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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CETC) for example, analyses 
profound influence of “One Belt, One Road” national strategy, and improves ideas, objectives and 
paths of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military electronic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fers a new idea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by building “word-class in-
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indicates four direction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ternational brands, 
business management, geopolitics on internationalized business operation. Moreover, it proves 
inspirations for military electronic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trategic execu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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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为例，分析“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军工电子行业的深远影响，研究军工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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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思考、目标和路径，提出以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助推军工电子企业国际

化经营的新思路，并提出从产品和服务、国际品牌、企业管理、地缘政治等四个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的

新方法，为我国军工电子企业更好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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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当今全球形势深刻变化，深度参与世界

经济格局变动，赢得发展战略机遇，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源自于 2013 年 9-10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东南亚诸国时先后提出

的多个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举，立刻得到国

际上的普遍认同，简称“一带一路”[1]。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我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实

施路线图和时间表[2]，正式标志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是在我国宏

观经济运行呈现出结构性减速，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投资[3]，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升级[4]，并将有

力带动国内过剩产能的消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电子信息行业的深远影响 

(一) 宏观形势 
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型增长模式正在加速电子信息行业的转型升级，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作为全球

高科技资源与人才聚集、最具变革性、技术更新产品升级速度快的典型代表，行业竞争态势已日趋多元

化[5]。全球电子信息企业向未来市场空间巨大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向抛出“橄榄枝”，

投入大量资源，布局新兴产业和技术[6]。“一带一路”、“走出去”等国家战略对国内电子信息企业国

际化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将促使国际化战略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经济增长极。“十三五”乃至

更长一段时间，我国将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有序开展，将推

进实现亚、欧、非地区多达 65 个国家的共同发展[7]。从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形势来看，软硬件服务

一体化、完整解决方案供应、全球资源整合、军民融合发展正逐步演变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8]，同质化

产品和低端技术将被挤出市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将助推企业资源的“重新洗牌”。 
(二) 机遇与挑战 
1) 发展的机遇 
一方面，政治格局趋于多极化发展，我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美国、

欧元区、日本的影响力在相对下降，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已消退，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新的、

多元动力支撑，大国间的合作趋势已日渐明朗。“一带一路”战略将促使亚太、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17.7504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吴宇迪，许建文 
 

 

DOI: 10.12677/mm.2017.75045 338 现代管理 
 

家，以及沿途的中亚、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外合作。重点国家需求突出。受世界

金融体系压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深陷“流动性陷阱”。例如，中国与巴

基斯坦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需要进一步强化；缅甸民选政权上台不久，国内局势不稳；伊朗防范美国、

以色列的经济、军事双重威胁；沙特阿拉伯反恐维稳；阿尔及利亚、苏丹、津巴布韦、巴西、阿根廷、

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家也都有强烈的电子信息产品和技术采购需求。 
另一方面，我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新秩序正在建立，新兴市场主体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正逐步

加大。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将重构国际金融安全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57 个创始成员国的加入、丝路基金 400 亿美元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开展，都将改善我国在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环境，并有力保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上海经合组织、欧

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 + 1)、中日韩自贸区等为电子信息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

我国电子信息企业，如华为、中兴、航天科工、中国电子等均重点从加快基础设施、支持技术业务创新、

推动跨国融合发展、加强开放共享合作等四个方面，成体系推动“网络强国、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
等战略计划“走出去”，推动信息技术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拓展国内品牌在电子信息

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2) 面临的挑战 
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与政治环境使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局部地区动荡持

续，世界各大经济体复苏进度分化明显，朝韩、印巴、中日等地区热点与敏感问题频发，美国将东盟多

个国家拉入 TPP 谈判，妄图瓦解亚太和平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格局。发达国家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

加速进入“工业 4.0”、“新硬件”、“人工智能”时代，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分别在电子信息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关键环节对我国企业形成“挤压”效应。全球电子信息

技术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求不断加大，我国企业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和转型方向上把控有

所不足。此外，各种原材料、能源、配套产品及人工等成本持续上涨，国际业务利润趋薄已成为新的发

展难题。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和关键元器件仍然依赖于国外进口，国际技术垄断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电子信

息行业发展的瓶颈，品牌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不足也是限制国外企业国际化竞争力的关键。 

3. “一带一路”下的军工电子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 

(一) 中国电科发展概况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成立于 2002 年，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

业、国务院授权的重要投资机构、十大军工集团之一，2016 年《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第 400
位。作为深耕于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的军工电子“国家队”和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主力军”，

中国电科现有下属二级单位 66 家，三级及以下单位 543 家，上市公司 8 家，分布在全国 26 个省、市、

区。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8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和创新中心 10 个，省部级和集团公司重点实验室 14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 个。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技术专家 36 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574 人。 
中国电科一直将国际化战略作为主营业务之一，历来重视“预警机”等军工电子装备出口和民品出

口。截至 2016 年底，中国电科已在境外设立了 38 个分公司、40 个办事处，国际化经营专职人员 2300
余人，其中外籍雇员 701 人。 

(二) “十三五”国际化经营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期约为 35 年，将分三步走，是一项长期的国家战略。在未来的具体实施中，

代表国家军工电子企业的中国电科势必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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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思路 
以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实施的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领军企业”为目标，以“安全、智慧”事业为后

盾，坚持“业务统筹、互利共赢、安全有序、品牌塑造”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军民深度融合优势，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国际化业务 600 亿元以上收入目标。塑造覆盖全球市场

的“电科系”品牌形象，以国际合作提升产品、产业、服务全面升级，切实提升国际化战略能力和国际

市场竞争力。 
2) 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传统优势市场不断巩固扩大，中东、前苏联地区、南美、非洲、中欧等重点新兴市场开

拓取得明显成效，全面深耕巴基斯坦、埃及、伊朗、东南亚等主导市场，不断提高中国电科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和市场话语权；全力打造以预警机、光伏产业等为代表的重点项目，形成国际市场全面布局、体

系化产品带动、国际业务规模效益不断提升的良性发展态势；以海外代表处为中心，联合下属成员单位

建设覆盖全球重要区域的国际经营网络；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具备较强的境外人才、科技等资源

利用能力及境外资本和资产运作能力；品牌体系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4. 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路径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强国”目标，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必须充当“排头兵”，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契机，率先建设成为“世界一

流创新型企业”。经过案例研究和综合分析，国内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国际化战略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着

手。 
1) 产品和服务 
军工企业受到体制制约、缺乏市场意识等制约，习惯于军队采购单一模式，在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

存在“短板”，一方面要对用户和市场进行充分调研，根据具体需求细分市场，提供灵活、定制的差异

化产品，在满足国际标准基础上形成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并提供后续售后和升级服务；另一方面，

缺少经营实体和足够的服务人员是制约国内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短板，服务水平是很多国家和地区衡量产

品性价比的重要指标。 
2) 国际品牌 
品牌价值代表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和忠诚度。所以，能否形成高识别度和高形象质量的品牌

是军工企业国际化业务最大的价值体现。首先，要研究和利用国际商标、专利保护制度，研发和申请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较为完备的产品体系。其次，通过有国际影响力的事件活动来提升

品牌价值是最有效的途径。 
3) 企业管理 
现代管理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外，很少有成体系的中国企业现代管理的理论与文化。

很多国外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对古代管理思想的“只言片语”。我国的还有军工企业要

走向世界，除了要学习、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知识，还要形成既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又被西方认可的管理

模式和方法，进而形成特色管理理论。 
4) 地缘政治 
各国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导致外交、经济、历史、法律、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存在差异和约束，

国际法以及一些国际公约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例如，中国电科参与的平方公里阵列(SKA)，是由十多个

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要在澳大利亚、南非建设天文望远镜时，遇到当地税收、环保、劳动

法等政策限制，不仅增加了项目成本，还为项目执行增加诸多不便。因此，在多国努力下，SKA 由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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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注册公司转换为国际政府组织，享受优先于任何一国当地法律的政策优惠，解决了政策瓶颈问题。 

5. 结论 

以上分析，为我国军工电子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发展国际化业务提供了参考和战略

思考。总体来说，“一带一路”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我国军工电子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能否

抓住发展机遇，谋划和实施共同将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成败。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为电子信

息行业打开了一扇重要窗户，为中国电科为代表的军工电子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和宽广的国

际舞台，军工电子企业应牢记使命与责任，努力成为电子信息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创新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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