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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外投资现状与创新策略研究
何欣远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提要：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ODI）规模、合作质量持续向好。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将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因此推动对外投资创新为首要任务。2011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呈现出整体逐

年增长的趋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质量逐渐提升。财税扶持、投资鼓励和引导是中国现有对外投资成就的重要政策因素。在策

略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应在发展中积极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创新合作平台、引进优质人才、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方式提升企业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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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合作质量

（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持续增长

2024 年， 中 国 对 外 投 资 稳 步 向 好 发 展（ 庞 超 然、 甄 选，

2024）。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478.5 亿美元，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2.94 万亿美元（赵晶，2024）。此外，2024 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我国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国内

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因此，中国对外投资应该在发展的步伐中积极创新，提升国内

外合作质量为重要目标，对外投资仍有巨大发展空间（张颖熙，

2022）。

2011-2020 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逐年增递增。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约 600 亿美元，到 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长到 1200 亿美元。中国逐渐成为全球

主要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活跃

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增长也受到国际政治经济

环境的影响。近年全球贸易局势紧张，对外投资规模受到许多外

部因素的影响，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呈现出稳步增

长的趋势，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陈志文，

2020）。截至 2021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表现为增长趋势，

但增长速度较为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全

球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为 1300 亿美元，较 2020 年相比，呈现增

长趋势。

图 1 2013-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

截止 2023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为 1478.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0.9%，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在产业集中

度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主要集中在重要领域，如制造业、

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科技和创新等（何帆，2013）。中国积

极推动“走出去”战略，通过对外投资来拓展海外市场、增强技

术实力、获取资源和品牌影响力。聚焦地理角度，中国的对外投

资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等区域

（李红维，2022；李琛，2024）。

（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质量逐渐提升

首先， 中国的对外投资领域持续扩展（王如燕，2023）。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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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领域的多元化和高端化，从资源寻求型转向资源、 技术、 市场

全面寻求型，从商贸服务扩展到一般制造、 高端制造、 新兴产业

等多重领域。中国的对外投资且更注重可持续性发展，企业越来

越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环保、社会和治理（ESG）问题，注重投

资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第二，对外投资形式多元化、本土化。

 投资形式出现多元化发展，包括技术转让、 品牌运营等多种形式，

有助于提升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第三，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张蕴

岭，2019）。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同时， 对外投资也结构

不断优化， 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引起

投资效益提升。经济效益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

带来了收益和贡献。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得利润的同时，促进

了产业升级和外贸增长，为国家经济注入发展的动力。就业效益

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曹鑫，江康等

2022）。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率的提升。中国企业在海

外投资建设项目中，会雇佣当地员工，为当地社会创造就业机会。

影响力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力

和品牌价值。

二、如何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创新

（一）现有中国对外投资方式

中国现有的对外投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并购与收购、

股权投资、建设运营、金融投资、物流与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与

创新投资以及战略合作与联盟投资等。

其中，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最常用的对外投资方式之一，通

过在海外成立子公司或独资企业，直接参与目标国家的经济活动。

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控制权，但同时可能面临更

多的管理和运营风险。此外，并购与收购是购买外国企业的股权

或资产来进行对外投资。它可以快速实现企业扩张和增长，但需

要考虑交易的复杂性和整合难度。建设运营是指中国企业在海外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如港口、公路、铁路等。能够提升企

业在当地的影响力，但投入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较大，较少使用。

此外还有，金融投资是购买外国资产、证券等形式进行投资；物

流与贸易投资是参与海外贸易、运输、仓储等业务来进行对外投资；

科技合作与创新投资是与海外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研发合作等方

式进行投资；战略合作与联盟投资是与海外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或组建联盟来进行投资。

（二）创新路径

首先，可以通过技术研发投入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对外投资

中的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企业可以与海外研究

机构、高校等合作，开展联合研发项目，共同推动技术创新。

其次，能够建立创新合作平台，促进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

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以设立技术转移中心、联合研究院等

机构，提供技术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促进创新合作。

此外，在人才引进方面，要鼓励企业引进国内外高级科研人

才和专业人才，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推动企业对外投

资的创新发展。

其次，可推动产学研结合，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等机

构开展合作，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提升

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项目的知识

产权保护，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和监管机制；加强国际合作，积

极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海外企业、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国际科技创新项目；适应本地化需求，在对外投资过程中，

充分了解和适应当地市场需求和法规环境，根据当地情况进行创

新产品和服务设计，提升投资项目的市场竞争力等。

综上所述措施，企业有多种对外投资方式，在选择投资方式

时应考虑自身战略目标、资金实力、市场条件以及风险控制和管

理能力等因素，不同的投资方式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也应该

积极创新对外投资，提升合作质量水平。

可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创新合作平台、引进优质人才、

推动产学研结合等方式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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