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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二战后，跨

国公司依靠自身的积累和收购、兼并等，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也

急剧增强，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跨国公司本身的

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一些中等国家的经济实力，理查德·伯内特

（Richard Barnet）和罗纳德·E·穆勒(Ronald E .Muller)在《全球

通达：跨国公司的权势》中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将1973年跨国

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和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就会发现，通

用汽车公司比瑞士、巴基斯坦和南非大；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比伊

朗、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大；固特异轮胎公司比沙特阿拉伯大。”

2000年仅全球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就占整个西方世界

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随着世界市场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

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发展，其势力扩展到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角

落，必然对世界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化、信息化成为全球性特征，资

本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跨国公司作为资本国际化的

载体也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主要表现在：

1.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比重明显增长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施行者，到了20 世纪90 年

代后期，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增长，年平均增长率

高达16.2％。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

接投资中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8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

接投资额达594亿美元，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占92％，

200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为9160亿美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

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可见，跨国公司已成为对外直接投

资的主力军。

2.数目急增但分布不平衡

199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总数超过3.5万家，在海外设立分

支机构15万多家。到了2002年，全世界约有6.4万家跨国公司，

在海外拥有87万多家分支机构，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共雇佣了

大约5300万员工。

但是，跨国公司分布的地区与经营的行业分布并不平衡，以

海外资产衡量的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中有90家的总部设在美

国、欧盟与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这些公司一半以上的经营主

要集中在电气和电子设备、汽车以及石油勘探与分销行业。由下

图我们可以看到，拥有十家以上（包括十家）企业的国家和地区

共有十个，而这十个国家便拥有了全球500强企业中的440家，占总

数的88％，其总的营业额占全球500家企业总的营业额的89.35％，

利润额的85.97％。这十个国家中，除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外，其

余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

国，一国便拥有500强企业的189家，占企业总数的37.8％，占

总营业额39.3％，利润额的52.5％。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在全世

界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这也是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不公

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经济根源所在。

2003 年全球500强企业的分布国家和地区及其营业额、利润额

（资料来源：美国《财富》杂志2004年7月26日）

3.投资领域发生转移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各国纷纷调

整本国的发展战略，进行产业重组及转移。跨国公司则在国际产

业转移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其投资领域也随之发生了转移。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大都自己开展主要业务，只是

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

不但大规模转移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将转移延伸到研发、设计、

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以增强核心竞争力。

如今，跨国公司慢慢减少了对制造业的投资，将生产环节分

包甚至完全退出生产，服务业也出现外包现象，承接最多的是亚

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跨国公司则将主要精力放在高新

技术产业及信息产业的研发及应用上，并且多把核心技术和高端

技术留在母国，以保持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4.研发费用增长迅速

研发活动既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基础，又是跨国公司自身经

营战略的需要，自1982 年～1992 年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经

费由382亿美元增长到911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2％。2005

年美国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咨询公司对世界1000家大跨国

公司研发资金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这些公司2004

年的研发经费均有大幅度增加，共达3840亿美元。调查还显示，

各大公司的研发经费自1999 年以来以每年平均6.5％的速度增

长，而在过去两年内更是达到了11％的高速增长。

5.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初步成长，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

实力较弱

二战后，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率先

进行了海外直接投资，组建起了自己的跨国公司。经过了几十年

当前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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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新现象，对世界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应该在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同时，积极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国跨国公司，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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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长足发展。1990年，全球

500强企业中只有19家出自发展中国家，2005 年则增加到47家。

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实现营业额1.9万亿美元，雇用员

工近600万。在能源和金属材料领域，许多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特

别是俄罗斯的跨国公司）正与发达国家大公司展开直接竞争。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

一定距离，其中最大的仅与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中最小公司

的规模相当。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地区与行业分布上较为集

中，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基本上来自于大约13个亚洲和拉丁美

洲国家和地区以及南非，它们主要集中在建筑、食品与饮料以及

多样化经营的行业，这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服务业

及制造业形成鲜明的对比，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仍处于初

步成长的阶段。虽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并且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活动，打破了以往在国际投资领域

由发达国家一统世界市场的局面，给世界资本市场注入新的血

液，但我们从以上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

资还处于创业阶段，规模小，资金少，其组建的跨国公司也以中

小型居多，国际化程度较低，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较为薄弱。

二、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新发展改变了世界市场的格局，势必对世界市场

产生重要的影响：

1.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内扩展了世界市场，并最终成为世界

市场上交换的主体

跨国公司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

最优配置，它们通过国际投资建立了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

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与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同时，

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

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并购浪潮大大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其

全球战略联盟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科技的研究与发展。跨国公司势

力的扩大在更大范围内、更大限度地扩展了世界市场。当跨国公

司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角色时，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

的作用也日渐增强，它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贸易方式，如部门

间的贸易、部门内部的贸易等等，或者控制国内私人市场，或者

通过与其他企业不对称的经济关系实现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从而

使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跨国公

司的内部贸易就约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因此，跨国公司在更

大范围内扩展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最终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国际

交换主体代替之前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国际交换主体的新局面。这

种新局面也势必会对世界市场上的贸易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2.跨国公司的发展使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残酷激烈

跨国公司使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残酷激烈，跨国公司垄断世

界市场的主要方式就是跨国并购，1990年全球跨国并购额为1510

亿美元，2005年全球跨国并购总金额为7610亿美元，是1990年

的5倍，占2005年FDI总量的80%以上。2005年全球共有141起

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交易，总共涉及金额为4540亿美元，占

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的63％。2006年上半年跨国并购比2005年

同期又增长了39％，尤其是大宗跨国并购案数额急剧增加，这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加上本国政府通过支持跨

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支持科技政策等来提高其国际竞争

力，这必将导致更多的潜在摩擦点，使世界市场上纷争不断。因

此，虽然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但各国之间互相合

作的基础仍是十分脆弱和短暂，一旦世界经济的天平出现偏差，

以跨国公司为交换主体的世界市场上将又是一番“刀光剑影”的

残酷厮杀。

3.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世界市场的

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世界市场的整合与发展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世界市

场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不可否认，

以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整体的影响多是积极方面，

它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不同文化、不同种

族、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其拥有的雄厚资本、

先进技术、管理手段、丰富的从事国际商务的经验、优秀且训练

有素的专业人员及完备广泛的全球营销网络对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和地区是一笔丰厚的可利用的资源（这对于它们加快进入世界市

场的步伐十分有利），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形成之初的动机是资

本扩张的本性、资本家转嫁本国经济危机的需要等等原因，因此，

从本质上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

济危机、缓和其基本矛盾而努力开拓、争夺世界市场的一种工具

而已，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外一种调整，是资本主义不甘

于被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所代替的一种挣扎。

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组建跨国公司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更

多的利益，“相对于某一‘群组’或某一‘网络’的生产活动和

贸易往来而言，跨国公司现在越来越像是乐队指挥，指挥着公司

内部和外部的跨国关系。不管这种跨国关系是否含有某种资本投

资，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它们的全球利益。”为维护其在世界市

场上的利益分配和格局，巩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和权力，资

本主义国家必然利用其手中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兼并等各种

方式，控制世界市场，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立足与发展

设置障碍，因此，从这方面来讲，跨国公司的发展又不利于世界

市场的充分拓展及多元化，阻碍了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整合和发展。

针对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对世界市场产生的上述影响，我国应

该采取相应的对策：积极引进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学习其先进

的企业竞争理念与国际化的操作方式与管理经验；同时以市场经

济为导向，鼓励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组建本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

国际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利

益分配，在竞争中不断完善自己，以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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