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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投资、贸易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
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转移，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改变了中国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过去仅作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地位，逐步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同时，为拉动本国国民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未来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仍是我们发展制造业的比
较优势所在；此外，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尚未完成，解决就业问题还是我们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
一。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大力发展在目前最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这不仅关系到发挥我们的国际竞
争优势，而且有助于解决民生和社会稳定等根本问题。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制造业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科研技术底子薄，制造业在很多领域
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一些加工贸易产品的企业，只能拿到5％～10％的加工费；制造业的发展也面
临着高能耗带来的能源和资源“瓶颈”，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大
力促进扩大内需的前提下，实施国际化战略，使中国的制造业通过参与全球竞争，逐步从产业链的低
端走向高端，特别是大力培育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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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60年代，中国围棋选手首创一种新型布局方法，由于在对弈中利于抢占实地、获得先机而闻名
国际棋坛，遂被命名为“中国流”。
在中国与西方企业激烈博弈的今天，处于劣势的中国企业要想突破困局，必须形成并购上的“中国流
”，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发展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品牌和渠道，让中国的要素资源能够在全球产业链
上合理分布，中国的企业得以在未来的产业链博弈中占据主动。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试图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机会，欧美
不少实体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困境，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并购门槛和收购价格，由“各路军
团”组成的中国“远征队”开始乘风起航，海外并购的“中国流”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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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吉利出击第一章 博弈产业链一、世界工厂的“冠冕”二、“工厂”还是“车间”三、微笑的产
业链四、产业链的博弈附：苹果公司iPod的产业链透析第二章 陷落困局一、一个中国玩具厂商的无奈
选择二、中国制造：立国之本三、“立国之本”的困局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一、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二、
“家底”剩多少三、取之有尽的“人口红利”四、博弈的“本钱”五、拉美化噩梦第四章 变局之探一
、历史的变局二、开放路上的得与失三、合资变独资的隐忧四、市场换技术之殇五、变局下的出路附
：从合资到独资的宝洁公司第五章 突围之路一、奔向大海的溪流二、困境中的“鹰”三、突围之路四
、不可阻挡的潮流附：中国化工的海外并购之道第六章 百年一遇的机会一、“金融核弹”的引爆二、
“墙街”与“主街”三、贪婪与恐惧四、百年一遇的机会五、时间之窗附：金融危机下的电子产业大
转移第七章 “远征队”一、伟大的“远征”二、实力强大的“国企军团”三、最能战斗的“民企军团
”四、屡打硬仗的“混编军团”附：“民企军团”的杰出代表第八章 超一流同盟一、晋商与PE二、“
远征者”的“同盟军”三、PE是怎样练成的四、PE在中国第九章 “中国流”布局一、以弱胜强的布
局二、“实地”与“大场”三、“眼位”的选择四、“选点”的原则五、三种“并购定式”附：万向
的“纵向并购”第十章 陷阱一、最好与最坏的时期二、征途上的陷阱三、避开陷阱的诀窍第十一章 
大局帷幄一、他山之石二、政策配套附录1：对话任建新附录2：海外并购经典案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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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博弈产业链　　一、世界工厂的“冠冕”　　1.欧美企业的“保姆”　　有人曾经讲过这
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城里的一户有钱人，雇佣了一个进城务工的打工妹做保姆。保姆
不但每天要为雇主做各种家务：做饭、洗衣、缝补等等，还要精心照顾雇主的孩子。打工妹为此可以
得到10美元的工资，她感到十分满足。但打工妹却不清楚：雇主由于雇佣了她，就从那些辛苦而又不
得不做的家务活中解脱出来，到外面去从事一些轻松体面、收入却10倍于保姆角色的工作。城里的其
他有钱人家也纷纷效仿，雇佣一些打工者为自己做家务，他们自己则解脱出来，去从事收入更高、干
起来也更轻松的工作，财大气粗的大户人家甚至会同时雇佣很多个保姆，而那些打工者，也以能成为
这些人家的保姆为荣。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故事，其实是一则寓言：那个有钱的雇主，影射美国著
名企业“耐克”，而那个“打工妹”，则是一家为耐克公司代工的中国工厂。打工妹所精心照料的“
孩子”，意指一个众所周知的金娃娃——“耐克”运动品牌。而其他的所谓有钱“大户”，是包括宝
洁、可口可乐、摩托罗拉、惠普等在内的众多著名的跨国企业，它们所雇佣的“打工者”，与耐克的
“保姆”一样都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代工工厂。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耐克公司每卖出一双耐克鞋，
价格都在100美元以上，而它为此支付给中国代工企业的报酬却只有10美元。作为世人眼中的“世界工
厂”，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实际上不过是在为欧美企业做着“保姆式”的服务工作，既无技术含量，
收益也极其微薄。　　故事尽管很简单，却很有趣，因为它里面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就是
国际分工理论中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它解释了像耐克一样的跨国企业，之所以要来中国寻找代
工企业进行产品生产的原因。　　那个雇主为什么要雇佣打工妹做保姆？——是她的家务活做得比打
工妹差？还是她对自己的孩子照料的不如打工妹细心？显然都不是。雇主可能无论在照看孩子方面，
还是在做饭缝补方面，都不比进城务工的打工妹做得差，甚至干得会比保姆更上心。但她还是会让保
姆代替自己去做这些家务，因为这样对雇主来说更有利。　　雇主如果自己去从事这些家务，显然就
不得不占用她很大的时间、精力，这就耽误了她去做其他工作的机会，而如果雇主在外面工作的收入
很高，她的潜在损失就会很大。此时如果雇佣一个保姆，她就能腾出这些时间去外面工作，只要工作
所得的收入高于支付给保姆的工钱，对雇主来说就是划算的。　　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
保姆与雇主相比，尽管在做家务活或照看孩子方面的能力并不占优势，但只要保姆在成本上具有“比
较优势”，雇主依然会把这些工作交由保姆去做。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进城务工的“打工妹”才会有
被雇佣的机会。　　“比较优势”理论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它后来成
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2.沉重的冠冕　　明白了“比较优势”理论，再来看欧美企
业到中国寻找代工工厂的原因，就显得十分清晰了：耐克鞋如果放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加工，或许它
的生产效率和鞋的质量等方面会比中国代工企业做得更好，但由于中国企业在鞋的加工制造方面比美
国企业具有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因而耐克最终还是会选择把生产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去做。　　由
此就形成了耐克鞋的国际分工产业链：由中国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而技术研发、广告宣传
、全球营销网络搭建等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工作，仍放在美国本土完成。到中国来的其他跨国企业，如
可口可乐、摩托罗拉、惠普等，也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来中国设厂或找代工。　　当越来越多的欧美
企业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优势，纷纷到这里抢滩时，中国的各类制造型企业就越来越多，生产规模也
越来越大，逐渐地⋯⋯中国就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世界工厂”。　　但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
日子却并不好过。正如前面的寓言所讲，无论中国承担着多少产品的生产制造，也无论这些产品卖到
了世界多少个国家，其实都只是一直在扮演故事中的那个“保姆”角色而已：打工妹所做的工作，究
其实质不过是些没有多少含金量的“简单家务”而已，并没有和这家的主人学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技术
本领；她所精心照料的“孩子”可能的确是一个金娃娃，但终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收益，而她所取
得的回报，连全部收益的零头都不到。　　就是这样一份要付很多辛苦，也并无多大收益的“保姆”
工作，如今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来自“雇主”方面的不断责难。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
扩大，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加入了竞争，中国企业所得的报酬在竞相压价中越来越少；与此同时，
欧美等国还在不断指责中国企业在以低价“倾销”自己的产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扩大，中
国企业受到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投诉和贸易报复也越来越多。　　清醒地自我审视，就会发现中
国实际上只是戴着一顶“世界工厂”的冠冕，做着为全世界“大户人家”打工的保姆工作而已。而这
顶沉重的冠冕，已经把走在路上的中国压弯了腰。　　二、“工厂”还是“车间”　　1.谁是制造业
“霸主”　　在中国之前，曾有三个国家被先后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英国、美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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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工业化之前的英国，如同莎
士比亚笔下的田园社会一样，也是一个有着“静谧的乡村、憨厚朴实的乡民、哞哞欢叫的牛羊”场景
的农业国家。18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率先迈入工业化行列，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工业化
国家。依靠发达的工业实力，英国迅速对外扩张，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从加拿大
到阿根廷，从恒河到刚果河，19世纪的英国几乎拥有了占地球总面积四分之一大小的殖民地，就如英
国当时一首民歌中所唱到的：“太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照耀英国的领地。”　　当时的英国几乎控
制了全世界的原材料市场，世界各国都在为英国提供廉价的工业原料；而英国制造出的产品，又销往
了全世界。在整个19世纪前70年里，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近1/2。由此，英
国成为第一个被人们冠以“世界工厂”的国家。　　机遇不会永远偏袒一个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
“日不落帝国”头顶的太阳也开始向西偏沉，英国的制造业霸主地位被昂首崛起的美国所代替。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为便于在广袤的领土上进行产品贸易，开始大力发展运输业。运河、铁路的修
建把美国东西部连接起来，使市场分工协作成为可能，工业随之迅速发展，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逐渐
向工业化国家转变。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欧洲各国纷纷向美国购买各类产品，美国
则加大工厂机器的开动。到1945年，美国拥有了整个西方世界工业产量的60%以及对外贸易总额的1/3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制造业新“霸主”，也成为了新一代的“世界工厂”。　　日本是第三个被称为
“世界工厂”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上魔术般地建立起一个经济强国。日本国内资源
少，就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而它在本国内生产出的产品，又外销全世界，一进一出中，日本尽得其
利，经济快速成长。　　据统计，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的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
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在主要工业产品中，1980
年日本的汽车年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1982年机床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1983年机械动机产销量超过
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的半导体工业尤为发达，美国一家报纸曾援引一位军事工业专家的话说：“
如果没有日本的微型电子产品，美国就不会去打海湾战争。”至此，日本被世界推崇为新一代的“世
界工厂”。　　但日本的机运并不如前两任“霸主”那么好。日本在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达到
了辉煌顶点，此后就开始遭受经济危机的困扰，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呈现疲态，停滞不前
，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力开始减弱。此刻世界的目光开始转向东方的另外一个国家——中国。　　就
在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经济发展乏力、市场前进速度明显放慢的时候，中国开始异军突起，在世界市场
中崭露头角。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GDP迅速增长，各类制造业的规模急剧扩大：从耐克鞋到芭比
娃娃，从纽扣到集装箱，从打火机到电视机，中国在许多吃穿住用等方面的产品生产量已当之无愧地
居于世界第一位。日本通产省在发表的“白皮书”中声称：中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一观点
即被许多媒体引用，大为褒扬，以至越传越广，最后连中国自己也默认了这一称号，接受了这顶金光
闪闪的“冠冕”。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已。　　2.美丽的误会　　按照人们
传统上对“世界工厂”的认知，一个国家一旦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也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世界上
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成为新一代的工业霸主。历史上获得这一冠冕的，不过仅英、美、日三国而
已，连工业实力十分强大的德国，也未敢加此殊荣。中国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以目前的制造
业实力水平而言，距离这种境界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单从产品制造的数量上看，中国已算
得上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有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制造的各类产品产量，已占到全球
产品总量的近30%。但尽管如此，中国却依然算不上是一个制造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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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促进扩大内需的前提下，实施国际化战略，使中国的制造业通过
参与全球竞争，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特别是大力培育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的龙头企业。
　　——龙永图　　过去“请进来”（招商引资），现在“走出去”（参股欧美）；虽非“生死劫”
（决胜手段），却是“中国流”（重新崛起）。中国制造业能否乘势一跃？请看本书。　　——易中
天　　这本书也许要流行。因为它试图回答一个颇为流行的问题，这就是一度有“世界工厂”之称的
中国，其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究竟还能不能持续？　　——周其仁　　“走出去”是全球化趋势的一
部分，有远见是中国企业家的使命。这本书揭示了我们要把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股权”相结合，走出
改革开放的新路。　　——田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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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龙永图、易中天、周其仁、田溯宁联袂推荐。　　微笑变苦笑，百年一遇的机会，产业整合而非
财务抄底，中国远征队的超一流同盟。如何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者，如何破解中国制造业打工仔
的命运，关乎国运的大跨越，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破解困局，乘势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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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通俗读本，入门级
2、nothing new
3、中国企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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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流，这个发端于围棋用语的词汇行将成为世界经济学新概念，也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新
名词，清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财经图书《中国流》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海
外并购、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路线图。“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其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不能持续，
而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带给中国企业改变博弈劣势的机会，这是中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天赐良机，势
必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形成势不可挡的“中国流”。作者熊焰，作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第三届轮值主
席和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关注着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这是他写这本书
的动因。作为清华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他经过长时间的实践
与思考，并亲身去海外进行考察，体验到金融危机后海外市场中出现的并购机遇，形成了对中国企业
“走出去”并购的判断和认识，这也是本书所展示的几个核心观点：并购欧美实体企业不是财务抄底
，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实体企业亟需的核心产业要素；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中国“走出去”战
略中抢夺“制高点”的决胜战，因为构成产业差距的核心要素——技术、品牌、渠道等主要都掌握在
欧美大企业手里，非并购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海外并购是把中国资源要素合理布局在国际产业
链上的最佳路径，也可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找到一个安全且长效的配置通道⋯⋯作者在书中还提出
了与传统上认为中国已成为继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之后的新的“世界工厂” 不同的观点：针对当前
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的状况，作者在书中清醒地指出支撑中
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不足⋯⋯看似抢到了大片实地，实际上整盘棋都还没有做活，没有成形的眼位。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专家型企业家，作者用发人深省的话告诉读者，中国的资源、矿藏、劳动力都是
中国用来与欧美企业进行博弈的“本钱”。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代价是使得中国资源使用殆尽，“中国
奇迹”背后伴生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进行产业链博弈的本钱已越来越少⋯⋯作者认为 “走出去”
是当前变局下的一种自然选择，一种解决“中国式困局”的有效路径。但作者同时也客观指出，这对
中国企业而言并非易事，中国很多先行者的“走出去”道路都很曲折。作者对一些企业艰辛的海外并
购之路进行了详细剖析⋯⋯中国企业出海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现在所能
确切知道的是这些中国企业必须出海，尽管途中可能碰到风浪，但还是必须要走出去。作者在鼓励中
国企业如角马般英勇走出去的同时，也不忘提醒并购路上可能存在的各种陷阱。《中国流》分析了美
国经济发展史，一次次的危机也动摇了美国的经济根本，众多美国企业在泥潭中挣扎，需要拯救者的
降临，而美国政府却已力不从心，这就给中国企业创造出百年难遇的机会，此时出海并购将具有天时
、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中国流》还分析了海外并购的中国流构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
所有制企业以及PE等，将各自扮演他们独特的角色。《中国流》一书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云图与
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作序，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和著名企业家田溯宁为该书写了推荐语。《中国流》
刚刚上市，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很多人说，这本书也许会流行！是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你
怎么可以不知道中国流？摘自《中国流》
2、金融危机前前后后中国不差钱，坊间业界传闻中国经济其实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并未受到重创，在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了空前的从容、积极、主动，这表明中国经济深度影响世界
的大时代终于大踏步地来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大逆转开始了，中国流来了。我们有理由
说，中国不高兴的时代应当过去了，没事儿偷着乐应当是中国和中国企业从此而生的新情绪和新财商
，因为海外淘金、跨国并购、海外财务抄底已经成为企业界的新话题和正在尝试的新模式。最新财经
图书《中国流》为企业规划了中国经济深度影响世界的线路图和方法论。中国流来了，中国流，来自
中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力要素，在金融危机的前后，正在以气势磅礴之势涌向世界，掀起海
外并购的小高潮，形成世界经济的新热点。从“引进来”到 “走出去”，这是具有明显标志意义的里
程碑，很多有志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开始海外淘金，并且很多企业在此过程中收获不菲，其中我们不
难找出成功的案例，诸如吉利并购澳大利亚发动机、联想并购美国的IBM等等，都为中国企业走向世
界提供了很具操作性的经验。百年一遇的机会，中国远征队的超一流同盟正在形成，进行跨国并购的
中国企业远征军团正在整装待发，因为先迁部队首战告捷。《中国流》，中国流，这意味着中国以低
劳动力成本、以资源和市场换他国资金技术的时代行将过去，中国以资源损失和廉价劳动力吸引世界
投资的状况正在消失，中国开始在资本和技术的砝码上开始平等地与世界对话。《中国流》，本书的
出版预示着流向世界的中国流，正在以势不可挡之势流向他们想去的世界经济体。龙书图先生在题给
《中国流》的序中指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已经增强了多方面的实力，具备了“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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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基本条件，并购其他国家企业已不再是“痴人说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到2008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95万亿美元，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后盾。
企业主体方面，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战略性重组，国有企业已涌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型
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民营企业已逐步走向成熟，并在竞争压力下练就了强大
的生命力和敏锐的市场观念；源于国企改制，并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兼顾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所具有的优势。这些企业都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中坚力量。此次由美国次贷
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并逐步波及其实体经济，主要表现为
资本市场上企业资产估值降低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以及企业运营普遍面临资金约束压力问
题，因此，许多外国企业存在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来解决资金困境的需求。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实体企业
，中国企业受到冲击较小，一方面我们有相对充裕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存在获取技术、品牌和市场的
长期需求。在当前的局势下，如果能够将中外企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实现“双赢”的
结果。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的时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中的先进制造业、流
通业、高新技术和资源类产业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必要抓住当
前的机遇，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本书出版之际也预言，有一本必
将流行，这本书就是中国流。在很多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图书中，我们读到的是更多的忧国忧民和
悲凉阴阴霾，而这本书，通篇传递着信心、快乐和中国经济影响世界的坚定和前程似锦，虽然《中国
流，改变中外企业博弈的格局》是部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操性很强的著作，中国本土的企业家
和对世界经济话题感兴趣的企业高管甚至普通读者，都可以捧起来读一读，它不是正襟危坐般的教科
书，而是一种前卫思想、一种新锐观点、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乐观情绪，一缕让人掩卷深
思并且偷着乐的阳光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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