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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当年不负责任的“范跑跑”，到不久前基于摆脱

巨额债务的“温跑跑”，“跑”似乎成为了时下流行的一种“运

动”。现如今，在中国市场“开疆扩土”的跨国公司也来凑热闹。

去年以来，从百思买到芭比，从百事中国到达能、雀巢，

数家“洋跑跑”都开始收缩中国阵线，难道中国市场的诱惑力

已经大不如前？

潮进中潮退“洋跑跑”战略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

外资，甚至给他们以超国民待遇，越来越多的外资陆续

进入中国市场，从食品、服装到日化百货，几乎每个行

业都有外资的身影。

但是，最近几年，外资在中国市场陷入了尴尬的境

地。一面是外资已渗透入各行各业，一面是不少跨国

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尽管多数跨国公司仍认为中国市

场对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但近来，外资的种种表现却

不得不令人怀疑它们是否已萌生退意。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指出，部分跨国公司

撤离中国市场是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的考虑，原因主

要有以下 3 个方面：一是政策制约，国内现在大部分地

区对于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已经取消，而且还提高了

新进外资企业的投资门槛；二是成本制约，现在大部分

外资企业都面临着原材料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和劳动

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三是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因

为中国本土企业更加了解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其产品

和经营模式就会比较贴近中国市场，近年来发展势头

更为迅猛，这使得外资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可以预见，如果不能调整在中国的前进步态，百思

买、达能、雀巢在中国的调整和撤退，将成为越来越多

跨国公司的翻版。

收缩战线 中国大环境改变占几成？

近来，各界对外资撤离中国市场的担心颇多，这与

多家跨国公司收缩中国阵线不无关系。事实上，在去

年，百思买、美泰公司芭比旗舰店、法国圣戈班集团旗

下建材销售商“美颂巴黎”及玩具巨头仙霸玩具集团均

已先后宣告“暂别中国”。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端美资制造业正在从中国的实

体经济中悄然退出，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黎友焕指出，部分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脚

步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逐步加快了。时至今

日，曾经活跃在中国市场的诸多品牌还在不断收缩在华

阵线。

有专家表示，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是促使跨国公司

收缩战线的原因之一。商务部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国

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萍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生产要

素价格不断攀升，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的价格优势

减弱，这成为跨国公司撤退的一个重要原因。”黎友焕也

着重指出：“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因素使企业，尤其是劳

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加之订单也越来越

少，东南亚其他低成本的国家工业体系发展越来越成

熟，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大。”

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最重

要的因素。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

显示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同时，对于那

些具有双语能力、跨文化背景、在国内外工商界应付

自如、游刃有余的中国籍高级人才来说，外企的吸引

力也正逐步下降。

此外，赵萍表示，国家对引进外资制造业的政策也

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目前向高端制造业倾斜，这也导致

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减弱。

业内人士认为，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

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还在进行中，短

期内市场需求还达不到规模，加之低成本优势还在逐

渐消失。因此，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

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确实出现了

大幅度增长。而受这些因素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

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甚至低于在其他亚

洲国家的投资回报。

由此，一些专家担心，部分跨国公司的撤离折射出

中国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尽管有着诱人的机遇，

但已经不再是新兴市场。

“水土不服”遭遇竞争对手伏击

事实上，除了上述原因，不少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

并不顺利，是因为他们“水土不服”。为了能够尽快地

适应市场，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改变策略，调整业务。然

而，在调整的过程中，跨国公司还要应对成长迅速的本

土企业。

“近来，公司正在放慢门店的扩张速度，把主要任

务和首要目标放在‘精耕细作’每家门店，提高消费者

满意度上。”天津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总务部负责人金

镐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的政策正在趋于平

缓和保守。主要原因是我们发现韩国总部的经营运作

模式并不适用于国内门店，不太适应中国市场和中国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据金镐珉介绍，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易买得在中国

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此前的预期。事实上，在韩国，易

买得的市场份额可以达到三分之一，远远超出行业巨

头家乐福和沃尔玛在韩国境内的市场规模。但在中

国，易买得发展得并不顺利。

“中国市场还非常具有竞争力，而且能够持续很

长时间。”金镐珉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

国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也在大大提升，这对市场来讲是

非常好的推动力。不过，也要看到，越来越追求生活

品质的中国消费者会对超市购物的环境、服务、产品

质量和种类有更高的要求。这对相关企业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而相对于过去依靠便宜地价、廉价劳力、

优惠政策吸引外企的时代，如今，企业的运营环境也

发生了改变，他们必须要面对本土企业的强劲挑战和

政府的严格监管。

“易买得会据此调整其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同时，

重视不断本土化。”金镐珉指出，不得不承认，中国国内

企业的力量非常强大。外资企业也很难在短期内超越

国内企业对“本土”的了解。外资企业一定要与时俱

进、入乡随俗，研究本土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能力，并

据此组织公司运营和人员安排，以求在竞争中赢得一

席之地。在未来，易买得中国打算增加本土高层管理

人员的数量，并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针对不同地区的

消费者，加大并丰富产品种类，提高服务质量。

以退求进 中国吸引力不容质疑

在 退 出 中 国 的 跨 国 公 司 当 中，还 有 这 么 一 类 群

体，他们多次高喊退出中国市场的口号，但又多次不

了了之，扭捏作态全无放弃的“诚意”。然而，未来，中

国市场是否值得投资，也全在这一“进”一“退”中显现

了出来。

2010 年，谷歌“退出中国”占据了很多报纸的头条，

而这并不是它第一次因“退出中国”被置于聚光灯之

下。早在 2006 年，它就因被曝出无 ICP（互联网信息

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牌照、属非法经营，亚太区市场

总监王怀南和大中华区联合总裁周韶宁几乎同时离

职，谷歌也两次陷于可能退出中国的境地。2009 年 9

月，其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离职后不久，谷歌更是 N 次

出现传出中国的传闻。

2010 年 3 月 23 日，谷歌发表公开声明，证实谷歌将

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谷歌“退出中国”的闹

剧终于落下帷幕。但它的去意却并不决绝，今年，市场

上便曝出谷歌要重回内地的消息。

当然，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家对中国市场留有眷恋

的跨国企业。2012 年 2 月 13 日，有媒体曝出，曾迫于经

营压力退出中国市场的日本京瓷手机正在酝酿重返。

去了又回，再次证明了中国市场的不可替代性。

“未来，中国市场更不会失去吸引力。”赵萍表示，中国

是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在中国投资生产可以使产品更

接近市场，降低物流成本。同时，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

仍然是积极的，并且对高端制造业的外资具有明显的

政策倾斜。因此，对于政策支持的高端制造业的投资

仍具有较大吸引力。赵萍认为：“今后的中国仍是外资

理想的投资场所，只是，进入中国投资的外资制造业结

构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

而对于跨国公司应该如何适应中国的变化，赵萍

表示，首先，跨国公司应主动适应中国外资政策的调

整。其次，中国地域面积广大，外资企业可适当考虑把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继

续发挥成本优势。最后，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增长较

快，应将在华投资制造的产品更多地销往中国市场，减

少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似乎是从先“吃螃蟹”的谷歌开始，跨国企业在中

国市场的“水土不服”就开始被业界归咎于中国市场

吸引力渐失。时至今日，还有不少要离开中国市场的

“大腕儿”们，仍然无视自身发展的局限，只带着无奈

而惋惜的神情“义正言辞”地哭诉：“不是我们愿意走，

只是你们不想留。”其实，这些跨国企业的意思就是，

不是我们不想在中国市场投资，而是中国市场没有提

供能赚大钱的商业环境——足够的优惠、让人“流连”

的税收补贴以及各种超级待遇。是啊，没钱赚了，谁

还和你玩？

曾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也

越来越大，地方的优惠政策让很多外资对这个潜力

无限的市场垂涎三尺。然而，当这些进入中国市场

的 跨 国 巨 头 拿 起 刀 叉，分 享 这 桌 诱 人 的、充 满 中 国

特色的“满汉全席”时，却发现自己惯用的工具不顺

手了。

为此，很多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市场进进出出。

他们有的忙着开设生产线，说中国市场潜力无限，有

的关闭制造工厂，感叹新兴市场已是明日黄花。但总

的来说，多数跨国公司还很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只

是，随着中国市场日趋成熟、国内公司竞争力不断增

强，投资环境大大规范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

发现的事实是，谷歌始终敌不过百度，eBay 终被淘宝

“驱逐出境”，花旗、汇丰辉煌难现。

面对中国式盛宴，享用不顺利的跨国公司开始了

战略收缩。但是，还有很多跨国公司依然坚守在中国

阵地。可以预见，跨国公司要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

势，赚足腰包，还有很多功课得做。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具备很多优势，如全球知名

的品牌、先进的产品、高效的管理、充裕的资金等等，

借助这些优势它们可以快速地侵入任何一个市场。

然而，仅仅手持开拓市场的通行券是远远不够的，要

想真正占领市场，必须让自己的区域公司快速地实现

本土化。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势头迅猛，

显示出极佳的成长性。这些本土企业会开出与跨国

公司相近或者更高的价码来吸引本地高级人才，也

会与跨国企业争夺市场资源。在竞争力不断提升的

本土企业面前，跨国公司确实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其实，任何一个市场，都会有其独特的文化、政策

和环境，企业只有把这些因素融合到公司的战略制定

中，才能更快地在这些市场站稳脚跟。自然，船大难

掉头。一些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往往会高估自己对

市场的掌控力，在所有国家都一成不变地推行总部政

策。那么，硬着头皮去冲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泊沙掩一泊去，一重浪灭一重生。部分跨国

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是为留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提了

个 醒 。 即，在 竞 争 日 益 激 烈 的 当 下，曾 经 是 投 资 热

土的中国市场，依旧炙手可热，如何做好本土化，学

会“用筷子把饭吃光”，将更考验管理层的智慧。是

迎难而上还是弃甲而逃？在中国，这样的故事还会

发生……

迎难而上还是弃甲而逃，跨国公司你够爷们吗？

编后语：在经过部分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后，未来欧美

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也必将越来越谨慎。对

于中国而言，即使有无与伦比的投资优势，也应考虑低廉

劳动力优势渐失的问题。黎友焕预计，随着外资撤离中国

的趋势不断加强，中国的外贸形势将更加严峻。

为 此 ，我 们 要 下 定 决 心 推 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寻 找 新

的 突 破 点 ，也 许 在 高 精 尖 产 业 ，也 许 在 文 化 领 域 ，还 有

可 能 是 在 新 能 源 方 面 。 总 而 言 之 ，只 有 坚 持 不 懈 地 改

革 、创 新 和 开 放 ，中 国 市 场 才 能 在 世 界 商 业 的 舞 台 上 绽

放 异 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