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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企业目前仍处于出海初级阶段，海外投资进程加速

 

 

 

 

海外投资增长加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2008-2023 年 CAGR 为 8%，我国非金融
投资中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占比在逐步提升。回顾中国企业出海历程，从中国加入 WTO

起，2001-2007 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阶段，对应的中国直接对外投资额呈快速增长趋势。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经历了两年的困境期，又恢复增长至 2016 年。2017 年，国家发
布一系列关于海外投资的政策引导，旨在提升中国企业的出海质量，在经历 2017-2019 年
的困顿调整期后，中国直接对外投资额逐步回升，步入从“产品力”到“品牌力”的回升
期。从对外直接投资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加码，到 2020 年总流量位居全球
第一。2022 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 9853.7 亿人民币，较前一年同期增长 5.2%（折
合 1465 亿美元，增长 0.9%）。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 7859.4 亿人民币,增长 7.2%

（折合 1168.5 亿美元，增长 2.8%）。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2022

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占同期总额的 17.9%。23 年在疫情影响消散之后以及“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国内企业
出海步伐逐渐加快，23 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计 13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其
中23M1-11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非金融类投资达285.7亿美元，同比增速达49%，占比24.7%，
23 年海外投资发展迅速。

图 1：2008-2023 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图 2：2015-23M1-1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非金融投资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全国尝试或计划出海企业超 70 万个，2018-2022 年间有 25.8 万家新的出海企业成立。根
据潜客宝和百炼智能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2 年，已有 725874 家企业尝试或计划出海，
其中 88.17%的企业已在商务部备案跨境电商资质，2018-2022 年间，陆续有 25.8 万家新的
出海企业成立，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在新冠疫情 3 年期间诞生的，即使疫情期间出海之路困
难重重依旧没有阻碍国内企业出海的步伐，我们预计随着企业出海步伐加快，新成立的海
外分支机构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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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8-2022 年新成立的出海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CIIC 中智集团公众号 

 

 

 

 

“一带一路”及双循环战略指导下，中国企业出海迈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伴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主流学者将过去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历程分四个大阶段，当前时
点我们正在经历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升级”阶段。近年来，尽管受到地缘政治摩擦、
新冠疫情等内外环境影响，但我国仍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2021 年，“十四五”规划提出，
要开展中国品牌创建活动，2022 年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3 年 10 月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召开，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战略指导下，中国制造业
企业出海有望迎来更多的政策红利，同时将为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更广阔的海外合作空间。

图 4：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百炼智能《中国出海企业现状洞察报告（2023）》，外交部公众号等 

 

 

根据企业出海的三个阶段来看，大多数国内企业仍处于出海的初级阶段，即以外贸、国际
工程承包为主。我们将企业出海分为“产品出海——渠道出海——品牌出海”三个阶段，
产品出海主要是指依靠产品研发和国内供应链凭借“同质低价，同价高质”的优势来实现
产品出口；渠道出海主要是指通过在海外建立当地的渠道系统，如线下门店，或是通过跨
境电商的方式布局海外渠道，实现渠道出海；品牌出海主要指，在海外打造品牌知名度，
通过品牌宣传和广告投放等方式在海外客户中形成较强的品牌认知，从而实现“品牌出海”。
从潜客宝根据公司资质、产品力、品牌力等多个维度打分结果来看，出海企业的质量分在
0-29 分的占比为 58.18%、30-59 分区间的占比为 41.43%，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初级的产品
出海阶段，即以外贸、国际工程总承包为主的出口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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