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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
特点及其启示

厦门大学经济系 ◆陈建南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跨国公司在世

界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将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

现 。不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令人瞩目 ,发展中

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

容忽视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新近发表的《' 98世界投

资报告》 显示 , 至 1997年 , 全球共有跨国公司 53000

家 ,拥有 45万家国外的分支机构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达 35000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10%;发达国家仍扮演

对外投资的主要角色 , 虽然其对外投资额比上年下降

了 0.2个百分点 ,但对外投资流出额仍高达 3595.5亿

美元;发展中国家则不甘示弱 , 1997年对外投资流出

额达 610.5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了 24.36%;全球跨

国公司海外机构的总资产达 12.6万亿美元 , 其出口

额达 2万亿美元 ,占世界出口额的 1/3。跨国公司的对

外投资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发动机 , 同时其也是全球化

和经济自由化的直接结果。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企业的国际化是下一阶

段我国企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跨

国公司理论的研究 , 特别是研究和剖析发展中国家跨

国公司在落后经济条件下何以形成竞争优势及其发

展特点 , 将有助于我们借鉴其经验 , 研究制定企业跨

国经营的策略 。

一、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的优势

虽然早在 1928年 , 阿根廷制造商“美洲工业机械

公司” 就在巴西投资建立了一个制造汽油泵的子公

司 , 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对外直接投

资活动始于本世纪 60年代。当时 , 香港 、新加坡 、韩

国 、台湾 、印度 、巴西等国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开始

走向生产国际化。到 70年代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

国公司更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飞速发展。 70年代

初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有 17家企业到海外投资 ,其

中 8家在拉美 , 4家在非洲 , 3家在亚洲 , 2家在中东;

到 80年代初 ,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到海外投资的企业

已多达 963家 ,拥有 1964家国外分公司 、子公司 ,累计

直接投资额达 50 ～ 100亿美元 , 投资地区广布于 125

个国家和地区 ,投资国有 40多个。进入 90年代 ,发展

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更为迅速 , 1998年发展中国家

的跨国公司已增加到 7932家 , 在全球跨国公司中所

占比重已上升到 17.8%。

在世界对外投资总额中 , 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不断

上升 , 由 1960年 1%上升到 1978年的 3.2%;1960 ～

1980年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年平均递增 16.1%,而

同期发达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0.7%, 也就是

说 ,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

家 , 尽管它在世界资本输出总额中微不足道 , 约占

3%。1986 ～ 1990年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

长率为 26%, 同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竞高达

47%, 即高于发达国家将近一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的统计 , 到 1997年 ,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

计已达到 8058.25亿美元 , 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

比重已从 1985年的 6.7%上升到 1997年的 14.4%。

从上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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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规模可以看出 , 新一代跨国公司正在迅速崛起。

那么 , 作为后起的晚辈 ,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如

何挤身于强手如林的国际投资市场呢?西方发达国家

巨型跨国公司财力雄厚 ,技术先进 ,而且身经百战 ,经

验丰富;而东道国当地厂商熟悉环境 , 占据天时 、地

利 、人和之便。面对这双重竞争的严峻考验 ,发展中国

家跨国公司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 , 靠的是自己独特的

竞争优势。

(1)适用技术的优势。技术优势历来是对外直接

投资的关键因素 。发展中国家虽然处在技术阶梯的

“底层” , 缺乏现代尖端技术 , 但却拥有不少 “适用技

术” 。例如 ,小批量的制造技术和多功能的机器设备 ,

较为适合发展中国家规模市场的需要;劳动密集型技

术 ,以及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并经过改

造的“二传手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大量采用 ,更符合

第三世界国家的口味 , 因为那里资金和熟练工人都很

缺乏;就地取材的技术受到外汇紧缺的发展中国家的

欢迎。作为“适用技术”的载体和有效供应者 ,发展中

国家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市场的另一端独辟蹊径 ,成

功地避开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锋芒 , 形成和发

展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技术优势。

(2)适销产品的优势。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主要

生产中低档同质产品 , 因此可以在价格竞争上大做文

章 。它们对消费需求相仿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市场比较

熟悉 , 愿意设计和生产适合当地条件的产品 , 开拓发

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屑一顾的市场缝隙。在向发达国家

销售产品时 ,他们逐渐学会紧跟消费新潮 ,确保质量 ,

花样翻新 ,精心包装 ,提高了销售技能 ,使产品更加适

销对路。

(3)根植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的管理经

验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和技巧植根于本

国的经济条件和水平 , 因而更适合第三世界东道国的

实际情况。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般薪水

较低 , 对传统社会及心理特征了如指掌 , 比西方管理

人员对当地工人更宽容 、更理解 , 较少与雇员发生冲

突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联系

较为松散 , 子公司自主性较强 , 企业组织形式灵活机

动 ,便于适应变化的环境。

(4)扬长避短的投资策略。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严

重缺乏资金和外汇 , 在国际市场上融资能力也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 ,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就必须

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 。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

在东道国建立只占少数股权的合资企业 , 并以实物资

本和人为资本作为主要投资条件 , 即把机器设备 、技

术诀窍和商标牌号的资本化作为投资手段 , 只有很少

部分用外汇现金进行投资。二是利用在东道国当地筹

资 、利润再投资等办法来缓解资金缺乏的压力。三是

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相得益彰 。海外直接投资本身包

含对外资的利用 , 只是将场所移到了异国 , 形式也转

化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主要并不是从本国输出大

量资本 ,而是靠合作对象的合资 ,靠在东道国 、第三国

乃至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 , 靠海外子公司自己的积

累 ,以及通过设备 、技术 、劳务作股投资 。反过来 ,海外

企业的利润 、专利技术使用费 、劳务费等还是一笔可

观的外汇收入。

二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特点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 ,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

的经营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多元化的投资动机和灵活

多变的经营策略。

1.多元化的投资动机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按不同的投

资动机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1)资源导向型投资。有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不断

增长的原料需求和世界性能源危机 , 到资源禀赋丰足

的国家去投资开发 , 以解燃眉之急 , 不失为解决资源

短缺的一种有效途径 。例如 , 巴西石油公司不远万里

在中东和非洲国家投资开发石油 , 韩国则用建筑劳务

向石油输出国直接换取石油。

(2)出口导向型投资。当正常的贸易手段无法绕

过高额关税或配额限制时 , 对外直接投资便成为 “撬

开”对方市场大门的绝招。也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将

限制不大严格的半成品输入发达国家 , 由海外子公司

进行组装 ,以此渗透贸易壁垒。

(3)降低成本型投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

本国工资水平的上升 , 为了保持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

不得不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

资源更丰裕 、更便宜的国家 。另外 ,在原材料产地附近

建厂 , 可以节约数目可观的运输费用;东道国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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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资而施行的融资优惠 、低地租 、低税率 ,也有助

于降低成本。

(4)研究开发型投资。为了打破发达国家对高科

技的垄断封锁 , 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 , 获得一般

技术贸易无法买到 、别人也不肯出卖的高级技术 , 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向发达国家投资 ,控制一

些小规模的高技术公司 ,并将其作为跟踪世界科研开

发的前哨窗口和引进新技术 、新工艺的前沿阵地。

(5)南南合作型投资。这类投资是在国际经济新

秩序的政策背景下进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双边

或多边的合资企业 , 有利于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互

补优势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的资本与技术的依赖 ,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

除了上述五种主要动机类型外 ,其它的投资动机

还有:以经营多样化来分散风险;保持强烈的国际竞

争意识和活力 ;直接获取国外市场的第一手资料;培

训海外经营人才 ,等等。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

外投资分析中可以看出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单纯追

求利润率的倾向并不太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

接投资是具有防御性的 ,它们尚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那种在全球争霸的雄心 ,其目的多为获得可靠的海外

原料供应 , 或在出口受挫于贸易保护主义时假道第三

国出口 ,或到低成本国家去投资以对付后起发展中国

家的价格竞争 。目前 , 一些新兴国家或地区竞相抡占

海外投资市场的“制高点” ,这一行动正引起其他发展

中国家做出连销反应 ,使这场“防御性对外投资”战愈

演愈烈。

2 、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

(1)在投资决策上 ,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将

子公司设在发达国家 , 而发展中国家则多数投资于发

展中国家。据统计 , 目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子公

司有 3/4是设在发展中国家 ,而且大多又是投在本地

区的邻近国家 。例如 , 以东南亚国家为基地的母公司

共拥有 494家国外制造业子公司 , 其中 424家设在本

地区内 ,至少有 65%的投资投在比自己发展水平低的

国家。

(2)在经营结构上 , 目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

营行业结构共有三种类型:横向的跨国结构 , 即母公

司中它所属的分设在各国的子公司都生产和经营同

样产品或同类产品;垂直的跨国结构 , 即母公司和它

所属的分设在各国的子公司生产和经营不同的但相

互有关的产品 , 或者生产和经营相互衔接的不同工序

的产品;混合的跨国经营结构 , 即母公司和它所属的

分设在各国子公司生产和经营各种不同的而且是相

互不相关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目前绝大多

数还仅有横向的跨国经营结构 , 尚没有 (或只有个别

的)垂直的跨国经营结构和混合跨国经营结构。

(3)在股权选择上 ,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常采用

独资子公司或持有多数股权子公司形式 , 以保证子公

司能按公司整个战略行事 , 使全公司能取得最大的利

润。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采用与当地企业合资的

形式(占 90%左右),拥有国外子公司股权较少 ,很少

有独资子公司。

(4)在组织系统上 ,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多已经

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组织机构 , 而且把战略决策等一系

列关键职能牢牢把握在母公司手中 , 强调公司体系内

部联系 , 强调子公司服从总部的集中领导 。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大多数跨国公司目前还没有建立世界范围

的组织系统 , 不少连国际部门组织机构也还没有建

立 ,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没有严密的组织联系 , 所以

子公司往往有较大的自由 ,自己独立决策。

(5)在经营战略上 ,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经营战

略上采取全球性战略 , 是由于其拥有分布在世界各地

的庞大子公司网络 , 其国外经营活动的数量 、规模及

其在企业所占的比重都巳达到很高的程度 。发展中国

家跨国公司由于不具备全球战略的条件而具有浓厚

的地方性 。一般来说 ,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外子公司

的经营战略主要是市场销售战略 , 即着眼服务于子公

司所在地市场。当然 ,也有少数跨国公司到国外(包括

一些出口加工区)建立子公司 , 是为了避开配额或取

得方便条件 , 在那里向发达国家或其它国家和地区出

口 ,即实行供应战略。

三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

迅速发展的启示

企业跨国经营是当代企业发展的趋势 。在迈向新

世纪的过程中 , 中国对外开放已开始逐步向参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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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转化 , 面对当前国际市场上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

头和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 , 商品出口遇到层层壁垒的

挑战 , 只有加快跨国投资的步伐 , 以对外投资带动商

品出口和利用外资 , 充分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

两种资源 , 才能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取得我们应

得的份额。从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和经营特

点的分析中 ,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加快企业跨国投资的

有益启示:

1.企业跨国投资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要 “努力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 , “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

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

跨世纪对外开放战略措施。在当前世界经济大调整的

格局中 , 企业要从中参与国际分工 、迎接国际竞争与

挑战的发展战略高度 , 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 扮演更

为重要的角色 。参与国际分工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多元

化 、对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的紧密化 、利用外资层次的

高级化 、不断提高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 ,等等 。这对

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 即要了解国际

及国内动态比较优势 , 要密切注视国际性的结构调整

动态 ,要跟踪和把握国际商品 、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动

向 , 而且需要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找到自己的位置 , 要

把经济管理水平和信息收集分析水平提高到一个新

高度。在新的挑战面前 ,加大力度组建跨国公司 ,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 , 通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 提高参与国

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 , 将是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必

由之路。

2.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商品出口。改革开放以

来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

挤身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 , 对外贸易已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然而 , 进入 90年代以来 ,国际经贸关系

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 , 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 ,

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 使对外贸易面临着日益严

峻的挑战。特别是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仍以劳

动密集型为主 ,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 ,竞争力小 ,替代

性强 , 在国际市场上易遭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组建

跨国公司 ,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 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 ,

就可以由“被动适应”变为“主动进取” 。当地生产 ,既

可以及时了解市场行情 ,便于掌握信息 ,把握机遇 ,还

可以带动原材料 、半成品的出口 , 并可以享受到东道

国的优惠待遇。

3.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相结合 , 形成双向循环

机制。经过 20多年的努力 ,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 , 吸引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巨额外资的流入 ,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 年均增长

速度基本上都达两位数以上 。然而 , 一个健全的开放

经济单纯引进外资是远远不够的 , 应该使其成为一个

反馈双向循环机制。如果长期偏重引进外资 , 忽视外

向投资 , 势必造成资金和技术单向内流。久而久之就

会产生资金和技术严重对外依赖 , 进而导致引进能力

不足 ,国际收支严重失衡 ,甚至会象拉美 、东欧国家那

样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之中 。目前我国的开放水平与

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非常低的 , 这与我国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因此 ,以往传统的 、单一的进出

口贸易战略已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 必须努力突

破单纯互通有无 ,调节余缺的经营模式 ,朝着多元化 、

全方位 、立体式方向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

4.以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短缺资源 。我国虽然“地

大物博 、资源丰富” ,但相当—部分重要资源人均占有

量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几乎每年开支大量外汇进口

原材料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 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跨国公司的

经验证明 ,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 利用国外资源是保障

资源供应的一个重要手段。

5.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现代企

业管理经验。吸引外国来华投资 , 通常只能引进标准

化的成熟技术 , 而不能获得最新技术 , 这是跨国公司

技术转让政策所决定的。如果在发达国家投资办厂 ,

则有利于打破技术经济封锁 ,取得先进技术 。

6.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开辟国外市场 , 增加外汇

收入。多年来 ,我国创汇手段主要是贸易收入 ,在外汇

收入中又偏重出口和旅游业 , 忽视对外投资这一领

域。其实对外投资往往是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失源。

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 ,对外投资的增长速

度已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 , 投资创汇已是跨国公

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发展跨国公司必将成为我国外

汇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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