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项目一

变革中的国际商务环境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2.理解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量。

3.理解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双面影响。

4.掌握国际商务环境的要素。

5.熟悉PEST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6.理解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变革作用。

7.掌握企业国际化的概念、内容和制约因素。
能力目标

1.能够以全球化视角认识经济全球化。

2.能够用辩证思维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3.能够用PEST工具分析国际商务环境。

4.能够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商务环境的影响。

5.能够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
素养目标

1.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以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以中国视角看经济全球化,将中国经济

与全球经济融合。

2.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观认识和践行经济全球化。

3.增强大国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战略思想所体现的大国担当精神,充分认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负责任大国的

作用。

4.具有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认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树立“合作开放、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价值观。

5.厚植家国情怀,认识到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大国品牌”宣传,是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品牌建设增添新动力、开辟新空间。

6.以全球化思维、唯物辩证思维、动态发展思维看待国际商务环境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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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导图

引导案例

钓鱼岛“购岛事件”与抵制“日货”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贸易与投资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中日双边贸易

额在1972年仅为10亿美元的起点上,经过整整30年的发展超过了1000亿美元,2006年

突破2000亿美元,2011年甚至达到3428.9亿美元。截至2011年,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

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

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五大出口目的地。此外,日本连续多年保持对华直接投资,2011
年日本对中国内地投资63.48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德国的6倍,成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

外的最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在日资(包括中日合资)企业就业人员已超过100万人。相互依

存的中日两国互为对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然而在中日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却不断对中日经贸往来

产生负面影响。自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东京政府将从私人手中购买

钓鱼岛”以来,所谓“购岛事件”持续发酵并不断升级。日本的“购岛”闹剧激起了中国民众的

强烈愤慨,进而引发民众大规模抵制日本品牌商品(“日货”)的浪潮,甚至发生了多起冲击日

本品牌商店和打砸日本品牌汽车的事件。由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品牌的电子、零
售、家电、日用品等企业均受重创,尤以日系汽车生产企业损失严重。

受“购岛事件”影响,日系车企自2012年9月以来在华销量暴跌。公开数据显示,在中

国私家车市场10月销量整体上涨6.4%的情况下,日系品牌汽车销量下跌59.4%,销量不足

10万辆,其中“日系三强”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同比下滑44.1%、54%和40.7%。日

系品牌汽车10月的市场占有率锐减至7.6%,与9月相比下降了4.6%,与2011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12.3%。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曾多次爆发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但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形

态下,大多数商品已不再由单一国家生产和制造,而是出现商品“国籍”模糊化的趋势,因此

纯粹的“日货”已十分少见。以汽车行业为例,在中国生产的日系车均保持了较高的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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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如广汽丰田凯美瑞的国产化率在70%左右,广汽本田雅阁在85%以上,本田旗下的飞

度、思域品牌的国产化率甚至超过了90%。由于当时中国关于整车合资企业中外资持股比

例不得超过50%的限制,在华日系车企均为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合资公司,如广汽丰田和广

汽本田分别是由广汽集团和丰田、本田各自持股50%合资建立。所以,不仅日本品牌的商

品已经是“日货”和“国货”的集合物,甚至生产企业也变为“日企”和“国企”的混合体,企业的

经营利润也不是只归“日企”或“国企”所有。
资料来源:王炜瀚,王健.国际商务[M].4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案例分析:现在产品的“国籍”标签越来越模糊,大多数产品已不再由一个国家生产,生
产全球化已经将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卷入全球生产网络,最终某一品牌商品的产品是“全球”
的集合物。因日方不友好行为,部分中国民众在将矛头对准日本品牌时,并没有意识到,抵
制日本品牌在冲击日本企业投资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资本和中国劳动者等“民族”生
产要素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置

身于全球化的商务环境,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出理智的决策。

学习单元一 认知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动画: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economic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
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

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

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是将各国经济转向一个更为一体化与相

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知识拓展

不同国际组织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

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增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经济化全球的定义:“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是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实现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

配置。
(2)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运输技术革命以及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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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国际商务活动,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

额,更多、更廉价的原材料,分散经营风险。
(3)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各国被纳入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企业越是以开放的姿态

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是能够从中受益。
总之,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最大利润和经

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
互融合的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

1.生产全球化

生产全球化(globalizationofproduction)是指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的各个环节布局在全

球各地,以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能源、土地和资本)的成本和质量差异优势,从而形

成基于垂直化分工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打破了传统产品的生产过程限制,使不同的

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
通过这种做法,跨国公司可以降低总成本构成,提高质量或改善产品的功能,从而提高

核心竞争力。

知识拓展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

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

处理的整个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价值、利润分配,
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
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微案例

波音飞机的生产全球化

一架波音777或787大型商用喷气式飞机需要将100万个零件装配起来,波音公司将

装配和组装业务外包给外国供应商。以波音787飞机为例,共有50个供应商遍布全球,提
供的零件价值占飞机总价值的65%。意大利阿莱尼亚宇航公司生产了中央机身和水平稳

定器;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制造了前机身和固定后缘翼;日本Jamco公司承担了盥洗

间、飞机室内甲板和厨房等零部件生产;日本三菱重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了机翼;法国梅

西埃航空公司生产了飞机起落架;德国迪尔公司提供了主要的机舱照明设备;瑞典萨博公司

制造了飞机库大门;韩国KAA公司生产了机翼尖等。显然波音飞机的生产是全球化的,波
音飞机的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

资料来源:查尔斯·W.L.希尔.当代全球商务(原书第12版)[M].王炜瀚,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23.



学习项目一
变革中的国际商务环境

5    

2.市场全球化

市场全球化(globalizationofmarket)是指历史上不同的、孤立的各国市场融合成为一

个巨大的全球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企业经营活动同国际市场发生日益紧密的联系,许多企业

由过去考虑“应该在国内什么地方建立新厂或开辟新市场”发展到现在考虑“应该在世界什

么地方制造和销售新产品”,也就是说,企业跨国经营不仅把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国际市

场,而且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以及在国外销售产品。这种转变是源于生产全球化和市场全

球化的融合。

微案例

星巴克的市场全球化

1971年,星巴克在西雅图派克市场成立第一家店,开始经营咖啡豆业务。1982年,霍华

德·舒尔茨先生加入星巴克,担任市场和零售营运总监。1992年,星巴克在纽约纳斯达克

成功上市,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星巴克在全球82个市场拥有超过31000家门

店、400000多名伙伴(员工)。
中国已成为星巴克发展速度最快、最大的海外市场。星巴克于1999年1月在北京中国

国际贸易中心开设中国内地第一家门店,截至2023年9月已在中国250多个城市开设了约

6500家门店,拥有近60000名星巴克伙伴。2022年9月星巴克公司正式发布2025中国战

略愿景,推出以价值为导向的全新增长计划,重磅加码中国市场。
资料来源:https://www.starbucks.com.cn/about/.

视频: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

3.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globalizationoftrade)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流通领域中国际交换的范围、规模、程度得

以扩大。
贸易全球化的前提是技术的全球扩散。在国际分工发展的基础

上,跨国公司将一些成熟的技术和关联性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地,加强

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在各国之间进行梯度

转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的交叉投资、企业兼并等,在更大的经济规模上

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把技术较为陈旧、科技含量

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各国之间交流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必要性大幅增强。
随着加入区域集团国家的增多,全球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并且还出现了新的更便

捷、更灵活的贸易方式,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加强,各国对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
从1970年以来,国际贸易总量占世界 GDP比率基本呈上升趋势,由1970年的27%增

长到2018年的60%,如图1-1所示。
从国际商品贸易来看,国际商品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率从1960年的16%增长到

2018年的45%,其中2005年是一个增长高峰,国际商品贸易占全球GDP的51%,而后有

所下降,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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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国际贸易总量占全球GDP的比率(1970—2018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

图1-2 国际商品贸易占全球GDP的比率(1960—2018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

微案例

从美日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美日贸易摩擦是指美国与日本在贸易领域的激烈竞争。在20世纪,美日贸易摩擦经历

了三个回合的较量:第一个回合战发生在60年代,为轻工业战回合,其焦点主要集中于纤

维、纺织品贸易方面;第二个回合战出现在70年代,为重工业战回合,主要表现为钢铁、彩电

等家用电器的贸易摩擦;第三个回合战出现在80年代,为技术战回合,其主战场大多集中在

汽车以及半导体技术为先导的尖端技术产品贸易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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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为中心,出现政治、经济、军事、科学与文化全方位的、相互交错的“综合性摩擦”。
中美贸易争端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比较具有优势的出口领域;二是中国没

有优势的进口和技术知识领域。前者基本上是竞争性的,而后者是市场不完全起作用的,它
们对两国经济福利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
中国1999年与美国的贸易逆差为674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中国

与美国的逆差在20年里不断扩大,2018年已达到3808亿美元。此外,2010年中国GDP
超过日本,两国经济总量位置发生更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3月,美国政

府宣布根据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贸易清单商品中加征关税,中国紧急应对,针对美部分进

口商品采取了加征关税的报复性措施。随后的两年间,双方又分别追加关税,贸易战不断升

级。最终,中美两国于2020年1月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

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争端暂时得到缓解。
资料来源:刘乃毓,徐洁,王基光.中美贸易争端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比较[J].北方经贸,

2020(08).

三、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量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国际政

治格局变迁、信息革命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气候和环境带来的全

球产业转移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动力。

1.国际政治格局变迁

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政治

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在激烈的世界格局竞争中,和平与

发展是主旋律,各国已经认识到进行经济合作、寻求共同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程度明显增加,为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2.信息革命推动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20世纪70
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颠覆了国家之间的时空概念,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降低了信

息传送的成本,便利了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促进了各国的经济联系,推动了经

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将进一步推动经济

全球化发展。

3.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兴

起。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和扩大世界市场,采取了减少国家干预、放松经济管制

的自由化政策,掀起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浪潮。
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降低,平均关税大幅度降低,许多国家逐步取消了对外投资的

限制,据联合国统计,1992—2009年,世界上管理对外投资的法律中做了2700项改变,其中

90%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其成员对本国或本地区市场的控制大幅放松,贸易自由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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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50年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量是世界

经济增长量的2倍。2012年,世界贸易量比1950年增长了32倍,而世界经济量比1950年

增长了8.9倍,这一趋势延续至今。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约为23.6万亿美元,有8万

多家母公司在国外市场拥有超过80万家子公司,在国外共雇用7200多万人,其产值约占

全球GDP的11%。所有这些都为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贸易的扩大、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

创造了条件,因此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动因。

4.企业经营国际化

企业经营国际化,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推动作

用。跨国公司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为经济全球

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以全球战略为指导,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

势开展经营活动,带动了资本、技术、服务等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资本

的国际化。尤其是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大量并购,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战略联盟,由此极大地

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知识拓展

跨 国 公 司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corporation),又称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enterprise)、国际

公司(internationalfirm)等。跨国公司主要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以本国为

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

的垄断企业。

5.气候和环境带来的全球产业转移

随着气候变暖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阻止气

候变暖、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共同的行动,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各国加强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和国际法律框架协

议。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环境,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有些企业为了规避本国制

度制裁,将生产转移至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以降低成本,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以气候变化和

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国际产业大转移,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经过了漫长、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21世

纪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断涌现颠覆性发展的科技,持续改变着以往

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塑造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态,以至于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变化、新内

涵。习近平主席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内涵进行过精辟的论述,正确把握经

济全球化的新内涵,是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要求,更是扎

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

四、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一)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

  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优势,获得更多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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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

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掌握了经济全球化赖以发展

的信息技术的基础;世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科技力量和科技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正是利用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信息

含量的高新技术产业,而将传统工业和一般技术成熟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全球分工

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2.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宰地位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器,是实现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优

化配置的主要载体。在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只有5家。发达

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性的联合、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发展其高度发达和高度集约型的经

济,使其产品竞争力始终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宰地位。

(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因此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

(1)能够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具有承接发达

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优势。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就

是能够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外资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同时开放的国门也使

国与国之间的技术交流更加密切,先进的技术引入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数量将大幅增加,外贸交易量将成倍增

长,使国民生产总值也有很大的提升。在引入外资过程中,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工作

岗位,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人才需要量。
(2)能够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中处于弱

势,多数情况下面临着被支配的现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后发优势。这就需要加

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自身的经济发展体制,从而改善本国经济投资环境,提高经济水平和

实力,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打破被动的发展状态。
(3)能够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模式、高新技术在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流动的全球财富,跨国公司在进入发展中国家过程中,本国的企业

原生态环境将被打破,新的企业生态环境重新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将会在国内迅速推

广,这也促进本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企业管理制度变革,有利于本国企业融入国际竞争。
(4)能够提升国际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带

来机会,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市场竞争力。以我国为例,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
庞大的消费市场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竞相争取的对象,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因此,国家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我国逐渐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引领者。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

(1)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长期的发展水平不

足,科技创新水平较低,产业未能形成完整体系,经济发展能力较差,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

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国家分工往往处于低端位置,被发达国家所支配。以高科技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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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
这种国际分工决定了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高附加值和产品,输入的

主要是初级产品,尤其是原料、燃料及低技术附加值的产品和劳务。发展中国家通常被作为

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原料基地,或承建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一些污染程度较重的重工业,长
此以往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

(2)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的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当今的国际市场大环境中处于被

动地位,所以严重的经济风险往往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

中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抗冲击能力较弱、市场机制薄弱、金融体系不健全,因此往往成为经

济全球化的牺牲品和他国的垫脚石,国家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随着世界各

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密切,尤其是在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面前,发展中国家

的自主性将大幅减弱,本国经济也很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
(3)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下频繁的文化交流,给发展中国家

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一些当地民族特色的手工艺、文化习俗在渐趋消亡。有观点认为

在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世界上90%的语言将会消失。各国的文化会朝着趋同方向发

展,本土文化得不到重视,长此发展下去,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受到冲击。

思政园地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

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
资料来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学习单元二 经济全球化变革国际商务环境

国际商务被定义为全部商业交易,包括两国或两国以上的能够满足组织和个人需求而

进行的交易活动。国际商务构成了世界商务活动的主体。企业不仅要在国外销售产品,要
从国外获得供给与资源,而且还要与国外的企业、产品、服务同台竞技。因此企业开展国际

商务活动时,会面临着更为复杂、更具有多样性的外部环境。

一、国际商务环境框架

国际商务环境是企业在开展国际商务活动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一般来说,国际商务

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法律、自然和社会等因素,由此构成了国际商务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法律环境和自然环境。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

步、跨国合作的加强、各国开放领域的扩大,国际商务环境也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