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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国进军发达世界的突破口
 

虽然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目前已有复苏的迹象，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水平仍

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复苏的国家不足以带领欧洲走出经济大危机。能否加快欧洲

一体化进程，决定着欧洲能否尽快走出低迷及能否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

地位。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利用投资等经济刺激手段推动了 GDP 的快速增长，

但在金融优势之外尚存在着制度缺陷，在非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和联合大企业方

面也处于弱势。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除了要提升价值链，更要采取“正面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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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包围城市”两大策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欧洲是中国进入发达经济体过

程中最薄弱的一环，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因素，欧洲经济危机为中国全球化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当前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形势与策略分析

（一）欧洲当前的经济形势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崛起都得益于特定时期的关键战略。美国崛起的真正原因

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陆规模的经济体，因此它领先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力在

于人口，而不在于生产力方面。同样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分别位列第二、第三

大陆规模经济体，而欧洲能否在此之后成为第四大陆规模经济体还有待观察。从

经济角度来看，欧洲经济总量很大，但从政治视角来看，欧洲的凝聚力远远小于

部分成员国的实力。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对欧洲解决当前经济问题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更将成为欧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关键的战略性问题。

下面两张图显示的是欧洲当前的经济形势。从图 1 可以看出，以德国为中心，

包括波兰和法国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图 2 则显

示欧盟推行紧缩政策实效不大。一些国土较小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崩溃和复苏，

也无力影响整体形势（图 3）。另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经济停滞国家，比如芬兰、

卢森堡等，同样也因为国土太小而无法左右欧洲的整体经济形势（图 4）。实际上，

目前欧洲最大的问题是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并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

而这些国家分别是欧洲排名第三、第四、第五的大经济体（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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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金融大危机前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 GDP 百分比变化图

图 2  金融大危机前葡萄牙、爱尔兰与希腊的 GDP 百分比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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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金融大危机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 GDP 百分比变化图

 图 4金融大危机前芬兰、卢森堡、荷兰和捷克共和国的 GDP 百分比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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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金融大危机前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 GDP 百分比变化图

 所以，对当前欧洲经济形势产生影响的欧洲国家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

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它们本国的经济已经复苏，但其它主要经济体尚未复

苏；另一类是为数众多的弱小经济地区，比如希腊，并没有复苏迹象。造成这一

局势的根本原因就是欧洲没有形成大陆规模经济体，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发展水平

差距较大。如果欧洲国家能够真正统一成一个整体，那么资源流转将会比现在容

易很多。

（二）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全球化战略

中国经济正在全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源于其高

投资率。笔者认为，在不到 10 年内，以市价计算，中国经济的经济规模将会和

美国一样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经济体的人均 GDP 是每月略超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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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16% 的人口达到了这个水平。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

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数将会翻倍。笔者认为，中国再过 5-7 年会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2-15 年后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30-40 年后将成为最

发达的经济体，届时中国经济体规模将是美国的四倍。

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

确保了投资的增长。美国经济危机的起因是投资减少，这也恰恰是导致欧洲经

济没有快速复苏的问题所在。关于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变化问题，200 年前的亚当•

斯密就证实了当前计量经济的研究结论：经济体将会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发展，

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印度正是高效利用投资推动 GDP

的增长典范。我们很容易找到众多说明中国强大经济实力的具体数据：以汽车销

量来看，中国的汽车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中国生

产的水泥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都要多等。然而，这些并不是中国优势的关键

所在。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金融方面。图 6 以资金总量而非 GDP 百分占比的形式，

展示了中美储蓄中用以投资的份额，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额是美国的两倍，美国

大约有 2 万亿美元可用来投资，而中国大约有 4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融资方面，

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在金融方面非常发达，但是制度缺陷甚于金融优势。在未来几十年的时

间内，中国要努力把金融优势转变为制度优势。金融优势和制度缺陷意味着中国

经济并非遵循一个简单的从初级产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经典发展模式。事

实上，中国在第一个发展阶段重点发展的是初级产业，比如石油业、钢铁行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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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矿业等。但第二个阶段的重心就放在以银行业为中心的金融服务行业，第三

个阶段是制造业，最后一个阶段是非金融服务业。

二、中国企业的发展分析和对策

（一）中国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根据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数据显示，众多领域的中国企业都比它们的外

国竞争者要小。以市场价值计算，中国的 GDP 占到美国的一半，但中国企业的

图 6以市场汇率计价的中美两国国内总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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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额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机构制度实力远不如

GDP 具有竞争力。

表 1 显示了 2000 家公司在不同行业的收入占比，进而展示出中国经济的优

势与劣势。我们可以发现，在制造业里，中国企业的收入是世界第一，这是因为

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优势。中国在初级产品上占据强有力的地位，但是

表 1 各行业部门收益占各国国家总收益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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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和联合大企业方面处于弱势。在金融服务业，中国银行

业在收入，特别是市场资本化方面很发达，但在其它行业表现平平。中国在出口

方面十分薄弱。虽然中国是强大的制造业出口国，但根据以往的情况，中国制造

业的产品大多数出口到国外企业。中国的研发仍处于劣势，尽管已经加大了在研

发领域的经费投入，仍然不及其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除了上述情况，中国的另

一个劣势是仍然缺乏“国际化城市”，缺乏像纽约、伦敦或是新加坡那样的全球

化劳动力来源地（表 2）。

表 2 各国出生人口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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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公司在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方面的水平已有了极大提高，但中国在

这两方面的能力仍然薄弱。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品牌中，中国只占了 13 个，而

美国是 40 个。中国在金融公司方面也并没有真正占主导地位。尽管中国有海尔

和中石油这样的企业，但中国企业的海外生产依然薄弱。从图 7 可以看出，与其

他主要经济中心相比，中国在海外年均投资依旧较低，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要

获得可以掌控海外巨额投资的能力尚需时日。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国经济真

正的大发展将会在银行业而非制造业。

 （二）中国企业的发展策略

1、向上游价值链转移

中国企业的国际策略是向上游价值链转移。以 iPod 为例（表 3），继美国之

后，中国劳动力是参与 iPod 生产最多的。然而，参与 ipod 生产的美国工程师占

图 7 中国、日本与美国的海外年均投资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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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但中国的工程师只占 0.5%。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只占到 iPod 的 2.2%，这

与其创造的附加值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公司采取提升价值链的策略是必要的，

这样才能提升和国际上其他企业竞争的实力。

表 3各国参与 iPod 生产的部门收益情况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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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大根本发展战略：“正面进军”与“农村包围城市”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企业有两大发展战略。第一个是“正面进军”，即以部

分企业打入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市场。这只适用于中国的优势行业，比如银行业、

农业以及制造业的一些部门。第二个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即中国企业先打

好国内市场的基础，然后立足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最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一

核心竞争市场。

（1）“正面进军”战略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正面进军”战略。中国还要花大概 10 年才能开发

出创新产品。所以，在消费品牌极端重要的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成

本创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中国的优势是成本创新，西方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中

国这一优势。成本创新有助于中国通过多种市场方式建立起自身优势。中集集团

就是成本创新的绝佳例子。作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商，中集集团从生产普通

集装箱起步，进而从德国格拉夫公司买入一条生产线，生产制造工序更为复杂、

更具价值的冷藏集装箱。中方技术人员对此重新改进了四次，使其效率远远高于

德国原装生产线水平。在生产一个集装箱的过程中，材料成本占花费的 33%，制

造成本占 46% 的比例。中国能拥有如此具有竞争力的价格，靠的是生产盈利能力。

（2）“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到目前为止，“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进程最常采用的策略。

这一策略利用中国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来形成生

产规模，同时把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研发中，以此逐渐打入发达经济体市场，这

是一个有效的循环策略。目前，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快于发达国家经济体，“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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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就是“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崛起”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发展将越来越多

地利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转移方式，即中国的贸易将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经济

体转移，这就是贸易领域的“农村包围城市”。 

三、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前景

欧洲是中国进入发达经济体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因而欧洲在中国的“正面

进军”与“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中必将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中

国难以将日本和美国视作切入点。而欧洲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较少，所以中国在未

来大可以将目光投向欧洲。以下是两个中欧合作的典型案例：

1.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南非渣打银行 20% 的股份，两者在非洲为基础设施建

设融资。中国工商银行还向俄罗斯铁矿项目融资，以提高铁矿石产量。此外，中

国工商银行也忙于在欧洲其它国家巩固其地位。

2. 华为是全球第二大通讯供应商，现在公司的总收益有 75% 以上来自于海

外市场。华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其在世界通信业中的

排名仅次于爱立信。价格低廉的华为手机日前进军英国低端智能机市场，在英国

有长久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不仅聘请了欧洲设计师为其打造国际化形象，更

以英国为目标市场，旨在提高品牌意识。

由上述案例可知，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若与欧洲加强合作，局势将会比较

乐观。目前中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良好互动正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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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最后，总结欧洲与中国当前的形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欧洲不会很快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的

过程，因而危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2、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一定地位和相应发展战略，这是外界无法撼

动的。

3、出于政治原因，中国企业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美国和日本立足。未来五至

十年内，欧洲将成为中国企业进军发达经济体市场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