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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近年来，我国 OFDI 发展迅速，截至 2012年底，在我国境外设立机构进行

OFDI的境内企业已到达 1.6万家。这些境内企业共在全球 179个国家（地区），

设立 2.2万家 OFDI机构。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的差异会对我国 OFDI 区位选

择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存在行业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目标是在于借鉴

前人对于“制度距离”的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 OFDI 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利

用实证探究影响我国 OFDI 的制度因素可能存在的行业的差异。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制度距离影响 OFDI 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国内外

关于制度距离维度划分以及测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归纳，以此建立关于制度

距离影响我国 OFDI 区位选择的理论架构。接着，对我国 OFDI发展现状进行总

体概述，总结发展趋势和区位分布特征。然后依前文所述的理论架构及研究方法，

以制度距离的相关评分数据为自变量，以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为样本，

选取其 2002-2013年对外投资总额为数据，将我国 OFDI 的企业进行行业分类，

并通过实证分析，以探究制度距离对于我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全行业

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

对我国企业 OFDI 的影响显著，文化制度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分行业回归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同一制度距离维度对于不同行业 OFDI 的影响存在差异。最后本

文将对上文得出的实证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OFDI；制度距离；区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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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FDI, there have been about 22,000

enterprises overseas in 179 countries and regions established by 16,000 Chinese

investors by the end of 201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distance of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has influence, which will be different due to the

industry, on Chinese OFDI location choice. Therefore, the stud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o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lots of research about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o

find if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ese OFDI location choice will be

different due to the industry.

There is the theory retrospect of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OFDI

location choice at firs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about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 methods of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o set up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ese OFDI location choice. Then,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locatio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OFDI.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study

method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paper uses the institutional scor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as the sample. This paper mak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the flow data of enterprises’ OFDI in 2002-2013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divides the enterprises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The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whole industry regression model show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legal system, macro-economic and micro-economic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OFDI, with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ulture

having an inapparent impact. The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ivided industries

regression model shows that the same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has different

impact on OFDI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abo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Chinese OFDI

location choice.

Key words: OFDI; institutional distance; location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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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本世纪以来，以经济实力为主导的国际竞争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不断加

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外优势资源，成为了我国在各国竞争加剧的

这一时代环境中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本文以下无特别

说明时，对外直接投资均使用 OFDI）愈发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但由于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依然落后，并且

在生产过程中能耗大、效率略显低下，因此，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模

式的升级。在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如何对东道国进行选择是其首

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少不了 OFDI 理论的指导。

Kostova（1996）是国外学者中较早关注制度距离对 OFDI 影响的学者，她

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研究了相关因素对跨国公司行

为的影响。她基于 Scott（1995）提出的制度环境三支柱（管制支柱、认知支柱

和规范支柱）理论，对“制度距离”做出了定义。自此之后，不少学者对“制度距

离”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与创新，但学者们大多是基于宏观数据，分析两国间的

制度距离对于母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在国内的文献中，鲜有学者基于

微观层面，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探究所处不同行业中的我国企业在进行 OFDI时，

制度距离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

因此，本文从实际出发，结合理论，参照潘镇（2006）、郭苏文（2010）对

制度距离因素的分类标准，将制度距离依照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

离、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这四大维度进行归类，再结合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 IEF（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和

Hofstede的文化距离五维度的指标，从微观的视角切入思考，使用国内企业 2002

年至 2013年 OFDI 流量数据，对国内 OFDI 企业进行行业的划分，运用 GLS估

计方法，对“制度距离影响我国企业 OFDI区位选择”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自

己的见解，希望能进一步丰富“制度距离”这一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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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框架及章节概括

本文大体分为五个部分，框架及章节概括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首先，从现实背景和理论发展这两个角度介绍了本文的选题

背景及选题意义，接着，对本文框架及章节内容进行了梳理，最后简要说明本文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对 OFDI 进行了界定，并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的 OFDI 区位选择理论进行了整理。其次，对制度距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不同学者对制度距离内涵的界定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维度划分，有关制度距离

的测度也不尽相同，本文先对制度距离理论进行了归纳，为后文中参照潘镇

（2006）的做法对制度距离因素进行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本文简要列举

了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就制度距离影响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研究文献，以此建立

本文的理论架构。

第三章对我国 OFDI 发展现状进行了大体阐述，具体介绍了我国 OFDI的发

展现状、区位分布特征及存在问题。

第四章为本文提出的假设及实证研究。本文先提出制度距离的不同维度对于

我国企业 OFDI 流量影响的假设，在参照潘镇（2006）、郭苏文（2010）对制度

距离因素的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将制度距离依照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

度距离、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这四大维度进行归类。结合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 IEF和 Hofstede的文化距离五维度的指

标，利用微观层面的我国企业 2002年至 2013年的 OFDI流量数据，通过 STATA

12.0，利用“后向法”和 GLS估计方法，将我国进行 OFDI 的企业进行行业分类，

分别得到全行业和分行业的回归模型，对“制度距离影响我国企业 OFDI 区位选

择”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第五章为本文结论及政策建议，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归纳出相应的结论，

并且根据结论所揭示的规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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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OFDI发展现况

理论基础

模型构建

全行业模型的回归分析 分行业模型的回归分析

现实基础

模型结论分析

政策建议

图 1:本文逻辑框架图

三、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点

目前在利用制度距离来考察“我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一问

题所进行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利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现有研究

大多采用宏观层面的国家之间制度差异来探讨这一问题，就现实而言，来自于同

一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在相同东道国进行OFDI时所受到的制度距离影响应该存

在差异，但是目前学者们基于宏观层面进行的研究难以解释上述问题。本文利用

微观企业数据，对国内 OFDI 企业进行了行业分类，探究制度距离对于我国不同

行业企业进行OFDI时东道国选择的影响，以期能弥补这一方面以往研究的空白。

（二）不足之处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选取了 2002年至 2013年我国境内 8151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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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 73个国家或地区 OFDI 的流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在解释变量的选取

上也只选择了 IEF和 Hofstede的文化距离五维度这两类宏观层面的指标，未能将

微观层面的一些企业性质数据等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实

证研究了每一个细分指标对于我国企业 OFDI 的影响，而没有根据本文参照的潘

镇（2006）对制度距离维度的划分方法，以四类制度距离维度为解释变量，进行

一个综合的考量。

在计量方面，本文仅利用“后向法”和 GLS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回归，

其他方法有待进一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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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OFDI及其区位选择理论

（一）OFDI 的定义

根据 201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OFDI 被定义为一国（地

区）的跨国直接投资方（或母公司）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与该国企业建立长

期关系，共享收益，并拥有对该国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投资。①

2015年我国商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新修订的《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对 OFDI 进行了如下界定：我国企业、团体等在我国境外

使用现金、实物等方法进行投资，拥有该企业 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获得该企

业的经营控制权为主要目的投资行为，为 OFDI。②

（二）OFDI 区位选择理论综述

二战之后，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上世纪 50年

代中期至 7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次企业兼并的浪潮，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

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形成了大型的混合联合公司。由于有生产力富余，这些

大型的公司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根据全球资源的不同分

布情况，开始在他国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将自己的产品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

并把自己的销售战略或投资策略运用到世界市场中去。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越来

越多的企业放眼世界，拓展海外市场，进行 OFDI，由此，关于 OFDI 的理论逐

渐发展了起来，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企业 OFDI

的动机、区位选择、进入方式、投资绩效等多个角度，对 OFDI 的理论进行了不

断的思考与完善，做出了很多贡献，从而形成了现今丰富的理论成果。在这里，

笔者将学者们对 OFDI 研究的理论按照投资主体进行分类，对 OFDI理论研究领

域的经典理论进行归纳和阐述。

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R]，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EB].

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3_72090_0_7.html， 201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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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达国家的 OFDI 决定因素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OFDI的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而经济学家 Hymer 最早对美国

的 OFDI 进行研究，他被誉为“跨国公司理论之父”。Hymer（1976）在其博士论

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创造性提出“垄断优势理论”，

他指出，垄断优势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 OFDI的最主要原因，这些美国企业因为

具有垄断优势，而较投资进入国企业更占据优势地位，从而可以利用 OFDI 获得

比在母国生产更为丰厚的收益。垄断优势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生产

技术、管理技术、组织模式以及销售技巧等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一类

是由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最容易产生

垄断优势。随后，Hymer 和他的导师 Kindleberger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垄断优势进

行了完善，逐渐形成了现代 OFDI 的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这一缺陷，所以有些公司可以居于垄断

或寡占地位，当公司拥有生产某种产品优势时，自然会想办法扩大生产以获得更

大利润，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OFDI孕育而生。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提出的 OFDI

理论，并且极具影响力。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并不能很好解释

OFDI 流向的区域分布及行业分布情况，再者，它以美国这一发达国家的 OFDI

为研究主体，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上述 Hymer 的理论所

不能很好解释的企业OFDI流向的问题。Vernon认为每一件产品都要经历从创新、

成熟、标准化到最终衰退的发展过程，这些发展阶段类似于人生从儿童、青年、

中年再至老年的不同成长阶段。而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产品的生产投

资区位也不同，而这就影响了企业 OFDI 的流向。产品最先应在最发达国家产生，

然后随着需求的增长，产品生产开始由最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转移，当产品普

及、生产日趋标准化，产品生产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OFDI便在生产转移的过

程中产生了。

（3）内部化理论

Buckley和 Casson（1976）在合作的《跨国公司的未来》中提出了“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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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出口、许可证转让和 OFDI 这三种经营方式走向国际

市场，该理论解释了在何种情况下，相对于产品出口和许可证转让，选择 OFDI

进行国际市场的开拓更有利于企业发展。该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市场来进行企

业竞争优势转移的成本将较通过外部市场转移的成本更低，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

下，如果将企业所拥有的中间产品，特别是生产技术、营销知识等知识产品，通

过外部市场来交易，将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最大利益，但如果企业通过 OFDI，

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则有利于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

（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Dunning（1977）将 OFDI、国际贸易、区位选择等问题综合起来加以考虑，

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在文章《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

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后，他在

著作《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中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该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

公司所拥有的三个最基本要素将决定该企业的国际经营行为，这三个基本要素分

别是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 Location）和内部化优势

（Internalization）。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所拥有或能够获得的他国企业所没

有或无法获得的优势，其中包括技术优势、企业组织架构优势、企业行政管理能

力优势等。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因资产内部化，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而保有

的优势。区位优势是指投资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通常包括东道

国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政府政策等。跨国公司只有同时拥有了上述三个优势，

才会选择以 OFDI 而不是产品出口或许可证准让的方式来进行国际经营。

（5）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1987）认为以往的 OFDI 理论研究对象大多为美国，其理

论结果并不能很好解释日本的 OFDI。小岛清认为，日本的 OFDI不同于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开始，而是从在本国即将失去或已经失去

发展空间的边际行业开始，通过 OFDI，获得投资东道国丰富而廉价的原材料或

中间产品，充分发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跨国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生产

要素组合，从而获利。

2.发展中国家的 OFDI决定因素理论

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的 OFDI开始飞速发展，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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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崛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OFDI理论的时候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

OFDI理论有了新一轮的发展。

（1）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Wells（1977）是较早研究发展中国家 OFDI

的学者，他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认为，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企业

的跨国投资行为都可以获得大规模生产优势，有时候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行

为将会受限于这种大规模生产需求。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逊色于发达国家，

因此市场容量相对较小，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小规模生产即可满足市场需求，在这

样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往往劳动

力成本较低，在小规模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较发达国家将更有优势，这时，

发展中国家企业若进行 OFDI，同样拥有很强的竞争力。

（2）技术地方化理论

Lall（1982）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 OFDI 行为，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在小规模生产方面可能具有优势之外，还可以通过

OFDI的方式获得发达国家技术外溢，从而实现发展。但进行 OFDI 的母国企业

并不能只是单纯复制、模仿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而是应该将发达国家的技术

再消化，并进行技术创新，使发达国家的技术可以为母国企业所用，帮助母国企

业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优势。

（3）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英国里丁大学的 Cantwell 教授和他的学生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

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他们认为技术积累与创新是一国产业升级的根本

动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该国的OFDI产生影响，

并且这一作用是双向的，OFDI 的增长也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整

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Cantwell和 Tolentino还总结出了发展中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路径。他们指

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最初进行 OFDI时，邻邦或是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将成为

这些企业的首选，这些周边国家与母国在文化制度、市场偏好等方面相近，经济

交流也密切，对于一开始没有或是少有 OFDI 经验的企业来说具有较大吸引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企业会开始向非邻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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