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热点问题的观点 

系列 148   2015年 5月 25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Adrian P. Torres (adrian.p.torres@gmail.com) 

 

对外直接投资未必减少跨国公司在本国的就业水平： 

日本跨国公司的案例 

In Hyeock Lee, Shige Makino and Eunsuk Hong
*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或抑制跨国公司本国的就业水平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一方面，当跨国公司实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这通常会促使跨国公司服务于国外市场的

同时，减少本国商品和外国对本国投资的生产服务的出口，从而降低本国的就业水平。
1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全球市场准入的状况，

最终创造出更多的出口需求。因此，跨国公司需要增加本国相关产业的就业人数，以

服务于新增的国外消费。2对于这一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始终未能得出统一的结论。
3
  

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4引致不同的跨国公司行为和投资结果（包括跨国公司

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因此，针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指明

了方向。基于604家日本跨国公司案例的最新研究5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从1991

年至 2010 年已建立了涉及 22 个行业（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覆盖 58 个国家的 2345

个外国子公司： 

 

 当日本跨国公司将劳动力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指向（1）为获得国外便宜劳动力的

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式生产时，或（2）为服务于下游消费而更多的选择当地劳动

力时，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就降低了本国的就业水平。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提高了本国的就业水平：  

o 日本跨国公司将市场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指向（1）为在东道国开拓新市场而

进一步获取必要的固定资源，或（2）为服务于周边国家而建立海外销售子

公司，或（3）实行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销售总部。 

o 日本跨国公司将战略性资产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指向（1）获得间接市场或科

研信息，或（2）进行直接研发活动。 

o 日本跨国公司将效率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指向通过日工资和外汇对冲将风险

分散至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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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从而进

一步扩展国内业务时，就提高了本国的就业水平。反之，当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

投资将本国业务转移至国外时，就降低了本国的就业水平。 

 

由以上论述可知，政策具有双面性。为提高本国就业，外资政策需致力于促进

可提升本国竞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获得新市场、新知识或分散风险。政府在

积极吸引外资，通过由国外投资者带来的管理资源、商业系统和新科技来增加新就业

的同时，促进可提升本国竞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跨国公司提高本国就业水平的

一种有效方式，并可成为国家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的新政策焦点。对于日本而言，

在保证日本非熟练工人接受再教育而非单纯的失业补偿的同时，如何构建有效的动机

模式来促进可提升本国竞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一大挑战。  

 

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总是引起空心化效应。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

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战略中不或缺的一部分。 

 

(南开大学国经所戴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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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Adrian Torres, adrian.p.torres@gmail.com 或者 

adrian.torres@law.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

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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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

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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