2010 年 中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净 额

688.1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21.7%。其中，新

增 股 本 投 资 206.4 亿 美 元 ，占 投 资 净 额

30%；当期利润再投资 240.1 亿美元，占投资

净额 34.9%；其他投资 241.6 亿美元，占投资

净额 35.1%。

而在 200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只有 69.2 亿美元、共 26140 个项目。入世

10 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净流量以年

均 25.82%的增速高速发展，累计跨国并购

金额达 877 亿美元。此外，中国被全球经济

浪潮不断席卷，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并购事

件层出不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对

外投资国，企业也已经越来越熟悉“外面的

世界”。

民营企业大放异彩

“前 30 年的中国是‘被分工’，即跨国

公司来华投资，导致中国经济游离于产业

链的低端。未来中国一定可以在全球重新

配置资源中获益。”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

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记者表示。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企业已经不甘于

处在全球经济价值链的低端，大型国有企

业虽然成为海外并购的主要发起人，但是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经过多年的发展

后，逐渐在产业内部聚合起来形成气候，产

生参与跨国并购的需求。

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等地

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的主要力量。2004 年，联想斥资 12.5 亿美

元购入 IBM 的 PC 业务，借此在全球 PC 市

场的排名由第九位跃升至第三位。 2010

年，吉利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收

购沃尔沃轿车公司的最终协议。

此外，据记者了解，进入 2010 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海外并购行列，

并购多集中在销售渠道。

以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多以国有企

业对外收购资源类项目为主，但现在，国内

企业对于通过并购获取国外技术、品牌和

市场渠道的偏好逐渐显现。

仔细分析各家并购方案可发现，近期

国内企业“ 走出去”的新特点可以归纳如

下：第一，并购主体多元化，此拨“出海”以

民营企业居多；第二，并购标的由资源类资

产向技术、品牌和渠道转移；第三，并购公

司所在地集中在欧洲。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国内企业的海外并

购案已经显露出热衷并购品牌与渠道这一

特点。

记者从国家商务部有关部门获悉，截至

2010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第一

大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30.7%，批发

和零售业是第四大行业，占 13.2%，这两大行

业的企业发起海外并购目标瞄准海外企业

拥有的品牌和渠道。采矿业仅仅是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第三大行业，只是因为

单个项目较大，所以比较引人注目。

金融危机为企业海外并购推波助澜

如果非要在这 10 年里找一个节点来

划分中国海外并购进程，金融危机无疑是

唯一的选择。

据商务部数据统计，仅 2008 年一年，

中国发生的跨境并购金额就超过 285 亿美

元，其中非金融业类并购占 75%之多，国企

的海外并购多以获取资源性资产为主，对

于中国所缺少的能源资源、优质产业等，

在海外企业市值下跌的情况下进行购买，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确有许多具

备相当规模和实力的中国企业在考虑如何

进一步做大做强时，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

海外。整合海外资源、发展海外业务成为中

国企业国际化采取的重要战略手段。

2009 年 12 月 11 日，北汽以 2 亿美元成

功收购瑞典萨博汽车公司相关知识产权。

也许北汽这次“走出去”不像其他企业的并

购投资那样引人注目，但它却抓住金融危

机后跨国并购难得的机遇，开启了在发达

国家收购先进成套设备的快乐之旅；2009

年 12 月 26 日，顺德日新宣布收购智利一座

储量高达 30 亿吨的铁矿。日新在矿山项

目中持股超过 7 成，投资约 10 亿元全部来

自于自有资金。

这些耳熟能详的高金额跨国并购案

都发生在 2008 年，并非是一个巧合。金融

危机来袭，为缓解资金流动性短缺，国外

金融或实体机构迫不得已大量出售资产

以缩小规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折现能

力 严 重 下 降 ，这 就 给 企 业 并 购 创 造 了 机

会，无形中成就了许多中国企业进军海外

的梦想。

企业并购浪潮不断高涨

截至 2010 年底，13000 多家中国境内

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1.6

万家，分布在全球 178 个国家和地区，对外

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172.1 亿美元。其中，股

本投资 597.3 亿美元，占 18.8%；利润再投资

1207 亿美元，占 38.1%；其他投资 1367.8 亿

美元，占 43.1%。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

到 1.5 万亿美元。

商 务 部 副 部 长 王 超 在 出 席“ 中 国 与

WTO 的未来”论坛时透露，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步伐加快，2010 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流量达到 590 亿美元，连续 9 年保持增

长势头，年均增速达到 50%左右。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1 年世界投资

报告显示，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

球当年流量的 5.2%，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

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对

外投资正在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还将在 WTO

框架下越走越远，并购金额不断增高，在这

一过程中，有业内人士提醒，海外并购风险

诸多，企业仍要学会规避不利因素，寻找合

适的并购对象，扩展自己的海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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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此后，中国企业站在国际舞台

上尽情表演。10 年了，中国企业频频发起海外并购，在满足自己发展需求的同时，也

在国际市场上展示了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产品远销海外，贸易额不断攀升，但伴随

一组漂亮数字的是，企业频遭贸易壁垒。可喜的是，这 10 年来，我们可以用“逐步成

熟”这四个字来形容中国企业，一方面，在发起并购之前，企业会更加考虑真正所需，

目的更明确；另一方面，在遭受贸易保护主义阻碍时，企业学会运用 WTO 规则减少

损害。或许下一个 10 年，我们可以对中国企业有更高的期许。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邢梦宇 插图设计 高阳文

入世十年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浪高一浪
累计跨国并购金额达877亿美元

“ 在 加 入 WTO 的 10 年 里，中 国 作 为

重要的经济体在融入全球经济大格局的

过程中，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

擦。我们从最初的不知所措，甚至无人应

对，到逐步学会并且掌握应用 WTO 有关

的法律规则，结成联盟，有组织、按步骤、

有层次地应对贸易摩擦，这可以说是中国

入世之后最大的一个转变。”中国世界贸

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匡迪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过渡期利用规则摸索前行

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入世之初，直面应

对 国 外 反 倾 销 调 查 的 中 国 企 业 只 有 40%

多。但目前这个数据达到 90%左右，对来自

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应诉率达到 100%。

事实上，面对如此多的贸易救济工具，

并非所有的案件只要中国企业积极应诉就

会取得一个很好的结果。在某些特殊时

期，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会频繁使用贸

易救济工具屏蔽国内市场上的中国产品，

并且在审理过程中，凭借繁杂的法律体系，

施压中国企业。

1995 年 成 立 之 初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被

称 为 WTO 皇 冠 上 的 明 珠 ，是 确 保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可 靠 性 及 可 预 测 性 的 核 心 因

素 。 据 WTO 上 诉 机 构 大 法 官 张 月 娇 介

绍，截 至 目 前，WTO 争 端 解 决 机 构 处 理

案 件 406 起 ，上 诉 机 构 在 整 个 体 制 改 革

中 不 断 进 步 ，增 加 了 一 个 常 设 的 7 个 法

官组成的上诉机构，每个人任期 4 年，到

期 可 以 经 过 WTO154 个 成 员 同 意 ，延 4

年，最长做 8 年，在权威性的同时具有区

域代表性。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面前，那些深

受贸易救济工具滥用之害的国家把上诉

WTO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获取公正贸易地

位的一条路径。

记者通过查阅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了

解到，自入世以来，中国作为争端方参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办理案件 30 起，涉及

21 项争端，作为起诉方参与案件 8 起，涉及

8 项争端；作为被诉方参与案件 22 起，涉及

13 项争端。

据了解，中国提出的 8 起申诉全部针

对美国（6 起）和欧盟（2 起），这与贸易摩

擦直接相关。涉及的主要是美欧对中国

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特定保障措施等。这些措

施是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最主要的贸易壁

垒。8 起案件有 2 起仍在磋商或专家组审

议阶段，6 起已结案，其中，1 起因措施未

生效而中止，1 起中方未获得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支持，其余 4 起为中方胜诉。总体

上 看 ，中 国 发 起 的 申 诉 取 得 了 较 积 极 的

结 果，特 别 是 在 对 美 国“ 双 反”措 施 的 申

诉 和 对 欧 盟 反 倾 销 的 申 诉 中 ，中 国 获 得

了重大胜利。

2002 年 3 月 26 日 ，中 国 与 欧 盟 等

WTO 成员起诉美国对进口钢铁实施特保

措施，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 WTO 争端解

决机制。

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这并非中

国真正意义上的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

来处理国际贸易摩擦，原因就在于中国是

在继欧盟、日本和韩国之后提出的磋商请

求和设立专家组请求，且指控事项与其他

WTO 成员几乎相同，在一定程度上有“搭

欧盟便车”的成分。

在入世保护期阶段，中国各个产业大

门逐步开放，但是并未完全敞开。在 2001

年到 2006 年，许多行业仍在被政府半保护

的状态下稳步壮大。

运用规则 规避风险

2007 年，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的第一

年，是涉及中国的 WTO 争端解决案件呈

爆发式增长的一年。这一年里，WTO 成员

所提起的全部 13 起争端解决案件中，针对

中国的就达 4 起，中国作为当事方的案件

占全年提起案件的近 40%。

面对 WTO 成员国的发难，中国在完

全打开国门后，开始学会利用规则，保护自

己的产业。

2007 年 9 月 18 日，中国政府就美国对

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的反补贴及反倾销措

施提起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

求。该案成为中国入世以来第一起独立起

诉的案件。但该案由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意外地裁定中国的进口产品不对美国产

业造成影响，使得中国诉讼的措施对象不

存在，因而我们“不战而胜”。

2009 年，WTO 框架下新发生案件涉

及中国的达到了半数之多。这使得中国超

越美国、欧盟成为当年 WTO 争端解决的

主角，2009 年也因此被某些学者称为“中国

在 WTO 争端解决中的崛起年”。

事实上，从 2008 年开始，中国已经连

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

国家。据 WTO 统计，2010 年，中国出口额

占全球总量的 10%，但针对中国的贸易摩

擦却占到全球的 35%。此外，不仅仅是反

倾销调查，欧盟和美国还相继利用“双反”

调查这一贸易救济工具封锁中国企业产

品出口。

2008 年 9 月 19 日，中国就美国对中国

标准钢管、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和非公路

用轮胎采取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提起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这一

役，虽然 WTO 方面没有完全支持中国提

出的申诉请求，但是却在两个至关重要的

问题上力挺中国，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美国对中国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是否合理，上诉机构确认美国的做法非法

地采用了“双重救济”。

不仅仅是美国，欧盟也在 2007 年之后

开始对中国频繁地使用贸易救济工具。

2009 年 1 月，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征收

反 倾 销 税 ，税 率 从 26.5% 至 79.5% 不 等 。

2009 年 7 月 31 日 ，中 国 政 府 就 该 案 向

WTO 提出争端解决机制下磋商请求，正

式启动 WTO 争端解决程序。

2010 年 12 月 3 日，专家组公布裁决报

告。2011 年 7 月 15 日，WTO 上诉机构公布

裁决报告。上诉机构基本上维护了专家组

的裁定，指出，欧盟反倾销基本法设定假设

前提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商都受国家

控制，这一假设前提是违反《反倾销措施协

定》第 6 条和 10 条的。

业 内 人 士 分 析 认 为 ，该 案 是 中 国 在

WTO 争端解决上的又一场重大胜利。在

这起案件之后，欧盟方面开始对自身的法

律做出修改，这有助于部分地消除欧盟对

中国出口企业的歧视性做法，有利于中国

出口企业今后的反倾销应诉。同时，该案

还 通 过 WTO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这 一 多 边 渠

道，解决了中国在双边几十年没有解决的

“单独税率”问题。

实际上，中国在借力 WTO 争端解决

机制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

2009 年 9 月 14 日，中国正式就美国限

制 中 国 轮 胎 进 口 的 特 保 措 施 启 动 了

WTO 争 端 解 决 程 序 。 但 在 2010 年 12 月

3 日，专 家 组 公 布 裁 决 报 告，作 出 了 有 利

于美国的裁定。这一结果引发了很多业

内 人 士 对 于 WTO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权 威 性

的质疑。

尽管如此，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龚柏

华认为，入世 10 年，中国政府已经用平常

心来看待参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诉讼，

起诉是运用规则为导向的法律手段敦促成

员切实遵守 WTO 规则和履行承诺，应诉

是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捍卫成员的合法权利

和贸易利益。

参与案件 30 起

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心态更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