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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宇 

亚洲开发银行 

副行长 

第十届世界华商大会 

“全球中资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马尼拉，菲律宾 

简介： 
 

尊敬的来宾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参加由菲华商联总会承办的第十届世界华商大会。 

当前，世界经济初现复苏迹象，金融危机的阴霾正逐渐散去。虽然这场金融危机给众多亚洲地区

的企业带来了挑战，危机也给他们提供了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调整区域、全球产业链的机会。 

今天，我将着重介绍华裔商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他们在区域合作和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以及亚行对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在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方面能够发挥的作

用。 

 

中资企业与世界经济 

 
在过去的２５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提升。除了经济高速增长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也有了大幅提高。首先，中资公司明显加快了在海外发展生产链的步伐，许多大的中资公司已发展

成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品牌。１９９８年，仅有５家中资公司荣登福布斯财富５００强榜单；２

００８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中资公司海外投资的规模在过去几年内亦有显著提升，从２００５年

的６９亿美元至２００８年的４１０亿美元。中资公司海外并购的总价值在去年增长了２５％。尽管

深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在今年前２个月内，中资公司成功完成了总价值超过２２０亿美元的２２项

海外并购。 

第二，规模较大的中资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显示出比外国竞争者更加稳定的回报率，在银行和汽

车行业尤其如此。在船运、食品进出口等其他领域，大型中资公司的盈利水平普遍超越外国竞争者。 

最后，创新能力得到较快发展。在过去几年内，数家中资公司显著提高了研发投入。２００７

年，中国７２％的科研开支来自私营部门，这个比例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的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公司申请专利的数量高达３万３千项，比１９９５年的水平高出２

０倍。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去年名列全球专利申请立项企业之首。 

 

   中资企业面临的挑战 
 

很明显，中资企业的事业拓展势头迅猛。但是，成功往往来之不易。中资公司的整体全球竞争

力仍有待提高。虽然海外业务拓展的步伐显著加快，大多数中资公司尚不具有全球性的竞争力，它们

在事业收入、销售和业务范围等方面的短腿尤为严重。 

打个比方说，美国和欧盟前５０强的公司平均销售收入分别为８８０亿美元和７００美元，而

排位前５０的中资公司平均销售收入仅为３００亿美元。中资公司在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方面，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里，我主要提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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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我此前提到在创新方面的进步，中资公司的创新产品普遍而言仍相对欠缺，知识产

权意识薄弱。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科研的扶持力度，大部分的中资公司缺乏创新能力。这主

要是公司缺乏有能力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公私部门合作不畅，缺乏对创新有建设性的环境所造成的。

对中资公司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是一个大课题。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即开始承认和保护知识

产权，但侵犯版权的行为至今仍然很严重。部分中资公司在国内市场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由于这种成

功建立在侵犯其他产品的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大打折扣。 

第二，中资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不足。许多很成功的中资公司在商界和消费者群中的知名度非常

有限。由于外国品牌占领了高端市场，许多中资公司被迫压低成本打价格战，而在创新和市场推广等

方面的投入甚少。另外一方面，大部分中资公司尚未融入由生产至消费的完整全球价值链中，所以这

些品牌的知名度不被终端客户广泛认同。 

   第三，中资企业面临国内外同业者的残酷竞争。中国国内市场目前已是跨国公司竞争最为激烈

的“前线”。在许多方面，中国国内市场比任何其他一个市场都更具国际吸引力，这有两方面原

因 ―― 从供应方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从消费方来说，中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

为世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在今后几年内预计超过７亿的中产阶级层将是这一转化过程中的重要

推手。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因此愈发激烈。在国际市场上，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资公司受世界

贸易组织反倾销投诉的案例也在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统计，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间，该组织启动

反倾销调查的案件从１６３起上升至２０８起，其中中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未来展望：更广泛的合作与亚行能发挥的作用 

 
中资公司怎样才能应对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 

我们需要在诸多领域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加大研发投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增强机构和

人力资源能力，对发展中长期产品的政策支持，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知名品牌，产业多元化，并

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中资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一个词――“伙伴关

系”。在商业用语中，伙伴关系意味着合作与竞争并存。亚行行长黑田东彦称这种特殊的关系为“Ｃ

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竞争对手结成伙伴关系对中资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伙伴关系的形成有

利于中资公司更易获得能源和原材料产品；有利于在技术、品牌和能力方面的提高；有利于应对由于

国内市场过度竞争造成的盈利缩水。 

在国内市场上，深化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目前的合作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一些以往被认为是纯

公共项目上，在设计、筹划、融资、建设和操作等方面的合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许多国有企

业已进行了结构调整，转变为可为本地和外国投资者共同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尽管如此，建立公私

伙伴关系在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汲取国际公私伙伴关系建立的几条优秀经验，其中包括

建立灵活、独立、透明、负责且专业的监控系统――由适当的权威部门通过适当的裁判渠道来保护私

营部门对资金密集型公私伙伴项目的投资。 

亚行在支持私营部门发展和促成亚行成员与中国建立公司伙伴项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区域

远景规划方面，亚行《２０２０年战略》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其所有核心业务中融入支持公私伙伴关系

建立的内容。在次区域合作方面，亚行在每个次区域合作项目中都密切关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通过

增强次区域内的实际链接性来取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在国家方面，亚行为刺激市场拉动的经济增长

大力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并为创建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向政府做成政策建议，包括订立不歧视私营部门

的法规、条例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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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将继续支持中国进行政策、法规和监督条例调整来支持私营部门的持续发展并改善私营企

业的融资环境。亚行将通过反垄断法和鼓励竞争的政策来增加市场竞争，改善政府管理的时效和有效

性，增强缴税激励机制，增加司法透明度，简化商业起步程序。亚行将继续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中小企业发展，金融系统改革，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亚行将尤其注重与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内金融机构的合作，加大在欠发达地区公私伙伴关系投资的力度。 

 

结论 

 
   总而言之，中资公司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有不少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将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必须看到，中资公司要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

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中资公司与外国竞争者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将有很大帮助。亚行随时准备

为亚洲企业提供支持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 

希望本届会议圆满结束。感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