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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进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成绩，有效推动了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近几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这既有国内经济发

展变化的原因，还有国际政治关系和营商环境的影响。通过回顾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

资的发展，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变化并探究其演变动因发现：国内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

整、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都对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

深刻影响。同时，根据发展历程和影响动因，尝试为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提出建议，认为我国政府应进

一步加强国际开放合作、完善顶层设计，为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条件；企

业则应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开展相关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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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的思考

张  凡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实践证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实现与保持竞争

优势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经验证明技术寻求型

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

级具有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坚持自

主创新的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并以此带动

国内产业升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位居世界前列，特别

是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但自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

对外直接投资难度加大，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则使

得中国企业“走出去”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

有必要对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脉络

进行梳理，探究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

资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因，进而研究完善相

关政策体系。这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

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

发展，中国也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无论是投资

的增速和总量现在都处于全球前三水平，对外直接

投资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以技术寻求进而实现逆

向技术溢出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增加，这也

符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 20 年是中国企业

开展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发展阶段，中国企业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尽

管 2016 年之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

下降，但其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占比

重不降反增。

2000 年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 , 2001 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迈出了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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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热情高涨，对外直接投资规

模显著增长。自 2002 年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制度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快速增长

14 年，截至 2016 年，年均增速高达 35.8%。根据

相关数据 [1]（见图 1），仅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就达到了 1 961.5 亿美元，为历史最高纪录，投

图 1　2002—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资总规模为 13 573.9 亿美元，均位居世界第二位。  

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潮，技术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也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虽然对于技术寻

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明确统计口径，但从实践来

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

型行业和高端制造业（见图 2）。仅在 2016 年信

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

模就超过百亿美元，而汽车制造、计算机 / 通信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铁

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等高端制

造业的投资流量合计达到 138.82 亿美元，达到制

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的 47.8%。

图 2　2016 年中国企业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亟

待解决。此外世界范围内投资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

化，自 2017 年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萎

缩（见图 3）。受此影响，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出现 14 年来的首度下降，同比下降 23%。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国投资额分别为 1 213 亿美元

和 1 106 亿美元，连续两年下滑，降幅分别为 13%

和 8.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规模扩张转向寻求

质量的新阶段。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下降

趋势，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

量和存量分别占全球的 14.1% 和 6.4%，位列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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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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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占比重反而所增长（见表

1）。2017 年以来连续三年，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和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

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均有所提高，

对外直接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2018 年，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业的对

外投资额均有明显提升，同比分别增长 27.1% 和 59%，

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增长 1.1% 和 1.2%。

2018 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191.1 亿美

元，同比下降 35.2%，主要投向是汽车制造、计算

机 /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医

药制造、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金属制品等领域。在制造业中部分技术密集

型行业的投资绝对额有所下降，但所占比重不减

反增（见表 2）。

表 1　2017—2018 年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比表

年份

行业

2017 年 2018 年

投资金额（亿美元） 所占比重（%） 投资金额（亿美元） 所占比重（%）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4.3 2.8 56.3 3.9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业 23.9 1.5 38 2.7

年份

行业

2017 年 2018 年

投资金额（亿美元） 所占比重（%） 投资金额（亿美元） 所占比重（%）

汽车制造 36.1 12.2 43 37.7

计算机 / 通信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

28.5 9.7 23.7 20.8

医药制造 20.6 7 13.7 12

铁路 / 船舶 / 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14.3 4.8 6 5.2

合计 99.5 33.7 86.4 75.7

表 2　2017—2018 年部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比表

2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变化动因

2.1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从 2017 年开始，2018、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

速度分别为 6.8%、6.6% 和 6.1%，增速连续放缓，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步入经济结构调整攻关
期，经济发展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中的各项不利
影响依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在一些地区和领域持
续存在，企业经营困难增多。劳动力成本攀升、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技术变革发展使得传统依靠

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投入的发展模式和竞争优势遭遇

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排位创历史新高。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绝对额出现连续下降，但是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尽管部

分年份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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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新竞争优势的形成尚待时日。目前国内经济

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但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

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受此影响，

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放缓。

2.2　世界范围内投资阻碍增多

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程度与全球经济政治活

动密切相关，诸如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增速放缓、

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

活动带来负面影响。由于近些年世界主要国家经

济增长普遍乏力，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思

潮在全球范围内上升，已经掩盖了全球经济一体

化等概念。目前，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导致

贸易摩擦频发，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商投资并购

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限制。联合国贸发会议

统计数据显示，仅在 2017 年，全球范围内就新出

台了 18 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加

强对海外主体对本国投资活动的限制和监管。这

些措施通常会以保护国家安全或战略资产安全为

名实施，例如意大利扩大了政府对非欧盟企业在

高技术领域收购的否决权限；英国发布《国家安

全和基础设施投资审查》绿皮书，建立了更严格

的外商投资审查程序；欧洲理事会继法国、德国

和意大利后，提议建立欧盟外商投资审核框架，

以保护欧盟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美国也通过《外

商投资风险审核现代法案》（FIRRMA），进一步

扩大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

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审查的交易范围将扩大到对

美国特定行业涉及关键技术的美国企业开展的非

控制性投资，对于特定交易实施强制申报制度，

以阻止外国投资者获得美国关键技术 [2]。

2.3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

贸易摩擦频发、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得价值链上下游企业

破产的风险大幅增加，使得全球经济预期大幅下滑，

并正在引起金融恐慌。截至 2020 年 6 月，全球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超过 1 000 万，全球经济陷入

大衰退的可能性逐步增加。

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国际

疫情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限制航行措施给对外

直接投资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部分在建项目推迟、

延期，建成项目无法正常运营，增加了企业负担。

此外，疫情的扩散导致全球价值链运行受到较大负

面影响，使得国际营商环境恶化。尽管国内已经复

工复产，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处于疫情扩散

阶段，因此导致全球价值链运转混乱，反过来又阻

碍了国内企业的复工复产进度。

从长远来看，新冠疫情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

构、企业运营模式和居民消费习惯均会产生巨大影

响。各国为抗击疫情纷纷推出宽松货币政策，这会

增加自身财政负担，并会带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疫情蔓延导致的经济、社会影响已经成为部分国家

扩大贸易摩擦的借口，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有愈

演愈烈的态势。

3　促进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3.1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创造

　　 良好国际环境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企业“走出

去”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不断提高。

因此，需要政府发挥自身作用，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

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一

带一路”倡议，增强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为

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3.1.1　增强新冠疫情领域的国际合作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全球经济

受到巨大影响，世界各国疫情发生时间错位，在

2020 年 3 月中国疫情逐步得到缓解的时候，世界

其他国家的疫情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在抗击新冠

疫情方面本着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第一时间与全球共享病毒信息，第一时

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全基因序列。在继续做

好自身抗疫工作的同时，为全球抗疫提供强大的技

术和物资支持，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

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积极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完善

全球卫生治理，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

家提高应对能力。

3.1.2　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

了沿线 64 个国家的参与和支持，2013—2018 年中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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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 986.2 亿美元，

2018 年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金额为 178.9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1.3%。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增长态势。但由于沿线国家数

量众多，各自的国情不同，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开

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的环境较为复

杂。而投资环境的优化并非是企业所能解决的。因

此，须由政府出面在外交、经贸领域开展工作：在

外交方面，确定与各个国家的外交策略，为国内企

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外交环

境；在经贸领域，与沿线各国签订双方或多方自由

贸易协定，提升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

水平，为我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2　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促进技术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 2017 年以后，我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和管理体系已经有了较大的发

展，政府出台多项措施引导和规范对外直接投资，

在加强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

尽管如此，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职能分散、不同部门

多头管理的情况仍然存在 [4]，因此需进一步完善顶

层制度设计。

3.2.1　进一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设置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职能分散于不

同的部门之中，各部门之间可能会出现重复或者

遗漏管理的情况，由此会带来公共资源浪费、工

作效率下降等问题 [5]。因此要加快建设高级别的

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我国企业开展对

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和指导，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提供组织保障。可考虑设立专门的“对外直接投

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外直接投资的全流程化

审批和备案，做到“一个窗口”或者“一站式服务”，

提高服务效率，提升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效

率。

3.2.2　统筹制定各类相关政策，促进对外直接投

　　　 资发展

2017 年以来，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活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更加

需要理性开展。目前，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到来，

技术密集型行业将引领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对

外直接投资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提升将是世界大部分

国家的必然选择。建议研究制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规划，并与我国产业政策相结合，促进国内产业转

型升级。

资金是决定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6]，建议改革企业资金筹措方

式，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缓解企业对外投资活

动中的资金压力。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一是完

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为企业开展技术寻

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多和更灵活的金融产品；

二是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化融资渠道，向外国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国际金融市场发债或寻找国际投资者，

直接使用国际资金满足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三是

进一步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为技术寻求型对

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支持，降低企业资

金成本。

当前国际环境处于深刻变化的时期，国际政治

经济形势频繁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

不断增多，技术寻求型对接直接投资壁垒不断提高，

给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应当尽

快完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保险体系，创新对

外直接投资专项保险产品，降低企业风险。

3.3　立足自身实际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活动

企业是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实施主体，

从根本上决定了投资活动的成败。面临复杂多变

的国际国内形势，企业需要立足自身，科学理性

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企业在开展技术寻求

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要有清晰的规划，明确投

资活动的目的和方式，应当把技术寻求型对外直

接投资活动嵌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之中，与自身

的国际化发展方向相契合，切不可盲目投资。只

有企业做到科学决策，才能避免投资活动的盲目

性和冲动性。此外，项目后续的运营、国内外团

队的沟通融合以及跨文化管理等问题是关系到项

目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企业应当尊重当地

社会文化习俗，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这将有助于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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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Chinese Enterprises OFDI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ZHANG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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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going 
global”,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pgrading the technology of domestic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the 
pa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has slowed down.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changes in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ology 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trend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ology 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lores its evolution drivers, and finds that: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changes and the global pandemic of Covid-19 a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ology 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xisting policy system. It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opening and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Enterprises should carry out technology 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ies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echnology seeking; OFDI;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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