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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企业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是在作者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
进程中风险的识别机制、测度指标与管理控制研究”(项目号：70572081)，历时三年多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完成的。《中国企业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等国际化不同情境背景，以
国际风险识别机制的建立—风险的测度指标—风险的管理控制为研究主线，借鉴复杂理论中多层次系
统化的研究方法，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风险状况进行大规模调研和科学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感
知国际市场不同进入模式下的关键风险，探索建立一套适应处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
识别机制和测度指标体系。与此同时，探寻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和国际化感知风险间的规律，研
究能达到与企业整体国际化经营战略相结合的风险最优化、以国际风险管理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与经营
绩效考核的理论框架和实施策略。《中国企业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将系统理论、风险管理理
论与危机管理理论相结合，对于国际企业风险管理领域学科交叉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
指导现阶段中国企业应对国际化危机与挑战、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中国企业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对现代国际企业管理与国际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人员，以及
从事国际商务、致力于拓展国际市场的国际化企业的决策者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中国企
业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还可作为国际企业管理、国际经贸、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学习国际商务
相关课程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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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晖，女，管理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后，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为国际企业管理、风险管理、国际市场营销及服务营销等。目前正从事及完成的
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识别机制、测度指标与管理控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感知与防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评价研究：基于BSC的模型构建、影响因素识别与评价体系设计》、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研究课题Ⅸ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研究》等十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同时，
主持并参与Ⅸ纺织品出口管理与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天津市钢管公司国际化风险评估与对策
研究》、　《天士力集团开拓中药国际市场的战略决策与风险防范研究》等多项大型企业国际化研究
课题。　　发表高水平相关学术专著和期刊论文60余篇，近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专著《国际企业风
险管理》；论文“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风险感知与防范研究一以华为公司为例”；“企业国际化经营
中关键风险的识别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跨国经营中关键风险识别、测度与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多重组织结构分析的国际化战略绩效评价——天士力集团国际化组织的案例研究”，“外商投资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因素研究”。“从决策者角度看国际化风险评估——基于中国国际化企业的实
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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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保险风险识别概念　　保险是风险管理最早涉及的领域，目前相关研究已非常成熟
。williams等认为，风险识别是一个企业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哪些方面面临风险的过程，这些识别包括潜
在财产、责任和人力资源损失风险以及导致这些损失的危险因素和事故。①此外，他们还强调由于风
险识别的各种特性，风险识别过程和结果因文化、社会、心理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卓志认为，
保险风险识别“是指风险事故发生之前运用各种方法和工具找出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以及
风险事故发生的原因”，而“风险识别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可能对研究对象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②
关于风险识别的主要内容，许谨良认为：“风险经理一般要设法识别下列五种类型的潜在损失：财产
的物质性损失以及额外费用支出；因销售而引起的收入损失和其他营业中断损失以及额外费用支出；
因损害他人利益引起的诉讼导致企业遭受的损失；因欺诈、犯罪和雇员不忠诚行为对企业造成的损失
；因企业高级主管人员的死亡和丧失工作能力对企业造成的损失。”③　　（四）金融风险识别概念
　　金融风险是指存在于金融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其成因在于金融系统日常运营过程中各种构成要素
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必然会发生不确定性的变化。④　　金融风险识别是在金融机构周围纷繁复杂的
宏观、微观风险环境和内部经营环境中，识别出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意外损失和额外收益的风险因素
，并对不同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风险来源、风险结构等进行分析。⑤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相关研
究主要围绕金融风险的子类别展开，涉及如何将金融风险分类。一般是根据金融风险性质不同将其分
为信用风险、证券风险、流动风险、汇率风险等，并依照分类方法分别阐述各种金融风险。也有根据
金融机构进行分类的，分别对不同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风险进行阐述。在金融机构风险识别的研究中
，赵志宏在《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把银行风险识别定义为判明自己所承受的风险在性质上归
属于何种具体形态。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往往是多种多样、相互交织的，需要认真地加以识别，方能
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估计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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