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赶超战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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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赶超”的
下一阶段 （1）

在
过去十年中，关于中国究竟能

够在多大程度上赶超西方的

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意

见双方都提出了好些论据。经过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近 10% 的 30 年积累，

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2014 年底，中国超过美国，

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在《财富》全

球 500 强公司排名中，2005 年中国企

业有 20 家，2014 年已经增加到 95 家。

有很多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经济时代已经

到来。然而也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不少问

题亟待解决，并且面临众多挑战。尽管

中国的经济成就十分显著，但两级分化

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都十分明

显，这种差距存在于沿海和内陆之间、

城乡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虽然目前中

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已经跑到了

前面，但消费和服务业却仍然落后。中

国若要全面赶上西方先进国家还需处理

好一些重大的结构性挑战，如中等收入

陷阱和全球商业环境一体化等。

在这个新专栏中，我们将从国家、

企业、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和中国的

企业的赶超问题，并提出建议。历史上

成功“赶超”国家的案例——如德国和

韩国——的经验表明，国家政策、强大

的国内经济产业以及有针对性的出口业

务十分重要。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

出口已不是难事，也很难成为支撑一个

国家长期快速发展的重点要素。如需赶

超，国家应通过有效提升其软实力（比

如在教育和国民消费方面）为企业和国

民有效融入全球经济提供必要的条件。

国家“赶超”的观点来自众多从

发展中国家 / 地区成功成长为发达国家

/ 地区的案例，比如德国、日本、韩国、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

论上，一个国家的“赶超”是指本国能

够有效缩小与先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人

均收入方面差距的能力。回顾历史，能

够成功“赶超”有多种因素，例如 ：1）

美国通过设计运用基于大规模生产和物

流的新系统，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

纪初成功赶超英国 ；2）德国采用新方式

组织生产和研发，在 19 世纪实现了赶超；

3）日本通过制造业的组织创新，例如及

时生产系统来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

4）新加坡和香港通过开辟自由市场、引

入国外直接投资来实现本地区的赶超发

展。这些例子表明国家可以采用不同的

方式实现发展赶超，但中国究竟应该选

择什么模式或道路才能完成它的赶超之

旅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 30 年的快

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和

支持技术转移的政策。很多研究也把中

国的赶超归因于循序渐进发展的“北京

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种观点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国有部门的创

新为基础的，包括密切的金融管制、国

有企业的所有权以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政策控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转

型 , “北京共识”已与传统的 “华盛顿共

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形成对比。

“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取决于其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市场开放、

私有企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开放。特别

是，我们看到，在中国 30 年的高速发展中，

市场换技术战略、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战

略、政府推动下的产业升级、以及新型的

民主集中制都是中国赶超的关键因素。正

是这些政策以及综合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

共识，才推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本土企业

的发展，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不过，有迹象表明所谓的中国模

式或许已到达其作用的临界点。一个重

大的挑战将是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在此陷阱下，即便大量国家已经发

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只有极少数国家

能够闯过这个关口，实现全民人均高收

入水平。南非和巴西都遇到了这个难题，

至今还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落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其经济增长突然停

编者按： 中国企业全球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图景下的重要趋势，从本

期起，孟睿思及张颖两位教授在本刊开设新专栏，分享他们对于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观察和思考。本期文章上篇主作者张颖，下篇主作者孟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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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在于它们难以与可以提供

动力的国家或创新 动的高收入国家

进行 争。关于中国当前是 已经处在

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存在着不同的看 。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 的

下，中国不能 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和外商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

技术进 ，而必 发展自 对外投资和

开发先进技术的能力。然而 这些能

力是 费极大的，也十分 。此外，

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水平中等收入后，

个人 及 高于集体 及 ，

国民会对 会服务和自然环境 以 高

的期 ，而不会 以前在国家处于 收

入发展 为 会发展 出 。

结合如今全球环境的特点，并以一些成

功跨越或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

家为例，我们认为 ：在国家 面上，

可 的“ 会能力”（ o ia  Ca a i it ）

和 分发 中产 级的消费 对中国

利突 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中

国，新 的中产 是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的主要引 。只有通过 们

国内企业生产的高 量的创新产 ，本

国企业才能为 本国消费 的需 而

力 人才，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

会能力”的提高。但必 要解决两个问

题，一是如何 中产 级在国内增加

消费 ；二是如何重 教育（这是提高

会能力的关键），以 中国的 生和 来

的 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 。

要建成这 的 会，关键在于中国

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在提高

国家 会能力和促进全球经济 合这两

方面都 到非 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

不 是国家发展的 益 ，同时也是推

动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引 。

在国内，日益增长的中产 级的消费可

以“ 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促 它们

不断创新、生产出高 量的产 ，以此

来 动进一 的国民消费，从而形成企

业发展和大众消费的 性循环。与此同

时，公司的进一 发展需要选拔 合

理的高素 人才，从而促进中国教育体系

均衡分 教育资 和 重个人 发

展的方 升级发展。所以，中国企业在国

家的赶超事业中 到 作用， 益于

国家的赶超，同时也推动国家的赶超。

此 之 外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的 下

一 还要 中国企业和组织 加全

传
统研究认为， 经济赶超是由

个新 市场国家和其企业的经

济增长表现（例如 或

、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来 断的。

然而，最新研究认为，这 指标应该

加 于人们（如国家公民或其企业

）的 程度和 观 （即通

所 的“ ”）。人们对高 生

的 是由正能量和正面 来决

的。在国家 面上，我们以国民 度

这 指标来衡量超 国家经济发展的国

面 地 实 施 外 国 化 战 略 （ out a  

inte nationa i ation）。 在 中 国 日 益 全 面

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

到前 作用。在这方面，人力资本和

教育仍然是 问题。中国企业在全球

化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其 基本

都是 和决策的 。这种现象也存

在于很多在中国“ 内 ” 取

得成功的企业，如 巴巴、 度和

。当然，这些企业以及其 许多企业

还会 力 大的中国经济而 下

去，不过，我们认为为了进入国家赶超

的下一 ，中国仍需进一 融入全球

经济，并且需要 些已经成功国 化

的中国企业 ，例如成功 的

华为和成功 美国的海 。它们的海

外发展经历 我们， 会资本（so ia  

a ita ）和 会 化 应对于公司赶超

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国家而 ，要实现

赶超，就必 加强 教育和与之

系的 会能力。 来在这个专栏中，我

们将以企业赶超的能力为重点来 合解

国家赶超的 。

本文

家可持 发展。在企业 面，研究表明，

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其公司的 体 度

有显著的正 关系。在组织内部，组织

成 的 能够 其中 一个人的

创造力和 ，增强 们的 力，

造集体主 ，从而形成 结 作

的 作关系和 的同事关系。这

一种 “赶超”的观点认为在各种

会建构中（如在一个国家中和在一个组

织内部），人们有与 人的 和 体

归 的 理需 ，以及 人关

和 重的需 。

在经过 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

国已经在国家、企业和个人 面取得了

大的物 成就。然而，随之而来也存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 对于中国

人的经济表现，中国的国民 指数

在 10 分制的 分中只得到 4 分（在

150 个国家中排名第 93 ， 于世

界的平均水平 5 2 分）。虽然国民收入

与 有正 关性，然而已有研究

明，这种正 关性只是对于 收入国

中国 的“ 赶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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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才比 明显。对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

国家，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 应

该用生 作为指标（包括 力、

全 、 生 、日用 、

收入比，通 时间和环境

）。 此指标，尽管中国的经济强

有力，并且持上升 （已 入中等

收入国家的行 ），但其名 仍然非

后。例如在过去的 年，中国的两大

城市北京和上海，其生 指数分别

为 2 43 和 3 4，同比美国华盛顿和

存在 当大的差距（分别是 15 91

和 11 33）。

这些指标如此之 与中国 民强大

的生 力有直接 系。这些 力不

来自 大的 作 力和 争，还来自一

些其 的外部因素，如不断 化的自然

环境、 、 的 生 和 个

性的教育，此外还包括其 生 量的

重要指标如 供应的 全性问题。基

于此，企业应作为 个 会 值的

创造部门来解决这 指标的问题，通

过创造积极 上的企业 化、规 制

度和企业 来为利益 关 提供快

的环境。研究表明，只要企业能够为利

益 关 （例如 、供应商、消费

和 区等）提供正面 ，后 就会为

这些企业回 多的 值。例如，从

19 4 年到 2011 年，美国前 100 家最

主的年平均 收益要高出其同行

2 3% 至 3 %。此外， 的民意

结 也发现， 意度 高的企业，

其 级得分要高出平均水平 %，

周转成本比平均值 %，生产率提高

0%， 利能力增加 44%， 全 要

比平均水平高 %。

在中国，我们观 到，已有一

业 突出的企业开 关 组织的 创

造。如万达集 、 度、 发 行和

方 等，都因重 的 作 意度

和为 提供正面 得了 2014 年

度中国最 主 。但是通过对比 度

及其美国同行 ，我们 发现中国企

业仍需 进一 重 。虽然

最近 度在创收和投资利用方面已超过

，但其在生产效率、 创造力、

作 意度和可持 发展等方面仍

与 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认为，

尽管这些中国企业在提高 意度方

面已有所作为，但长 来看，如 能为

的 投入 多的资 ，它们

会 得 大的经济效益。

关 的 对于中国企业实

现全球化 其重要，因为这将提高企业

的人才运用能力，从而 好地 应在全

球化的下一 所必经的 会和 化差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得了显著的成

功，但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后，它们在本

地化和环境 应方面仍面临 多难题。

“ ， 难”已成为不少中

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

些企业建 了海外子公司，却同当地

发生 突， 因 值观、认知方

式、处事 和 作方式等各方面的差

。在国内，中企和外企都认为中国

是“ 最 ”的 ，这 非

地与中国 家 强 的“ ”

道而 。实 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人力 标 却 有 应进 ，

这 了人们内 的不 全 和 度

的 。这对中企和外企在中国的运

都造成了不利 。由于许多中国企业

的全球市场不是“ ”出来的，而是“ ”

来的，因此它们不大 应当地的

会和 化。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对海

外市场和 的（ 在）利益 关 了

解不够，并且 先进技术、知名产

或 的最 所有权。

为了 造快 的组织环境（包

括利益 关 的高 意度和正面 ），

企业——特别是 全球化的企业——

需特别重 化因素的 。 集

创 人 传 先生在 加 论

2014 年会时 经 过，中国企业“ 出

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 化 合的问题，

化 合的问题是不同的人 么在一

作。”例如，在多数西方国家 种提

个人主 的 会， 一个人的自

能够提高 的 意度，但这在提 集

体主 的 国家却多半行不通。

的经验表明，要 造快 的环境， 了

认同 的 作，高 量的人 关系也

非 重要。研究表明，高 量的人 关

系能够增进 ，有 于发 个体才能、

明 业 ，也能促 大家开

公，认 和 行企业 排的 务，

所顾 地发表意见。

如同 育一 物一 ， 造关

的企业 化对计 进入国 市场的企业

至关重要。这种 化能够 以集体

主 行事、把集体的 放在个人利益

之上，从而增强 间的 作，以此来

化 与 。 以时日，这

种企业 化将 造出 加自由、 快、

人 的 通 。其中，有一种

行之有效的策略是 进行“ 作

重 ”— 可以 与设计自 的

作， 自 的 作能够与企业的目

标 持一 。事实 明，这种策略能

够加强 对于 作意 的认知，对

于企业有利 。随着企业 海外扩

，此 策略 得 为重要，有 于

国 结合本国 化及对 作的

期并结合 公司的目标和 值来设计

自 的 作。

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和赶超

之旅 还会快速进行下去，同时也会

面临各种各 的挑战。 其对于

些 在全球的中国企业来 ， 发展

人才能力、在 会和 化 面 好融入

国 市场的关键在于 造一个 快

的企业组织，发散正面 ，提升利益

关 的 意度。这就要 企业 先

利益 关 的利益， 好的人

关系，创造 结 的 化 ， 重

的 业 ，以及时而进行“

作重 ”来提高企业 体能力、促进

个体发展。需要强 的是，我们

并非不看好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赶超之

旅和全球化前 。 ，我们非 看

好中国和中国企业在下一个 将会

展现出的能力。这不只是中国的挑战，

而是 个世界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的

挑战。只是由于中国的增长速度 快，

这些问题 放大了。放 全球，我们

的 极目标应该是在国家之间、企业

之间、个人之间建 为 密、 好

的关系，从而增进 之间的理解、

和 。

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