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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增加了全球农产品市场的

不确定性，农业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与市场供求结构的显著变化已经成为各国农

牧企业共同面对的新挑战。在“双循环”新格局下，面对环境、资源和竞争的

压力，国际化转型成为了我国农牧企业的必然选择。新希望集团作为我国较早

进行海外探索的农牧企业，梳理并探究其国际化进程，有助于总结经验，推动

我国农牧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本文基于国际化动因、国际化进程和国际化策略管理等相关理论，以新希

望集团为研究对象，从经营环境、经营策略、经营成效等方面对其国际化经营

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和国际化蛛网模型，从财务指标、

非财务指标及国际化程度这三个角度，对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效果进行了定性和

定量的研究。研究发现集团虽然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

存在产业分布不均、关联度较弱、人才培养未落实、国际化经营风险管理不足

等问题。本文从总体层面、业务层面、职能层面以及保障措施四个方面为新希

望集团提出了针对性优化建议，并借此为国内其他农牧企业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和经验。 

 

关键词：新希望集团 企业国际化 经营策略 蛛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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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have increase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market. The lack of impetus for sustained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market supply-demand structure have 

becom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all countries.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competition. As an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 New Hope Group has started its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t 

early stage. It is helpful and meaningful to sort out and study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which will help to sum up its good experience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motiv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this paper takes New Hope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s out it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process from the aspec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business strategy, and business results. On this basis,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pider web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indicators, non-financial indicator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has mad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New Hope Group. And, 

the study has shown that, though the Group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it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existed,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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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ve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weak correlation, lack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nsufficient risk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New Hope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verall level, 

business level, functional level, and safeguard measur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path and experience for other domestic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Key words: New Hope Group enterprise;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Cobweb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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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企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渐顺应了经济

全球化发展趋势，根据《2022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1 年末

中国在境外设立农业企业 1762 家，占境外设立所有企业总数的 3.8%，投资

范围覆盖六大洲，其中亚洲和欧洲是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的重点区域。但是目

前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仍然面临着资金实力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缺

少国际化人才等困境，解决此类困境不仅需要“引进来”国外优秀农企的发

展经验，更需要总结本土成功农企的国际化经验进而寻找到适合中国农牧企

业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新希望集团作为中国的龙头民营企业，是较早开始探索“走出去”的中

国农牧企业之一，目前已在亚、非、欧三大洲的 17 个国家建设了近 60 家企

业，有着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世界品牌实验室 2022年发布的《中国 500最

具价值品牌》报告显示，尽管近几年全球疫情动荡，新希望集团仍能凭借

1385.21 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的第 52 位，在全球贸

易逆境中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基于此，本文选择新希望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对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

营策略及成效进行分析与评价，总结新希望集团已有的国际化成功经验，分

析新希望集团在全球经济新形势下国际化发展面临的困境与不足，并提出针

对性优化建议，旨在为新希望集团及国内其他农牧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借

鉴和参考。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以新希望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与行业发展困境，

分析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历程与现状，通过对其国际化经营环境、经营

策略和经营效果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旨在总结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特点

与成功经验，发现其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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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

充分、更及时的理论作为行动依据，但少有学者针对农企，尤其是针对新希

望集团案例进行国际化策略的深入研究。而新希望集团作为农企中的龙头企

业，对其国际化发展过程、国际化经营策略及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

与研究，能丰富国内农企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

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因素或单一指标测度上。

本文利用 PESTEL 分析法、波特五力模型、国际化蛛网模型等分析工具从财

务与非财务指标、国际化程度等多个角度对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水平进行综

合评价，有利于完善和丰富新希望集团的案例研究方法和内容。 

2.  现实意义 

新希望集团作为我国首批“走出国门”的农牧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策略

的设计、国际化经营的路径选择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一方面，本文通

过梳理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进程、经营经验，分析其国际化经营策略的实施

效果、发展现状及影响，能为新希望集团未来的国际化经营提供改革思路；

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农企在产业布局、产业链整合、财务风险管控、管理

机制等方面存在问题，新希望集团作为我国优秀农企，也是我国较早实现国

际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分析其国际化发展进程、策略选择以及经营效果，能

为其他农企的国际化经营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在推动我国农企“走出国门”、

提升我国农企的国际化运营能力、探索中国农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等方面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3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国际化发展动因、

经营策略、影响因素以及经营效果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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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企业国际化发展动因的研究 

企业国际化是企业为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市场份额而自主加入全球市场的

过程，由于企业在生产要素禀赋、生产能力、营销能力以及所处贸易环境等

方面存在差异，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动因也有所差异。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

看，企业的国际化动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寻求外部优质资源，提升生产效率。传统国际化理论强调国际化

进程是企业依据资源优势主动追逐利益的过程，其相关行为建立在已有的资

源优势基础之上， Buckley 等（2007）则认为日益上升的资源需求让越来越

多的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寻求发展机会，获取优质资源是这些企业走向国际

化的主要动因。Li 等（2017）在探究新兴市场企业的内、外向国际活动时发

现，若是企业能从内部收益中提升资源的可替代性，则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国

际化活动。黄梅波等（2018）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内资源不能满足

经济增长所需，国际市场逐渐成为获取丰富资源的有效途径。汤玮晨等

（2021）认为企业出口规模在有利提高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

的经营绩效。陈凤兰等（2023）研究发现，国内产业链向国际市场延伸将企

业的特定资源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技

术资源，因此，国际化是企业为获取外部资源、突破组织内部发展瓶颈而采

取的重要举措。 

第二，扩大海外业务范围，提升国际市场影响力。随着国际市场的扩张，

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国外学者Koza（2000）等运用大量的实

证研究证明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是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与市场，逐步扩大

的市场影响力进而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国外学者 Sausen（2005）

等则是指出国际化是企业在国内市场之外进一步扩大自身业务经营范围、扩

展新发展领域的必然选择，国际化发展是企业经营目标的一部分。国内学者

吴先明等（2015）也在对中国对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发现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活动主要围绕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效率寻求而开展。冯德

连（2020）认为随着中国优势产业的日益壮大，产业优势明显，通过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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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扩大优势产业输出、扩大市场影响力是当前企业实行外向国际化的主要动

因。 

第三，提升创新能力，对抗外部不确定性。国外学者 Martijn 与 

Roelfsema（2015）认为先进技术与创新能力对新兴企业实施国际化策略具

有驱动作用。Irmak Erdogan 等（2020）在对土耳其 8 家经营多年的家族企业

的研究中发现，国际化发展是家族企业获得新发展机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

键途径。国内学者张莉芳（2018）通过研究发现国际化发展有助于企业的创

新发展和能力提升，因而吸引着大量企业踏上国际化转型之路。另一方面，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愈演愈烈，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学者李

田等（2017）认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让基础代工企业失去

原有优势，企业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因此，需要通过

国际化经营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罗宏（2022）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

业为了稳定海外市场、降低风险、寻求技术进步更倾向于通过海外并购的方

式推动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应对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国际化经

营逐渐成为了企业分摊外部环境风险的可靠途径。 

1.3.2 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的研究 

目前，关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的研究主要从策略规划和路径选择这两

个校对展开。具体如下： 

第一，国际化经营的策略规划。恰当且高效的国际化经营策略是企业成

功开展国际业务的关键。Wu（2015）等认为企业保持有规律且持续的国际

化发展策略能在企业吸收国际化经验、提高企业学习能力、整合海外经营结

构以适应国际环境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国外学者 Alexander Mohr 和

Georgios Batsakis（2017）也指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平稳发展所需的国际化策

略需要建立在大量收集和分析国际市场信息的基础之上，确保企业的国际化

扩张的速度与趋势是和国际市场的总体发展相契合的，这样才能应对外部市

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第二，国际化经营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从目标市场及入场方式的选择

来看，Brouthers 等（2007）基于理论与案例研究成果总结出了 16 种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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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进入模式，依据风险与控制权的强弱程度，总体可以分为市场契约、合

资企业和全资子公司这三类。国内学者宋砚清等（2013）认为企业进入国际

市场可以实现更广泛的资源配置，而企业的路径选择取决于实力水平。科技

革命与技术发展推动着国际化发展策略的创新升级，国内学者谢先达等

（2021）发现我国企业在平衡创新动机、资源配置以及适应能力的过程中呈

现出成熟型市场驱动、新兴市场驱动、企业内部驱动、投机市场驱动创新的

特点，丰富了国际化发展策略的路径选择。 

另一方面，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策略还具有动态调整的特点，这是因为数

字经济与新兴市场的发展推动着国际贸易的创新性发展，内外部环境的持续

创新又驱动着企业围绕国际化发展目标做出持续的动态调整。国外学者

Gadaf Rexhepi等（2017） 认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会随企业内部条件而改变，

在具有制造成本优势时选择出口贸易模式，在拥有技术优势时选择技术转移

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詹晓宁等（2018）认为数字以及新兴技术会成为国际

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投资应当将策略重点转变为“招

商引能”和“招商引智”。郝晨等（2022）则认为企业应当基于不同的国际

化经营经验动态调整国际化策略来实现企业价值目标，借助有关机构逐步实

现资源投入，提升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1.3.3 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因素

和微观因素。部分学者认为国际环境、文化差异、政策导向及社会信任等宏

观因素是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外学者 Ryu 等（2011）总结了

全球三大零售商的国际化失败案例，他们认为企业对全球市场文化的熟悉程

度是在全球市场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国内学者吴冰（2018）认为制度、文化

等外来者劣势在内向国际化过程中也存在，其中，内向国际化经验则是这些

企业抵挡外来者劣势的一种手段。赵灿等（2021）通过研究发现有利的税收

政策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影响企业海外经营业务的发展。汪圣国

等（2022）则发现社会信任能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

业风险应对能力，进而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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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企业自身的国际化经验、研发投入及数字化水平等微

观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国外学者 Slangen 等（2008）通过分析荷

兰跨国公司在 171 个国家的全资绿地投资和全面收购情况后发现，国际化经

验更有助于企业形成成熟的对外投资体系，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国内学者

贾镜渝等（2015）发现企业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尝试和纠错所积累的足够

充分的经营经验是提高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关键，经验值的高低决定了其

影响程度的大小。李东阳等（2018）则是发现对于新兴企业而言，企业的研

发投入到达一定规模后，会对企业的国际化能力产生正向显著效果，合理规

划企业的资本投入、生产成本、研发投入的规模区间有助于企业国际化发展。

王欣等（2023）认为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削弱

贸易国之间由于制度与地理位置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而能积极促进企业的国

际化进程。 

1.3.4 企业国际化经营效果的研究 

目前关于企业国际化经营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化经营绩效和国际

化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方面，具体如下：第一，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的研究。

经营绩效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的经营所得，是可以通过财务数据直观展

示的企业经营活动成果。因此，国外学者 Radulovich （2008） 认为在评价企

业国际化经营的绩效时，可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这个维度出发，即通过

利润率、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和品牌价值、市场占有率以及顾客满意度等非

财务指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效果进行衡量。Cabral 等（2020）则是从财务、

策略以及总体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企业的经营效果展开了综合评价与分析，他

们发现对国际市场的承诺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绩效。 

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放大了企业经营特色对国际业务与经营效

果的影响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金泉等（2022）发现跨境电商平台能进一

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人文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交易费用，推动中小型企业实

现跨越式的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重构。王墨林等（2022）通过研究发现，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动态环境中提升感知机会、获取及

重构内外部资源的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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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准确测度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需要

构建评价机制。国外学者 Lawrence和 Luostarinen（1988）提出从企业产品、

海外经营方式、目标市场、组织结构、融资方法以及员工素质这六个方面构

建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机制，并据此评价一些企业的持续性的国际化进程。 

Sullivan（1994）则是尝试用企业海外销售额占比、海外资产占比、海外子

公司占比、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以及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这五个经

济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我国学者鲁桐（2000）将跨国经营方式、

市场营销、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组织结构和跨国化指数这六个因素作为衡

量依据构建出“国际化蛛网模型”， 通过数量化的结构分析以探讨不同企业

的国际化特征。王国顺等（2008）认为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才

是决定企业国际化过程以及发展潜力的关键，据此提出应从企业内在营运能

力、偿债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等方面综合考量企业国际化发展

水平。边春鹏等（2015）则是从国际化动力、能力、潜力这三方面构建了国

际竞争力指标，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为中国企业提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范聪（2022）则是从国际化人才的角度出发，通过管理、专业技术以及技能

操作这三个方面对企业的国际化人才进行科学评价，进而衡量企业的国际化

水平。 

1.3.5 新希望集团的相关研究 

学界关于新希望集团的研究不多，且研究内容主要围绕集团的发展历程

以及业务特色而展开。 

第一，新希望集团的发展历程。国内学者李昊轩（2014）基于生命周期

论对新希望集团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希望集团自1982年创立以来

是沿着“专业化集中策略-密集发展策略-多元化经营策略-归核化策略”这一

路径逐步实现的策略转型，摆脱了家族企业弊端，打造出核心竞争力。陈春

花等（2018）则是通过研究新希望集团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转型过程，基于

新希望集团的实践经验构建出组织管理不确定性的策略体系和运作模型。魏

彦博（2020）对新希望集团的投资历程及模式进行总结，发现新希望集团的

海外投资呈现产业链纵向一体化、价值链横向一体化、运营金融化这三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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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许行舟等（2020）则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转移的角度出发，将新希望

集团的代际传承历程划分为“参与管理、共同管理、接收管理”这三个阶段，

后两个阶段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肯定了新

希望集团代际传承模式的有用性。陈睿绮等（2022）从事件系统理论的角度

对新希望集团发展历程展开全面的梳理，基于 GAEEs 框架对新希望集团各

发展阶段的演化路径及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为其他企业的绿色创业活动

提出了有效的建议。 

第二，新希望集团的业务特色。产品与技术创新是决定新希望集团国际

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许多学者也对新希望集团的特色业务展开了

研究。国内学者温显红（2018）指出新希望集团是农业生产领域产业融合的

典型代表，企业集合农业、化工、房地产、金融等多种产业，通过产业融合

手段实现了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并基于新希望集团的发展特色梳理出了不同

产业融合的模式与发展路径。寇改红等（2022）则是对新希望集团的营销渠

道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集团在分销策略、渠道选择和人员选择等方面存在

问题，并为其提出了优化策略。近几年，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逐

渐成为新希望集团的特色产业。在此基础上，李乐萍（2021）将新希望集团

的金融生态圈作为研究对象，从结构、“公司+农户”的共生模式以及普惠

金融布局这三个方面入手，探究了新希望集团的价值创造路径，肯定了新希

望集团金融生态圈的高效性。 

1.3.6 文献评述 

根据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研究主要

集中在企业国际化发展动因、影响因素、经营策略以及经营成效这四个方面，

存在以下特点与不足： 

从研究角度来看，国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理论、某行

业企业整体的跨国经营方式、国际化发展规律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企业的

经营策略及国际化发展的案例研究较少，而对中国农企的个案研究则更为稀

缺；国内学者则是在传统国际化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因素

和经营效果及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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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及其效果分析，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经营

策略和经营效果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更是很少。 

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案例的系统性研究较少，且目前

研究对象大多为制造业、工业等行业内的大型企业，对国内头部农企的国际

化发展研究较少。目前关于新希望集团的研究仍主要聚焦于企业的发展历程

以及经营特色，对其国际化经营策略及其效果分析的系统性研究不足。 

由此可见，尽管关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有一定的数量，但较少围绕

农牧企业国际化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可借鉴的、系统的国际化发展经验更是

不足。中国农企的国际化发展在新形势下面临诸多困境，研究中国头部农企

的国际化经营策略，探索出契合中国农牧企业的、具有中国农企特色的国际

化经营策略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企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新希望集团作为国内农

企国际化发展的成功代表，梳理其国际化发展进程，研究其国际化经营策略，

总结其国际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对于国内其他农牧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1.4.1 研究内容 

本文以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及经营绩效为主要研究内容，结合

当前国际市场新形势，通过梳理其国际化发展历程及经营效果，发现其国际

化经营的现存问题并为其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同

时，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构建研究框架。 

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对文章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阐

释，梳理本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及策略分析工具，为文章中的案例分析提供

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为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环境分析。运用 PESTEL、波特五力

模型等方法对新希望集团所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及企业内部环境

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为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的实施。通过梳理新希望集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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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发展的历程、经营布局及经营策略，总结其国际化经营特点。 

第五部分为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的效果分析。借助熵值法和国际化蛛

网模型从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及国际化程度这三个层面对新希望集团的国

际化经营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第六部分为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的不足及优化。根据上文分析，

梳理并总结新希望集团现有国际化经营策略中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这些不足

提出优化建议。 

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启示。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并为本行业其他企业提出

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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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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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与企业相关的新闻资料、市场调查报告以及国内

外文献等获取与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相关的资料，为分析新希望集团的国

际化经营策略、经营管理现状以及经营绩效评价提供可靠依据以及理论基础。 

PESTEL 分析法。通过对企业外部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及内部环境的优

劣势进行全面的分析，探究新希望集团国际化动因，梳理新希望集团所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初步评价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的规划与实施，为后期

的定量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案例分析法。将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作为研究案例，结合所收集的

文献资料与经营数据对其国际化发展的经营策略、现状、潜力等进行分析，

总结其国际化发展经验并提出可行的建议。 

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法。结合熵值法和国际化蛛网模型从财务指标、非

财务指标以及国际化程度这三个角度对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效果进行定

性、定量的分析。一方面，利用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对集团的国际化经营

成果、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同业竞争情况等维度进行定量分析，探究其国际

化经营绩效水平；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化蛛网模型将企业国际化经营效果进

行整合分析，利用图形直观呈现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效果以及国际化程

度。 

1.6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6.1 创新点  

本文有以下创新点。首先，尽管国内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较多，但围

绕农企的案例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以新希望集团为研究对象，通

过对其国际化经营过程、经营策略及经营效果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其国际

化经营策略的成功与不足，为国内其他农企的国际化转型提供借鉴，研究角

度较为新颖。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国内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对企业的经营

环境进行单方面的研究，本文则是分别采用 PESTEL、波特五力模型和

SWOT 分析法对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及内部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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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企业案例的研究角度；另外，在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效果测度时，本

文利用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评价体系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绩效进行定性和

定量的分析，并最终通过构建企业的国际化蛛网模型来整合分析企业的国际

化程度，进而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水平。 

1.6.2 不足之处 

首先，本文所依靠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近20年新希望集团的相关新闻、

文献以及官方披露的资料，笔者在文本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花费了较多时

间，但其国内外所有子公司的内部经营数据依然较难获取，存在信息数据采

集不足问题，从而造成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深度具有一定局限性。 

其次，本文在财务绩效分析方面主要以企业整体经营绩效为分析依据，

受近几年疫情及猪瘟等异常外部环境的影响，新希望集团短期内整体经营绩

效水平呈现不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其国际化经营绩效水平的判断，因

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持续关注企业的经营动态以获取更为精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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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企业国际化  

长期以来，企业国际化一直是国际商务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

纪 70年代北欧学者 Johanson、Vahlne等人认为企业国际化是由国内市场向国

外市场持续延伸、建立、形成和发展企业间关系网络的过程。理查德·D·罗

宾逊（1989）则认为“国际化体现在企业有意识的，在产品的国际流动以及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中追逐国际市场”。我国学者鲁桐（1998）认为“当企

业经营活动与国际经济发生联系时，企业国际化进程就开始了”，这一进程

可以分为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 

可见，企业国际化是企业通过整合利用全球资源展开跨境经营活动、积

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内向国际化，即

通过经营特色产品而进入目标市场；二是外向国际化，即通过建厂、独资、

合资并购等方式在国际市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1.2 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 

国外学者 Chandler（1962）认为经营策略是企业拟定的长期发展目标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源分配和行动方案。Thomas（1988）则认为经营策略是能

使组织目标与其环境相适应的一系列活动计划。在此基础上， Jauch 和

Glueck（1989）则是进一步强调，经营策略是一种一致、综合且完整的计划，

它能使企业的优势与贸易环境相关联，最终经由相关组织实现企业的基本发

展目标。可见，经营策略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其商业目标和维持竞争优势，在

特定市场环境中制定的长期计划和行动方案。而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则是指

企业基于自身优势和国际发展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制定的、帮助

企业有效地进入和运营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经营目标的一整套海外经营计

划和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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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国际化动因理论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和赫克歇尔共同提出H-O理论，即要素禀赋

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

础，这也解释了早期国际贸易的产生。关于企业国际化动因的理论被广泛接

受的有三种： 

第一，所有权优势理论。学者 Hymer （1960）认为，企业之所以在国际

市场上展开经营活动，是因为企业在该行业所具备的垄断优势地位。当一个

国家的企业与东道国相比具备优势时，企业会选择进行国际化经营，这也是

企业获利的直接条件。 

        第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学者 Vernon （1966）从企业延长产品生命周

期角度以及获取当地稀缺资源角度解释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原因。他认为

产品的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分别为引入、发展、成熟、衰退，产品在不同

市场和地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 

第三，市场内部化理论。学者 Buckley 和 Casson （1998）认为如果企业

的生产过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完成或者需要划分为多个阶段，那么企业就会

选择跨国化经营，而跨国公司就是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

与生产的组织形式。通过跨国化经营可以降低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中间产

品的不完全性和产品交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学者 John H. Dunning（1977）对现有的传统理论进行了整

合，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国际化动因理论，即一国企业拥有或能获取的优于

其他企业的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决定国际企业行为的三

个最基本的要素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 

2.2.2 国际化进程理论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重点，70 年代北欧学派的

学者们以企业行为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借助对制造业公司的案例分析提出

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即企业的海外经营过程都会依次经历这样四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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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不规则的出口活动；（2）通过代理商出口而稳定海外事务；

（3）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4）从事海外生产制造。这是一个“渐进、连

续”的过程。然而国际化阶段理论对现代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行为的解释是有

限的，它无法解释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等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对于企业

在东道国投资环境里的决策过程也缺乏说服力。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后期，国际新创企业的出现让一批学者将

目光投向了国际创业理论，对新型国际企业的行为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比

如，Oviatt 和 McDougall（2005）从机会认知视角出发，将国际创业定义为

“发现、设定、评估、利用跨越国界的机会以创造未来的商品和服务”； 

Brennan 和 Garvey（2008）则是从资源基础的角度提出国际新创企业是知识

驱动的结果。 

由此可见，企业国际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早期制造业企业的

国际化进程不一定能解释现代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当代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因

其企业特色而有所区别，未来关于企业国际化进程的理论也会随企业特色而

有所区别。 

2.3 策略分析工具     

2.3.1 PESTEL 分析模型 

PESTEL 分析模型是从宏观环境出发，通过对政治（Political）、经济

（ Economic ） 、 社 会 （ Social ） 、 技 术 （ Technological ） 、 环 境

（Environmental）和法律（Legal）这六个方面的因素的综合分析为企业的策

略决策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信息，明确外部环境中潜在的机遇与威胁，进而

做好风险预期准备。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利率等；社会因素包括

文化价值观念、社会趋势等；技术因素包括技术发展、创新等；环境因素包

括自然环境、气候变化、资源利用等；法律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等。 

2.3.2 波特五力模型 

波特五力模型是从行业竞争环境出发，辅助企业对所处行业及市场环境

进行分析的工具。模型通过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买家的议价能力、潜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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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以及行业内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程度这五个关

键要素的综合分析，帮助企业明确行业竞争环境里的潜在威胁和发展空间，

进而帮助企业做出可行的经营策略规划。 

2.3.3 SWOT 分析法 

SWOT 分析法从企业视角出发，围绕企业本身对其内部组织的优劣势及

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进行综合分析，能进一步辅助企业及时地做出规划调

整。其中，内部组织结构方面主要包括组织内部资源、人才结构等因素，组

织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市场竞争、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通过综合对比这些信

息，可以识别企业自身的优劣势，为经营策略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更加及时、

具体且可行的建议。 

2.3.4 国际化测度方法 

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是国际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主要

的国际化测度方法如下： 

（1） 苏利文测量法 

美国学者苏利文尝试用国际化的结构因素、经营业绩因素和参与国际竞

争的意识因素来衡量其发展水平，选取了海外销售占比、海外资产占比、海

外子公司占比、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这五种

经济指标来进行测量，但这样的计算指标容易掩盖公司间海外经营结构的差

异。 

（2） 威尔什和罗斯坦瑞尼的六要素模型 

北欧学派关于国际化进程的结论是经营国际化的渐进性表现在企业经营

方式的演化、海外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因此按照对国际化的理解，芬

兰学者 Welch 和 Luostrinen（1988）提出了衡量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六要

素模型，该模型从企业产品、国际化经营方式、目标市场选择、企业组织结

构、融资手段和人员素质等六个要素考察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 

（3） 国际化蛛网模型 

我国学者鲁桐（2000）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的调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国际化蛛网模型”，他认为企业的国际化能在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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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市场营销策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跨国化指数这六方面得到体现，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数量化的结构性分析，能反映企业的内外部优劣

势，并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和速度，这也是目前国内在国际化经营的研究中

常用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李朝明（2007）在通过对国内 468 家民

营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国际化阶段”与“无形资产”对企业国际化经营

情况影响较大，因此在国际化六要素蛛网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这两个要素，创

建了更加符合企业国际化发展现状的“八要素蛛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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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环境分析  

3.1 新希望集团简介 

新希望集团始建于1982年，是一家以现代农牧为主营业务的民营企业，

经过多年发展，逐步成为国内农牧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国际化发

展的先行者。1999 年，新希望集团率先以越南作为拓展国际市场的第一站，

开始实施“打造世界级畜牧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策略。目前已在全球拥有

600多家分（子）公司，业务及工厂布局涉及 17个国家，拥有员工超 13.5万

人。新希望集团依靠其自身的技术、资源优势致力于打造“饲料生产-畜禽

养殖-屠宰-肉制品加工”的产业协同一体化经营格局，已成为拥有世界第一

饲料产能的农企，是国内最大的肉、蛋、奶综合供应商之一。2023 年，新希

望集团更是以 414.26 亿美元营收入进入《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排行榜，位

列第 363 位。 

3.2 新希望集团宏观环境分析  

企业外部环境稳定是决定企业经营策略规划、执行可行性的根本前提，

因此本文采用 PESTEL 模型对新希望集团所处的宏观环境展开分析。 

3.2.1 政治因素 

东道国国内环境以及国际市场整体贸易环境的稳定性是企业国际化业务

平稳发展的基本前提。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欧美等国家为保护

国内经济、扭转贸易逆差局面纷纷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使得全球经

济复苏放缓。同时，乌克兰事件、缅甸政局动荡等政治冲突对企业的海外经

营、投资计划的实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给集团的国际化经营带来了较多

的不确定性。 

3.2.2 经济因素 

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挑战和不确定性。同时，新希望集团的本土化经营也面

临各地协调、员工管理、筹资困难等困境，经营成本上升而营业收入减少给

集团的国际化经营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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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集团受汇率波动影响而产生的财务风险上升。新希望集团的

海外业务主要以美元作为货币投入，但在海外的生产经营大多以当地本位币

作为交易工具，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元加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本

位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趋势十分明显，例如印尼盾对美元从 2011 年至 2020 年

累计贬值幅度近 80%。同时，部分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也对集团的原料进口

等业务造成了经济威胁。 

3.2.3 社会因素 

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之一，在数字经济时代，仅依靠人力的传

统农牧业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随着环保意识兴起，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对农牧产品提出了更高的品质需求以及环保需求。日本、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农产品已经实现了产销一体化经营，数字技术的持

续创新促进了农产品附加值的显著提升，进而形成了国际贸易优势。而我国

农牧业的数字化探索仍处在初期阶段，受技术、环境等条件制约尚未形成成

熟的自动化生产环境，较难同时实现环境保护、扩增产能等社会发展需求。 

3.2.4 技术因素 

由于农牧产品具有同质化的特点，科研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资产规模

成为了本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

新希望集团目前仍以成本导向为主，在质量管控与制造等方面存在不足，饲

料的生产与养殖的管理过程仍旧以人工为主，技术研发在产业链里的渗透程

度不高，因而在产品质量方面的控制能力和应对环境变化的抗风险能力不高，

最终造成饲料、牲畜等产品的品质难以达到全球一流水平。所以，提高产品

的技术投入并提高生产环节间的技术联动性是集团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2.5 环境因素 

近年来，排污治理工作是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内容，《畜禽规模养

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对养殖业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一方面，

国内环境保护的压力使得新希望集团探索海外市场，延伸海外养殖业和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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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产能；另一方面，生产压力、技术设备不合格使得许多中小型养殖

场退出了市场，这为新希望集团的海外经营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

总体而言，受环境因素影响，新希望集团亟需扩展养殖、饲料等主营业务的

海外市场，转移环境保护压力，同时延伸产业链反哺国内需求。 

3.2.6 法律因素 

世界各国司法体系存在差异，在全球疫情及逆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一

些保护本国产业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进一步加剧了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

的法律风险。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国投资较为严格，外汇管理、知

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风险较多，提高了企业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在企业

的跨国经营行为受到东道国的法律约束，违反相应法规会给企业带来政府规

制、资金惩罚等风险，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程，因此，深入研究各

国法律是未来深化国际化经营策略的关键。 

3.3 新希望集团行业环境分析 

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与盈利水平决定了企业在本行业的可成长

空间，明确企业自身的行业地位和优势才能制定出可行的经营策略，因此本

文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对企业所处行业环境进行分析。  

3.3.1 供应商议价能力   

从原材料供应来说，新希望集团在2013年完成农牧产业的整合后实现了

集中采购，在国内东北地区有了稳定的原料供应商，在国际上则通过收购蓝

星贸易公司 20%股权稳定了海外市场的原料供应，保证了新希望集团在供应

商方面的议价能力。2021 年下半年，新希望集团成立了大供应链管理部，系

统化各产业的原料采购及物流工作，通过与国内外供应商建立策略合作关系，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融资，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在供

应商方面的议价能力。 

从市场规模来说，新希望集团 2022 年饲料业务营收占总收入的 55.95%，

仍是其主要产业。2022 年公司饲料产量为 2822 万吨，居全球第一；同年累

计饲料销量超过 2840 万吨，同比增长 1.1%，外销超 2100 万吨，约占全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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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9.4%，稳居全国第一。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规模优势也进一步巩固了

新希望集团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 

3.3.2 购买者议价能力 

目前的饲料产品都是由饲料原料复合配制成品，其产品特性决定了饲料

行业内各企业的产品差异性不大，买方转换成本低，但经过多年的经营，新

希望集团依靠产能优势和口碑优势，所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消费者对集团及其品牌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在买方面前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而在养殖业方面，随着人们经济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畜牧产品的需求量逐

年攀升，由于养殖业受环境以及行业周期影响较大，购买者较难选择合适的

购买时机，因此拥有规模化生产能力的新希望集团在购买者面前具有一定的

议价能力。 

3.3.3 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 

就注册资本而言，新希望集团注册资本超过40亿元，是饲料行业头部企

业；从市场占有率来说，2022 年，新希望集团饲料产销量均超过 2800 万吨，

位居全球第一。因此, 就产业规模而言，潜在进入者需要具有较大的生产规

模和资金准备才足以对集团业务造成威胁；就行业而言，养殖业受环境及行

业周期影响较大，进入成本较高，对潜在进入者吸引力不足。而处于养殖链

前端的饲料行业产品差异化小，行业进入壁垒较低，但近年来大型饲料企业

凭借规模优势不断扩增产能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小型企业因技术水平、

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逐渐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逐年提升，潜在进入者威

胁较低。因此，总体而言，农牧业内潜在竞争者威胁较小。 

3.3.4 替代品的替代能力 

就饲料行业整体而言，传统饲料产品之间替代性不强，新希望集团研发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饲料配方系统，能持续对小麦、高粱、糙米等低价替

代原料配方进行迭代，能灵活应对原料价格波动等不利市场因素，替代品威

胁较低。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饲料产品的技术升级

以及生物饲料的替代趋势增强， 2021 年《“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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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提出要“推广饲料精准配制技术、高效低蛋白日粮配置技术、绿色

新型饲料添加剂应用技术和非粮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因此，集团需要

警惕国际市场中具有成熟生物技术的同类产品公司的进入。 

3.3.5 行业内竞争者的竞争力 

WATT 国际传媒的全球顶尖饲料企业数据库显示，2022 年全球有 147 家

动物饲料生产商，这些顶尖企业 2022 年的复合饲料产量超过 5.38 亿吨，占

全球饲料产量的 43%。从具体的公司来看，2022 年新希望集团跃居全球第一，

海大集团的排名升至全球第 2 位，老牌企业嘉吉公司和蓝多湖公司继续保持

较高的排名，具体排名如表 3.1 所示： 

 

表 3.1 2022 年全球顶尖饲料企业排名情况 

排名 
年产量

（万吨） 
企业名称 国别 

1 2822.0 新希望集团 中国 

2 2165.0 海大集团 中国 

3 2000.0 牧原食品 中国 

4 1770.0 嘉吉(Cargill) 公司 美国 

5 1717.5 正大集团 泰国 

6 1350.0 蓝多湖(Land O'Lakes) 公司 美国 

7 1300.0 温氏食品集团 中国 

8 1200.0 德赫斯(De Heus)集团 荷兰 

8 1200.0 泰森(Tyson)食品公司(肉鸡) 美国 

10 1180.0 双胞胎集团 中国 

资料来源： 根据 WATT 全球顶尖饲料企业数据库整理所得。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全世界饲料产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国产品牌也在

成长，对于新希望来说，在国际市场需要同时面对国内品牌崛起以及国际巨

头竞争的双重压力。近年来，饲料规模化、工业化生产日益成熟，市场竞争

加剧，行业利润开始被压缩，各大企业的竞争重心逐渐向科研能力和研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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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转移，数字经济背景下稳定的产能产出、持续的技术投入、高效的数字管

理以及有利的市场规模将会是未来企业维持行业竞争力的关键。 

3.4 新希望集团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企业内部环境决定了企业实际的生产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潜力，明确本企

业的资源与能力才能为最终生产的产品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经营策略。本文结

合 SWOT分析法，从企业资源能力、核心竞争力、价值链这三个方面对企业

内部环境展开分析。 

3.4.1 企业资源与能力分析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国际化经营的基础，只有明确自身资源优势与不足

才能制定出与企业发展相契合的资源组合方式和策略规划。企业资源可以分

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其中，有形资源情况如下： 

（1） 财务资源 

新希望集团 2022 年报显示，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0 日，集团共有货币

资金 115.12 亿元，国内外资产总额 2738.04 亿元。目前新希望集团资金储备

较为充足，且集团主要公司对外发行外债较少，资产结构调整比较容易，现

有各类金融机构授信超千亿元，且在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较高，集团整体信

用比率低于 70%，因此仍有一定提款空间。此外，集团现金流动负债比为

18.56%，资产负债率为 68.02%，从指标本身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对企业的海外融资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需要及时调整。 

（2）技术资源 

在养殖方面，新希望集团通过与加拿大海波尔公司的技术合作，实现了

种猪储备及饲养方面的技术提升；2018 年，在优化养殖技术的基础上，集团

组建了饲料研究院，进一步在总部层面优化研发体系；在技术研发方面，

2022 年，新希望集团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和生产管理软件

HUGE-HOPE，利用算法代替人工选配育种的传统模式，为公司核心种猪群

的全网络化联合育种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集团共参与 7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建设 10 个国家级科技平台，获得超过 1000 个专利。 

（3） 实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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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集团子公司众多，600 多家子公司遍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

员工超 13 万人，年销售收入超过 2100 亿元人民币，饲料产量居全国第一，

生产销售现已覆盖了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在饲料市场占有较大的市

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兼具产能与技术优势。此外，新希望集团还拥有16家

乳制品加工厂、13 个自有牧场以及 15 个乳制品品牌，通过多年的并购和经

营在西南、华北、华东等地区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无形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潜力，目前，新希望集团的无形资源

情况如下： 

（1） 人力资源 

基于新希望集团的经营策略，集团开始打造涵盖国际商务、金融、养殖

等多领域的专业化人才团队。一方面，在招聘过程中有梯度地选聘综合性人

才，扩充集团的特色人才库；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采用“一线工作

法”，定期提供针对性的线上、线下指导培训，同时固定外派工作人员到国

外子公司及相关企业进行学习，进而优化本部门的组织结构及管理能力。 

（2） 创新资源 

以农业融资创新为切口，新希望集团立足于农村市场，从2007年开始试

点供应链金融的搭建，最终在 2014 年实现金融供应链的线上转型，采用

“传统供应链金融+农业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双重模式服务产业生态客户。

一方面，通过传统金融项目“普惠担保”代农户办理融资手续，降低农户的

融资成本，目前该项目服务养殖户 15万人次，累计担保额突破 400 亿元，服

务模式相对成熟；另一方面，搭建农业领域供应链金融产业科技与服务平台

——新希望金服，整合内外部数据，建立农业细分领域的大数据库，实现数

字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为集团在农牧业相关业务的数字化发展奠定基础。 

（3） 声誉资源 

在国外，新希望集团的产品受亚非各国农业客户的好评；在国内，新希

望积极参加各种扶贫项目，提升企业的声誉。2017 年底，集团启动“十万绿

领新农人培训计划”，凭借集团在科技、金融、培训及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致力于为乡村振兴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建立起“5+N”特色培训体系，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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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覆盖 23 个省、 128 个市、 332 个县区，赢得广泛的社会好评，品牌价

值及公司声誉得到进一步提升。 

3.4.2 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1） 产业优势集中 

2006 年，新希望集团收购山东六和集团，并逐步将化工等其他业务剥离，

最终在2011年成立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

通过与国内外企业的兼并和合作，打通了猪、禽、奶这三条产业链，实现了

从上游饲料、到中游猪禽养殖、再到下游屠宰加工的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一

定程度上帮助集团分散经营压力、对冲行情风险，后续利用一体化的技术研

发创新系统可以持续提升集团在农牧业的核心竞争力。 

（2） 品牌优势明显 

新希望集团作为我国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2022 年营收高达 798.1 亿元，

产量排名全球第一，占世界产量的 3.84%，在全球竞争企业中领先优势明显。

同时，集团在国内的产能优势较为明显，通过改造和优化生产工艺，实现国

内外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目前，集团猪屠宰业务在全国范围内领跑其他品牌，

食品业务也在全产业链布局下获得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打造了全国知名的

“六和”禽肉品牌，公司产品售价较区域同行具有明显的溢价，客户忠诚度

较高。 

（3） 国际合作范围较广 

近些年，新希望集团在金融、物流、农牧等多行业积极与各行业龙头企

业开展合作项目。在金融领域，2001 年和世界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日本三

井物产以及国际四大粮仓之一的 ADM 一起创建新希望产业基金，为海外的

农业、食品产业融资，内化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对的各类金融风险；在物流

运输方面，与日本三井物产株事会社合资成立新井物产贸易有限公司合作，

搭建并完善集团特色物流系统；在农牧领域， 集团通过新建的方式在亚非地

区搭建起完整的饲料及农牧产品产业链，同时通过合资经营、并购等方式融

入欧美国家市场，与法国科普利信集团、蓝星贸易集团等龙头企业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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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全球化生产与经营持续输送先进技术与资源，深化集团在全球农牧市

场的影响力。 

（4） 数字化搭建较早 

数字时代下，新希望集团积极进行数字化生产转型，自主研发设计了近

红外检测技术，建立出超 400 个预测模型，不断迭代推出能满足客户差异化

需求的产品，同时研究原料替代技术不断优化配方，减低成本扩大利润空间；

集团还与民生电商共同搭建了“数字化粮仓”，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饲料生

产所需粮食的品质、数量等进行智能监测与管理。在生猪养殖方面，新希望

集团配合自主知识产权选育算法逐渐完善“金字塔体系”，大力开展数字化

建设，增强与饲料业务的联动优势，构建出专业、高效的全生命周期运营体

系。 

3.4.3 企业价值链分析 

2013 年以来，新希望集团将农牧业作为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向，通过将国

内的优势产业与国外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逐步打造自

己的特色产业链。 

在产业链上游，通过合作、并购老牌国际农牧公司获得国际市场原材料

的议价能力，保证原材料供应质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运营成本；在产业

链中游，则是继续保持在饲料、养殖业的产业优势，在越南等东南亚地区通

过建厂生产，扩大产能，向欧美及国内输入产能的同时争取国际市场份额，

提升品牌影响力；在产业链下游，在澳洲、美国的生产企业始终紧跟这些国

家质量监管的步伐，提升产品质量，同时引入法国科普利信公司的先进加工

技术以及日本环保包装技术等，支撑下游产品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 

在主要产业链以外，新希望集团利用现有的多元化业务，将饲料、养殖、

屠宰与物流、营销、投资、金融等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海外投

资财务状况，降低了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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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的实施 

4.1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历程  

4.1.1 国际化发展阶段 

总体而言，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期（1996-1999）。自 1996 年，新希望集团就着手布局

海外投资，综合考虑市场、政治环境、人文习俗等要素后，把海外投资第一

站设在越南。接下来的 3 年时间，新希望集团对越南的农业市场、农业资源

禀赋、法律制度和投资环境进行了深入调研。1999 年 4 月，在胡志明市投资

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生产企业——胡志明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通过先赊账用

后满意支付的经营方式，取得了越南农户的信任，逐步开拓了市场。 

第二阶段，成长期（2000-2012）。在越南投资成功之后，新希望集团

并没有急速推进其海外投资步伐，而是在不断观察和探索，期间集团主要在

东南亚地区围绕饲料业务展开投资并购活动，通过十多年的因地制宜的品牌

维护和产品营销，最终在东南亚地区站稳了脚跟。 

第三阶段，推进期（2013-至今）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基于国内

饲料行业较好的发展背景，新希望调整其发展目标，加大了海外投资力度，

将国际化确立为集团发展策略。2014年，集团先后收购了昆士兰 Kilcoy牧业

公司和美国芝加哥 Rupre食品公司，并联合中澳 30 余家知名企业发起了“中

澳农业百年合作计划”，得到了中澳两国政府的高度认可。2015 年，集团通

过并购、新建投资、入股合作等方式先后在澳、法、美等国家成功启动了 6 

个农业投资项目，进入了国际化发展的快车道。2016 年，集团在悉尼设立了

大洋洲区域总部以及金融中心，加强了对澳、新两国投资项目的资源整合。

同时，集团积极建立海外发展平台，100%持股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以及新希望新加坡国际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将其作为集团的国外商贸中

心与投融资中心，用于海外投资贸易业务，为海外事业的平稳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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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国际化经营现状 

（1） 国际化经营布局 

随着海外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新希望集团进一步明确了集团未来的国

际业务的经营方向，即：在发展中国家设立饲料厂及打造上下游产业；在发

达国家购买品牌技术专利，获取现金资源；利用优势产业带整合农牧资源及

产业链，国际化经营布局围绕此发展目标而展开，具体产业布局如表 4.1 所

示： 

 

表 4.1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布局情况 

地区 目标 主要领域 主要事迹 

澳洲 

澳大利亚 

整合优

势产业

资源 

畜牧业 
新希望产业基金控股收购了澳大

利亚第四大牛肉加工商 Kilcoy  

食品与现代农业 
中澳农业及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

划 

新西兰 

畜牧业 入股收购新西兰畜牧服务 

食品与现代农业 

新希望乳业与 Moxey 家族、

Perich 集团及澳大利亚自由食品

集团，合资成立了澳大利亚鲜奶

控股有限公司 

北美洲 美国 

拓展原

料上游

产业链 

畜牧业 

在美国设立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蓝星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美国饲料原料贸易商）20%

的股权。 

欧洲 法国 

获取先

进技术

和品牌 

畜牧业 

与法国科普利信集团（法国猪产

业链一体化运营龙头）达成策略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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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布局情况 

地区 目标 主要领域 主要事迹 

亚洲与

非洲 

越南 
建立饲料厂及

上游产业链 
畜牧业 

1999 年，建立第一家海外生产企

业（胡志明新希望饲料有限公

司），至今建厂 40 余家。 

埃及 
建立饲料厂及

种禽公司 
畜牧业 

2011 年，首次在埃及设立全资子

公司，至今投资超 6 亿元人民

币，共设立 4 家饲料公司。 

尼泊尔 建立饲料厂 饲料业 

2014 年，在尼泊尔投资第一家中

国独资农业企业，目前饲料年产

量超 12 万吨。 

新加坡 金融中心 
金融 

以新加坡公司为基础打造国外商

贸中心与投融资中心，避免海外

投资汇率风险。 

畜牧业、投资 建立海外事业部。 

日本 搭建物流体系 畜牧业、物流 

与日本丸红公司在粮油、种猪、

饲料等领域开展合作，和日本三

井物产株事会社合资成立新井物

产贸易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官网及年报整理所得。 

 

（2） 海外营业收入 

自开始国际化经营以来，新希望集团海外营业收入与海外资产总额总体

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2017 和 2018 年，集团受政策与非洲猪瘟的影响，营

业收入与海外资产短时间内有所下降，集团采取应对措施后，2019 年营收迅

速提升，至今仍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集团实施的“2017-2021 新五年策略

规划”，以“做中国农牧食品企业国际化标杆”为目标，在海外增设贸易部，

聚焦核心领域，延伸产业链，加大了海外投资，持续推进国际化策略。截至

2022 年，集团海外资产已累计到 160.44 亿元，集团海外营业收入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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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32 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173.59 亿元，增长近 8 倍，占集团营业总收入的

12.27%。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新希望集团海外营业收入与资产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历年年报数据整理所得。 

 

4.2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动因  

4.2.1 内部动因 

（1） 产能提升需求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内消费升级，人们对高端蛋白及肉制品

的需求上升，为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为行业龙头的新

希望集团，需要及时抓住市场需求，提升产能以维持市场占有率。 

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农牧业作为传统的基础行业，行业进入门槛较低，

伴随着大大小小养殖户的加入，国内市场发展至今，出现国外肉品进口量走

高、产品同质化严重、以及不可控制等因素频繁发生现象，行业利润已逐渐

较低，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推动企业上升式发展，合理控制生产成

本，向国际市场扩宽发展路径成为众多农牧企业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2）市场拓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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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由于国内农牧产品同质化严重，大部分饲料企业采取低价竞争

的策略争取养殖企业的订单，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市场利润，削弱了我国饲料

行业的竞争力，利用价格优势拓宽国际市场，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企业在国内

行业竞争劣势；另一方面，国内饲料市场原料供给存在不平衡现象，随着饲

料规模化生产的日益成熟，国内对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的需求量不断攀升，

而我国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国内原料供应较为紧张，在国际贸易环境负面因

素的刺激下原料价格不断攀升，国内农牧业成本压力上升，不得不向海外寻

找原料成本更低、发展潜力更大的地区扩张业务，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和行业议价能力。 

4.2.2 外部动因 

（1） 市场动因 

在国内畜牧企业快速发展下， 中国饲料工业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一， 增

长速度与规模持续提升。然而，近几年国际形势多变，自然灾害频发，农牧

行业局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也促进跨国企业构

建、发展多元化业务及弹性供应链，以便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目前主

要呈现四个趋势： 

① 行业盈利主体由饲料回归到消费端和食品端。 

② 行业的评价系统由养殖者评价饲料的优劣转为消费者评价肉质好坏。 

③ 全球同行进入国内市场，亟需国际化转型。 

④ 食品安全是行业竞争关键。 

因此，基于市场变化，新希望集团需要动态调整产业布局，通过国际化

策略扩宽、延伸产业链。 

（2） 技术动因 

尽管新希望集团是我国农牧头部企业，但相较于发达国家的著名农牧企

业仍旧存在质量管控、技术研发、经验欠缺等不足。当前，新希望集团在原

材料采购及成品售卖环节仍旧以人力为主，尚未实现与养殖、生产环节同等

水平的自动化转型。因此，尽管全球产业链布局已初见雏形，但各环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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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程度不一，导致最终产品难以稳定达到全球一流水平。 所以，集团向

国外龙头企业学习吸收相关先进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弥补集团的技术短板。  

（3）策略动因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农牧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能缓解国内

农牧业生产、资源供给以及环境保护等矛盾，亦能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缓

解经济下行压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新希望集团将国际化策略作为集

团核心发展策略，积极开辟海外事业部，推进集团海外事业的融资、投资等

工作，稳步扩展海外策略布局。 

4.3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 

4.3.1 渐进式国际化布局 

整体而言，新希望集团的海外投资主要采取由点及面的渐进式布局方式，

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东南亚选址试点，探索国际化经营方案。新希望集团早期

对外投资策略以资源导向为主。东南亚国家人口密度大，有着丰富且价格低

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且本地饲料与养殖行业发展缓慢，市场发展潜力大。

因此，1999 年，借助越南在土地、资金、税费等方面的优势，集团在越南试

点海外投资。后续发展中，集团在越南市场获得了农户的信赖，持续盈利至

今。 

第二阶段：谨慎扩大试点范围，积累国际化经营经验。新希望集团在越

南试点成功后，慢慢将饲料厂和产业链向埃及、尼泊尔等国延伸，通过扩大

试点范围，同步总结并积累国际化经营经验。集团在每一次海外试点经营前，

都会进行充分的调研准备，依据海外市场的差异性制定因地制宜的海外区域

发展策略，并通过建立 1-2 个子公司的试点经营来规划和完善本地区的经营

方案。由此，新希望集团渐渐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为后期国际化

发展的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搭建多元化产业链，扩大国际化经营范围。新希望集团一直

坚持“渐进式”国际化布局，在东南亚市场获得经验和品牌口碑后，才开始

发力推进国际化布局；在经营内容上，集团先以农牧业为中心，然后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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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房地产等行业进行延伸布局，搭建多元化产业链，从而反哺国内外的

饲料和养殖业经营；在区位选择上，新希望集团先将主营业务集中在亚洲与

非洲地区，按照“稳东亚，跨西亚，到非洲，入东欧，闯中东，冲南美”的

目标逐渐扩大海外经营范围。 

4.3.2“2+1”式产业链建设 

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布局，从东南亚区域的突破开始，努力打造“2+1”

式产业链布局。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新希望集团通过延长产业链前后端，实现

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目前，集团在产业链上游通过并购、技术合作等方式

提升原材料质量，提高集团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在产业链中游则是增加

技术研发资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进而获取国际市场品牌竞争力；同时，

集团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了产业链下游，已搭建出一条从饲料养殖、加工到

配送、销售的一体化方案与产业链。未来，集团将持续投资，计划建立一个

包括奶源供应、乳制品加工和销售全程产业链，为国内国外持续输出优质产

品。 

第二，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新希望集团积极与处于产业链相同环节的

企业合作。一方面，通过集中资源和产能获得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提升产

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国际品牌合作可以在弥补技术不足的同时提升

新希望集团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2018 年，新希望与嘉吉公司、加拿大

海波公司、日本丸红公司在粮油种猪、饲料等领域开展合作，横向提升了产

业链各环节的运营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抗击风险能力。 

第三，运营的金融化。新希望集团一直把金融业务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

方向之一。2010 年，集团成立新希望产业基金，后续开始积极在国内外搭建

自己的金融体系。在国内，新希望集团是民生银行、民生保险的主要股东，

其名下多项基金为集团在大农业、大消费领域的投资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资

金支持；在海外，将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作为国外商贸中心与投资、融资中

心，负责海外农业食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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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多元化产品创新 

新希望集团通过多元化产品创新以及差异化的品牌策略提高国际市场上

的品牌影响力。 

一方面，将东南亚及非洲国家设为重点经营区域，针对不同区域的市场

需求改良产品，实现本土化经营。例如，集团在越南地区聚焦功能性产品母

猪料和乳猪料，推出“千吨省”猪料，当年总销量同比增长 48.6%，进而逐

渐在越南市场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

资源和品牌影响力。2011 年 3 月，新希望集团联合华奥物种，投资约 2 亿美

元，实现 50.1%控股新西兰最大的农业服务公司PGG Wrightson，为产业链上

游布局打下基础；2013 年通过“中澳农业及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进军土

地资源开发及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及畜产品加工、经济作物产品开发等领

域；在饲料与生猪养殖方面，通过与美国蓝星贸易集团和法国科普利信集团

的合作获取原材料与技术优势。 

4.3.4 前瞻式人才培养  

国际化人才和团队建设是企业海外经营的核心要素。因此，新希望集团

积极建立自己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实施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建设措施。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集团推出“新英、领英、精英、雄鹰培养计划”等多类员

工培训项目，提升现有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同时，集团通过设立

的“全球管培生”和“青年企业家合伙人”招聘项目，搭建出具有国际化管

理水平的团队。在海外的本土化经营中，集团积极与印尼、孟加拉、越南等

国的当地大学合作，联合办学为外籍员工量身制定“MIB 计划”等培训项目。

从人才招聘、人才培养到团队建设，新希望集团不断为团队注入新的国际化

力量，为海外经营持续助力。具体人才培养措施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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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人才培养计划表 

人才培养计划 培训对象 主要内容 

福达计划 合作的养殖户、农户 

通过云养殖、云金融、云动保、

云服务等数字化服务提升养殖户

的数字化运营水平 

“新希望学苑”数字

化学习平台 
所有员工 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体化搭建 

新英 365 计划 新入职员工 提升新员工综合能力 

精英计划 青年干部 储备管理人才 

雄英计划 经营单位总经理以上人员 

提升领导团队的策略思维、经营

能力、领导力 

农牧行业 EMBA 项目 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 

提升领导团队的领导力、创新

力、国际化视野 

MIB 计划 外籍员工 

为外籍员工提供国内外双向学习

渠道，旨在培养新希望六和海外

本土人才 

资料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历年年报整理所得。 

 

4.3.5 全球化质量管理 

饲料是新希望集团占比最大的业务，也是集团率先出海经营的业务，涵

盖品类众多，产品质量管理成为维护品牌生命力的关键因素。首先，由于原

料质量是保证饲料品质的最关键因素，新希望集团与中粮、中储粮、嘉吉、

邦吉等30多家国内外大型原料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其次，采购管理是保

证饲料盈利的重要环节，由总部直管的供应链管理团队对原料进行采购，保

证原材料品质与成本。最后，研发体系是维护品牌口碑和销量的强力支撑，

新希望集团通过旗下的饲料研究院搭建数字化生产模型，实现全球化质量管

理。 

4.3.6 数字化技术创新 

新希望集团从创业之初就将科技视作发展的关键，力求搭建一个集产品、

运营、研发于一体的原生数字化系统。其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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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新希望集团数字化转型过程 

时间 探索时期 领域 措施 主要内容 

2011

年 

数字转型

探索 
战略 制定战略 

提出年轻化、国际化、互联网化、

产融一体化的“四化”战略进行转

型 

2013

年 

数字化转

型试点 
养殖 “福达计划” 

云养殖、云金融、云动保等数字化

服务 

2018

年 

正式全面

启动数字

化转型 

科技 生物、信息科技 
“6936 战略”“146N 数字化战

略” 

养殖 
推出数字乡村解

决方案 
发布 3S 智慧猪场 

合作新

机制 

孵化“我行我

数”消费者大数

据合伙人公司 

打造以“数据+算法”为核心的企

业大脑 

2019

年 

物流配

送 

自主研发科技物

流平台“运荔

枝” 

冷链科技化、智慧化转型，制定出

一体化的供应链交付解决方案 

2021

年 

饲料生

产 

打造厂区数字物

流协同平台 
完成饲料数字化工厂的试点 

2022

年 

数字化转

型持续深

入 

饲料生

产 

 

节粮专项行动 

 
新希望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自主

配方系统并实现工厂全覆盖的饲料

企业 

自主研发的鸿

瞳·NHF 配方系

统 

饲料技术

体系数字

化建设 

制定“六大数字

化灯塔工程” 

1. 新希望六和的智慧猪场 

2. 旗下品牌“川娃子”的智慧供应

链、鲜生活冷链数智化产品矩阵 

3. 新希望地产的“项目管理+全面

预算+数字品质”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官网数据及年报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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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的效果分析 

针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效果的测度，国内外学者依据企业的经营特色提出

了不同的测度模型，新希望集团主要通过投资建厂、并购、技术合作等方式

开展国际化布局，其国际化经营效果直接反映在集团整体经营绩效以及国际

市场的卷入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上。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以及国际化蛛网模

型，从经营绩效与国际化程度出发，综合分析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效果。 

5.1 基于熵值法的财务指标绩效分析 

5.1.1 指标选取与计算步骤 

（1） 熵值法评价指标的选取 

财务绩效能直接反映企业资金使用总量及生产成本，也能间接反映企业

管理、运用资金的能力，本文参照《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估实施细则》，根

据新希望集团的经营特点及财务状况，从盈利、营运、发展、偿债能力这四

个维度来综合判断新希望集团的财务绩效水平。所有指标中仅资产负债率指

标与财务绩效结果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余均为正向相关，具体各维度选取指

标如表 5.1 所示： 

 

表 5.1 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架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代码 性质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S11 正 

总资产报酬率 息税前利润/资产平均总额 S12 正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净资产 S13 正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S14 正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S21 正 

存货周转率 销售成本/平均存货 S22 正 

应收账款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

额 
S23 正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加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S31 正 

总资产增长率 本年资产总额增加额/年初总资产 S32 正 

净利润增长率 
（当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期净

利润 
S33 正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S41 正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S42 正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S43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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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熵值法的一般步骤 

本文选取熵值法来计算所评价指标权重，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设定矩阵。选取 n 个分析对象，整理出每个分析对象所对应的

m 个指标数据，设𝑥𝑖𝑗为第 i 个分析对象的第 j 个指标，i∈[1,2,…,n]，j∈

[1,2,…,m]，得到矩阵 A： 

𝐴 = ([

𝑥11 ⋯ 𝑥1𝑚
⋮ ⋱ ⋮
𝑥𝑛1 ⋯ 𝑥𝑛𝑚

]) 

第二步，无量纲化处理。为了消除每个指标之间由于计量单位、数值范

围等因素造成的差异，需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同时为

避免 0 值对熵值计算造成影响，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移处理，各指标的具体

处理方式如下： 

正向指标： 

𝑥𝑖𝑗
′ =

𝑥𝑖𝑗−min（𝑥1𝑗，𝑥2𝑗，⋯，𝑥𝑛𝑗）

max(𝑥1𝑗，𝑥2𝑗，⋯，𝑥𝑛𝑗)−min（𝑥1𝑗，𝑥2𝑗，⋯，𝑥𝑛𝑗）
+ 𝑑                       （1） 

负向指标： 

𝑥𝑖𝑗
′ =

max(𝑥1𝑗，𝑥2𝑗，⋯，𝑥𝑛𝑗)−𝑥𝑖𝑗

max(𝑥1𝑗，𝑥2𝑗，⋯，𝑥𝑛𝑗)−min（𝑥1𝑗，𝑥2𝑗，⋯，𝑥𝑛𝑗）
+ 𝑑                       （2） 

其中，d 表示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平移处理，本文 d 值取 0.0001。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比重𝑝𝑖𝑗，计算公式如下： 

                                  𝑝𝑖𝑗 =
𝑥𝑖𝑗
′

∑ 𝑥𝑖𝑗
′𝑛

𝑖=1

                                                         （3） 

第四步，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𝑒𝑗，计算公式如下: 

𝑒𝑗 = −(
1

ln(n)
)∑ 𝑝𝑖𝑗ln(𝑝𝑖𝑗)

𝑛
𝑖=1                                     （4） 

第五步，计算无差异系数𝑔𝑗，如下： 

𝑔𝑗 = 1 − 𝑒𝑗                                                            （5） 

第六步，计算 j 指标的权重𝑤𝑗，如下： 

𝑤𝑗 =
𝑔𝑗

∑ 𝑔𝑗
𝑚
𝑗=1

                                                            （6） 

第七步，计算各项能力得分 u，如下： 

𝑢 = ∑ 𝑤𝑗 ∗ 𝑝𝑖𝑗
𝑚
𝑗=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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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新希望集团财务绩效的纵向对比 

（1） 原始数据整理 

新希望集团 1999 年开始国际化的探索，但前期国际化业务仅以越南为

主，规模较小，2013 年后集中资源推进国际化策略。因此本文从集团纵向发

展的角度选择 2012 年至 2022 年间的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国际化策

略实施后集团经营绩效的变化情况，依据评价体系整理各年份相关数据。如

表 5.2 所示： 

 

表 5.2 新希望集团 2012 -2022 年各项指标数据 

 

 （2） 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公式（1），公式（2）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如表 5.3 所示： 

表 5.3 标准化矩阵 

 

 

（3） 各项指标熵值及权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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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3）-（6）计算得出每个指标的熵值 e、差异化系数 g 以及所

占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5.4 所示： 

 

表 5.4  新希望集团各指标熵值及权重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e g w 指标权重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率 0.9485 0.0515 0.0220 

0.2757 

总资产报酬率 0.8230 0.1770 0.0758 

净资产收益率 0.8024 0.1976 0.0846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0.7820 0.2180 0.0933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0.848 0.1520 0.065 

0.1351 存货周转率 0.8709 0.1291 0.0552 

应收账款周转率 0.9652 0.0348 0.0149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0.6200 0.3800 0.1626 

0.4063 总资产增长率 0.6473 0.3527 0.1509 

净利润增长率 0.7832 0.2168 0.0928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0.8420 0.158 0.0676 

0.1829 速动比率 0.7943 0.2057 0.0880 

资产负债率 0.9362 0.0638 0.0273 

 

（4） 财务绩效纵向对比结果分析 

根据对新希望集团 2012-2022 年财务绩效的得分汇总可见，这期间新希

望集团财务绩效总体表现平稳（如表 5.5 和图 5.1 所示）。2013 年至 2019 年

期间盈利、营运能力表现平稳，受短期偿债能力影响，整体绩效表现在 2015

年出现小幅下降，随后通过及时调整资产管理方式，发展能力得到提升，进

而稳定了集团的整体财务表现。2019 年后受全球疫情及非洲猪瘟的持续影响，

整体财务绩效呈现下降趋势，仅盈利和营运能力在2021年后有所回升，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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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盈利能力。近十年新希望集团整体盈利平稳，在饲料与养殖业的

投资收益稳定，说明海外事业的经营并未对企业的整体运营带来负面影响。

一方面，得益于新希望集团在饲料业的龙头地位，拥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议

价能力，能缓解集团在其他行业的损失；另一方面，2018 年农牧业受猪瘟影

响损失严重，而新希望仍能保持盈利能力的稳定增长，在2020年疫情的双重

打击下盈利能力也在缓慢恢复，也能间接证明集团通过国际化经营和产业调

整来分担行业风险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第二，营运能力。2012-2015 年间，集团营运能力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而在 2016-2018 年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行业周期以及猪瘟的影

响有关，2017 年以后新希望集团加大了对生猪养殖行业的投资，资产结构发

生改变，生物资产增多，获利周期延长，资产周转能力下降；同时，受养殖

业大环境限制，猪价下跌也进一步降低了新希望集团的资产价值，其营运能

力在 2018-2022 年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为此，集团应尽快调整资产结构，

稳定市场信心，维护集团的持续发展。 

第三，发展能力。整体而言，在全面推进国际化策略的十年间，新希望

集团的发展能力呈现稳步上涨的趋势，得益于饲料业的稳定收入以及养殖业

的稳定投入，新希望集团的发展能力在 2019年达到近十年的峰值 0.1057，随

后受疫情等环境影响有所下降。这说明在健康的行业环境下新希望集团的盈

利空间较为可观，未来需要及时调整集团的业务重心，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以应对可能的环境变化，争取更加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提升自身抗风险能

力。 

第四，偿债能力。2012-2015 年间新希望集团的偿债能力小幅提升，这

也间接说明海外市场的资产积累对改善集团的债务结构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

向作用。而在 2016 年后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仅在 2020 年有所上升，2020 年

后持续下跌，这与集团的策略调整有关，2017 年在养殖业的持续扩张使得集

团负债增多，短期偿债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在疫情等不利环境的催化下，集

团的抗风险能力急速下降。具体得分与变化趋势见表 5.5、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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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新希望集团 2012-2022 年财务绩效得分情况 

年份 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发展能力 偿债能力 综合得分 

2012 0.0307 0.0364 0.0321 0.0237 0.1229 

2013 0.0294 0.0361 0.0265 0.0370 0.1291 

2014 0.0299 0.0313 0.0117 0.0415 0.1144 

2015 0.0296 0.0281 0.0208 0.0478 0.1262 

2016 0.0287 0.0180 0.0300 0.0213 0.0980 

2017 0.0282 0.0176 0.0354 0.0217 0.1028 

2018 0.0328 0.0084 0.0656 0.0033 0.1101 

2019 0.0295 0.0035 0.1057 0.0181 0.1568 

2020 0.0081 0.0037 0.0377 0.0325 0.0820 

2021 0.0096 0.0029 0.0252 0.0006 0.0383 

2022 0.0192 -0.0508 0.0158 -0.0645 -0.0803 

数据来源：根据数据计算所得。 

 

 

 

图 5.1 新希望集团 2012 -2022 年各维度的分级综合得分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计算数值绘制所得。 

 

5.1.3 新希望集团财务绩效的横向对比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从经营业务来看，新希望集团作为大型农牧上市企业，主营业务集中在

饲料生产和禽畜养殖行业，位于产业链中游；从筹资渠道来看，新希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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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牧行业上市公司中的龙头企业，主要通过发行可转债及股票来进行融资。

因此，在同行业企业的横向对比中，本文选择以饲料和养殖为主要经营业务

的上市企业作为分析样本，选取市值排名前 10 的上市公司作为行业企业代

表，具体企业名单如表 5.6 所示： 

 

表 5.6  样本企业名单 

企业名称 市值（亿元） 

海大集团 723.7 

新希望 414.6 

大北农 296.6 

神农集团 137.4 

中牧股份 117.1 

唐人神 96.16 

正邦科技 91.75 

禾丰股份 81.65 

金新农 56.56 

正虹科技 20.9 

资料来源：根据各企业年报数据整理所得。 

 

本文选取 2019-2022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探究疫情前后新希望

集团的财务水平以及疫情后的恢复能力，进而对行业内企业的平均水平进行

综合分析，分析所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历年的年度报告及 Wind 数据

库。 

（2） 原始数据处理及结果 

根据公式（1）-（7）对样本企业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原始数据及标

准化处理结果见附录 1、附录 2，最终得到各指标熵值法与权重如表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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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农牧业各指标熵值及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年份 e g w 权重 

盈利能

力 

营业利润率 
2019 0.7732 0.2268 0.0849 

2019 年 0.3076 
2022 0.9532 0.0468 0.0289 

总资产报酬

率 

2019 0.7810 0.2190 0.0820 

2022 0.9460 0.054 0.0334 

净资产收益

率 

2019 0.8228 0.1772 0.0663 

2022 年 0.1732 
2022 0.9540 0.0460 0.0284 

盈余现金保

障倍数 

2019 0.8013 0.1987 0.0744 

2022 0.8665 0.1335 0.0825 

营运能

力 

总资产周转

率 

2019 0.8423 0.1577 0.0591 

2019 年 0.2219 2022 0.8362 0.1638 0.1012 

存货周转率 
2019 0.8294 0.1706 0.0639 

2022 0.8826 0.1174 0.0725 

2022 年 0.2385 应收账款周

转率 

2019 0.7358 0.2642 0.0989 

2022 0.8952 0.1048 0.0647 

发展能

力 

营业收入增

长率 

2019 0.8032 0.1968 0.0737 

2019 年 0.2979 2022 0.9219 0.0781 0.0483 

总资产增长

率 

2019 0.8853 0.1147 0.0429 

2022 0.9470 0.0530 0.0328 

2022 年 0.3402 净利润增长

率 

2019 0.5157 0.4843 0.1813 

2022 0.5806 0.4194 0.2592 

偿债能

力 

流动比率 
2019 0.7753 0.2247 0.0841 

2019 年 0.1726 2022 0.8411 0.1589 0.0982 

速动比率 
2019 0.8452 0.1548 0.0579 

2022 0.8140 0.1860 0.1149 

2022 年 0.2481 
资产负债率 

2019 0.9183 0.0817 0.0306 

2022 0.9434 0.0566 0.0349 

（3） 财务绩效横向对比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计算步骤，可以分别计算出这十家样本企业在 2019 年、2022

年的综合得分与排名状况，具体如表 5.8、5.9 所示。 

表 5.8  2019 年样本企业各项能力得分表 

 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发展能力 偿债能力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神农集团 0.0912 0.0196 0.0496 0.0379 0.1982 1 

唐人神 0.0125 0.0368 0.1306 0.0067 0.1866 2 

正虹科技 0.0309 0.0552 0.0012 0.0364 0.1237 3 

禾丰股份 0.0397 0.0293 0.0214 0.0224 0.1129 4 

新希望 0.0283 0.0301 0.0231 0.0020 0.0835 5 

海大集团 0.0267 0.0291 0.0150 0.0098 0.0807 6 

正邦科技 0.0285 0.0118 0.0383 0.0008 0.0795 7 

中牧股份 0.0121 0.0009 0.0038 0.0363 0.0532 8 

大北农 0.0167 0.0065 0.0058 0.0148 0.0438 9 

金新农 0.0211 0.0024 0.0090 0.0054 0.037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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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2022 年样本企业各项能力得分表 

 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发展能力 偿债能力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禾丰股份 0.0163 0.0410 0.1795 0.0315 0.2683 1 

神农集团 0.0172 0.0129 0.0156 0.0750 0.1207 2 

海大集团 0.0186 0.0450 0.0210 0.0199 0.1046 3 

唐人神 0.0163 0.0359 0.0311 0.0199 0.1032 4 

大北农 0.0380 0.0196 0.0254 0.019 0.1020 5 

中牧股份 0.0162 0.0083 0.0144 0.0488 0.0878 6 

金新农 0.0212 0.0100 0.0204 0.0146 0.0663 7 

正虹科技 0.0137 0.0288 0.0160 0.0076 0.0661 8 

新希望 0.0097 0.0305 0.0084 0.0117 0.0603 9 

正邦科技 0.0059 0.0065 0.0083 0.0000 0.0206 10 

 

从盈利能力角度来说，疫情前，神农集团表现最好，中牧股份表现最差，

新希望集团则位于行业中游；从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来看，唐人神的资产质

量和运营能力最好，排名均在靠前位置，新希望集团则在这两个维度下分别

排名第三和第四，处于中上游位置，得益于2017年新希望集团对养殖业的资

本投入和管理，2019 年集团的营运和发展能力较好；从偿债能力来看，盈利

表现最好的神农集团偿债能力最佳，而新希望集团的偿债能力则表现较差，

排名第 9。 

疫情后，各企业表现差异较大，海大集团和大北农收益增长明显，盈利

能力和营运能力从疫情前的下游位置攀升至行业上游，而其他以生猪养殖为

主要经营业务的企业在各项能力的排名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新希

望集团除了偿债能力有小幅上升以外，其他能力均处于排名靠后的位置，这

与新希望集团在2017年以后加大对养殖产业的投入有关，持续的猪瘟影响和

经济下行的大环境让猪价持续走低，削弱了集团的营业能力，禽类、生猪等

生物资产的投入加大也进一步削弱了集团资金周转能力，进而更加突出了集

团的偿债弊端，所以疫情后新希望集团综合能力表现不佳。 

综合来看，在较为稳定的经济环境下，新希望集团的整体水平处于行业

前端，提升主营产品品质是维持其主营业务收入的关键因素，开展国际化业

务经营对集团总体业务经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际业务占比相对较

少，因此国际化经营效果未能在集团总体绩效层面得到充分体现。值得注意

的是，偿债能力一直是新希望集团亟待解决的问题，偿债结构的失衡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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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企业的恢复能力，同时，生产投入的持续扩大使得集团的偿债结构进

一步失衡，在猪瘟和疫情等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则是直接削弱了盈利、营运以

及发展能力。因此，对于新希望集团来说，调整债务结构和资产结构是当务

之急，及时止损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集团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提高应对市场

风险的能力。 

5.2 非财务绩效分析 

5.2.1 顾客层面 

（1） 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通常指的是企业销售额在市场总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总体

上能够反映出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获利能力及竞争力。根据新希望集团的业

务构成来看，饲料、养殖业一直是集团的主营业务，因此，营业收入的变化

可以反映集团的市场占有率情况。本文通过对比新希望集团营业收入与行业

收入情况来分析集团的市场占有率情况。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农牧行业营业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农牧上市企业发布的年报数据整理所得。 

 

从公司市值的角度来看，2022 年农牧企业全行业公司市值均值为 108 亿，

而新希望集团市值为450.5亿，是行业均值的4倍，在同行企业中排名第四。

2022 年农牧行业营业收入均值为 112 亿元，排名前五的农牧企业的营业收入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营业收入(亿元） 行业均值（亿元）



兰州财经大学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48 
 

均超出靠后企业的营业收入的 3倍，其中新希望集团营业收入为 1415亿元，

在整个行业排名第二，远高于行业均值，在产品市场中竞争优势明显。因此，

综合营业收入与公司市值可知，新希望集团在同行业竞争中优势明显，得益

于其多年的规模化生产经营，发展至今已取得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2） 品牌价值 

就产能而言，新希望集团已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享有一定的品牌号召

力，同时，通过整理世界品牌实验室历年的品牌价值排名可以得知，2004-

2022 年期间，集团品牌价值逐年稳步上升。尤其是在 2010 年，业务重心转

到农牧行业后品牌价值增速明显，同比增长 30.99%，近 10 年，集团品牌价

值以 23.34%的平均增长速度稳步攀升，2022 年，集团以 1385.21 亿元的品牌

价值位列中国品牌榜单的第52位。这些数据证明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

对集团品牌价值提升所产生的正向作用。如图 5.3 所示。 

 

 

图 5.3 新希望集团历年品牌价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历年发布的品牌价值报告整理所得。 

 

5.2.2 内部流程层面 

（1） 研发投入 

技术研发是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关键环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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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8 年期间，新希望集团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的人力和资金较为稳

定，平均维持在 7 亿元左右，占营业收入的 1%，这段时期的技术研发投入

主要用于产品的升级，如图 5.4 所示。而在 2019 年后，新希望集团在生猪养

殖方面扩大养殖规模，致力于打造自动化的养猪系统，人才、资金投入量都

增长了近 2倍，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占比也由 2018年的 0.14%上升至 2022

年的 21%。由此可见，新希望集团对于技术研发具有一定的重视程度，但是

相较于企业整体规模而言，这部分的投入规模较小，不足以支撑集团国内外

业务所需的技术创新。 

 

图 5.4  新希望集团研发投入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历年年报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2） 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是围绕企业生产、管理和经营等日常活动而产生的资金流出，

能反映企业的内部运营流程水平。集团自集中推进国际化策略以来，为满足

业务扩张和国际化布局需要，其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为满足生猪养殖业务的扩张需要，管理费用由 2018 年的 20.52 亿元上升至

2022 年的 46.78 亿元。同时，由于饲料业务相对稳定，市场价格波动较小，

且新希望集团的产品与口碑在行业中具有相对优势，因此销售费用在这十年

间增幅较小，仅在 2018 年后出现小幅下降。就财务费用而言，2013-2018 年，

集团财务费用持续下降，说明国际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团的财务困

6.79 6.79 6.50
7.88 7.41 7.90

9.50

17.42

26.73
29.19 30.21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研发投入金额（亿元）



兰州财经大学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50 
 

境。之后，受疫情和行业持续性的周期影响，集团财务压力增大，持续扩增

养猪规模也让财务费用由 2019 年的 4.34 亿元陡增至 2022 年的 18.91 亿元。

整体而言，推进国际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集团的财务费用支出，但由于

集团业务扩张规模较大，期间费用整体仍旧呈现上升趋势。如图 5.5 所示。 

 

 

图 5.5  新希望集团期间费用使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历年年报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5.2.3 学习与成长层面 

（1） 人才结构 

人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2013 年至今，集团的各部门的员工整体

结构不变，除行政人员人数逐年减少以外，其他部门的人员数量整体呈现上

升趋势，且受行业环境及集团的业务调整影响，2020 年各部门人员数均出现

陡增的情况，随着业务紧缩又立刻呈现下降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希望

集团人才结构仍旧以国内业务为主导，国际化转型对企业内部人才结构的优

化作用不明显。结合 2012-2022 年新希望集团员工学历情况（图 5.6）来看，

集团本科学历以上的人才数量逐年递增，2020 年后由于业务调整，本科以上

人才增速明显，截止 2022 年集团本科以上人才已占总人数的 31.70%。但人

才结构的优化与业务之间关联性不强，集团仍旧缺少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

型人才，通过国际化经营对其企业内部人才结构的优化作用不明显，未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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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加快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图 5.6  2012-2022 年新希望集团员工学历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新希望集团历年年报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2）数字化建设规划 

数字驱动是未来各行各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越早获取并使用数字

技术，便能尽早抓住未来发展机会。新希望集团认为建立数字化运营管理系

统，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经营的认知和操作能力是集团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为此，集团从顶层设计出发，统一认识，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建设

体系。一方面，引入统一的信息交流系统，提升全集团员工的沟通效率，以

点带面逐步实现整体运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 新希望集团与哈佛

商学院一起举办“新希望·哈佛商学院数字化策略加速项目”进一步统一集

团上下的数字化共识，提高数字化能力。 

5.3 国际化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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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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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这两个要素形成覆盖范围更广的“八要素蛛网模型”，并通过

实证证明这个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以及国际化程度。

综合新希望集团发展现状以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将采用“八要素蛛网模型”

来评估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水平。 

根据新希望的经营特点，本文另选取“国际品牌”和“技术创新”作为

对其无形资产的考量指标，同时由于“国际化阶段”与“国际化经营方式”

有重合，故删去。最终指标选取情况如下： 

表 5.10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程度测度指标 

考察角度 八要素蛛网模型指标 

国际市场卷入程度 跨国化指数 

国际财务水平 海外财务管理 

国际市场影响力 
品牌国际化程度 

海外营销网络 

国际市场开拓能力 
国际化组织结构 

国际化经营方式 

国际化成长能力 
技术创新 

国际化人才招聘 

 

第一，跨国化指数。在全球市场拥有充分的人力、资产规模是企业在海

外扩大生产经营的前提，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有关跨国化指数的指标

选取标准，本文将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收入及员工占比这三项指标的平均值

作为反映企业海外业务的发展状况及国际市场的卷入程度的评价指标，具体

评分标准见表 5.11。 

表 5.11  跨国化指数评分标准 

跨国化指数

区间范围

（%） 

1-19 19-39 39-59 59-79 79-100 

得分 1 2 3 4 5 

 

 



兰州财经大学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53 
 

第二，海外财务管理。企业的国际财务水平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可

持续发展动力，具体体现为企业筹措资金、管理资金的能力。本文通过综合

分析集团的“海外筹资率”、“海外财管制度”以及“资金运作方式”这三

个指标来对集团的海外财务管理能力进行评分，见表 5.12。 

 

表 5.12  海外财务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海外财管制度 资金运作方式 海外筹资率 得分 

按照业务项目管理 无原则性规定 小于 5% 1 

国内外财管体系分离，

按国别管理 
委托当地机构管理海外资金运作 6%至 10% 2 

国内外财管体系分离，

按地域管理 
海外事业部管理海外资金运作 11%至 20% 3 

国外财务由总公司统一

管理 
总公司对海外资金进行差异化管理 21%至 50% 4 

全球财务由总公司统一

管理 
全球资金运作由总公司统一管理 大于 51% 5 

 

第三，国际化经营方式。不同企业可通过自身产品、服务进入国国际市

场，其资源优势及入场方式决定了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的差异性，而不同的

经营方式则是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获取收益、提升影响力、抵抗市场风

险的能力，即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因此，本

文选择国际化经营方式作为评价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见表 5.13。 

 

表 5.13  国际化经营方式评分标准 

经营方式 间接出口 直接出口 
合资、并购

当地企业 

独资、组建

策略联盟 

建立国外研发、运营中

心等开展本土化经营 

得分 1 2 3 4 5 

 

第四，国际化组织结构。完善且高效的组织结构意味着企业能更有效地

协调海内外资源、业务和管理，进而推动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同时，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国际化组织结构的需求不同，因此，可通过新希望集团

的国际化组织的搭建情况、权责范围来探究其国际化发展水平。如表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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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国际化组织结构评分标准 

国际化组

织结构 

国内职能部

门经营海外

业务 

设立海外事

业部经营海

外业务 

聘请专职董

事负责海外

业务 

创建海外

子公司、

分公司 

全球经营组织

一体化 

得分 1 2 3 4 5 

 

第五，国际化人才招聘。人才储备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

成长能力的大小，一方面，跨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凭借其业务优势能

扩宽现有员工的国际化视野；另一方面，伴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加深，企业

对新入职员工的国际化背景及知识储备的要求相应提高，因此，本文将企业

的国际化人才招聘标准作为评价指标来反映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水平，具体评

价标准如表 5.15。 

表 5.15  国际化人才招聘评价标准 

人才招聘 临时业务员 长期业务员 
满足业务需

求临时培训 

有国际业务

经验的员工 

具备国际背

景的高管 

得分 1 2 3 4 5 

 

第六，技术创新。数字时代背景下，稳定且持续的科研创新能力能促使

企业实现稳定、高质量的产品产出，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进

而在国际市场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越是成熟的跨国企业对高质量、高技术

含量的产品的需求越高，同时，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人力的大

小也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潜力。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

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情况来综合评估新希望集团在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水平，见

表 5.16。 

表 5.16  技术创新评价标准 

研发投入占

比 
0 至 3% 3%至 5% 5%至 10% 10%至 15% 15%以上 

得分 1 2 3 4 5 

 

第七，海外营销网络。企业的海外经营布局决定了企业协调、管理海外

资源与业务的能力，经营范围的广度与经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影响着企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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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影响力，因此，本文选取海外工厂、海外子公司的数量、分布范围的

广度这三个指标来综合反映新希望集团的海外营销网络现状。见表 5.17。 

 

表 5.17  海外营销网络评价标准 

海外营

销网络 

子公司较

少 

子公司较

多 

子公司较多且有

海外工厂 

子公司较多

且分布广 

子公司较多、

分布广、种类

丰富 

得分 1 2 3 4 5 

 

第八，品牌国际化程度。品牌影响力是判断企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在国际市场品牌分布越广、产品受众越多、品牌口碑越好，客户黏性越高，

则品牌国际影响力越高、企业国际化程度越深。因此，本文综合分析品牌的

经营分布、市场满意度、客户粘性等情况来评价新希望集团的品牌国际化程

度，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5.18。 

 

表 5.18  品牌国际化评价标准 

品牌分布 
集中于发展

中国家 

少数发达国

家 

多数发达国

家 

多数发达国

家且品牌认

可度高 

全球市场 

得分 1 2 3 4 5 

 

（2） 蛛网模型计算方法 

第一步，标准化指标。通过上述评价体系可以消除各指标计量单位的差

异，并将量化指数统一限定在[1，5]之间。 

第二步，绘制蛛网模型。将上一步中标准化的指标数值带入八要素蛛网

模型的坐标轴中，连接各指标坐标，绘制出新希望集团的蛛网图。 

第三步，计算蛛网面积。假设指标数为 N，每个指标因素的取值记为 𝑋𝑖

（i=1,2, … ,N）。依据评价标准对各要素的国际化程度进行评分，此处得分

即为𝑋𝑖的边长，并据此算出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 S，即为蛛网面积，计算公

式为：𝑆 =
1

2
∗ sin (

2𝜋

𝑁
) (∑ 𝑋𝑖𝑋𝑖+1 + 𝑋𝑁𝑋1

𝑁−1
𝑖=1 )，N=8。最终评估结果参见表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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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国际化蛛网模型评价标准 

等级 最弱 较弱 一般 较强 最强 

S 0-14.14 14.14-28.28 28.28-42.42 42.42-56.56 56.56-70.7 

 

5.3.2 国际化蛛网模型量化评估  

（1）跨国化指数。根据跨国化指数标准收集并统计了所需的各项指标，

如表 5.20 所示： 

 

表 5.20  新希望集团跨国化指数有关指标 

海外资产

（亿元） 

总资产 

（亿元） 

海外收入

（亿元） 

总收入 

（亿元） 

海外员工

（人） 

总员工

（人） 

160.44 3643.78 173.59 1415.08 3,000 77328 

 

新希望集团海外总资产约为总资产的 4.40%，海外员工人数约占员工总

数的 3.88%，将上述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得：新希望集团跨国化指数=（海外

资产占比+海外销售收占比+海外员工占比）/3*100%≈6.85%。因此新希望集

团在此方面得 1 分。 

（2）海外财务管理。根据2022年财报显示，新希望集团的分、子公司均

采取由集团总部事项财务、技术直管的方式经营，筹资以国内股票、债券以

及现有资金为主，但是，集团主要以在中国境内进行资金筹集为主，在海外

的资金筹措率为 6%左右。因此，新希望集团在此方面仅得 2 分。 

（3）国际化经营方式。新希望集团主要通过海外建厂、并购合资等方式

进入国际市场，在中亚地区投资建厂搭建中、下游产业链，在欧美地区通过

并购、技术合作等方式整合优势资源并完善其上游产业链的布局，产业链较

为完整，国际化经营方式较为丰富。因此，新希望集团在此方面得 4 分。 

（4）国际化组织结构。2017 年，新希望集团制定的五年策略规划，对海

外市场进行了国别区分，制定了因地制宜的国别发展策略。同时，在海外业

务中增设贸易部，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出口以及海外营销策略的制定等相关

事宜，业务部门也分设不同国别业务小组，让总部战投部中的海外投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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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至海外中心，以便针对各个国家政策、业务的不同更好的开展相关经营

活动。因此，新希望集团在此方面得 3 分。 

（5）国际化人才招聘。集团主要通过建厂、并购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在经营过程中雇佣本地员工并推行本土化经营策略。同时依据整体业务规划

和产品标准，集团持续开展对各层员工的专业化培训，以保证海外员工业务

水平和能力的一致性，例如新希望六和与新华都商学院合作的 MIB计划。因

此新希望集团在此方面得 2 分。 

（6）技术创新。2022 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0.23%，占期间费用的

4%，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集团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扩大业务规模，通过

技术合作和品牌投资等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但技术研发投入较少。目前，

新希望集团尚未建立属于自己的海外研究中心，仅依靠技术合作的方式获取

海外优势技术资源，技术创新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因此，新希望集团在此方

面得 1 分。 

（7）海外营销网络。新希望集团海外分公司超 600 家，分布在欧、亚、

非、澳洲以及北美洲，在海外近2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产、建设、筹建、投

资的公司40余家，主要经营畜禽、水产饲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中主要的

子公司在亚洲居多，因此，新希望集团在此方面得 4 分。 

（8）品牌国际化程度。新希望集团是我国较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尽

管集团在饲料产能上已超越嘉吉、蓝德雷等老牌公司，但由于其子公司与产

业链主要集中在亚洲与非洲地区，其品牌影响力与欧美老品牌相比还有一定

差距，在品牌国际化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新希望集团此项的综合

评估得 2 分。 

5.3.3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蛛网模型 

综上所述，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蛛网模型评分结果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蛛网模型八要素的评分结果 

指标 
跨国化

指数 

海外财

务管理 

国际化

经营方

式 

国际化

组织结

构 

国际化

人才招

聘 

技术

创新 

海外

营销

网络 

品牌国

际化程

度 

得分 1 2 4 3 2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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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评分结果可绘制出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蛛网模型，如图 5.7 所

示，同时根据蛛网模型面积计算公式，得出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程度的蛛网模

型面积 S=15.56，结果处于[14.14-28.28]区间内，属于较弱水平。 

 

 

图 5.7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蛛网模型 

 

5.4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的效果评价 

就经营绩效而言，国际化经营活动的开展对新希望集团的整体绩效的提

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为海外营业收入、资产规模、品牌口碑和

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上升，这说明新希望集团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已具有了一定

的客户基础，主营业务收入较为稳定，未来主营业务的盈利区间持续扩大的

可能性较大。但由于集团国际业务的收入仅占整个集团的 12.27%左右，国内

外业务联动性不高，因此尽管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业务持续盈利，其国

际化经营效果在集团的整体财务绩效上表现并不突出。相较于同行业中的竞

争企业，新希望集团在饲料行业的竞争优势明显，且在此领域的收入较为稳

定，也是集团在国外的主要经营业务，未来在此领域的持续投入资金、技术

等资源能进一步为集团获取可观的利润回报，扩大国际业务占比及规模能为

集团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对经营绩效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 

0

1

2

3

4
跨国化指数

海外财务管理

国际化经营方式

国际化组织结构

国际化人才招聘

技术创新

海外营销网络

品牌国际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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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化程度而言，新希望集团整体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不深，主要是

在海外财务管理、海外人才招聘、技术创新、品牌口碑等方面优势不明显，

这是集团的海外经营规模不大导致的，目前新希望集团的 80%业务与资源都

集中在国内，且国内外经营业务相对独立，因此在财务、技术、人才招聘等

方面的资金、人力投入具有差异性，最终表现为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程度不

高，与国内业务联动性不强等特点。 



兰州财经大学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60 
 

6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的不足及优化 

6.1 经营策略的不足 

6.1.1 产业布局不均，造成国际化发展潜力不足 

从产业布局的广度来说，国际化发展至今，尽管新希望集团的产业遍布

全球，但主营业务仍旧集中在亚非地区，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地区可获取的优

势资源与技术、可实施开展的技术创新范围有限，难以在发达地区建立国际

口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效果的提升。 

从产业布局的结构来看，国内外资源与优势产业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

优势产业仍主要集中在国内，尽管“2+1”式产业链的国际化搭建已初见成

效，但各产业之间联动性不高，短期内尚未能完全在集团的整体经营中发挥

效用。一方面，国内外养殖技术尚未形成全自动的联动体系，成熟的技术人

才队伍也尚未建立，囿于产业间的地理距离限制，国内外先进技术不能及时

实现双向传导；另一方面，海外融资主要依靠新加坡融资中心投资项目实现

收益，而国内主要以债券等方式进行项目融资，国内资产未能为海外业务的

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海外业务经营成果也未能有效反哺集团的整体发

展，国内外融资、业务经营相对独立，联动性不强，因而未能实现有效的国

际化规模扩张。 

6.1.2 产业关联度较弱，造成国际化发展动力不足 

目前，新希望集团的四大产业集群为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地产与

基础设施和金融与投资，在投入、产出的物理特性以及运营技术方面不存在

显著相关性，企业价值链之间仅依靠产权和共有品牌实现连接，即产业链之

间呈现弱相关性。2022 年集团饲料业务营收占比为 56%，猪产业营收占比仅

为 16%，禽产业占比为 13%，食品板块占比不足 8%，商贸占比 7%。 集团

中心业务集中于饲料与养猪产业，但其他产业仍旧需要一定的经营成本，并

且承担不同程度、不同行业周期的经营风险。因此，尽管多元化经营可以一

定程度分摊经营风险，但集团产业链之间关联性弱，使得其他产业的经营对

企业整体运营的正向作用不大。因此，在主营业务项目遭遇行业寒冬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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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产业格局所带来的抗风险能力不足。在国际市场上，新希望集团的多

元化产业分布更加松散，关联度更弱，在各行业中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国际

化发展动力不足。 

6.1.3 人才培养未落实，造成国际化管理水平不高 

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策略中，虽然已经制定了前瞻式的人才培养计

划，但是，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的落实和执行也需要不断地跟

进和加强。从上文对新希望集团人才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集团仍旧缺少具

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复合型高层人才，通过国际化经营对其企

业内部人才结构的优化作用也不明显显然。集团目前国际化管理水平不高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外经营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企业国际化人才培养不足，

这直接影响了集团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国际化业务的拓展能力。未来，

集团需从国际化人才招聘、国际化人才培养到国际化团队建设方面扎实推进

人才培养，从而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 

6.1.4 国际化经营风险管理不足，造成海外经营财务风险较大 

2016 年, 新希望集团加大生猪养殖，开始不断扩张养殖规模。2018 年，

国内猪价行情一路走高，各养殖业巨头集体扩张，造成市场产能过剩，猪价

在2021年后急转直下，使得新希望集团出现了自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负债

率持续走高。同时，与养殖业头部企业相比，新希望集团尽管在饲料市场具

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但在生猪养殖业务上，相较于头部企业在母猪的购买成

本和管理上处于劣势，导致养殖淘汰率大，相较于一般规模的企业产生的损

失也更大，回笼资金的速度低于行业一般水平，而国内由养殖业带来的亏损

势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海外事业的扩张。 

就海外业务而言，新希望集团海外业务主要以饲料为主，尽管具有一定

国际影响力，但由于饲料行业产品同质化严重，业务净利润空间较小。且近

年来，随着集团全球化采购的程度加深，玉米、大豆等国外供应为主的饲料

原材料价格逐年攀升，给海外饲料的生产带来不小的压力。同时，国际形势

以及猪瘟等环境变动所带来的汇率波动对集团的海外业务经营及资金管理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也意味着新希望集团在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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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资金融通、管理等方面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充足且稳定的资金流

是企业维持稳定生产的基础，及时且有力的资金管理能力和套保手段是企业

抵御汇率风险的保障。因此，及时解决原有债务和行业周期问题带来的财务

风险、建立企业自身的汇率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也是稳定集团长期国际化

发展的必然选择。 

6.2 经营策略的优化 

6.2.1 总体层面 

（1） 优化资产结构，适时调整发展目标 

调整业务结构及债务结构是新希望集团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方面，

调整国内核心业务，近几年在养殖业的持续发力，养殖业规模已位居全国前

三，且对应项目的技术研发已有初步成效，未来可将发展重点聚焦于养猪产

业，持续优化生产过程、管理模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在主营业务上扭转

亏损局面；另一方面，整合集团资产，降杠杆，降负债，减少亏损的同时对

富余资产综合利用，对亏损或不利于主营业务的资产进行优化处置。未来，

新希望集团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积蓄足够的资金储备，结合自身业务优势，

适时调整国际化经营的区域发展目标，从而提升国际化经营绩效。 

（2） 优化交流平台，降低海外经营风险 

以新加坡融资中心为基础进一步打造集团的国外商贸、投资融资中心。

一方面，通过固定的商贸交流平台加强与国际供应商的联系，稳定原材料供

应与合作，集中原材料的国际性采购，进而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提高

议价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投资融资中心推进与国内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的

联系，通过紧密的沟通与联系做好资金准备和风险对抗工作，同时搭建海外

财务管理团队和资金管理体系，集中优化海外融资、投资的管理，提高集团

的汇率预测与资金管理能力，以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汇率风险。 

（3） 优化产业布局，提升集团抗风险能力 

饲料、养殖与消费品的运营逻辑和管理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 ToB 业务，

而后者则是 ToC 业务。业务不同，需要的人才、机制、发展目标均有所不同，

这也意味着新希望集团的多元化产业需要合理规划人力、资金和精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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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升集团抗风险能力对集团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集团应厘清内部产业间关系，明确集团长期发展目标及重点领域，

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其他产业对饲料、养殖业这两项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

不断提高集团的抗风险能力。 

其次，从国内业务的角度来看，集团应顺应主营业务饲料、养殖业的行

业趋势，调整产业重心，进一步优化并集中主营业务领域产业链的搭建与布

局，增加技术研发投入，降低生产、人力成本等，扩宽盈利区间。 

最后，从海外业务的角度来看，海外业务营收状况都优于国内发展，应

当加强国内外业务的联动性，利用多年的国际化经营成果，内化海外原材料

采购、销售渠道、筹资融资、产品标准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为集团的主营业

务目标持续助力。 

6.2.2 业务层面 

（1）  深化主营业务，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深化主营业务的经营仍旧是新希望集团的长期发展任务。一方面，要稳

定饲料业务的经营，持续优化生产体系的同时要主动在国际市场拓宽品牌合

作渠道，利用国际化经营优势与更多国际农牧头部企业达成技术、资源、研

发等方面的合作，持续优化产品质量、种类多样性、提升附加值，稳固集团

在饲料行业的已有优势；另一方面，提高数字技术在生产、管理、运营等各

环节的渗透力，运用数字技术增强优势产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团队管理成本，

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集中资金与技术提升主营产品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进而提高主营业务收入。  

（2）提高产业联动性，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新希望集团虽然较早开展了多元化产业布局，但是集团内产业间关联性

不强，对主要经营的农牧业支撑度不够，未来集团应通过业务关联等方式加

强产业之间的联动作用，利用其他产业的优势为主营业务提供支撑，完善

“2+1”式产业链布局的同时提高抗风险能力。以新希望房地产为例，新希

望地产最早是由集团的养殖用地发展而来，凭借着适度规模的规范运营，新

希望地产在 2023 年仍然保持盈利，净负债率在 30%以下，创造了客观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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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及现金流，也为集团抵抗农牧周期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增强金

融、房地产等行业与农牧产业之间的业务联系、不仅能在现金流上为集团提

供很好的支撑，更增强集团及其主营产品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抗风险能力。 

6.2.3 职能层面 

（1） 加强海外事业部的管理能力 

海外事业部应结合集团整体发展目标对海外事业的布局、统筹、管理等

方面展开适宜的规划，提升自身调度、管理、运营资源的能力。一方面，在

海外本地化的经营过程中，秉持集团的发展目标，优化生产、管理等环节的

规划、标准，开展因地制宜的运营管理措施，形成系统的、有新希望集团特

色的管理风格，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可通过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

提高企业内部信息交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确保集团政策和管理措施得到高

效传递和实施，进而提升集团海外事业部的管理能力。 

（2） 增强国内外管理的联动性 

通过连接国内外资源，可以进一步发挥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优势。

在产品生产方面，要加强集团与国内企业的技术、生产流程等方面的沟通，

及时学习并运用国内先进生产技术，保证产品的整体品质，同时利用地理位

置以及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反哺国内生产及技术研发，

进而使集团的生产、技术、产品品质正向发展。在组织管理方面，国内外管

理部门之间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系统及技术传导机制，在业务经营、

组织管理、技术传递等方面增强联动性，把国内外市场的开发、运营、销售

等环节集合起来，将国内外有效的行业、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集合起来，

实现资源、信息共享，进而能够快速应对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各种信息和变化，

有助于企业高层迅速做出正确决策、提高运营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 

6.2.4 保障措施 

（1） 增加研发投入 

科研能力是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尽管近几年新希望集团对技术

研发的投入在逐步增加，但相较于其他期间费用，研发投入占比较低。所以，

集团应该在不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同时，通过与国内外农牧企业、研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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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高等学校等建立合作研发，多渠道拓宽研发技术的提升路径。 

（2） 增强品牌宣传力度 

品牌影响力不仅来自企业及企业产品的实力，更需要适当的策划与宣传。

一方面，新希望集团应继续坚持品牌差异化策略，坚持产品的多样化创新，

以满足持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保持集团的品牌活力；另一方面，集团应积

极参加国内外农牧产品交流会、技术研究项目等活动，尝试跨界、跨领域合

作，寻找与其他品牌合作宣传的机会，利用现代化媒介，建立国际营销矩阵，

宣传产品特色，获取更多合作资源，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3） 加快企业国际化人才培养 

首先，集团需建立有效的国际人才招聘、培养机制，通过广泛招聘海外

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人才及团队；其次，要为现有员工提供双向学习的渠道，

比如提供国内外公司之间的培训机会，实现国内外人才库的互通，提升团队

整体业务水平；最后，加强与各国高校、研究机构、农牧企业的技术合作，

通过课题研究、技术开发等项目的合作，为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素质的提升持

续助力，提升团队发展潜力。 

（4） 加强数字化管理建设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成为了各行各业应对环境变化、提升核心竞

争力、提高运营管理能力的利器。未来新希望集团应为企业持续投入数字科

技和生物科技，利用数字技术连接产业链。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各环

节的生产效率，提高原料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所需的人力、资源、资金成本，

缓解生产压力，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推动企业的数字化管理建设，高效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各部门、各生产环节之间的信息的有效收集、分析、利用

和传递。实现企业内部的生产与外部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互通，提高企业决

策及资金管控能力，进而解放生产力，实现优势产业、产品的数字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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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启示 

7.1 结论 

本文以新希望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回顾并梳理了其国际化转型过程，总

结其国际化经营策略及经营特点，最后运用熵值法、国际化蛛网模型对其国

际化经营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经营策略来说，新希望集团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具有稳健、谨慎、

多元的特点， 集团围绕国际化布局、产业链建设、多元化产品、人才培养，

质量管理和数字技术这六个方面规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化经营管理方案，

帮助集团以东南亚为起点逐步向全球布局产业链，在国际市场获得了一定的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其稳健的国际化布局及经营经验对我国其他农牧企

业具有启发意义。 

第二，从经营效果来看，新希望集团自1999年国际化经营至今，国外主

营业务收入及海外资产整体均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因而也推动了集团的海

外扩张，通过饲料等主业收获了海外用户的信任，对国内业务的发展也产生

了正向影响。但就经营绩效而言，集团国内外业务、融资渠道以及管理等方

面相对独立，联动性不强，且国外业务体量远小于国内业务体量，因此在疫

情、猪瘟等自然灾害对行业造成冲击时，国际化经营成果并不能缓解集团整

体的损失，集团整体财务结构失衡，海外投资放缓，这也进一步阻碍了集团

的国际化进程，使得新希望集团整体国际化程度不深，主要集中表现在海外

财务、人才招聘、技术创新等方面。 

第三，就未来发展而言，新希望集团需要从总体、业务、职能等层面对

集团的国际化经营策略进行调整。一方面，通过资产、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时

止损，降低负债，集中维持并优化优势产业以获取稳定的收益；另一方面，

提高国内外业务、管理的联动性，促使市场信息、科研技术、资金融资等要

素在国内、国外实现双向循环流通，高效利用现有的资源及国际化成果反哺

国内主体业务，同时加大在科技研发、品牌推广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资金

投入，为集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培养未来核心竞争力，进而争取更大的盈利

空间，推动国际化经营策略稳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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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启示 

新希望集团作为我国较早进行国际化经营探索的农牧头部企业，在海外

市场布局及主营业务的经营扩展上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为我国其他农牧企业的

国际化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 

7.2.1 明确核心竞争力是国际化经营的关键 

国际化经营至今，农牧业始终是新希望集团的核心业务，围绕其主营业

务开展产业链延伸、多元化产业布局等经营策略，稳步提升其产品品质、扩

增其产业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集团实现国际业务的持续盈利。

因此，对于国内其他中小型农牧企业来说，巩固企业自身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是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关键。 

一方面，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能实现国际化转型的前提，企业需专注于优

势产业，整合并利用一切有用资源为产品赋能，提升企业在本行业中的竞争

力，企业才有足够的资金、产品和口碑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另一方面，

核心竞争力是保证企业国际化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在国际化运营过

程中需紧抓住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放，不断吸收国内外优势资源等提升其优势

产业的经营效益及规模，力求在主营业务层面打造出具有本企业特色行业竞

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进而赢得国际市场份

额。 

7.2.2 结合国内外需求，合理规划经营布局 

就农牧业而言，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行业内生产的产品同质化严重，因

此在国际市场中恰当的投资布局、及时的国际投资时机以及高效的管理手段

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成败的关键。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方

式和人们的消费习惯都在发生着剧烈的转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应当结合国

内外市场的需求进行合理规划。首先，企业应对比国内外本产业的规模、分

布、优劣势以及市场需求，寻找可提供替补资源和技术的市场，为企业国际

化发展合理布局；其次，深度开展国内外市场调研，寻找新的需求市场，并

专注某几个重点发展区域布局企业的优势产业及生产链，集中精力在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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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实现国内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的本土化经营，以获取一定的客户量和品

牌知名度；最后，为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产品需求，在重点区域的经营取

得一定效益后，企业也应将优势产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链延伸，结合市

场需求延伸优势产业链，进而实现企业规模及品牌效应由点及面地逐步扩张。 

7.2.3 借助多渠道资源，提高企业管理能力 

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一直是制约国内各企业国际化转型的障碍，资金不足、

自然风险等更是进一步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因此提高企业的管理

能力是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抗风险能力的关键。各企业可借鉴新希望集团

的国际化经营经验，第一，企业应做好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谨慎选择投资

经营地区，并依据经营区域特色选择具有相似区域的管理经验的管理团队；

第二，储备国内外综合型人才，广泛建立具有农牧专业背景、国际化背景以

及技术研发能力的管理团队，并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保证新技术

与资源在员工之间的有效传递和吸收；第三，利用数字技术搭建具有企业特

色的信息平台，实现国内外生产、管理等信息的同步、收集、整理和分析，

提高企业对国际市场环境、政策等变化的敏锐度，同时利用企业自建的信息

数据库提高企业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决策能力，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及时

的决策方案，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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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 

感谢我的室友，人生起起落落，后悔的事有很多，但最不后悔甚至最荣

幸的事就是遇见了你们，我们处在了一个物质极致丰富而精神贫瘠的世界，

幸运的是，我们抱团取暖的精神世界绚烂无比，是你们让我知道“此生荣幸”

是何意义，也是你们一次次把我从消极情绪里拯救了出来。我们一起经历过

疫情、经历过许多不公、经历过许多坎坷、经历过许多困扰，但是我们会为

对方挺身而出、会抱在一起互相宽慰、会一起沿着旅途享受安逸，只要我们

相互依靠便胜过千语万言。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感谢一直努力生活的自己。这一路坎坷你都坚持了

下来，没有放弃，学会感恩，学会认真，你真的很厉害，也请你带着这份乐

观继续给更多人带来明媚的阳光。至此，苦情的话不再多说啦~眼泪留给完

成梦想时相拥的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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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附录表 1.1  同行业企业各项指标数据汇总（1） 

企业名称 年份 S11 S12 S13 S14 S21 S22 S23 

海大集团 
2019 4.41% 12.85% 19.54% 1.9693 2.63 9.07 44.96 

2022 3.73% 10.80% 18.46% 2.3079 2.62 8.8 64.53 

新希望 
2019 7.84% 12.41% 20.63% 0.88 1.28 9.81 112.15 

2022 -1.24% 0.06% -5.55% -6.3249 1.04 7.81 120 

大北农 
2019 4.07% 4.99% 5.07% 3.4816 0.9 5.78 11.9 

2022 1.16% 2.70% 0.52% 25.7609 1.11 6.94 37.05 

神农集团 
2019 27.59% 34.69% 47.35% 1.2226 1.25 4.14 115 

2022 8.19% 4.86% 5.58% 1.2652 0.62 2.84 101 

中牧股份 
2019 7.63% 5.41% 6.05% 0.0971 0.65 3.7 12.68 

2022 10.56% 8.32% 10.60% -0.4038 0.77 4.76 14.87 

唐人神 
2019 2.31% 5.46% 5.84% 2.6788 2.22 11.89 84.23 

2022 0.77% 2.86% 2.41% 0.738 1.61 8.97 87.54 

正邦科技 
2019 7.47% 7.86% 21.56% 2.3822 0.94 4.41 69.02 

2022 -86.39% -36.86% -421.47% 0.4084 0.41 3.8 52.33 

禾丰股份 
2019 8.96% 20.64% 24.57% 0.9268 2.21 10.6 46.82 

2022 2.00% 5.61% 7.48% 0.3822 2.31 10.19 38.23 

金新农 
2019 9.58% 5.94% 8.61% 1.544 0.58 4.96 9.29 

2022 -0.42% 1.22% 1.03% 6.6842 0.57 4.46 54.43 

正虹科技 
2019 2.89% 2.75% 1.77% 9.8278 1.61 6.71 326 

2022 -12.25% -16.00% -40.15% 0.6972 1.37 5.11 119 

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年报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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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1.2  同行企业各项指标数据汇总（2） 

企业名称 年份 S31 S32 S33 S41 S42 S43 

海大集团 
2019 12.94% 8.57% 20.59% 1.1 0.54 48.33% 

2022 21.63% 6.16% 70.93% 1.22 0.49 56.26% 

新希望 
2019 18.81% 33.94% 127.08% 0.66 0.27 49.16% 

2022 12.07% 2.97% -80.02% 0.71 0.29 68.02% 

大北农 
2019 -14.11% 4.47% 27.75% 1.21 0.81 39.36% 

2022 3.41% 16.13% 133.50% 0.93 0.58 58.31% 

神农集团 
2019 58.75% 51.97% 563.22% 2.49 1.52 27.19% 

2022 18.89% 5.79% 4.11% 3.99 2.25 14.46% 

中牧股份 
2019 -6.73% -14.39% -44.52% 2.32 1.46 18.52% 

2022 11.31% 6.73% -6.27% 2.3 1.56 20.11% 

唐人神 
2019 -0.43% 11.49% 47.78 0.87 0.48 47.81% 

2022 112% 26.73% 112.17% 1.08 0.56 56.69% 

正邦科技 
2019 10.87% 44.58% 779.27% 0.66 0.35 67.65% 

2022 -69.76% -49.62% 24.95% 0.15 0.07 148% 

禾丰股份 
2019 12.96% 32.02% 147.64% 1.63 0.98 28.97% 

2022 11.34% 18.67% 2088.44% 1.71 0.9 45.71% 

金新农 
2019 -14.30% 2.54% 169.23% 0.73 0.54 50.68% 

2022 -18.35% 1.18% 98.63% 0.69 0.47 68.74% 

正虹科技 
2019 -16.31% -5.63% -70.93% 2.44 1.33 17.67% 

2022 -18.89% -11.59% 53.19% 0.53 0.18 85.28% 

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年报数据整理所得。 

 

 

 

 

 

 

 

 

 

 



兰州财经大学                                                                                        新希望集团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79 
 

附录 2 

 

 

附录表 2.1  标准化结果（1） 

指标代码 年份 S11 S12 S13 S14 S21 S22 S23 

海大集团 
2019 0.0832 0.3163 0.39 0.1925 1.0001 0.6558 0.1127 

2022 0.9297 1.0001 1.0001 0.2692 1.0001 0.811 0.4725 

新希望 
2019 0.2189 0.3025 0.4139 0.0806 0.3416 0.7461 0.3249 

2022 0.8784 0.7748 0.9455 0.0001 0.2852 0.6763 1.0001 

大北农 
2019 0.0697 0.0702 0.0725 0.3479 0.1562 0.2541 0.0083 

2022 0.9031 0.8301 0.9593 1.0001 0.3168 0.5579 0.2111 

神农集团 
2019 1.0001 1.0001 1.0001 0.1158 0.3269 0.0538 0.3339 

2022 0.9757 0.8755 0.9708 0.2367 0.0951 0.0001 0.8194 

中牧股份 
2019 0.2105 0.0834 0.094 0.0001 0.0342 0.0001 0.0108 

2022 1.0001 0.9481 0.9822 0.1846 0.163 0.2613 0.0001 

唐人神 
2019 0.0001 0.0849 0.0894 0.2654 0.8001 1.0001 0.2367 

2022 0.8991 0.8335 0.9636 0.2202 0.5431 0.8341 0.6913 

正邦科技 
2019 0.2042 0.1601 0.4343 0.2349 0.1757 0.0868 0.1887 

2022 0.0001 0.0001 0.0001 0.21 0.0001 0.1307 0.3564 

禾丰股份 
2019 0.2632 0.5602 0.5003 0.0854 0.7952 0.8426 0.1186 

2022 0.9118 0.8912 0.9751 0.2091 0.8598 1.0001 0.2223 

金新农 
2019 0.2877 0.1 0.1502 0.1488 0.0001 0.1539 0.0001 

2022 0.8868 0.7991 0.9605 0.4055 0.0725 0.2205 0.3764 

正虹科技 
2019 0.023 0.0001 0.0001 1.0001 0.5025 0.3676 1.0001 

2022 0.7648 0.4378 0.8669 0.219 0.4345 0.3089 0.9906 

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年报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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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2.2  标准化结果（2） 

指标代码 年份 S31 S32 S33 S41 S42 S43 

海大集团 
2019 0.3898 0.3461 0.019 0.2405 0.2161 0.3867 

2022 0.5029 0.7307 0.0697 0.2787 0.1928 0.6871 

新希望 
2019 0.4679 0.7285 0.0409 0.0001 0.0001 0.37 

2022 0.4503 0.6889 0.0001 0.1459 0.101 0.599 

大北农 
2019 0.0294 0.2843 0.0205 0.3006 0.4321 0.5661 

2022 0.4027 0.8613 0.0986 0.2032 0.234 0.6717 

神农集团 
2019 1.0001 1.0001 0.1309 1.0001 1.0001 0.8096 

2022 0.4878 0.7258 0.0389 1.0001 1.0001 1.0001 

中牧股份 
2019 0.1277 0.0001 0.0055 0.9072 0.9521 0.9831 

2022 0.4461 0.7381 0.0341 0.56 0.6836 0.9578 

唐人神 
2019 0.2117 0.3901 1.0001 0.1149 0.1681 0.3971 

2022 1.0001 1.0001 0.0887 0.2423 0.2249 0.6839 

正邦科技 
2019 0.3622 0.8887 0.1754 0.0001 0.0641 0.0001 

2022 0.0001 0.0001 0.0485 0.0001 0.0001 0.0001 

禾丰股份 
2019 0.3901 0.6995 0.0452 0.5302 0.5681 0.774 

2022 0.4463 0.8945 1.0001 0.4064 0.3808 0.7661 

金新农 
2019 0.0269 0.2552 0.0496 0.0384 0.2161 0.3396 

2022 0.2829 0.6655 0.0825 0.1407 0.1836 0.5936 

正虹科技 
2019 0.0001 0.1321 0.0001 0.9728 0.8481 1.0001 

2022 0.28 0.4982 0.0615 0.0991 0.0506 0.4698 

数据来源：根据各企业年报数据计算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