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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东自古就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五邑、潮汕、梅州和广州等都是全国
著名侨乡。
广东有近3 000万海外侨胞（含港澳台地区），占全国的2／3，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
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海外华商是东南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资源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海外华商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
重要因素。
　　早期的华侨华人大部分受生活所迫而漂洋过海，或当劳工，或做小商小贩。
中国人的勤劳使他们把握了东南亚从殖民统治中解放而获得的难得商机，成就了事业。
他们的后代往往由于接受过良好教育，开始将事业做大做强，不断向金融和地产等行业渗透发展。
虽然他们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精神再一次让占有生产资源优
势的华商危中寻机并实现了危中转机。
　　更为难得的是，海外华商不但为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还坚持不懈地为
家乡注入了自己的资金和热情。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对广东省的捐赠折合人民币360亿元，占全国的70％；1979-2007年，仅港台和
东南亚海外侨胞对广东的投资额就高达1 380亿美元，约占全省累计利用外资总额的71％；此外，广东
还引进了他们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来自中国大陆，特别是广东的投资和贸易将成为东南亚华商未来获得
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
海外华人凭借着勤劳勇敢、聪明才智和丰富的生产资源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亮点，未来东南亚
华商可以凭借着来自祖国的资源更好地展开与正在迅速崛起的本土企业家的市场竞争。
　　中国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沉淀，积累了大量的投资和财富，如何走向世界是许多国内企业面
对的一个课题。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走向世界就是向欧美投资，但是由于文化观念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差异等原因
，一些中国企业在走进欧美市场时往往出现“水土不服”，部分企业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吃了大亏。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领先优势却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独特现象。
海外华商资源的利用是一篇大文章。
将重心只放在海外华商身上，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崛起，这种单向的利用无疑是对海外华人独特资源
的一种极大浪费。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企业运营国际化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利用和挖掘海外华商这个独特资源。
东南亚市场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众多选择之一。
那里的市场发育程度与中国接近，而且那里拥有大量的优秀华人企业家，他们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底蕴
，又熟悉当地市场和本地文化，与他们合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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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资企业在广东（1978-2008）》将30年来广东华资企业发展分割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其中有两个最要的分剖点，其一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
其二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经过30年的发展，广东华资业已经进入发展的一个转换期，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应当更重视
挖掘、培育和利用海外华商这个独特的资源。
广东企业与海外华商实现互动双赢是当今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来，海外华资企业与广东经济发展共同成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资企业在广东>>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前言1 华资企业定义、范围界定及管理特征1.1 海外华人定义及涵盖范围1.2 华资企业定义及研
究范围1.3 华资企业的基本特征1.3.1 家族控制与华资企业分割1.3.2 家长式领导1.3.3 差序格局与关系治
理2 港台地区华资企业2.1 台湾地区华资企业2.1.1 台资企业发展情况2.1.2 台资企业管理特征2.1.3 台资企
业投资大陆情况2.1.4 案例分析：郭台铭与鸿海集团2.2 香港地区华资企业2.2.1 港资企业投资行业2.2.2 
香港华资企业管理特征2.2.3 港资企业投资大陆情况2.2.4 案例分析：李嘉诚与长江集团3 东南亚华资企
业3.1 东南亚华资企业特征3.1.1 华商一直为东南亚经济亮点3.1.2 东南亚华商主导产业覆盖面增大3.1.3 
华资企业盛行家族管理文化3.1.4 与中国大陆经济往来频繁3.2 东南亚各国代表性华商3.2.1 新加坡代表
性华商3.2.2 马来西亚代表性华商3.2.3 泰国代表性华商3.2.4 菲律宾代表性华商3.2.5 印度尼西亚代表性华
商3.2.6 案例分析：东南亚首富郭鹤年4 改革开放三十年华资企业在粤时间变迁4.1 华资企业在粤投资三
阶段划分4.1.1 第一阶段4.1.2 第二阶段4.1.3 第三阶段4.2 港台和东南亚华资企业对粤投资分析4.2.1 港台
地区4.2.2 东南亚地区4.3 港台和东南亚华资企业经济贡献4.3.1 港台地区4.3.2 东南亚地区5 华资企业在粤
投资案例研究5.1 1979-1991年“掘井引水”5.1.1 基本特征5.1.2 重点案例分析：中山市沙溪镇5.2
1992-1997年大举进军内地5.2.1 基本特征5.2.2 重点案例分析：李锦记5.3 1998年至今转型与外迁并存5.3.1
基本特征5.3.2 重点案例分析：印尼首富新会造纸6 华资企业给广东带来了什么6.1 华资企业为何投资广
东6.1.1 市场因素6.1.2 非市场因素6.2 华资企业给广东带来了什么6.2.1 促进了广东经济快速发展6.2.2 弥
补了资金和外汇的不足6.2.3 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6.2.4 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6.2.5 提升了就
业的规模和结构6.2.6 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育和成长6.2.7 推动了制度的建设和变迁6.3 30年来华资企业
在广东的几块“短板”6.3.1 缺乏核心技术和设计6.3.2 产业低成本聚集和趋同6.3.3 缺乏自主品牌和营销
服务6.3.4 华资企业缺少与本土的关联和互动7 广东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7.1 广东产业现状7.1.1 广东产业
集群的形成7.1.2 广东产业集群的特点7.1.3 珠三角产业集群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7.2 广东“双转移”战
略7.2.1 产业转移若干概念7.2.2 广东产业转移的基础7.2.3 广东产业转移的背景7.2.4 珠三角地区城市产业
“双转移”7.3 广东产业“双转移”与华资企业发展机遇7.3.1 “双转移”政策指引华资企业投资方
向7.3.2 “腾笼换鸟”，引入产业高端的服务业8 华资企业在广东的发展方向8.1 方向一：广东与海外侨
商的互动双赢8.1.1 海外华商产业发展路径8.1.2 广东为海外华商产业发展提供新机遇8.2 方向二：CEPA
引导华资服务业到广东谋发展8.2.1 CEPA协议与广东8.2.2 CEPA协议下服务业的粤港合作8.3 方向三：
基于破坏性技术理论的广东华资企业转型升级8.3.1 破坏性技术分析框架8.3.2 广东华资企业转型升级方
向判断8.4 方向四：基于国际价值链角度的广东华资企业转型升级8.4.1 华资企业在广东的发展困境8.4.2
基于国际价值链角度的广东华资企业升级方向判断8.4.3 广东华资企业升级路径探索8.5 案例分析：新
加坡产业的转型与升级8.5.1 新加坡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8.5.2 新加坡产业升级的经验分析8.5.3 政府企业
在新加坡产业发展中的角色9 案例研究：东莞台资企业到底走向何方9.1 台资第一次创业促成东莞“世
界工厂”9.1.1 “三来一补”与“两头在外”9.1.2 东莞制造与世界工厂9.1.3 台资企业与“东莞模式”9.2
台资北移推动东莞经济转型9.2.1 台资北移争论9.2.2 东莞思索转型9.3 台资第二次创业与东莞“双转型
”在困境中前行9.3.1 东莞台资转型压力巨大9.3.2 转型还是转移9.3.3 东莞遭遇“双转型”烦恼9.4 简要
讨论：相互抛弃还是合作共赢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资企业在广东>>

章节摘录

　　5　华资企业在粤投资案例研究　　5.1　1979-1991年“掘井引水”　　5.1.1　基本特征　　港澳
台及东南亚华商最初对广东的投资更多是基于血缘和感情因素，往往具有捐赠或援助性质，而不是采
用投资办厂形式。
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家乡落后，基础设施不具备投资设厂以及经营的条件，郑一省（2006
）引用当时一位华人捐赠动机的话充分说明这个情势：“我的家乡很穷，看到父老乡亲还这样困难，
我怎么能要他们出钱买机器⋯⋯再说，我买回来机器设备，拿来订单，他们马上就可进行生产，省去
很多麻烦⋯⋯我的亲戚也可到这里来工作，这对他们改善生活是有帮助的。
”还有部分海外华商在人缘、亲属关系等方面存有不小的顾虑，宁愿回家乡兴办公益事业。
当然也有极少部分海外华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性存在一定的怀疑，这种怀疑影响到了他们投资的
意愿。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在中国大陆得到官方的认可，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加
快进行，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高速发展的势头，海外华商开始对投资家乡显现出较大的投资热情（因为
对家乡更熟悉，关系网络非常健全），一方面为本企业寻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为家乡
“掘井引水”，帮助家乡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一阶段，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非常小，且仅限于祖籍地，马来西亚
当时民族问题非常敏感，为了避嫌，马来西亚华商不是到亲戚最多的广东福建投资，而是在中国北方
投资，以后再逐步向南发展（王望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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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对广东华资企业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有关探讨。
广东作为中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和全国最大的侨乡，在港台地区、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拥
有3000多万海外侨胞，当之无愧地成为海外华资企业投资的热土。
改革开放30年来，海外华资企业与广东经济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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