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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魏杰

    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既要引进别国的产品和资本，而且自己

也需要"走出去"。"走出去"包括产品输出，也包括输出资本，但主要是指资本输出，即对外进行直

接投资。因此，在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当然要推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即"走出

去"。如何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对外投资，即快速而稳定地"走出去"，我认为最少有下述十个问题需

要讨论：

    第一，"走出去"的主体究竟是政府，还是企业？政府在"走出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但"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在"走出去"的战略中，要清楚自己的功能，不

能取代企业而自己"走出去"。但是现在似乎这一点还不甚清楚，有的政府在刮"走出去"的"风"。政

府的各种所谓"走出去"的出国考察团到处都是，甚至举办各种指令性的"走出去"学习班。应该明确

的界定，"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

    第二，"走出去"的主体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有人认为"走出去"首先是国有企业走

出去，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走出去"的主体的确定，不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定，而是看企业是

否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比较竞争优势是"走出去"的主体的唯一判断标准，任何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

企业都可以"走出去"。

    第三，"走出去"的风险防范是来自于行政约束，还是来自于企业利益的约束？"走出去"是有风

险的，风险靠什么防范？我们现在总是想通过制定各种行政性措施来防范"走出去"的风险，政府制

定了不少的有关行政措施，但这种外在的行政措施根本不可能保证风险的防范。防范"走出去"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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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主要措施，是企业的利益约束，即企业在利益约束下会自觉地主动防范风险。企业利益约束主

要是来自于企业体制的优越性，即企业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因而"走出去"的风险防范取决于企业体

制的改革和完善。

    第四，"走出去"的目标是单纯的市场目标，还是多元化的目标？现在谈"走出去"的必要性时，

往往强调我国生产能力过剩，需要通过"走出去"获取国外市场，即把市场获取作为"走出去"的目

标。强调"走出去"的市场目标是对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走出去"的资源目标问题，也就是考虑

到我国资源短缺的状况，通过"走出去"开发和利用外国资源；同时，还要考虑就业目标的问题，因

为我国就业压力很大，应该考虑通过"走出去"来解决就业问题。总之，应该考虑"走出去"的多元化

目标问题。

    第五，"走出去"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是采取中国独资企业的形式，还是采取与不同国的资本相

融合的方式？从目前国际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独资企业往往不利于"走出去"，而不同国

家资本相融合的企业，往往有利于"走出去"。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企业体制的不完善性导致"走出

去"还有困难，需要采取与外资相融合的方式，即：与外资合作→向外资学习→与外资竞争的"走出

去"的战略，因而"走出去"应该采取与不同国家资本相融合的方式，不一定采取独资企业的方式。

    第六，"走出去"是一种政绩表现，还是企业的自主选择行为？"走出去"并不是政府的政绩表

现，而是企业根据盈利与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收益与风险选择的经营行为。例如，一个企业究竟

是搞产品输出，还是搞资本输出，关键是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利益选择，如果企业在国内经营有利，

那么它就不一定非要"走出去"， "走出去"是利益选择，而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政府不

能强制企业必须"走出去"。

    第七，政府在"走出去"中的角色究竟是服务，还是审批？政府只能是服务，而不是审批。审批

只能是"造租"和"寻租"，而且政府的审批也不能解决"走出去"的风险。"走出去"是企业的经营行

为，政府只能提供服务，不能去审批作为企业自主权范围内的"走出去"的这种经营行为。像海尔这

样成功地"走出去"的企业，不是政府审批的成功，而是靠自己"走"成功的。前些年在"走出去"中造

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都是经过政府审批的，但审批并没有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八，"走出去"是遵循中国规则，还是遵循国际惯例？"走出去"当然必须接受国际惯例，而不

可能使用自己制定的规则。但是现在我们不少部门在花很大的力气去制定各种"走出去"的规则，实

际上大可不必这样去做，完全可以通过引进国际惯例就行了。关键是让企业懂得国际惯例。

    第九，"走出去"是靠政府保护，还是靠企业创新？靠政府保护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去"的，"走

出去"只能靠企业自身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企业只有通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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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十，"走出去"的原则是全球化原则，还是比较优势的区域化选择原则？我国的企业现在要无

选择地走向全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自己的优势出发，首先选择那些自己有比较优

势的地区，到这些地区去投资办厂，例如首先进入发展中国家，进入原苏联体系中的国家，进入与

我国西部相邻的地区等。比较优势的区域选择是我们"走出去"应该选择的正确原则，不能盲目"走

出去"，也就是不选择地进入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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