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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以前，“入世”令很多中国企业惶惶而不

可终日，害怕在大规模的削减关税之后，直接面对来

自国外同行的竞争。

如今，中国入世已有 10 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中

国各个行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飞速发展。得益中

国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国内企业在产品完善、技术创

新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中国商品出口总

值已从世界第七位，上升到了现在的连续两年世界

第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 走出

去”登陆海外市场，它们不仅获得了许多海外投资，

也并购了一些海外企业。连中国首任驻世贸组织大

使孙振宇都表示，实践证明，大家低估了中国企业的

应变能力。

在合作竞争中，从感受竞争到直面竞争，再到走

向世界，中国企业一直铆足了劲儿向前冲。

外资“搅动”中国市场

激发国内企业发展动力

入世 10 年来，国内企业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外资

的大规模进入。

作为规模最为庞大的新兴市场，中国在此期间

累计利用外资超过 1 万亿美元，是全世界吸收外国直

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不同资本带动的“鲶鱼

效应”也激发了国内企业的活力。

“我们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就曾得到过外资的帮

助。不仅缓解了资金压力，也让项目的整体质量得

到了很大提升。”天津金茂集团董事长文飚表示，尽

管外资的进入给本土企业带来很大冲击，但总体来

说，还是让国内企业学到了许多经验，同时也得到了

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飚指出，在外资公司不断进入的过程中，国内

企业感受到了自己的差距，也产生了奋起直追的念

头，开始了各种行动。

据文飚介绍，在外资企业最初进入天津房地产

市场的时候，的确给国内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

其是业务上的冲击，更让国内企业感到“吃不消”。

但这种压力也激发了这些企业发展的动力。现在，

通过向外资企业学习，比如，重视设计、空间的延展

以及物业服务等，不断地弥补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这一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外资分布密集的零售

业。2004 年，中国零售业开始向外资全面开放，沃尔

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国际零售业巨头纷纷抢滩中国

市场。彼时，有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国内零售企业会

被蜂拥而入的外来者“吃掉”。毕竟，这些巨头拥有

一流的配送体系、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丰富的企业

文化。那个时候，国内零售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生存挑战，不得不考虑重新定位。

为 了 不 断 提 升 自 己 的 竞 争 能 力 ，在 这 场 交 锋

中，许多国内零售企业选择了与外资企业合作。通

过这种模式，中国企业不仅学习到了外资企业的先

进经验，更在合作过程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目前，国内零售企业中已经出现了国美、

苏宁、百联等千亿元规模的大型零售企业，它们的

成功与外资企业这一强有力的“ 竞争对手”的进入

不无关系。

投资环境日益开放

资本市场发展超乎想象

10 年前，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

勒的“一槌定音”，不仅使“发育不足”的中国企业快

速成长，也让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开放。

2001 年年底，中国境内上市公司 1160 家，如今

已达到 2300 多家；2001 年年底，上市公司总市值不

到 4.4 万 亿 元 ，如 今 沪 深 两 市 总 市 值 接 近 25 万 亿

元。入世 10 年来，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国内

股市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国内企业的上市环境变得

越来越好，而且企业与优秀投资者之间的距离也不

再遥不可及。

“ 入世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有目共

睹，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通过上市融资的方法扩大

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提高了企业的运营能力。”某建

设投资公司董事会秘书王云凌告诉记者，上市不仅

可以帮助国内企业获取更多的融资渠道，也能够帮

助企业提高自己的内部治理能力及抵御风险的能

力，于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十分有益。

如今，中国企业在运营发展上已经越来越重视

全球化思维。也许 10 年前，华尔街知道中国资本市

场的人屈指可数；但现如今，华尔街的大佬们接踵而

至，很多中国企业也开始谋划到国外上市。

“选择在国外上市，可以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资

本市场，而且也为其购买国外优秀企业的股份奠定

了基础，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王

云凌说。

不过，专家也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上

市过程中也碰了不少钉子，“能够出海上市是好事，

但如果准备不充分也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去年以来，中国概念股在美遭遇寒冬，在多方

“狙击”下，出海的中国企业不堪重负，“死扛到底”还

是“黯然回头”成为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选择。这也

让其他已经或准备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忐忑不

安”。 据了解，2010 年，共有 55 家中国企业赴美 IPO

（首次公开募股），其中，50 家股价已经跌破发行价，

而今年，到 10 月为止，赴美 IPO 的 10 只中国概念股除

了奇虎 360 外，全部跌破发行价。中国概念股在美国

市场的遭遇，足以使业界进一步认识到国际资本市

场的复杂多变。

专家建议，对于有出海上市打算的中国企业来

说，应该结合企业自身和行业的特点，慎重考虑其必

要性。毕竟是否能够在海外上市并不是衡量一家企

业好坏的标准。面对发展成熟、监管严苛、阻碍重

重的海外资本市场，中国企业应该考虑到，资本市

场是把双刃剑，在带来更多资金的同时，稍有不慎

也容易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和不确定性，而

定期进行信息披露、审计等所需的费用对不少企业

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已经在海外成功

上市的企业来说，无论外部环境怎样改变，最重要的

还是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用过硬的业绩

回报投资者。

编者按：如今，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不仅可以随时购买到很多产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还可以和全球同步欣赏海外大片儿、收看种

类繁多的电视节目，这得益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入世带来的发展机遇。

入世 10 年来，中国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开放，不仅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也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会。随着国内市场的开

放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企业在与跨国企业的合作竞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越来越意识到了科技、创新等对企业的价值。现在，向“中国创造”

转变已经成为了很多企业发展的目标，相信，未来，在世界舞台上，“世界工厂”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霍玉菡 杨 颖 魏小央

入世 10 年来，中国经济环境越来越开放，不少国

外企业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这些跨国公司为一些国

内企业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也让很多企业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与国外企业的合作竞争

中，国内企业逐步意识到，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已

经成为企业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正面临挑

战。由于在人力成本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越

南、老挝等更具竞争优势，未来，国内很多外向型的

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的转

型压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已经成为这些企业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过，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在高科技行业，一

些中国企业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在很多行业，包

括汽车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国内企业的发展十

分迅速，变化巨大。专家表示，10 年来，中国企业在

各种合作竞争中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成熟，也开始意

识到了科技、创新的必要性，未来，随着转型升级的

顺利开展，国内企业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世界工厂”将更具创造性

“能够深刻理解‘竞争’、‘机遇’、‘人才’、‘科技’、

‘创新’这 10 个字，是中国企业 10 年来最大的变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徐洪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10 年来，通过竞争、优化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不少中国企业已经成功借助入世机遇，打入了国际

市场。比如，曹德旺的福耀玻璃、鲁冠球的万向集团

等，它们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了

不起的。这些企业和产品能够得到各国消费者的认

可，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它们深知人才、科技和创新

可以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动力和长足的发展。

专家强调，“创新”可以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

也最能给企业带来惊喜。虽然，中国市场的劳动力

优势正在逐渐减弱，但这也说明，中国市场正在变得

更加成熟。在这个阶段，任何形式的创新，或者新的

增长点的发现，都将帮助企业快速成长。现在，中国

正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站在“世界

工厂”的肩膀上，“中国创造”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未来机遇应该多于挑战。

总结世界知名品牌的成功经验，我们不难发现，

“经验加创新”是它们的品牌能够历久弥新的主要原

因。只要中国企业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多加一点点

创意，企业的发展将更具生命力，“世界工厂”也将更

让世界惊喜。

积蓄力量 稳步“走出去”

入世 10 年，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据徐洪

才介绍，如今，国内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活

动，不少企业已经通过走出国门等方式将企业与国

际接轨，为国际市场不断注入活力。

然而，在国内市场，一些行业还存在对内开放不

足等问题。“在税收方面，国内企业的待遇就没有国

外企业好。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内外资企

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此前，外资所得税税率是

15%，而内资企业的税率高达 33%。除此之外，外资

还享受着这样、那样的优惠政策和条件。而且，重

要的资源性行业对内资的开放程度也比较低。”徐

洪才指出，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条

件和限制。今后的 30 年，国家如果能加大对内开放

的力度，为广大民营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

帮助它们健康发展，中国的经济保持前 30 年的高速

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企业自己的努力也

很重要，专家指出，国内企业要用长远的眼光和全

球化的经营理念为企业发展制定方案，同时，要注

意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内涵

和质量。

此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近年来也成为了越

来越受关注的话题。现在，已经有不少规模较大，发

展较为成熟的企业开始“走出去”，徐洪才提示，这些

企业应该牢记一个“稳”字。

“走出国门是件好事，但如果事前准备不充分，

往往会事倍功半。相关企业要做好实地考察、论证，

了解当地的政策法律、风土人情，建立高效的运营机

制和管理体系，同时留出足够长的磨合期，避免盲目

扩张。”徐洪才说。

创新点亮“世界工厂” 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企业铆劲儿冲 世界惊叹中国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