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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沈阳市企业“走出去”的
风险与对策

李学锋１ꎬ宋丽娟２ꎬ王正勇３

(１. 沈阳建筑大学国际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
３. 沈阳建筑大学审计处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为我国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的倡议ꎬ与“走出

去”战略相得益彰ꎮ 根据近几年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现状ꎬ以“走出去”企业的

特征为切入点ꎬ通过调研沈阳市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困境ꎬ分析沈阳市企业“走出

去”的影响因素ꎬ为提升沈阳市企业“走出去”的市场竞争力给出相应的建议ꎮ

关键词:“一带一路”ꎻ企业ꎻ“走出去”ꎻ措施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５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１３ 年ꎬ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
倡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ꎬ从背景、原则、思路、重点、机制、各
地开放姿态、行动和美好未来等方面进行统

筹规划ꎮ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
战略珠联璧合ꎬ一方的蓬勃发展必然促进另

一方的蒸蒸日上ꎬ共同促进新时代背景下我

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构建[１]ꎮ

一、“走出去”战略发展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世界贸易投资报告»中的数据ꎬ我国

继续保持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体量最大的对外

投资国的地位ꎮ 这说明我国企业投资者已把

眼光放在国外ꎬ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投资

活动ꎬ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ꎬ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

５６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１００ ４ 亿美元ꎬ
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１２ ４％ ꎮ “一带一路”倡

议在我国初有成效ꎬ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ꎬ也
是我国沟通世界、加强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ꎬ
更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切实行动ꎮ 但是ꎬ受
美国税改政策以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

审查政策的影响ꎬ中国 ２０１８ 年全球外国直接

投资总额为 １ ３ 万亿美元ꎬ较 ２０１７ 年减少了

１３％ ꎬ连续 ３ 年出现下滑ꎮ 随着我国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ꎬ劳动力、产能呈现过饱和状

态ꎬ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耗也很大ꎬ急
需我国企业“走出去”ꎬ扩宽国外市场ꎮ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走出去”
特征

１.行业分布多元化

根据全球化智库(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ＣＣＧ)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ꎬ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行业分布呈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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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ꎬ海外投资行业涉及制造业ꎬ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软件行业ꎬ房地产业ꎬ文化、
体育、娱乐业ꎬ金融业等多个行业ꎬ制造业仍

是对外投资重点行业ꎬ占 ４０％ ꎬ信息行业排

名第二ꎬ占 １５％ ꎬ其余行业相对分散ꎬ占比均

在 １０％以内(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分布

２.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对外投资在投资金额、营业额、劳务

人员等方面规模不断扩大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０ 月ꎬ我国境内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９０４ ６
亿美元ꎬ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 ５ ９％ ꎻ对外承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１ １５５ １ 亿美元ꎬ新签合

同额 １ ７６６ ８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５％ ꎻ对外劳

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３９ ３ 万人ꎬ比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加 ０ １ 万人ꎬ１０ 月末ꎬ在外各

类劳务人员 １０１ ２ 万人ꎬ比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加

１ ９ 万人ꎮ

三、沈阳企业走出国门的 ＳＷＯＴ分析

１.优势分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ꎬ是“一带

一路”东北区域的对外开放窗口ꎮ 首先ꎬ沈
阳企业可利用其所处的区域优势ꎬ重点构建

中亚、南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合

作平台ꎮ 其次ꎬ沈阳在装备制造业、机器人等

产业具有领先优势ꎬ其产业基础可为沈阳企

业“走出去”提供重要动能ꎮ 最后ꎬ国家和地

方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东北振兴、产业升级、推
进对外贸易等政策ꎬ为沈阳企业“走出去”创
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及发展动能ꎮ
２.劣势分析(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首先ꎬ沈阳企业的规模和数量较沿海发

达城市仍有较大差距ꎬ提升空间较大ꎮ 其次ꎬ

沈阳企业在技术革新、企业管理模式等方面

仍有很多不足ꎬ其企业核心竞争力仍有待提

高ꎮ 同时ꎬ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够ꎬ整体金

融环境较差ꎬ沈阳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缺少资

金支持ꎬ对“走出去”形成了制约ꎮ 最后ꎬ虽
然目前沈阳“走出去”的领域逐渐扩大ꎬ但是

部分产品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ꎬ国际竞

争力有待提升ꎮ
３.机会分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ꎬ沈阳企业

“走出去” 得到了推动ꎮ 从国外机遇来看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是正在进行工业

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ꎬ沈阳的装备制造等优

势产业在这些国家具有较大需求ꎮ 目前ꎬ沈
阳正加大力度建设国际物流中心ꎬ物流业的

快速发展也为沈阳企业 “走出去” 提供了

通道ꎮ
４.威胁分析(Ｔｈｒｅａｔ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ꎬ国际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ꎬ沈阳企业因创新力、竞争力等存在

不足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存在一定的难度ꎮ
沈阳企业“走出去”面临一定的风险ꎬ包括政

治风险、文化认同风险、法律风险、风俗习惯

风险等ꎬ给“走出去”带来了巨大挑战ꎮ
近年来ꎬ依托“一带一路”倡议ꎬ沈阳市

企业也初步形成了 “走出去” 格局ꎬ但是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０ 月ꎬ沈阳市进出口总额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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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下降ꎬ呈现不稳定状态ꎬ总体来说ꎬ１０ 月

比 １ 月进出口额低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ꎬ主要外

资在沈直接投资金额逐年减少ꎬ跌幅较大ꎮ

四、沈阳市企业“走出去”的困境

１.沿线国家各类风险不明晰

“一带一路”倡议是史上最大的经济发

展计划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底ꎬ中国已经与

１３７ 个国家和 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１９７ 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ꎬ覆盖 ６５％ 的人

口、７５％ 的能源、４０％ 的 ＧＤＰꎮ 沿线国家众

多ꎬ各个国家政治、法律、文化认同、风俗习

惯、经济等有较明显的差异ꎬ沈阳市企业“走
出去”存在诸多风险ꎬ使得沈阳市企业“走出

去”时对各个东道主国家的风险识别有较高

要求ꎬ规避风险指数高的投资有一定的难度ꎮ
２.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不够

与发达国家的融资体系相比ꎬ我国无论

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ꎬ政策性支持体系

不完善ꎬ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政府资

金利用率不高ꎬ 也没有吸纳足够多的资

金[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与“一带一路”相关的

国际性基金仅有 ２３ 只ꎬ合计规模超过 １ 万亿

人民币ꎮ 虽然“一带一路”基金数额很庞大ꎬ
但是沈阳市企业却并未参与到基金项目中ꎬ
国家对于沈阳市企业“走出去”的财政扶持

力度不够(见表 １)ꎮ
表 １　 国内地方性基金规模

省区 基金数量 / 只 基金规模 / 亿元

广东 １８ ３０２. ５０
新疆 ５ ８８. ５０
北京 ４ １ ６３０. ２５
陕西 ４ ３０６. ００
江苏 ４ ２３３. ８０
上海 ２ ６６. ００
浙江 ２ ４１. ００
宁夏 ２ ３０. ５０
山东 ２ ３０. ００
福建 ２ ８. ５０
天津 １ ２００. ００
河南 １ １００. ００
西藏 １ ２０. ００
甘肃 １ １０. ００
河北 １ ８. ５０
四川 １ ５. ００
河南 １ １. ００

　 　 通过调查发现ꎬ沈阳市大部分企业都提

出了东道国和我国现金管理出现信息不对

称、中国商业性银行提供的资金使用成本高、
融资渠道有限、外汇及输出超出需求等问题ꎮ
３.企业“走出去”创新不足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缺少自

身的品牌特色ꎬ国际竞争力不足ꎮ 企业创新

不足有诸多原因ꎬ由调研结果(见图 ２)可知ꎬ
沈阳市大部分企业认为缺少资金支持、跨国

公司技术垄断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

因ꎮ 缺少资金支持也从侧面说明沈阳企业

“走出去”过程中缺乏海外投资管理经验ꎬ没
有吸纳足够多的资金ꎮ 同时ꎬ大量的重复投

资、错误投资导致企业缺少创新资金支撑ꎬ在
培养创新型人才、制定创新型管理制度、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层面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ꎮ 企

业“走出去”道路的创新方面困难重重ꎬ“走
到哪里”“如何走出去”成为沈阳市企业“走
出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３]ꎮ

图 ２　 沈阳市企业“走出去”创新不足原因占比

４.缺少复合型管理人才

调研发现ꎬ大部分企业缺少既懂专业知

识又熟悉海外管理、法律法规、经济环境、风
俗习惯、地方语言的高级人才和具有海外工

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４]ꎮ 高级管理人才的

缺失使得公司缺少国际化发展眼光与长远目

标打算ꎬ导致海外投资决策只注重眼前效益、
捡小扔大等错误屡屡发生ꎬ降低了沈阳市企

业对外投资效率ꎬ削弱了其国际竞争能力ꎮ
特别是民营企业创始人在企业中拥有绝对的

话语权ꎬ缺少相应的专业性协同管理人员ꎬ在
公司“走出去”决策的过程中ꎬ易做出不科

学、不合理的决策ꎬ致使企业投资失败ꎮ 在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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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人员方面ꎬ由于企业缺少聘用前员工心理

测试ꎬ使得很多员工在被录用后出国工作时

由于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出现心理危机ꎬ而导

致不能正常工作ꎬ影响公司效益ꎮ

五、沈阳市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１.创建完备的信息服务平台

沈阳市企业 “走出去”时要准确识别各

个东道主的风险有较高的难度ꎮ 因而需要创

建一个完备的信息服务平台ꎬ根据各国国情

差异ꎬ通过平台收集、整合完备的信息ꎬ努力

做到信息公开化、科学化、及时化、有效化ꎮ
同时ꎬ要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ꎬ以此引导企业

避免风险指数高的投资ꎬ使企业投资决策更

加科学合理ꎬ提高投资收益率ꎬ促进经济蓬勃

发展[５]ꎮ
同时ꎬ运用信息共享平台能解决政府、企

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ꎬ促进双方进行有

效交流ꎮ 有助于政府真正了解企业需求ꎬ更
好地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ꎻ企业也可

以真正了解国家相关政策ꎬ在政策范围内有

的放矢地进行对外投资ꎻ企业与企业之间也

可以通过交流ꎬ互相分享企业“走出去”的经

验教训ꎬ将“走出去”的道路拓宽ꎬ在“走出

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６]ꎮ
２.提高企业“走出去”创新能力

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财政

支持ꎬ加大创新奖励力度ꎬ鼓励、引导企业进

行创新活动ꎬ创新现有的公司管理制度、经营

模式、对外投资方式等ꎬ创立国际化品牌ꎬ提
高企业国际市场开拓、经营、收益能力ꎬ加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ꎮ
企业应积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ꎬ

要提高其薪资水平ꎬ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充足

的保障ꎬ更要做到留住人才ꎬ毕竟人才是企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７]ꎮ 同时ꎬ企业要为员工提

供丰富多元的创新能力培训机会ꎬ鼓励员工

参与交流会等活动ꎬ提高员工创新意识与创

新能力ꎮ 要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ꎬ探索

一种适合于“走出去”的创新发展模式ꎬ并随

国际市场的变化而迅速反应ꎬ随时更新发展

模式ꎬ及时维护企业自身利益ꎮ
３.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

针对沈阳市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人

才短缺难题ꎬ政府需要加大留学生来华、出国

留学生政策支持力度ꎬ增加国内学生出国留

学、实践的机会ꎬ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ꎮ 充分

挖掘本土学生、留学生、华侨中了解各个国家

政治、法律、文化认同、风俗习惯、经济等的复

合型人才ꎬ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做好国际化人

才储备工作ꎬ建立国际化人才库ꎮ
企业要加强员工国际化方面的培训ꎬ提

高员工境外服务能力ꎮ 还要规范企业招聘模

式ꎬ加强对员工的心理测试ꎮ 通过录用前的

心理测试情况优先录取心理承受能力、适应

力强的员工ꎬ可规避因员工心理危机带来的

问题ꎮ 在日常工作中ꎬ也要加强员工心理辅

导ꎬ通过积极沟通调解ꎬ增加心理干预ꎬ及时

处理员工家庭、工作等原因引发的心理危

机[８ － １０]ꎮ
４.加大优势产业战略和政策布局

沈阳“走出去”和“请进来”涉及领域集

中于制造业ꎮ 纵观近年沈阳市出台的产业规

划相关政策ꎬ高新技术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

业是沈阳市未来重点培育、规划的产业ꎬ包括

装备制造、民用航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
力装备、机械装备、现代建筑产业及专用设

备、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

产业等ꎮ 这些领域也展示出沈阳目前产业的

优势竞争力ꎮ
在沈阳企业“走出去”策略中ꎬ可更加注

重优势产业或领域的培育ꎬ加大对优势行业

的支持力度ꎻ加强该领域中企业与行业之间

的合作ꎬ形成“走出去”战略联盟ꎬ使企业强

强联手ꎬ做大做强优势产业ꎬ形成优势产业集

群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ꎮ 同时ꎬ利用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优势ꎬ加快制造业结构创新ꎬ打
造优势产品ꎬ并依据“走出去”和“请进来”的
重点投资领域ꎬ双向提高沈阳产业竞争力ꎮ
另外ꎬ在“走出去”战略中ꎬ需结合沈阳的产

业优势ꎬ重点筛选优势产业ꎬ将其作为“走出

去”的重点工作之一ꎬ提升沈阳产品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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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ꎬ从优势产业入手ꎬ逐渐带

动其他产业共同走出国门ꎮ

六、结　 语

“一带一路”背景下沈阳市企业“走出

去”初见成效ꎬ不仅提高了企业自身经营管

理水平ꎬ而且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流ꎬ
进而实现了合作共赢ꎮ 当前ꎬ沈阳市企业

“走出去”面临众多困难与挑战ꎬ笔者通过调

查研究积极提出改进意见ꎬ希望能够有效推

动沈阳市企业“走出去”ꎬ提高其国际竞争

力ꎬ同时也为各个地区企业“走出去”的发展

提供参考和借鉴ꎮ

参考文献:

[１]　 姜果果. “一带一路”企业的海外企业管理面

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Ｊ] . 商场现代化ꎬ２０１６
(１８):８４ － ８５.

[２]　 李猛. “一带一路”中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的法律防范及争端解决[ Ｊ] . 中国流通经济ꎬ
２０１８ꎬ３２(８):１０９ － １１８.

[３]　 梁志兵.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金融支持[ Ｊ] .
中国金融ꎬ２０１７(９):６２ － ６３.

[４]　 李姗姗. 试论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企业

管理方略[Ｊ] . 现代营销(下旬刊)ꎬ２０１８(５):
１２１ － １２２.

[５]　 ＤＥＮＧ Ｔ ＴꎬＭＡ Ｃ ＸꎬＷＵ Ｌ 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Ｊ]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８(１):５１ － ７０.

[６]　 辜胜阻ꎬ吴沁沁ꎬ庄芹芹. 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与企业“走出去”的对策思考[ Ｊ] . 经济纵

横ꎬ２０１７(２):１８ － ２５.
[７]　 夏梅英.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

去[Ｊ] . 科技经济导刊ꎬ２０１９ꎬ２７(３):２０５ －２０６.
[８]　 李贤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战略风险及法律应对[ Ｊ] . 现代科学管

理ꎬ２０１９(６):３９ － ４１.
[９]　 郭敏ꎬ李晓峰ꎬ程健.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Ｊ] . 西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９ꎬ４９(６):
８８ － ９３.

[１０] 郑雪平ꎬ鲁炜中. “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企业

“走出去”的基本思路[ Ｊ] . 河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９ꎬ４４(２):８７ － ９３.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ＬＩ Ｘｕｅｆｅｎｇ１ꎬＳＯＮＧ Ｌｉｊｕａｎ２ꎬ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３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６８ꎬＣｈｉｎａꎻ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６８ꎬＣｈｉｎａꎻ３. Ａｕｄｉ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６８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ｉｎｔ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ꎻ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ꎻ“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ꎻ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责任编辑:郝　 雪　 英文审校:林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