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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 WTO 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已不是一个选择，而是

一个必然。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当务之急早已不是企业该不该国际化

的问题，而是在于这条国际化之路该怎么

走，如何走得更稳健更从容。

梳理对外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不

难发现，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步伐从未

停歇过。从传统的加工贸易到新兴的服务贸

易，从自主品牌商品的出口到直接“走出去”

投资建厂、兼并收购等，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

路既丰富多元，又充满着荆棘艰辛，甚至不乏

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是哪种方式，绿色发展

终将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之所以这么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当今世界发展正迎来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以

低碳、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经济。

目 前 ，中 国 经 济 已 深 度 融 入 全 球 化 的

世界经济，如果不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绿

色趋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

绿色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

发展空间可能会受到进一步挤压，甚至会

拖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发展的后腿。同样，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国企业更应当审时

度势，努力成为在绿色经济大潮中乘风破

浪的合格舵手。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随着全球经济

绿色低碳趋势的逐步明朗，中国企业传统的

制造优势正慢慢减弱。如不及时摒弃过去那

种高污染、高耗能、粗放的发展方式，转向环

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方式上来，如不

善于抓住绿色经济带来的发展新商机，培育

市场新优势，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市场格局

中必将处于被动位置，这也意味着对经济话

语权的放弃。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正让众多

国际化道路上的中国企业感到了隐隐阵痛。

作为一种市场准入的门槛，“绿色壁垒”

是一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

目的，通过立法、制定标准和规则等形式对

国外商品进行准入限制的一种措施。在实

际操作上，这一“绿色门槛”成了这些发达国

家以生态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借口，

给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国际贸易蒙上一层厚

厚的阴影。

冲 击 之 下 ，化“ 绿 色 壁 垒 ”为“ 绿 色 增

长”，继而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既是中

国企业沉着应对挑战的利器，也是其迈向国

际化的有力助推器。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跨越“绿色壁垒”，首

先要从制造环节入手，改变传统生产思维，

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提升、改造传统制造

业，真正实现绿色制造。

发展绿色制造，一方面要加快新技术新

材料在产品研发、加工制造、销售服务及回

收利用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形成环

保、节能、高效、可循环的新型制造工业；另

一方面，要通过对企业价值链条的梳理与优

化，推动建立高效、规范、可持续的绿色供给

链，实现整个产业链的绿色运行。只有用绿

色武装起来的中国企业，才是一个真正国际

化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多起来了，中国才可

能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不仅要用绿色制造武装自己，中国企业

还要学会用绿色营销开拓国际市场。树立

绿色营销观念，开拓绿色市场，已成为当前

企业营销发展的新趋势，也给企业创造了新

的机遇。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经

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要在强调消费者利

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利益的保障。

绿色经济对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是全方

位的。在这个过程中，绿色发展不只是企业

有效破解贸易壁垒的手段和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的载体，更是其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目标。

绿色经济带来的发展商机同样是不能

忽视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近期报告中

指出，今后 40 年内，全球每年应计划增加 1.9

万亿美元投资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从

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并不遥远，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占

据主导地位，只要下定决心抓住机会，就一

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赢得

尊重。

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系列评论 之二

企业国际化须迈过“绿色门槛”
顾 阳

专 家 点 评

以前只生产节能灯的厦门市东林电子有
限公司近三年来实现了成功转型，产品从节
能灯延伸为LED灯、OLED灯等多用途、全流
域节能型电光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不但推进低碳生产，节约资源，大幅降低成
本，提高质量管理水平，而且成功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把新开发的节能产品推广到拉美、亚
欧等地区的35个国家，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低碳制造深入每个环节

东林公司董事长贾强说，作为一家致力
于节能产品生产的企业，我们注重把节约资
源和节能减排贯彻到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和企
业管理的所有环节。在全面推进国际质量管
理体系的同时，推进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建设，
使技术进步和节能改造两翼齐飞。

2008 年以来，东林公司外拓市场，内强
管理，推进工业生产信息化、标准化、自动
化。在环保生产方面，严格制定节能减排的
长期规划，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
系；严格遵守环保要求，充分做好污染物无
害化、“三废”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工艺等，
2011年公司通过厦门市清洁生产审核。

东林公司的节能从细节入手，从小处做
起。生产流水线通过将方桌改成圆桌，不但
优化作业模式，而且将生产率提高 20%，降

低成本 6%以上。原来采用的手工浸泡助焊
剂工艺，现改成以壶喷助焊剂方式，每天用
助焊剂量减少一半，减少助焊剂成本 400
元，大幅降低助焊剂对环境的污染。东林公
司将总装夹具改用贴贴纸，大大节约酒精、
天那水用量；将橡皮筋固定灯管改成采用新
型工具，一改过去容易出现的歪管现象。

东林公司工程师王雄元算了笔账，通过
采用“细胞式生产方案”、助焊剂浸泡工艺改
善、更改火车头灯管夹具、更改胶管治具、节
约酒精及天那水使用量、降低塑料吸塑壳报
废率、耐压测试架改造等 7 个方面的措施，
低碳生产收到良好效果，万元产值能耗降低
27％，料损降低 42%，产量和效率在作业员
相同的情况下提升 35％，成品合格率和优
质品率显著提高。

强化工业设计提升创新能力

在东林电子公司二楼的新品展示室里，
记者看到最新设计的 LED 灯和节能灯，有
节能佛手灯，有 LED 蜡烛灯，形态各异，功
能独具，既节能又富有人性化，柔和的光线
给人舒适感。

总经理何润林深有体会地说，为了制造

一个优良的工业产品，设计师和工程师往往
要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工学、美学、心理学、
经济学等知识，对产品的功能、结构、形态及
包装等进行整合优化。虽然东林电子公司
目前的主要专利还只是外观设计和结构、应
用新型，但是将继续努力挖潜，一方面在工
业设计的深度上拓展，争取在灯具制造上有
所突破，另一方面在研发方面有所突破，获
得更多发明专利。不断丰富产品品种、提升
产品附加值、创建自主品牌，提升竞争力、促
进转型升级、实现企业由大变强。

通过把工业设计作为突破口，把科学技
术和消费者的爱好巧妙地对接起来。东林
公司研发出的“超小型高效电子节能荧光
灯”、“替代型 LED 灯具研发及产业化”获得
国家火炬计划立项，“高效装饰型电子节能
灯”、“高功率光立方一体化节能灯”项目等
系列产品获得厦门市自主创新产品奖，列入
厦门市节能技术和产品推荐目录。

加快开发海外市场

在照明行业面临转型和洗牌的双重压
力下，东林公司逆势而上，抓住市场先机，创
造并利用各种资源，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域。
据厦门海关统计，以东林“萤火虫”为代表的
厦门光源企业近三年出口额和增幅居于全

国前列。
作为一家以外销为主的公司，在新兴国

际市场，东林公司采取“一点突破，星星点
灯”的开发模式，在重要市场采取“重点开
发、逐步推广”的营销模式，培育优质客户，
形成了牢固稳定的营销网络。

东林公司 2010 年春季成立 LED 事业
部，秋季就推出 LED 系列产品。在市场还
基本停留在节能灯时代，萤火虫就开始领先
同行开发 LED 国际市场，产品及时取得
UL、CE、美国能源之星等各项认证。

东林公司还建立了更广泛、更健全的
销售网络，继 2009 年与全球采购商安达
屋、翠丰集团达成合作关系后，2010 年又成
功进入家乐福，2011 年进入美国沃尔玛，同
年与飞利浦建立合作关系。2012年，东林公
司又与三星展开国内、国际全方位战略合
作。针对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市场特点，东林
公司采取重点开发欧美市场，逐步开发新兴
市场，加大培育自主品牌市场的营销模式，
产品远销全球。

在与政府合作的项目上，东林公司不仅
在国内连续中标国家发改委节能减排推广
项目，还成功获得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的
政府投标订单。

厦门东林：

萤火虫LED照亮未来
本报记者 殷陆君 通讯员 刘 频

“2012 低碳先锋企业”、“2012 年全国循环
经济工作先进单位”——这是青岛啤酒公司
2012 年的绿色发展成绩单。从降低能耗开始，
到开展循环经济的收益和绿色研发保证可持续
的竞争力，青岛啤酒所践行的绿色发展，不仅
仅是某些具体的减排办法，已经上升为一种理
念，一个体系，关系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

废物综合利用价值年近2亿元

在青啤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观点——没有废
弃物，只有被放错了位置的资源。通过资源优
化配置，每一种废料都可以成为再生资源，发
挥更多的功用。

二氧化碳是啤酒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同时也是啤酒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青
啤通过在生产线上加装二氧化碳回收装置，对
二氧化碳进行收集、压缩、净化、干燥、冷
却、液化、储存，然后用于啤酒灌装、过滤等
生产所需。截至目前，已有 16家工厂实现二氧
化碳零采购，年回收利用二氧化碳 10 余万
吨。以一棵 30 年冷杉树年吸收二氧化碳 111 千
克计算，相当于 2011 年青啤共种植 91 万棵冷
杉树。

青啤还积极将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如麦
根、啤酒糟、酵母泥等副产品全部回收资源化
利用，实现了不菲的价值。据了解，青啤目前
已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率 100%，综合利用价值
每年近 2亿元。

在青啤，绿色发展已从环保理念转化成工
作规程和行为规范，渗入到了每一名员工的思
想意识。青啤的每一家工厂都配置了专职环保
人员，温福香就是这支环保大军中的一员。作
为青岛啤酒厂的环保主管，在环保岗位一干就
是 26 年，她一直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废物相
伴，直到将它们干干净净地送出工厂。从节能
减排到新技术研发，从废物处理到变废为宝，
温福香和她的同事们几乎让青岛啤酒厂成为一
个能够自体循环和几乎不排放废料的生态空
间。

诸如此类的环保实例，在青啤不胜枚举。
从“宣宏煤炭喷淋法”、“蔡守荣通道改造法”
到“若明叉车”⋯⋯员工关注环保、关注节能

减排在企业内部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好人酿
好酒，好心有好报”这样朴素的价值理念，推
动着青岛啤酒走出了一条“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为原则的循环经济之路。

绿色研发铸造国际竞争力

青啤低碳运营模式的支撑，就是依托国家
级科研中心的技术力量，对整个价值链进行再
造。

从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多
个环节全方位的调整和改进，进一步促进行
业的技术革新，提升企业节能降耗的能力，
从而最终催生企业运营模式的升级，这是青
啤国家级科研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作为青
啤公司重要的研发方向，他们的绿色研发占
整体研发投入的 60%以上，致力于低碳酿造
技术的研发、低碳麦芽的研发以及大麦直接
酿酒技术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行业内首个国家

重点啤酒生物发酵工程实验室，青啤研究人
员 不 断 对 制 约 啤 酒 生 产 的 核 心 技 术 进 行 攻
关。早在 1999 年，青啤便启动了啤酒高效低
耗酿造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项目，经历 8 年的
艰苦努力研发改进，啤酒高效低耗酿造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项目荣获 2006 年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该项技术解决了啤酒业耗水、
耗能等诸多问题，使啤酒生产逐步向低碳、
绿色的生产工艺发展。这项技术创新在青岛
啤酒推广近 10 年来，在没有增加设备投资的
情况下，累计节约资源成本近 20 亿元。

伴随着低碳、节能等啤酒新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青岛啤酒逐步构建的啤酒“绿色酿造”
标准，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绿色竞争力”。
目前，青岛啤酒在海外已然成为中国形象、中
国文化的代表，也是一种来自东方的时尚，其
出口已遍布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
占中国啤酒出口总量的 50%。在美国，买半打
本地啤酒只要 4 美元，而买半打青岛啤酒则需
要 7美元。

青 岛 啤 酒 ：

“绿色酿造”铸就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刘 成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是党的十八大
基于适应全球化新形势而提出的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这不仅包括引进资本、技术和智
力等全方位引进战略，也包括“加快走出去步
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战略布局。对
于大中型企业而言，如何规划和实施国际化发
展战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其中，绿色发
展就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

首选，绿色是国际市场带有发展趋势性的
基本需求导向。绿色壁垒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实
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我们不要认为这仅仅
是出于对本国企业或产业的消极被动保护，实
际上也是对本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毕竟节能
环保、低碳生活已经是高尚人群衣食住行用当
中最时尚的生活元素。新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
着人们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改变着消费者的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并由此构成了未
来消费的主色调——绿色。

其次，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还面临着国际
竞争对手的绿色先行战略的严峻挑战。世界上
有影响的大型跨国公司早就把绿色理念注入到

品牌发展战略之中。如英国老牌的石油公司BP
公司，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一直在宣扬
自己的绿色生产和生活理念，倡导新能源的开
发和使用。现在，包括杜邦、BP以及其他大型跨
国公司，都在努力践行绿色发展战略，从产品的
设计到使用，都在考虑如何节约能源和保护环
境。它们往往通过产品开发引领低碳生活模
式，实现绿色消费，彰显自己强烈的企业社会责
任感，不遗余力地打造绿色品牌。

第三，要素供给环境的日益严峻促使企业
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
中，不仅有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绿色挑
战，还有来自要素供给的严峻约束。在能源方
面，我国已经是煤炭净进口国，石油消费的对外
依存度也早已超过50%，成为超过美国的依存度
最高的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把我们的制
造业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挥出来，就必须让中
国产品的消费者群体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发展战
略是绿色的，我们要到国外投资设厂，也必须高
扬绿色发展的品牌大旗，让东道国清楚地知道，
我们是绿色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我们

的技术和管理是能够保证实现清洁生产的，我
们的产品也同样是节能、环保和有利于低碳生
活的质优价廉产品。我们需要通过践行绿色环
保理念，通过肩负起企业社会责任来打造中国
的绿色品牌。

第四，国际产业环境的绿色化也在推动企
业的绿色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
境的国际合作中作出力所能及的郑重承诺，并
开始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作为节
能减排的主体，不仅要生产绿色产品，还要导入
绿色生产过程，并服务客户实现绿色消费。这
样才能充分彰显绿色发展理念，肩负起绿色责
任，塑造出绿色品牌。

无论如何，未来的企业发展优势在于绿色，
劣势也在于绿色。如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
员工素质的提高，依靠管理创新驱动，通过节能
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企
业，是国际化发展中要优先考虑的战略选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企业应肩负绿色发展使命
张世贤

案 例 一

案 例 二

早在 1999 年，青啤便启动了啤酒高效低耗酿造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项目，他们不断对制约啤

酒生产的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实现了废弃物 100%利用。图为青啤质检人员在检测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本版编辑 梁 睿

东林电子公司采取重点开发欧美市场，逐步开发新兴市场，加大培育现有自主品牌

市场的营销模式，产品远销全球。图为厦门海关主动深入厦门东林电子公司实施便利通

关措施促节能灯出口逆势增长。 本报记者 殷陆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