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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欧投资的挑战 

Louis Brennan
*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从寻求资源向寻求资产、市场的拓展，中国对欧

投资迅速增长。欧洲拥有先进技术、品牌以及成熟的市场，吸引着寻求资产和市场的

中国 FDI 的同时，也给中国投资者提出不少挑战。这些挑战来源于：欧洲各国各异的

特征、对母国的责任、中国 OFDI 监管以及投资者的能力。 

 

欧洲与中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中国企业克服其“外来性”困难重重。在东道

地区甚至在个别国家运营的、与投资相关的代理机构的数量之多，可见这一挑战确实

不小。对欧投资的中国企业还须通过许多欧洲国家费力而复杂的签证制度。欧洲各国

对中国投资分化的反应同样困扰着中国对欧投资 1：有的积极寻求中国投资（如英国）

，有的则对中国投资存在疑虑甚至完全抵制（如一些南欧国家）。然而，欧洲经济危

机期间，原先抗拒中国投资的国家已经更乐于接受了。 

 

对母国的责任这一棘手问题，同样给中国对欧投资提出挑战。一些欧洲国家基于

管理的不透明性、来自政府的不公平补贴以及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商业驱动等理由，

拒绝承认中国企业的合法地位。中国未能坚持和实施与劳动法、健康、安全、环境相

关的适当最低标准，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反感情绪。由于母国几乎没有维护公共关系的

经验或需要，中国企业并不擅长管理其形象、名誉，并在东道地区的危机上反应迟缓

。 

 

母国监管以及与 OFDI 有关的等级制度也对中国对欧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能

否迅速调整出价对收购的结果至关重要，因此这一影响在收购中尤为突出。但是，由

于习近平所释放的改革信号，中国对 OFDI 的监管框架正发生显著变化——此前，超

过 100 万美元的交易都要由发改委全面审查，如今，仅超过 1 亿美元的交易须经发改

委的全面审查，因而大大简化了此类投资的批准程序。尽管如此，在简化 OFDI 监管

制度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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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的最大挑战是调整自身的组织管理风格，从传统的等级

组织模式、指挥—控制管理模式，向与欧洲主流的自主工作文化相适应的组织管理模

式转变。在欧洲取得成功的中国收购者，大部分对被收购实体采取不干涉的管理方法

；而那些尚未调整其管理风格的收购者则遭受考验，如核心人力资本的流失12 以及有

关声誉资本的损失。中国管理者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与训练，才能适应巨大差异的欧洲

文化、制度环境，依据当地的规则与惯例运营。在这方面，最近有声音呼吁 3 欧盟（

EU）参与对新兴市场管理者（如来自中国的管理者）的培训项目，以确保在欧投资的

积极作用。此外，如果中国投资者打算从被收购方的技术、能力中获益，则需要发展

其学习能力。 

 

展望未来，有理由相信中国对欧投资能够克服其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中国企业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是快速学习者，因此具有快速适应欧洲环境的潜力。此外，最

近启动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有望解决一些给中国 FDI 带来挑战的不利因素。 

 

(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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