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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恩 公 司 日 前 发 布 的 名 为
《合作共赢，筑基固本：2024 中国
企业出海最新研究与洞察》的报
告显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跨
境交易热度逐渐增长，跨境交易
规模持续扩大，跨境业务在公司
总业务量中的占比持续攀升。

贝恩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23 年中国企业出海资金量
相比于 2022 年增长 11%，企业数
量增长 23%。2023 年，在大规模企
业并购与私募股权投资中，有近
一半涉及出海，其中，科技与云服
务、高端制造、医疗健康、能源资
源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主要聚焦
行业。科技与云服务、医疗健康
等领域占比逐渐提升。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
华区工业品、制造和汽车业务主
席刘湘平表示，疫情前中国利用

本土企业在基础设施、生产能力
方面的比较优势推动企业“走出
去”，获取自然资源、寻求传统制
造业发展。疫情等复杂形势推动
中国企业出海产业升级，科技信
息类与医疗健康类标的占比大幅
增加，反映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
内生要求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
灵活战略调整。

贝恩公司的研究发现，随着
国际局势变化和亚洲区域多个自
贸协定的顺利签订及关税减免等
优惠政策出台，越来越多中国企
业将海外投资的目标重新转移到
亚洲地区，其中东南亚以其巨大
的发展潜力成为首选投资目的
地。欧洲市场购买力较强，且孕
育了发达的先进制造、医疗健康
行业标的，因此仍吸引众多中国
企业“走出去”，其中以英国、德

国、波兰和荷兰为主要目的地。
去 年 ，贝 恩 公 司 发 布 了《从

“走出去”到“全球化”：中国科技/
高端制造企业加码国际化战略白
皮书（2023）》，总结出三种出海企
业形态：有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
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有中国根基
的全球企业。

对此，贝恩公司认为，步入后
疫情时代，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逐步从“有海外业务的中国
企业”的轻资产模式转向“有中国
根 基 的 全 球 企 业 ”的 重 资 产 模
式。在这个过程中，“走出去”的
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更多
端到端的本地孕育模式，以及相
应的投资和资本合作需求，而企
业面临的挑战也随之加码。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
华区私募股权基金和兼并收购业

务主席周浩认为，企业在进行跨
国投资并购时需要更加关注目标
市场的政治、法律和监管环境，及
时调整投资策略，保持灵活性和
适变性。在投资地区上应探索新
的投资地区，进行多元化布局。
同时，投入资源进行深入的目标
市场调研，借助专业团队的帮助
将投资并购作为公司核心战略的
抓手，并依此制定交易标的筛选
标准，最大化为公司创造价值。

另外，周浩也指出，高质量的
尽职调查有助于客观评估交易标
的 价 值 ，深 入 理 解 目 标 市 场/行
业，对投资战略和交易主题进行
检验和调整，提早准备投后的整
合和管理计划。制定详细整合计
划，成立具有高效领导力的整合
团队，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合，尽可
能减少对原有基础业务的损害。

此外，贝恩公司还建议，在加
码国际化的进程中，企业思维需
要转型升级，其中在产业布局层
面，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需
要兼顾的战略重点日益增多，尤
其是提高韧性。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
华区高科技业务主席成鑫表示，
中国公司的“韧性”布局面临从战
略规划到落地的独特挑战，需要
审时度势的思考和取舍，以及落
地阶段量身打造的精心管理。对
于当前及未来的产业布局，企业
除了要继续关注降低成本、减少
库存、提高服务和产品质量这些
以往的战略重点，还需要通过优
化产业布局、多源采购和价值链
监控来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并兼
顾社会责任（ESG）方面的建设和
投入。

中企对外投资与跨境交易热度逐渐增长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据中新社报道，6 月 16 日
长城战略咨询在重庆发布的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
2024》显示，2023年中国独角兽
企业共 375家，其中，超级独角
兽企业 12家，新晋独角兽企业
72家。

该报告的独角兽企业标准
是：在中国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
获得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企
业估值超过（含）10亿美元为独
角兽企业；企业估值超过（含）
100亿美元为超级独角兽企业。

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独
角兽企业分布于39个赛道。前
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成为主流，
大模型、可控核聚变、新型储能
独角兽企业加快涌现。“高端智
能装备与器件”赛道首次出现
独角兽企业。

报告称，独角兽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275家独
角兽企业拥有发明专利，企均
超70件，较2022年增长56.6%。

报告称，独角兽企业所在
地域呈现“高集聚、广分布”特
征。2023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
布在56个城市。北京、上海、深
圳、广州集聚超五成的中国独
角兽企业。合肥、武汉、重庆、
苏州等城市独角兽企业新晋速
度加快。温州、扬州、宣城等 7
城成为独角兽企业新城。

报告还分析了投资方，2023
年新晋独角兽企业中，近半数的
投资方具有国资背景。中东资
本作为投资新势力加速入局，参
投11家中国独角兽企业。

报告发布方长城战略咨询
董事长武文生回顾了中国独角
兽企业八年来的发展。2016年
至 2023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
量从131家增长至375家，总估
值增幅超一倍。累计 139家独
角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
市，超四成选择赴港上市，同时，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增多。

2023年中国独角兽
企业达到375家

■ 刘贤

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
长王毅近日在与泰国外长玛里会
谈时表示，愿共同推进中泰铁路
等大项目建设，早日实现中老泰
联通发展构想。泰国国家铁路局
日前也宣布，泰国与老挝之间的
跨境铁路预计于 7 月 13 日至 14 日
试运行。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
间的铁路建设按下“加速键”，有
望推动地区内更多铁路建设提速
升级，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互
联互通水平，早日实现中国与东
盟国家之间的泛亚铁路网。

据悉，中泰铁路一期工程于
2017 年年底开工建设，预计 2028
年竣工通车。二期工程拟于 2025
年开工，预计 2030 年竣工通车。
泰国新政府上台后，将加快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列入“头等大
事”。实际上，中泰铁路的“志向”

还远不止于中泰两国。5 月 8 日，
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 31 次
会议召开，双方就廊开至老挝首
都万象的项目展开讨论。未来，中
泰铁路与已建成通车的中老铁路
相连接，可形成中老泰跨境铁路交
通网。这不仅会拉动泰国经济增
长，还会提升泰国在中国—东盟经
贸合作中的枢纽地位。

以中老铁路为例，自正式开
通运营以来，该铁路已累计发送
旅客超 3000 万人次，发送货物近
3500 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近 800 万
吨，呈现出客货两旺状态。不仅
如此，中老铁路还带动万象、琅勃
拉邦等重点车站周边开发，促进
物流、商贸和旅游等产业发展，并
增加大量就业岗位。

相较于老挝，泰国的经济体量
更大、营商环境和旅游服务等更成

熟。中泰铁路的建成势必会为泰
国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刺激旅游
插上腾飞的“翅膀”。待中泰铁路
与中老铁路联通后，泰国还可升
级为中国—东盟贸易的区域性中
心，从而不仅可以提振泰国经济
发展势头，还能进一步提升泰国
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地位。

从更广泛的地区层面看，中
泰铁路建设也是《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深
化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一环。自
RCEP 正式生效两年多来，中国与
成员国一道开拓和增加互相之间
的外贸班轮、空运航线、铁路货运
班列和站点，不断提升物流综合
服务水平和通关运输效率。包括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
在内的一系列标志性互联互通工
程正持续发力，推动中国—东盟

经贸合作跨上新台阶。
当前正值 RCEP 持续释放政

策红利的“窗口期”，成员国内部及
成员国之间的铁路建设正迎来重
要机遇期。去年年底，习近平主席
访问越南，推动中越跨境标准轨铁
路联通被写进联合声明。在此之
前，柬埔寨首相洪玛奈访华，中国
明确支持柬铁路建设。在中国与
东盟国家掀起铁路建设热潮的新
形势下，中泰铁路自然不能缺席。
不仅如此，中泰铁路还可发挥示范
作用，以实际行动为推动该地区互
联互通水平再上新高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
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铁路合作还
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一方面，目
前建成通车且运行畅通的跨境铁
路大项目只有中老铁路，其他跨
境铁路有的仍处于建设状态之

中 ，有 的 还 停 留 在 规 划 论 证 阶
段。这也为未来建设更多横跨中
国与东盟国家的跨境铁路提供了
充足的施展空间。

另一方面，不管是建设中的中
泰铁路，还是规划中的中越铁路
等，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环境
及社会问题困扰。我们需要直面
这些难题，严格遵循共商共建原
则，在摸索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
东盟铁路建设新路子，充分发挥铁
路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
中国—东盟合作的积极作用。

总之，中泰铁路不仅有利于
泰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能
深化地区互联互通。我们也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铁路建成，为构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好根
基。（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
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按下“加速键”
■ 彭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