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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华永道全球CEO年度调研报告已出品至第27期，每一期皆从全球数千名CEO视角出

发，分享对当前宏观经济趋势的宝贵洞察。今年的调研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涵盖全球4,702位CEO的见解，其中包括215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CEO。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致力于实现气候承诺，推动绿色转型。在这一

背景下，本期中国报告深入探讨CEO如何意识到业务重塑的紧迫性，并开始采用创新

解决方案，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AI），改变商业模式以应对市场发生的重大变革。

这些主题与最新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概述的中国持续推进工业体系现代化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倡议相吻合。

本报告审视了不断发展演变的业务环境如何影响中国CEO的决策。尽管对中国经济增

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2024年首两个月公布的多项经济指标显示了出口、零售和

工业产出持续复苏的迹象。此外，政府积极推出新的经济政策，旨在提振市场信心并

吸引外资。我们还看到，作为中国企业的主要增长市场，美国、德国和日本仍具备相

当的重要性，而中国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这为寻求海外投资的中国

企业开辟了新的业务拓展途径，也为已经在运营国际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颇具吸引

力的多元化选择。

在今年的全球报告中，“重塑”这一主题激发了强烈反响，中国企业同样深受这一全

球趋势影响。事实上，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为了在未来十年保持业务的韧性和永续

性，中国企业比以往更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商业模式。政府法规、消费习惯改变和技

术创新亦彰显了转型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国 CEO 在权衡业务选择时，也越来越重

视人口结构变化和气候相关问题。就此，本报告深入探讨了中国企业为重塑自身而采

取的各种措施，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我们还总结了政府在通过实施新政

策和法规支持中国企业转型之旅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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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证明气候行动迫在眉睫，但在应对紧迫的气候危机方面，中国企

业的进度有所滞后。我们的调研突显出一个问题，即中国企业对气候问题的认知与实

施相应气候行动之间存在着差距。鉴于中国为激励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于可持续发展

实践而开展了新的改革，这种认知与投资之间的差距必将逐步缩小。随着中国朝着全

球可持续能源领军者的方向大步迈进，全球气候竞赛将让许多行业受益。

最后，我们讨论了生成式AI技术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探索了其目前的应用水平和前景。

中国CEO对生成式AI的潜力持开放乐观态度，但这项技术的大范围采用仍然有限，主

要原因在于资金限制。尽管如此，中国CEO仍计划通过各种措施（特别是技术相关解

决方案）重塑其商业模式，这激发了他们对生成式AI技术应用的兴趣。与此同时，中

国政府正在建立明确的监管框架，为采用生成式AI创造有利的环境。中国CEO承认，

积极投身AI转型需要在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许多运营变革，但他们往往会忽视与生成

式AI相关的潜在风险和挑战，低估这一技术固有的复杂性。

在本报告中，有关“中国”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如果两者的调研

结果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则将结果分别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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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1

在中国新经济环境寻
找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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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认为本地经济在未来12个月有
所增长的CEO百分比

您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您所在地

区的经济增长（即国内生产总值）将如

何变化？（仅显示“改善”的回答）

尽管对业务增长前景信心不足，
中国CEO仍对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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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逆风，企业增长有待恢复， 但中国CEO对国内经济在未来12个

月的增长表现出较大的信心，59%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和47%的香港受访者表达了乐观

态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44%。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期

一致。鉴于中国计划发行主权债券，并采取支持经济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

国2023年的GDP增长预期上调至5.2%，2024年为4.6%。

74%

64%

59%
62%

30%

47%

75%

29%

44%

2022 2023 2024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3/11/china-growth-forecast-economy-news/


为加强经济复苏势头、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规划各项措施，

以巩固2024年的国内经济增长轨道。2024 年 3 月 11 日闭幕的“两会”为实现5%的

年经济增长目标和高质量发展设定了清晰的轨道，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

提振信心、保障民生和防范化解风险等改革措施。加上，在2023年11月27日，八个金

融监管部门和商会联合印发最新经济刺激举措，其中之一是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一揽

子综合政策，旨在促进民营企业通过更便捷的方式获得更多资金1 。

除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助推科技创新、扩大内需、推动绿色低碳经济之外，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勾勒2024年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时，追求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被列为

重要优先事项。

在中国企业探索多元投资方案，重新平衡其供应链布局之时，中国亦致力于吸引外资

回流。 2023年8月，中国发布了一项24条措施，承诺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具体举措包括更宽松的签证政策、税收优惠和数据传输规则，此举旨在安抚外资

企业情绪，加强他们继续在中国投资的诱因。根据普华永道2023年10月一项针对在华

跨国企业高管的调研（名为《品牌增长的机遇和挑战》) 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不

考虑将其生产和采购业务迁出中国，这表明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中的外资企业

仍有吸引力。

1 该一揽子政策承诺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并根据产业链和供应链需求积极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其中还强调要确保为民营

企业提供“持续的资金服务”，告诫不要“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遭遇困境但其产品、项目或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也将

获得更多的先期资金支持。特别是向私人开发商提供了“稳定的信贷和资金渠道，包括贷款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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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242726/china-needs-spell-out-ram-home-impact-private-sector-allow-economy-flourish-economist-says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242726/china-needs-spell-out-ram-home-impact-private-sector-allow-economy-flourish-economist-says
https://www.pwccn.com/en/issues-based/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brand-growth-oct2023.pdf
https://www.pwccn.com/en/issues-based/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brand-growth-oct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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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CEO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尚待转化为对自身业务的信心。我们的调研是

在近期扶持政策公布之前进行的，结果显示，与全球同行相比，中国CEO对未来12个

月的收入增长“充满信心”的比例较低（中国内地25%，香港特区29%，全球37%）。

另一方面，只有2%的中国内地CEO对公司明年的收入增长“没有信心”，而全球平均

水平为10%。

与短期展望相比，中国CEO对其公司未来三年收入增长前景的信心略高一些，但仍低

于全球平均水平。

作为连通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香港有望在2024年重振市场活力，

进一步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最近公布的2024/25年度香港财政预算案全面撤销

本地住房市场的税项和若干限制，并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市场信心，推动进一步的经

济复苏。普华永道预计，2024年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价值将会翻倍，达到1,000亿港元以

上，这将使香港重回全球三大筹资中心行列。此外，在估值回升、企业发展融资需求

旺盛、资金回流亚洲的背景下，香港新上市公司的数量预计将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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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7%

2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图2 

CEO对公司短期营收增长的信心

对于贵公司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的营收增长前

景，您有多大的信心？（仅显示“非常有信心”

回答）

*2022年、2023年和2024年的数据包括“非常

有信心”和“极度有信心”的回答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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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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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growth (Mean)

Return on assets (Mean)

Net profit margin (Mean)

这种谨慎情绪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CEO对自身企业在最近结束的财年中的财务表现有

所保留，尤其在营收增长率（中国内地8%，香港特区3%，全球12%）、净利润率

（中国内地5%，香港特区7%，全球11%）和资产回报率（ROA）增长（中国内地

7%，香港特区8%，全球10%）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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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CEO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公司
财务表现

贵公司在最近完成的财政年度中的营

收增长率/净利润率/资产回报率是多少？

资产回报率

净利润率

营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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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
9%

中国企业瞄准RCEP和BRI机遇，

实现海外布局多元化

在海外市场机会方面，中国内地CEO认为，对其公司未来12个月收入增长前景最为重

要的海外市场包括美国（20%）、日本（11%）、香港特区（9%）和德国（8%）。与

此同时，香港特区CEO认为中国内地（26%）、台湾地区（24%）、新加坡（21%）、

马来西亚（18%）和美国（18%）对其2024年的增长前景至关重要。对于全球CEO而

言，中国内地仍然是在其营收增长方面第二个最重要的外部市场，而对香港企业来说

更是举足轻重。同样，近年来，香港市场对内地的重要性也显著提高，粤港澳大湾区

的深度发展与合作对此助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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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1%
40%

29%

28%

27%

23%

21%

17%
18% 18%

15%

美国

中国内地

德国

全球 中国内地

2024

26%
24%

21%

2024

美国

日本

香港特区

中国内地

新加坡

台湾地区

29%

2021 2022 2023 2024

15%

21%

香港特区

图4

对企业营收增长最具影响力的
外部市场

除了您所在的国家/地区外，您认为

哪三个国家/地区对于您公司未来12

个月的营收增长前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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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和德国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但中国企业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

转向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成员国进行区域投资，其次是在“一带一路”

倡议（BRI）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2022年，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额

达到12.95万亿元，年同比增长7.5%，占全国外贸总额的30.8%。

2022年，中国对其他RCEP成员国的非金融类投资总额达到179.6亿美元，年同比增长

18.9%；从这些国家/地区吸引了235.3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年同比增长23.1%。鉴于此

种商业和投资领域的上升趋势，48%的中国内地受访者表示有意增加（21%）或保持

（9%）对RCEP成员国的投资，或着手在RCEP成员国进行投资（18%），此调研结

果并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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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

18%46%

9%

2%

Increase investment

Decrease investment

No investment but plan to invest in the next 12 months

No investment and no plan to invest

Maintain the current level of investment

Don't know

关于贵公司在未来12个月的全球布局，

您如何看待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成员的投资？

增加投资

减少投资

没有投资，但计划未来12个月进行投资

没有投资，也没投资计划

维持现有的投资规模

不知道

图5

中国CEO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成员的投资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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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8%

71%

68%

61%

56%

Aspire to advance brand and reputation globally

Pursue new opportunities unique to targeted market(s)

Expand market/customer base for existing products/services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diversification

Enhan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Gain access to global talent base and other key resources

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贸易和投资流增长强劲：2013年到

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间的进出口累计额达到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率为6.4%。中国与伙伴国家和地区的双向投资累计额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

的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

同样，根据普华永道《中国独角兽企业CEO调研2023》报告，RCEP和一带一路市场

也被中国独角兽企业视为进行国际业务拓展的首选（17%），仅次于亚太地区（36%）

和北美（32%）。此外，67%的受访独角兽企业表示有意维持或新增国际业务拓展计

划，显著高于2020年的41%。政府政策也有助于鼓励在该地区进行更多的贸易和投资。

这为寻求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也为已经在运营国际业务的中国企

业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多元化选择。

在被问及开始或继续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主要动机时，大多数中国CEO表示希望提高品

牌声誉（78%）、寻求新的市场机会（78%）和扩大客户群（71%）。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有国际业务布局的公司而言，与削减成本（61%）或寻求新的人才和资源（56%）

的意愿相比，他们明显倾向于市场扩张以及争取境外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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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CEO发展海外
市场的动机

贵公司进入或继续在海外市场开展业务

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如有？

优化运营效率

获得全球人才和其他关键资源

追求目标市场特有的新机遇

为现有产品/服务扩展海外市场

在国际市场推动品牌和商誉

实现战略资产配置/多元化

优化运营效率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311/25/content_WS6561506bc6d0868f4e8e1a0b.html
https://www.pwccn.com/zh/services/entrepreneurial-and-private-business/unicorn-ceo-survey-2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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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品牌建设和扩张步伐呈持续加快的趋势。在追求市场扩张的

同时，中国品牌也注重以创新和本土化为特征的高质量增长，这在海外消费者中获得

了越来越多的认可2。

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同时，中国也在致力于通过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

外资进入中国。2023年前10个月，中国境内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为41,947家，较上

年同期增长32.1%。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约为1,376

亿美元，同比下降9.4%。

根据最近的政策变化，中国政府放宽了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以进一步挽回外国

投资者的信心，为其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为了进一步稳定市场信心，中国商务

部于2023年11月要求地方政府清理外资企业面临的“不合理差别待遇”。

此外，中国也在加强对外资企业投资重大项目的政策支持，协调解决土地使用、环境

评估和能源消耗等方面的问题。2023年，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了7家外资控股或外商独

资证券、期货和基金公司。从2020年至今，此类公司总数已增至20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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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Kantar和Google编制的《2023年中国全球化品牌打造者报告》，在接受调研的全球受访者中，至少有70%的受访者表示愿

意考虑234个中国品牌内90%以上的品牌。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家电企业海尔和电动汽车厂商比亚迪因其全球影响力和成功

而广受赞誉，在报告评选出的中国全球品牌50强中名列前茅。

3 继美国运通于2020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在华运营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后，万事达卡也获得了这一许可证，可以发行以

人民币计价的信用卡，这是中国金融服务领域机构开放的一个例证。这一举措让多年期待化为现实，让国内银行可以在中国提供

万事达品牌银行卡。此外，渣打银行（香港）也于2023年获准在中国内地设立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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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

重塑商业模式，
领跑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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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未来的永续性，

中国企业正面临重塑自身的迫切需求

在当今动荡多变的世界中，社会和经济领域都存在急剧变化，变革性技术的影响迫在

眉睫。因此，业务环境迫切需要变革也并不让人意外。大多数中国CEO（中国内地

74%，全球45%）认为，如果固守成规，在十年内，他们的业务模式将难以为继，其

中大多数人认为其公司的“生存期限”为7-10年（中国内地54%，全球18%）。2023

年第26期调研表明，6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如果不推行改革，其目前的业务模式只

能维系不到十年，今年的调研则延续了这一趋势。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中国内地 全球

图7

认为其商业模式在未来十年或
更短时间内将难以为继的CEO

百分比

如果贵公司继续按照当前的路径运营，

您认为其业务永续性能够持续多久？

只显示“在十年或更短时间内”的

回答。

39%

45%

67%

75%

2023

20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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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EO对经济可行性充满担忧，从他们目前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巨变的趋势中可见一

斑。随着中国经济朝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企业需要拿出勇气来适应业务环境、重塑自我，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存和发展。此外，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工业中心，中国已经发现

自身更容易受到国际不利因素的影响，因为在全球经济下滑时，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可能

会面临需求下降的局面。与不断变化的国内环境相结合，这更加促使中国企业必须迅速

调整战略。

在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波动和网络风险是CEO未来12个月面临的首要风

险。按照“至少存在中度风险”的比例来衡量，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企业面临的主要风

险围绕宏观经济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网络风险和气候变化等方面。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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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健康风险（包括大流行

病、慢性病、心理健康

方面的压力）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货币购买力下降）

气候变化（包括物理风

险和转型风险，如政策

和法律、市场、技术和

声誉风险）

宏观经济波动（包括国

内生产总值、经济周期、

失业率方面的波动）

地缘政治冲突（包括资

源和贸易争端、恐怖主

义、国家间暴力冲突等）

网络风险（包括黑客攻

击、监视、虚假信息等）

社会不平等（包括基于

收入、性别、种族和族

裔等方面的不平等）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图8

企业对未来12个月内主要威
胁的暴露程度

您认为贵公司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对以下关

键威胁会有多大程度的暴露？

注：中度暴露 + 高度暴露 + 极度暴露的总和。

43% 42% 66%

39% 42% 39%

28% 45% 24%

36% 58% 53%

35% 63% 59%

44% 53% 36%

39% 6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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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风险被全球和香港CEO视为最大的威胁之一。自2017年《网络安全法》实施以来，

中国一直在持续加强与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相关的法律框架，包括在2023年8月及时更

新《个人信息保护法》条例。

虽然有部分中国受访者担心通货膨胀，但担心此问题的比例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43%，全球65%）。2022年7月，全球通胀率达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值，

此后通胀率一直在下降，但仍明显高于疫情前平均水平。根据经合组织预计，年度总

通胀率将从2023年的7.0%逐步降至2024年的5.2%。与此同时，中国的通胀压力相对

温和，2023年的平均CPI年同比增长仅有0.2%。

在决定中国企业业务模式可行性的因素中，最有影响力的要素是技术变革（43%）、

政府法规（39%）和客户偏好变化（39%）。这些风险因素对中国企业运营的影响尤

其明显，超过了气候变化（30%）和人口结构变化（27%）的影响。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global-inflation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global-inflation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global-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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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技术变革 44% 39% 46%

客户偏好变化 41% 32% 42%

政府法规 41% 29% 42%

竞争对手行为 36% 29% 32%

气候变化 32% 18% 22%

供应链不稳定性 29% 21% 31%

人口结构变化 28% 18% 19%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图9

过去五年间推动企业运营变革的
外部因素

请表明以下外部因素在过去五年中在

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贵公司创造、交付

和捕获价值方式的变化？数据包括

“在很大程度上”和“在非常大程度

上”的回答。

10%-19%0%-9% 40%-50%20%-29%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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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企业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水平有着敏锐的认知，他们积极寻求业务重塑机会，

采取各种对价值创造有积极影响的战略，如自主开发新技术（45%）、创新产品和服

务（45%）以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44%）。

中国CEO正采取积极行动，通过新的合作关

系、价格和产品创新以及技术赋能来改变业

务模式。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图10

过去五年间推动企业运营变革
的战略行为

请表明以下战略行为在过去五年中在多大程

度上推动了贵公司创造、交付和捕获价值方

式的变化？数据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和

“在非常大程度上”的回答。

45%

45%

44%

41%

38%

36%

25%

13%

11%

18%

26%

16%

11%

5%

40%

33%

34%

42%

24%

25%

14%

创新产品和服务

自主开发新技术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通过采用新技术增强了公司能力

实施新颖的定价模式

通过收购增强了公司能力

出售或关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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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并利用合作关系的力量来推动增长、扩大影响力。

创新在中国企业的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点在于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他们积极投资于研发，在定价和产品供应方面开展创新，确保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

求，以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此外，中国企业对技术的变革潜力也有着敏锐的认知。

他们积极采用新技术，以简化运营、提高效率、增强客户体验。

此外，与全球同行相比，中国CEO更愿意通过境内和境外收购来探索新机遇、获得新

能力。与内生增长方式相比，收购可以让现金状况良好的公司获得技能娴熟的人才、

新市场、知识产权和研究渠道等，从而更加迅速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

香港特区中国内地 全球

66%

34%

71%

21%

8%

35%

64%

1%

是 否 不知道

图11

在过去三年中进行了大规模
收购的公司所占比例

在过去三年中，贵公司是否进行了重

大收购（规模超过资产总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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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年的并购交易较为疏落，估值低迷，但跨国企业依然非常关注其中国市场业务，

有些更认为目前形势是收购优质资产的大好机会。在以往周期中，成长型交易占交易

量很大一部分比例，而现在的状况有所不同，在市场成熟度和卖方对并购退出持有更

开放态度的助推下，交易正转向控制型交易。

最后，与追求重塑和适应的表现相一致，中国企业还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较频

繁地根据运营状况重新分配大部分预算。这种战略方法使他们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业

务优先事项和增长战略来分配资源。我们的调研显示，中国企业倾向于每年重新分配

较大部分的预算（中国内地88%，香港76%，全球67%）。据观察，较高比例的中国

公司（中国内地19%，香港29%，全球8%）每年重新分配30%-40%的资源。

12%

21%

28%

88%

76%

67%

3%

5%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AR

Global

图12

每年进行资源（财务和人力）
再配置的公司百分比

您和贵公司管理团队每年将公司资

源（财务和人力）重新分配给不同

业务的比例是多少？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少于10% 超过10%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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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供应链中断和贸易挑战，

中国企业转向区域战略

在快速变化的业务环境中，中国企业有着重塑业务模式的迫切需求，但仍有一些重大

障碍在阻挠中国企业转型。中国内地 CEO 认为，供应链问题（33%）、基础设施挑战

（31%）和监管环境挑战（30%）是妨碍其公司改变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方式的最

关键因素。香港CEO认为，主要障碍是监管环境挑战（50%）、运营优先事项冲突

（24%）以及缺乏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24%）。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图13

阻碍企业改变其商业模式的
因素

以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贵公司改变其

创造、交付和捕获价值方式？数据包括“在

很大程度上”和“在非常大程度上”的回答。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供应链不稳定性

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例如：

电网容量、连接限制等）

监管环境

要同时处理多项业务优先事项

缺乏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例如：我的管理团队、

员工队伍）

21% 24% 13%

30% 50% 36%

22% 24% 24%

33% 18% 18%

31%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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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寻求在更加受限的贸易环境中积极投资于技术主导型供应链转型，特别是芯

片进口和其他先进技术产品领域，供应链问题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在2018年启动的绝

大多数关税措施迄今仍在生效，这促成了该地区贸易的重大变化。

然而，从全球供应链模式向区域供应链模式的转变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只有3%的

受访中国企业（全球21%）表示在过去5年中没有采取此类行动，31%的中国内地受访

企业和26%的香港特区受访企业（全球13%）表示这在较大程度上或极大程度上影响

了其业务模式。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8%

33%

26%

21%

10%

3%

完全不/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 在有限程度上 在一定程度上 在很大程度上

在极大程度上 我公司未采取这一行动

16%

13%

42%

18%

8%

3%

26%

23%
17%

9%

4%

21%

香港特区中国内地 全球

图14

全球供应链模式区域化对企业的
影响

在过去五年中，全球供应链模式转向区

域化这一转变对贵公司的创造、交付和

捕获价值方式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supply-chains-shifting-indo-pacific/china
https://www.pwc.com/gx/en/asia-pacific/supply-chain/2023-apec-tl-global-supply-chains-the-race-to-rebalance.pdf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new-strategy-waging-microchip-tech-war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new-strategy-waging-microchip-tech-war
https://anderson-review.ucla.edu/in-u-s-china-trade-war-bystander-countries-increase-exports/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bystander-effect-us-china-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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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的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以及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都彰显

出这种朝向区域体系的转移。事实上，无论从数量还是价值来看，亚洲仍是中国并购

的主要目标，2022年，该地区并购交易价值达到108亿美元。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

地区之间双边合作的增加也是区域内关系加强的表现。例如，越南最近加入了中国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在此过程中签署了36份双边合作文件，包括各种倡议备

忘录、议定书以及涉及广泛主题的协议。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312/13/content_WS6578eb43c6d0868f4e8e21cb.html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312/13/content_WS6578eb43c6d0868f4e8e21c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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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3

提升气候行动的
战略高度



25

21%

26%
43%

7%

3%

在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的支持下，

中国CEO调整资源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

长期气候承诺则保持不变。

中国企业在实施气候变化行动方面似乎落后于全球同行。我们的调研表明，虽然中国

CEO普遍启动了一系列气候相关计划，但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CEO按计划完成了其

气候行动。此外，表示正在采取气候行动的中国CEO比例也低于全球同行。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22%

42%

34%

2%

不计划采取举措 计划采取举措，但尚未开始 进展中 已完成 不知道

25%

19%
46%

7%

3%

图15

实施气候行动方面的整体进展情况

以下选项中哪个最能描述您公司在实

施气候行动上的整体进展水平？

香港特区中国内地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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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气候投资方面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往往受到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动态和公司

特殊情况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企业经历的企业增长和利润率下降可能是气候行动进

展比预期缓慢的原因之一，因为财务资源被转而用于应对紧迫的短期挑战，在某些情

况下以牺牲气候行动为代价。

这与全球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总额下降的趋势相呼应，2023年即下降了50.2%。

尽管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全球范围来看，气候科技初创企业获得的私募股

权和拨款资助仍减少了40.5%。虽然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方面发挥了全球领导作

用，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但许多传统行业的气候行动似乎仍处于规划

阶段。

为了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气候解决方案并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措

施，从减缓气候变化的举措，到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和针对企业的倡议等。中美两国

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并就共同应对气候危机达成了25项

共识4。

中国还承诺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等领域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支持高

质量的“一带一路”合作。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公布

了一项新的合作计划，重点是协助发展中国家/地区确定和实施绿色项目。

绿色经济为中国的绿色和低碳产业带来了巨大商机。2023年，中国电动车、锂电池和

太阳能电池出口额飙升30%，达到1.06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创下历

史新高。随着绿色发展在中国持续受到关注，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优先考虑

长期可持续发展、道德因素、监管要求，而非仅考虑短期经济效益。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4 该声明发布于2023年11月27日，当中包括共同承诺履行《巴黎协定》，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提高两倍，实施控制温

室气体(GHG)排放和空气污染物的技术和措施，以及支持两个州、省和市之间的气候合作。

https://english.news.cn/20231204/fefc10385c2c4d2abd6d581326714fc2/c.html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2b23c45-78bc-4482-b0f9-eb826ae2da3d/WorldEnergyOutlook2023.pdf
https://english.mee.gov.cn/Resources/Reports/reports/202211/P020221110605466439270.pdf
https://english.mee.gov.cn/Resources/Reports/reports/202211/P02022111060546643927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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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企业实现业务模式低碳化遇到的挑战，中国受访者指出主要因素包括气候友

好型投资的较低投资回报率（中国内地26%；香港特区23%；全球23%），外部利益

相关者的需求普遍不足（中国内地22%；香港特区11%；全球21%），特定行业中缺

乏气候友好型技术（中国内地19%；香港特区14%；全球21%），以及管理团队或董

事会成员对此缺乏足够的支持（中国内地16%；香港特区6%；全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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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阻碍企业实现商业模式
脱碳的因素

以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贵公司实

现商业模式脱碳的能力？数据包括“在

很大程度上”和“在非常大程度上”的

回答。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气候友好型投资的较低

投资回报率
26% 23% 23%

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普遍不足（包括客户、

投资者）

22% 11% 21%

特定行业中缺乏气候

友好型技术
19% 14% 21%

管理团队或董事会成员

对此缺乏足够的支持
16% 6% 7%

9%-16%0%-8% 17%-25%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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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旨在激励公司采取可持续做法的政策之外，中国监管机构还为在中国上市的公

司制定了ESG信息披露框架。这一重要举措将有助于解决中国气候相关法规的复杂性

问题，中国CEO认为，气候相关方案是阻碍其业务模式脱碳的最大障碍。在ESG信息

披露方面，国有企业一直发挥表率作用，预计到2023年底，中国所有上市国有企业都

将披露ESG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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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和产品创新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关键

在中国和全球受访者中，最常用的两大气候变化应对战略是提高能源效率（中国内地

88%，香港特区84%，全球89%），以及气候友好型产品创新（中国内地81%，香港

特区82%，全球78%）。在中国内地受访者选择的方法中，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即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来实现减排的方案）排名第三，相较于全

球平均水平，其受欢迎程度明显更高（中国内地79%，香港特区71%，全球61%）。

http://www.zqrb.cn/stock/gupiaoyaowen/2023-09-07/A1694075850098.html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9/c2886850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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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企业在实施气候友好行动方
面的进展情况

针对贵公司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举措，

以下哪条陈述最贴切地描述了贵公司的

进展情况？数据包括“在很大程度上”

和“在非常大程度上”的回答。

10%

19%

21%

24%

23%

28%

29%

34%

46%

44%

46%

46%

38%

38%

51%

32%

34%

26%

30%

33%

30%

3%

3%

1%

3%

2%

1%

3%

1%

中国内地

销售支持客户增强气候适应力的产品、服务或技术

将气候风险纳入财务规划

实施保护计划，保障公司有形资产和/
或员工免受气候风险的物理影响

实施员工技能提升或技能再培训计划，帮助他们准备好
气候变化带来的业务调整

投资以自然为基础的气候解决方案

在气候友好型新产品、服务或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提高能源效益

13%

18%

26%

21%

21%

21%

24%

29%

42%

13%

18%

29%

21%

32%

47%

37%

55%

45%

39%

45%

32%

8%

3%

3%

11%

8%

8%

8%

3%

3%

5%

3%

5%

5%

香港特区

9%

19%

36%

30%

29%

24%

31%

14%

20%

19%

23%

21%

18%

21%

65%

51%

37%

39%

42%

46%

38%

10%

7%

5%

5%

5%

10%

7%

1%

2%

3%

3%

3%

3%

3%

全球

我们不计划采取举措 计划采取举措，但尚未开始 进展中 已完成 不知道

销售支持客户增强气候适应力的产品、服务或技术

将气候风险纳入财务规划

实施保护计划，保障公司有形资产和/
或员工免受气候风险的物理影响

实施员工技能提升或技能再培训计划，帮助他们准备好
气候变化带来的业务调整

投资以自然为基础的气候解决方案

在气候友好型新产品、服务或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提高能源效益

销售支持客户增强气候适应力的产品、服务或技术

将气候风险纳入财务规划

实施保护计划，保障公司有形资产和/
或员工免受气候风险的物理影响

实施员工技能提升或技能再培训计划，帮助他们准备好
气候变化带来的业务调整

投资以自然为基础的气候解决方案

在气候友好型新产品、服务或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提高能源效益



30

2021年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基于自然的整体治理方法视为优先举措，“统筹、协调和加

强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这与该部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的文件呼应，这份文件也详述了此类解决方案。

越早采取气候行动的公司韧性越强。事实上，认为其业务模式可维系10年以上的中国

受访者着手开发气候友好型产品、提升员工相关技能的比例（分别为43%和34%）远

高于其他受访者（分别为29%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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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5%

43%

29%

34%

28%

42%

47%

36%

44%

13%

20%

25%

23%

1%

已完成 进展中 计划采取该举措，但尚未开始 不计划采取该举措 不知道

图18

中国企业在实施气候友好行动
方面的进展情况（具有适应能
力和未准备的受访企业对比）

针对贵公司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举措，

以下哪条陈述最贴切地描述了贵公司的进

展情况？

适应能力强：其商业模式被设定为能在未

来十年内生存下来的企业

未准备：其商业模式需要在不到十年内进

行重新塑造的企业

提升员工技能 （未准备企业）

提升员工技能 （具有适应能力企业）

创新气候友好新产品 （未准备企业）

创新气候友好新产品 （具有适应能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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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公司显然会为未来变化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而在气候举措方面，特

别是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事实上，高于平均水平的气候风险和快速变化的监管环

境使得中国企业必须为未来气候政策做好准备，否则就有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更多国家/地区开始推

行碳减排或净零排放政策。这些政策（如欧盟的碳调整机制）将在不久的将来对碳排

放产生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些隐性成本可

能会对特定行业造成巨大影响。例如，一项名为《脱碳的隐藏成本》普华永道研究发

现，根据国际能源机构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方案，中国化工行业的碳成本

可能会增加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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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sg/the-hidden-cost-of-carb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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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4

探索生成式AI的下
一个增长前沿



33

中国企业对生成式AI在重塑业务模式方面的

变革能力抱有高度期望

中国CEO相对看好生成式AI在各项指标中的潜力，认可其变革性质和相关优势。中国

受访者对生成式AI如何建立利益相关者信任方面表现出更高的兴趣（中国内地67%，

香港特区61%，全球48%），并认同由AI驱动的转型将有助于改善其产品和服务（中

国内地65%，香港特区55%，全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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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2个月，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有助于我公司帮助
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

香港特区中国内地 全球

65%

67%

55%

61%

58%

48%

除了中国企业重塑自身业务的紧迫性外，中国政府为营造有利市场环境而率先制定AI

法规的积极努力也加强了中国企业对生成式AI的热情，进一步提升了其对生成式AI的

乐观情绪。

未来12个月，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提高我公司产品或服
务的质量

图19

CEO对生成式AI的认同程度

您对以下关于生成式AI的陈述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仅显示“同意”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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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中国监管机构实施了新的综合性生成式AI服务管理办法。这些举措既鼓励

平台建设、自主创新、国际交流，也鼓励开发面向各种应用的生成式AI技术，同时对

其进行合理监管。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同意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27个国家/地区合作，确保通

过“以人为本、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AI，这是全球首个此类承诺5。中国还

于10月发起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拟定并勾勒了蓝图。

中国呼吁“以人为本”，认为在AI发展方面，所有国家/地区都应享有“平等权利”。

中国内地CEO也表示，生成式AI将提高他们自身的工作效率（中国内地77%，香港特

区71%，全球59%）、收入（中国内地60%，香港特区42%，全球41%）和盈利能力

（中国内地59%，香港特区45%，全球46%）。

通过《布莱切利宣言》，签署国认可了先进AI模型的风险，并同意通过国际合作来应

对这些风险。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5 通过《布莱切利宣言》，签署国认可了先进AI模型的风险，并同意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这些风险。

https://www.pwccn.com/en/tmt/interim-measures-for-generative-ai-services-implemented-aug2023.pdf
https://www.lw.com/en/admin/upload/SiteAttachments/Chinas-New-AI-Regulations.pdf
https://www.deacons.com/2023/08/10/china-passes-law-to-regulate-generative-ai/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how-to-interpret-chinas-first-effort-to-regulate-generative-ai-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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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最新AI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各行各业展现出进一

步整合AI驱动型工具的潜力。中国企业的AI应用之路只是刚刚起步，但已然迈出第一

步的企业切实看到了效率的提升。事实上，普华永道最近与香港贸发局联合开展的一

次Pulse调研表明，已采用生成式AI工具的香港金融服务企业在欺诈检测、理赔处理、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生物识别认证和虚拟助理等不同领域均实现了巨大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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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生成式AI对企业的正面影响

在未来12个月内，生成式AI将如何影

响贵公司以下领域的能力？仅显示

“提升”的回答

77%

68%

60%

59%

71%

68%

42%

45%

59%

64%

41%

46%

Efficiencies in my own time at work

Efficiencies in my employees' time at work

Revenue

Profitability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我自己的工作效率

公司员工的工作效率

收入能力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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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EO表现出向生成式AI转型的行动意愿，

尽管步伐较全球缓慢

中国内地CEO已经认识到这一注定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的前景，根据本调研，他们在

过去12个月内已采取措施来改变技术战略，纳入生成式AI（中国内地19%，香港特区

26%，全球31%），并在公司运营中采用生成式AI（中国内地25%，香港特区34%，

全球32%），但比例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不到4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在

过去一年中没有采取任何与生成式AI相关的措施，低于全球受访者的平均水平（约

50%）。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过去12个月内，我们整个公司已经采用了生
成式AI技术

香港特区中国内地 全球

过去12个月内，我公司因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调整了
技术战略

图21

CEO对生成式AI的采纳程度

您对以下关于生成式AI的陈述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仅显示“同意”的回答

34%

26%

32%

31%

2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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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中国公司（尤其是传统行业）目前尚处于将生成式AI融入业务运营的早期阶

段，但科技巨头们正在积极打造中国本土生成式AI生态系统，并迅速推出AI聊天机器

人或类似于ChatGPT的产品，包括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和

腾讯的“混元”。IDC数据表明，2022年中国AI投资总额为1,288亿美元，预计到2027

年将增至4,236亿美元，五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6.9%。

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认为，在三年内，生成式AI将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带来巨大变化

（中国内地84%，香港特区71%，全球70%）、提出升级员工技能的要求 （中国内地

82%，香港特区68%，全球69%），并且会增加行业竞争激烈程度（中国内地85%，

香港特区76%，全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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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CEO对生成式AI未来3年的展望

您对以下关于生成式AI的陈述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仅显示“同意”的回答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未来三年，要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我公司的大部分员工必须拓展新技能

未来三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极大地

改变我公司创造、交付和获取价值的方式

未来三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导致业内竞争

更加激烈（例如：新的市场进入者、

产品或定价方法）

85%

84%

82%

76%

71%

68%

68%

70%

6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99729595308727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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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全新变革性技术的实施都会给公司的运营能力和业务模式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适应自动化，必须对业务流程进行重塑，同时必须对员工队伍进行技能升

级，以便他们使用全新的 AI 工具。未来，人力市场将涌现出新的AI领域职位，例如

提示词工程师，而这将需要进一步的组织变革。生成式AI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基于

云的应用的架构和运行的方式，因此还要求对公司的数据和应用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

改造。企业需要对这些运营角度的变化保持警醒，CEO也需要密切留意生成式AI造成的

结构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CEO仍然对整合AI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中国CEO对生成式AI的好处似乎更有信心，这与他们对相关风险的敏感度较低是一致的。

事实上，中国CEO在以下几点中占比明显较低：认为使用生成式AI会增加对某些群体的

偏见（中国内地23%，香港特区32%，全球34%）、造成网络安全风险（中国内地26%，

香港特区32%，全球64%）、传播错误信息（中国内地25%，香港特区32%，全球52%）以

及造成法律责任或声誉风险（中国内地22%，香港特区32%，全球46%）。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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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生成式AI本身的复杂性，有关方面应务必避免忽视与这一强大技术相关的潜在

风险。因此，政策制定者、行业专家和监管机构必须通力合作，建立健全的框架来降

低风险。为应对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2023年8月生效。该《办法》共包含24条，

涉及与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监管原则和具体要求，预计新规

定将划定明确界限，为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助力。

图23

CEO认为未来12个月人工智能可能
带来的风险

在未来12个月，您有多大程度同意生

成式AI很可能会增加贵公司的以下风

险？（仅显示“同意”的回答）

中国内地 香港特区 全球

26%

25%

23%

22%

32%

32%

32%

32%

64%

52%

34%

46%

Cybersecurity risk (e.g., phishing attacks, data breaches)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Bias towards specific groups of customers or employees

Legal liabilities and reputational risks

网络安全风险（例如：网络钓鱼攻击、数据泄露）

错误信息的传播

对特定客户或员工群体的偏见

法律责任和声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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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迈向复苏，为了在未来十年谋求生存和发展，中国企业比以往更加

需要重塑自身的业务模式，转型势在必行。然而，这项工作错综复杂，需要在经济仍

处于复苏过程的背景下分配有限的资源，同时还要应对各种新风险，包括AI技术的兴

起、监管环境的变化、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

展望未来，中国CEO必须高瞻远瞩，运用积极主动的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并调整业

务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监管环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举措：

第27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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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研表明，中国企业一直将其他国家/地区视为增长和品牌建设的载

体。RCEP和BRI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中国贸易和投资的热门目的地。

在中国企业应对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的背景下，为继续争取新的市场份

额，并以可持续方式建设品牌，多元化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似乎是明智之选。

对于中国企业，重塑业务模式迫在眉睫，否则在十年内就有可能面临难以生

存的风险。政府已经承诺解决目前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各种问题，但要保持

相关性，企业仍需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虽然不存在万能解决方案，不同行

业乃至不同公司的境况也大相径庭，但中国公司似乎已经采纳了一些变革途

径，例如产品和服务创新或新技术的采用。CEO的职责则是为企业自我重塑

筹划方向。

供应链不稳定是阻碍中国企业变革的一大关键因素。国内供应链的现代化改

造正在进行之中，需要大量投资，而国际供应链则频繁受到外部因素的更多

干扰。这些因素促使中国CEO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加强供应链来解决这一问

题，从而确保其业务模式顺应未来发展。在这一方面，国际业务布局多样化

和采用更偏向于区域化的模式似乎是中国CEO心目中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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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似乎令中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雄心目

标有所减弱。尽管绿色投资的减少是一种全球性趋势，但中国CEO还是应该

坚持关注改善运营相关的环保表现，不要放弃。我们的数据表明，采取气候

行动的企业拥有最持久的业务模式，从任何意义上来讲，其公司都更具可持

续性。与此同时，中国CEO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举措，例如遵循地方政策

推动的、经过实践验证的自然解决方案，但他们也应该考虑采取更全面的措

施，以确保企业在环保方面长期表现优异。

生成式AI的业务应用逐渐走进主流视野，世界各地公司需要在运营和行业层

面适应这一突破性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诸多变化。这种需求与国际经济增长

放缓挑战所激发的更广泛的转型需求相契合，而为了确保企业在未来数年保

持适应性，CEO必须妥善应对这些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提高能效并利用AI的力量，大量机

会随之涌现。AI与ESG倡议的结合，有可能成为积极变革的强力催化剂。AI

技术可以优化能源消耗、减少浪费和促进清洁技术的发展，从而在促进环境

可持续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将AI纳入ESG战略，企业即可依托数据驱

动的见解制定明智决策并有效管理风险，最终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整体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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