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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China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On the one 
hand, high-tec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face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in-
cluding a constantly chan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laws and regula-
tions. On the other hand, high-tec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lack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inde-
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
na’s high-tec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must 
change accordingly. That is to say, we focus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troduce foreign technologies to jointly develop 
new produc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risks; and vi-
gorously introduce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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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高科技国际化企业面临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包括不

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创新

的核心技术。要提高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国际化策略必须应势而变。即以自主研发

核心技术和产品为主，同时引进国外技术共同开发新产品；高度重视合规经营和合规风险；大力引进、

培养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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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科技企业是我国实现高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中，高科技企业只有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2018 年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

激活拒绝令，美国公司在 7 年内将禁止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1]。美国的一纸禁令

使中兴通讯陷入了国际化经营的困境。中兴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我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面临严峻的

挑战。一方面，高科技国际化企业面临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即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法律

法规；另一方面，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要提高我国高科技国际

化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国际化策略必须应势而变。 

2. 我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面临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 

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主要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外贸易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2.1. 国际市场环境的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 

2018 年初美国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向应对传统大国挑战。美

国政府以“美国优先”和“国家安全”为由，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将中美经贸问题高度政治化，逆全球

化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自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方通过 301 调查报告，声称因为中美两国市场开放程度不对等、中美之间的

贸易不平衡日趋加重和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损害了美国利益。美国拟对从中国进口的航天、信息和通信

技术以及机电等领域总价值 500 亿美元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并要求中国削减总计 3750 亿美元的对华贸

易逆差。但从美国提出的拟征税清单中的 1333 项商品来看，并没有涉及美国对中国的大额贸易逆差产品。

4 月 16 日的中兴事件使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政府的目标明确地指向封锁中美之间的技术转移。

作为高科技企业国际化最为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中兴通讯有近一半营业收入来自海外，为 1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但其基站的芯片、射频，光通信的高速芯片，手机的高端芯片和存储芯

片基本上都靠进口。中兴通讯坦承“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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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兴事件，美国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E·史
葛强调，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基于其战略分析。史葛称：“这是针对与中国电子通信公司商业关系的

一项战略选择，它并未构成所谓的‘贸易战’。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国内电子通信行业的发展对于美国构

成了一定威胁，对中兴实施的禁令便是对这种威胁的一种战略应对”。 
早在 2017 年，美国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以中美之间的技术转让、技术创新领城和知

识产权保护发起的调查，恰恰是 2015 年的《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中国制造 2025》规划重点发展十

大高新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居于首位)，旨在使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

强国”。显然，中美之间并非表面现象的贸易摩擦，从实质上看更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

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所采取的遏制措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背后，贸易冲突中《中国制造

2025》规划是美国实施精准打击的目标。美国的意图不是贸易赤字，主要是美国政府试图继续保持其在

高科技产业中的竞争优势，遏制中国高技术发展，防止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升级以及中国实施制造业强

国战略对美国构成挑战。 

2.2. 国际市场环境的严峻法律风险 

对中兴通讯事件，主流的观点是其在合规经营和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缺陷。美国司法部以中兴通讯向

朝鲜和伊朗出口原产美国的通讯装备，中兴通讯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美国出口管理条例》

和《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2017 年 3 月，中兴通讯支付美国政府约 8.9 亿美元的罚金达成和解。此外，

美国对中兴通讯暂缓 3 亿美元的罚金，是否支付将依据中兴公司未来七年对协议遵守的结果而定。这次

事件让中兴通讯在国际化经营中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些高

科技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也显露出了对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合规风险重视不够等情况，导致企业遭受

巨大的损失和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困局。 

2.3. 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自主核心技术 

尽管在集成电路领域，我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发展较快。但中兴事件显露了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

缺乏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兴通讯的技术和产品对外依存度极高的状况并非

个例，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在核心和高端芯片领域如 DRAM、DSP、FPGA 等全部依赖进口。2017 年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集成电路年进口额约合 2601 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同期的石油进口总额。从集

成电路企业现状来看，企业研发投入、产学研合作以及企业合作不足；技术和产品以低端为主、产能不

足且分散、缺乏规模效应；核心技术和产品存在市场化障碍；缺乏本土化的高端创新型人才、人才培养

和储备不足。在这次中兴事件中，美国正是基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自主核心技术，

所以才敢对中兴通讯痛下杀手，这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采取精准打击的手段。中国制造在

一些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这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最大和长期的

挑战之一。 

3. 提高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竞争优势的策略 

高科技国际化企业为了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能力，调整并构建

具有国际化企业竞争优势的策略。 

3.1. 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开发新产品 

从战略高度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力决定着高科技国际化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甚至会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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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有巨大影响。因此，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摆脱发达国家的牵制和提高国际竞争优势，自主研发

具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势在必行。企业是自主创新技术的主体，这首先要求企业家克服短视而放眼长

远。即企业从基础理论开始研究，经过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将技术和产品市场化。但自主创新核心技术

和开发新产品方式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和拥有高端人才，而且投资风险大，投资回收期长。其次，利用

已有的基础理论，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在国际分工决定的全球产业链中准确定位，重点突破进

入中高端技术和产品的细分市场。运用这一方式研发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周期相对较短，大多数高科技

企业都可采用。 
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开发新产品面临市场化障碍。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和开发

新产品只有市场化才能获得良性循环。以芯片为例，芯片是整个集成电路产业的核心和基础。芯片大致

分为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封装及测试三个方面。国产芯片的使用是一个产业链，芯片与其他零部件供

应商、操作系统及各类应用等软件供应商是一个生态系统。我国芯片产业最大的问题是芯片制造和芯片

市场的应用生态，由于缺乏国产生态系统配套，芯片很难达到市场化和产业化。目前，我国政府在扶持

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创新方面，2014 年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设立了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在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支持计划，如 2018 年财政部

制定了集成电路企业和项目税收优惠的政策。重要的是，国家扶持核心可控技术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必

须更加完善和有效实施。 

3.2. 引进国外技术，共同开发新产品 

这一策略是发展中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主要方式是购买专利和合作开发。 
1) 购买专利 
在高技术核心领域，中国客观上存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2017 年中国向发达国家支付的技术

许可费用已经接近 300 亿美元。这提高了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经营的竞争优势。无庸废言，中美企业

之间有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保护是中美经贸磋商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避免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

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的创新发展和技术转让要熟悉和严格遵守知识产权制度，避免发达国家以所谓窃

取知识产权而蒙受制裁。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评估针对中国投资启动《紧急权利法案》的可能性，对中

国投资实施新的限制，遏制中国收购敏感技术。投资限制将是美国政府惩罚所谓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的最新举措。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关键是要突破专利壁垒和设备封

锁。显然，在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技术使用权的当下，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开发新

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更为迫切。正如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武汉时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

不来的，也是买不来的。科技攻关要摒弃幻想，靠自己”。 
2) 合作开发 
其一，企业与高校、研究院合作。相关企业应积极与高校合作开发，持续开展产学研项目，可供选

择的方式有：企业采取赠款或出资与高校、研究院，在特定领城进行研究与开发；将高校、研究院的技

术或研究成果依法向企业转让。 
其二，企业合作开发。第一，企业在共同关注的技术和市场细分产品领城，开展技术交流、联合成

立高技术研究机构或公司。在中兴禁售后，2018 年 5 月，中国商务部批准高通与大唐电信的子公司组建

成立瓴盛科技(贵州)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将专注于中低端手机芯片细分市场，同时进入设计、封装、测试、

客户支持和销售等领域。这显然是一个良好的开局。然而业界人士担忧，大唐电信以合资方式是否能真

正得到高通的技术并消化吸收？高通与大唐电信合资是否为阻止中国芯片的自主研发的措施？这并不是

杞人忧天。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长期依赖于引进国外技术，企业自主研发意识以及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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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强，故始终未能摆脱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制约。因此，对于引进国外技术，我国高科技企业要力避

对国外先进技术依赖的老路，即以市场换技术，陷入落后一代再引进一代的循环陷阱。 
第二，组建国内和国际企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企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是在国家主导下，将多个具

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关键技术的开发，这是推进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模

式。这一模式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和韩国的“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技术共同开发计划”。政府与企业合作成立组建企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仅靠市场竞争难以解决的研发问题，可以避免重复投资，降低研发风险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面对美国

的技术壁垒，借鉴日韩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尽早通过组建技术创新联盟，严格遴选高科技企业、基础研

究实力雄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实施共同攻关。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高科技国际化企业向国际市场拓展业务更多以合资经营为主。突破发达国家

设置的障碍，积极谋求在国际市场兼并、收购真正具有实力的公司是我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今后应着力

实施的途径。在合资经营方式之外，发达国家高科技国际化企业为开辟国际市场建立了一种较为复杂的

企业国际战略联盟。企业国际战略联盟指不同国家的企业为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而建立的互为补充和衔

接的经济合作战略联盟。企业国际战略联盟改变了单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是我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

可资借鉴的一种经营方式。 

3.3. 高度重视合规经营和合规风险 

合规经营是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基石。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在于适

应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的合规监管要求。合规经营即企业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员工遵守内

部的规章和制度，遵守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中国高科技国际化企业构建合规管理体系要严格符合

《ISO19600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和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GB/T35770-2017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同时，高科技国际化企业要及时了解东道国新的法律法规。如全球第一部“史上最严”的正式法典即欧

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 2018 年 5 月 25 日将正式生效。GDPR 试图以严苛的条例倒逼企业

建立完善的数据合规制度，以对自然人数据权益实现保护。对违规企业，GDPR 设定了 1000 万欧元或企

业上一财年全球营业总额 2%的高额罚款。 
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不仅要强化合规经营，而且必须提高企业管理和控制合规风险的能力。合规

风险是在公司的内部控制和治理流程中，因未能够与法律、法规、政策和服务水平协定保持一致而导致

的风险。中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必须从中兴通讯违规受罚的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要高度重视合规

经营和合规风险。 

3.4. 大力引进、培养创新型人才 

集成电路产业是一个技术、人才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难以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缺少本土高端人才。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短缺在于高校人才培养滞后，我国高校在 2003 年才开始新设集

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为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人才支撑，2015 年，教育部等部门提出在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 9 所高校建立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此后，国内 17 所高校也拟筹备建立微电子学院。中兴

通讯目前拥有 3 万研发人员，技术团队严重依赖外部人才，本土化高端人才不多。在中兴禁售后，习近

平总书记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脑子要转过弯来，

既要重视资本，更要重视人才”[2]。从高科技国际化企业的角度，一方面，企业要进一步加快在国际市

场延揽高端人才，以此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培育良好的科研环境，吸引一批世界

顶尖科学家通过长期的创新和技术积累解决关键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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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把招聘和提升本土人才视为提高国际化经营竞争能力的核心要素，如加强企业自身本土人才的培养，

注重企业与高校和研究院所联合培养。同时，企业要完善制度安排，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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