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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对中国

大陆投资的技术构成与影响因素

湛柏明

　　摘要 : 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制造业结构、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的地位、在华设立研

发机构等方面考察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构成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影响这种构成的因素包括跨

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企业的生产开发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与政策等。为提高跨

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构成 ,我们应该为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创造条件 ,保持投资政策的稳定性 ,加快国家

创新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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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2 年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开始在华大量投资以来 ,

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增加很快。截至 2001 年 ,世界排

名前 500 强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中 ,已有 400 多家来我国投资 ,

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可见 ,分析跨国公司在华

投资的技术构成是我国引资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技术构成分析

投资的技术构成是衡量东道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

体系中地位如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衡量

一个国家 (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因此 ,技术转让和

技术的有效利用与扩散是东道国 ,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试图

从外国直接投资获得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收益。投资的技术

构成可以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行业或产业结构、产品

结构、研发机构等方面表现出来。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制造业结构

制造业是最能反映技术构成状况的部门 ,也是目前跨国

公司在我国从事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行业。根据联合国贸

发会议的定义 ,制造业中 ,半导体、生物技术属于高技术部

门 ,汽车、电视与无线接收器是中等技术行业 ,食品与饮料、

纺织品与服装是低技术行业。

表 1 　　　1985、1999 年 6 个行业的跨
　　　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分布

技术
构成 行业构成

1985 1999 平均数

至少数至多数至少数至多数 中国 世界

高技术
生物技术 0 0 3 12 6 818
半导体　 2 2 5 20 10 6104

中等
技术

汽车 1 1 6 24 12 2316
电视与无线接
收器 1 2 7 28 14 7103

低技术
纺织品与服装 3 4 22 49 2615 1818
食品与饮料 2 6 24 69 3415 2213

　　注 : ①中国平均数取“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所绘地图图
例中低值与高值的平均数 ;世界平均数按各行业跨国公司的海外分
支机构总数除以东道国总数计算。

　　②“至少数”取“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所绘地图图例
中低值之和 ;“至多数”取“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所绘地图图例
中高值之和。
　　资料来源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pp168～71 ,262～2641

在这 6 个具有典型分析意义的高、中、低档技术构成的

行业中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分布表现出以中低技术为主的

技术构成特点 (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20 世纪 90 年代 ,跨国公司在不同技术构成

的行业 ,对华投资都有较大增长。其中 ,高技术的生物技术

实现零的突破 ,半导体也呈现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低技术

行业是增长数量最多的部门。设在纺织与服装、食品和饮料

行业的中国分支机构 ,在 1985 - 1999 年间 ,分别从 3～4 家、

2～6 家增加到 22～49 家、24～69 家。同时 ,中等技术行业则

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按“至多数”计

算 ,汽车业中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增长了 20 多倍 ,电视与

无线接收器也增长了 10 多倍。

如果将上述 6 个行业 1999 年的数据放在跨国公司的全

球化生产体系中作横向比较 (见表 2) ,我们看到 ,中国所吸引

的 6 个行业中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在世界所占的份额 ,按

各行业平均数计算 ,位居前 5 名的行业是电视与无线接收

器 ,位居前 11 至前 20 名之间的有生物技术、半导体、纺织与

服装三个行业 ,位于 20 名以后的有汽车、食品两个行业。

表 2 给人的印象是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行业分布上

属于中高技术构成的特征 ,因为代表高技术的生物技术、半

导体行业分支机构都在世界前 11～20 名之间 ,而且代表中

等技术水平的电视与无线接收器所拥有的分支机构份额占

到了前 5 名。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 1999 年 ,在世界各国按输入

存量计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英国、

香港地区之后 ,名列第 4 位的国家。这也就表明 ,按高、中、

低技术构成的 6 个行业分支机构构成现状与我国在国际直

接投资输入存量中的地位是不匹配的。同时 ,综合表 1、表 2

可见 ,低技术行业的纺织与服装、食品与饮料的分支机构在

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中所占的份额与高技术的行业相当

或者更低 ,但它们的分支机构数量与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 ,

分别高出了 116 倍和 211 倍。这印证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仍然集中在低技术密集行业的结论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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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999年按技术密集度选择的 6 个制造业中外国分支机构的地理分布行业

行业构成 国外分支
机构总数 东道国数 前 3 名

份额 平均 前 5 名
份额 平均 前 10 名

份额 平均 前 20 名
份额 平均 中国所

占份额
生物 169 28 01627 0121 01710 011 01852 01085 01953 01048 0107
半导体 272 31 01496 01165 01629 0113 01787 01079 01945 01047 0107
汽车 1296 55 01294 01098 0144 0109 01710 01071 01884 01044 0102
电视与无线接收器 253 36 01356 01119 01502 011 01696 01069 01893 01045 0111
纺织品与服装 1445 77 01287 01096 01401 0108 01601 0106 01795 01039 0104
食品与饮料 2250 101 01237 01079 01353 0107 01561 01056 01747 01037 0103

　　注 :中国所占份额取表 1 中 1999 年“至多数”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二)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的地位看技术构

成

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形式有独立子公司战略、寻求外

源战略和复合一体化战略。独立子公司战略就是在东道国

设立比较独立运作的子公司 ,让子公司所有必要的工作都服

务于一个独立的东道国 ,母公司与其国外子公司之间的联系

主要通过所有权来控制。寻求外源战略就是跨国公司通过

寻求母国以外的资源 (主要为低成本劳动资源) 在世界范围

内将规模经济与低成本供给商组织结合起来 ,参与国际化生

产 ,使在东道国进行的一些活动主要与母国所进行的工作联

系起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对子公司的所有权来控制外源

化生产 ,或通过与当地公司的非股权安排 (如分包合同) 来控

制外源化生产。这类战略使跨国公司与国外分支机构之间

在信息、技术、增值活动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双向交流 ,以便让

后者提供更有利的具体投入 ,使跨国公司通常把劳动力密集

部分的生产交给分包公司 ,自己则集中于价值链的主要增值

部分。复合一体化战略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

和控制它们在不同地区的资产 ,将自身细分为不同的职能 ,

如组装、采购、财务、研究与开发等 ,并将不同的职能安排到

公司整体需要的最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从而 ,使其地理上

分散的国外分支机构和不完整的生产体系转向区域性或全

球性的一体化生产和分销网络。

根据以上原理 ,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的地位

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构成 ,首先可以从跨国公司目前

在中国的资源寻求型生产的情况观察到技术构成。这一情

况的表现形式集中地反映到对外贸易上 ,就是加工贸易。中

国外经贸部的数据显示 ,2001 年 ,我国商品出口总值 2 66115

亿美元 ,其中加工贸易值 1 47415 亿美元 ,占 5514 %。而外商

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值达到 1 06519 亿美元 ,其中进料加工

贸易值 92215 亿美元 ,分别占我国出口商品总值的 40 %和

341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 2002) 。值得说明的是 ,加

工贸易的商品结构在技术构成上有高、中、低三种技术密集

度之分 ,即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可以由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技

术密集型。但我国在加工贸易的商品价值链上仍属于低技

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水平 ,因为外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值的

高比例。

其次可以从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的职能观

察到技术构成 (见表 3) 。

表 3 以电子和汽车两个行业为例 ,比较 1985 和 1999 年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职能分支机构的结构及数量变化。从

中可以看出 ,设备与零部件生产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

最为需要的部分。在这些职能分支机构中 ,设备与零部件生

产机构的快速增长 ,说明跨国公司更多地把我国看作是生产

加工基地 ,生产加工基地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职

能分支机构相比 ,处于较次要的地位。通用电气 (中国) 有限

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孙礼达说 ,与新加坡、印度和泰国相

比 ,中国的强项是在制造业和装配加工业 (李德荣 ,2002) 。

表 3 　　1985和1999年按职能划分的跨
　　国公司分支机构在我国的数量

职　　　能

高新技术产业 中等技术产业

电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1985 1999 1985 1999

装配 - - 0 1～2

设备与零部件生产 2～4
(1～2) ×61
(3～5) ×2 1 1～2

销售 1 (1～2) ×2 0 1～2
R&D 与其他专业服务 1 1～2 0 0
融资与保险 1 1～2 0 1～2

　　注 :1～2 直接引自原文地图的图例 ,表示有 1 至 2 个分支机构。
在地图上 ,它们分布于不同的区域 ,所以 (1～2) ×6 表示分布在 6 个
不同的地点。其他类似的表达作同样理解。

资料来源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pp176～79 ,265～2681

再次从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职能总部情况观察技术

构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的总部可分为地区总部、生产

线总部、职能总部等。跨国公司总部与职能总部分支机构两

者的关系在集合意义上属于前者包含后者。在东道国设立

的职能总部不同于设立在该国的职能分支机构的地方在于 ,

位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职能总部 ,负责跨国公司某一特定的

行为 ,或者专门为特定地区的所有子公司进行职能管理 ,即

其活动范围覆盖多个市场 ,而职能分支机构只负责这个国家

的某种职能 ,即它的管理区域局限于一个独立的市场。

地区总部负责协调和支持一个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所

有活动。地区性总部要与其他分支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要接

近优质的服务以及高级技能的供给地 ,尤其是信息处理技能

的供给。所以 ,地区性总部必须选在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地

点。产品性、地区性、职能性总部的区位取决于电讯与通信

设施、人力资源的素质、当地营业费用及财政收益等多种因

素。跨国公司会选择具备这些优势的区位作为总部所在地。

从东道国的角度看 ,无论哪一种总部 ,因为总部的活动总是

需要高水平的管理技能和管理专家 ,并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

的溢出效应 ,因此各国政府都竭力要将跨国公司总部吸引到

自己国内。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显示 ,20 世纪 90 年代初 ,跨

国公司在发展中经济体内设立地区、生产线和职能总部的区

位主要在新加坡。至 20 世纪末 ,亚洲吸引地区总部最成功

的经济体是中国的香港和新加坡。2000 年 ,香港成为约 855

家公司的地区总部所在地 ,新加坡则有约 200 家国外分支机

构获得地区总部地位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可见 ,

中国大陆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尚未突显出

来 ,因而对华投资的技术构成处于低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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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的研发活动看技术构成

考察跨国公司在华的创新活动 ,主要看跨国公司在华的

研究与开发。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活动按照组织形式 ,主

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生产、销售部门的研发活动 ,第二

是生产、销售部门中的研发小组 ,第三是与大学、科研院所、

企业的技术合作 ,第四是独立的研发机构。

在研发机构的设置方面 ,1985 年 ,跨国公司设在我国的

拥有多数权控制的研发机构有 10 多家 ,1999 年达到23～66

家 (UNCTAD ,2001) 。薛澜等 (2002) 对在华有生产机构的 186

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进行了考察 ,发现其中有 29 家在我

国设立了独立研发机构 ,这表明仅有 16 %的生产性跨国公司

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

这 29 家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按产业分类 ,电子信

息产业是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最多的部门。一般认为 ,电

子信息产业国际化程度高和行业内的竞争激烈度强是跨国

公司设立研发机构行业密集度高的原因。我们认为更重要

的还应考虑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因素 ———中国语言、文化环

境。中国语言独特 ,文化环境与西方大相径庭 ,电子信息产

品如果不汉化 ,在中国不会有市场 ,而汉化需要付出巨大的

资金成本与时间成本。所以 ,跨国公司在该行业设立 R&D

机构以满足市场开发与占有的需要 ,而不是为跨国公司进行

原创性的创新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汽车业是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重要部

门之一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汽车生产公司先后来

到中国投资 ,但世界投资报告 (2001)显示 ,截至 1999 年 ,10 大

汽车跨国公司尚无一家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大众集团中国

业务总裁施密特先生说 ,在中国技术没有必要太先进 ,只要

价格便宜 ,结实耐用 ,使用方便就行。由此不难解释上海大

众建立 17 年 ,车型从德国大众集团引进 ,上海大众完全没有

核心技术的原因。

同时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活动主要采用独资的治理

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采用内部一体化的方式 ,目的是避

免核心能力的外泄。因此 ,独立性研发机构不利于跨国公司

技术的对华扩散。

二、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直
接投资技术构成的因素

　　1995 年 ,中国随着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华投资而进入跨国

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体系。但是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

排中 ,中国处在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低层次上 ,只能分享有

限的利益。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 ,可分别从跨国公司的全球

化战略与我国的现实发展水平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因素

理论上 ,跨国公司可以把每一种职能放在不同区位以利

用不同的物质性能 ,从而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达到效率上

的最优化。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开放国

内市场以及国际网络、新通信手段和组织技术的成熟 ,正在

使理论上的推断变成现实。同时 ,跨国公司以往为受保护的

市场服务、接近自然资源或低成本非熟练劳动力的传统生产

区位选择模式正在改变。

重要的是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活动具有

明确的目的。在收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的指向下 ,跨国公

司的生产性国外分支机构的选址 ,越来越把东道国的技能、

完善的基础设施、目前工艺水平、供应网络、支持制度等看作

关键性的决定因素。跨国公司会根据各个东道国在这些因

素上存在的差异 ,安排工业化程度较低区位的分支机构从事

诸如装配、包装之类比较简单的任务 ,而把需要更多技能和

技术密集的任务放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位中。同时 ,在必

须包括密切的供应联系和及时供货运营的生产中 ,分支机构

不得不安置在有效率的供应商和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密集网

络地区。

为配合全球化战略的实施 ,跨国公司也把部分 R&D 安

排到东道国进行。在选择国外 R&D 分支机构区位时 ,往往

根据不同的目的 ,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设立从事活动内容不同

的研发机构。在获得新技术、跟踪最新技术进展的意图驱动

下 ,跨国公司倾向于在有雄厚的研究开发优势的地方设立海

外研发机构 ,从事创造性的研发活动 ;在满足当地消费者需

求的目的指向下 ,跨国公司倾向于在有丰富的人力资本 (包

括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 的地方设立海外研

发机构 ,从事适应性的研发活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

立的 R&D 机构多半属于满足当地消费者的民族习惯、口味

偏好等产品适应性研发活动。

联合国贸发会议 (1999) 从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内容的角

度 ,区分了不同的东道国子公司在获得转让内容上的差异

(见图 1) 。这说明 ,即使在适应性研发活动中 ,跨国公司也会

依据东道国的发展程度 ,选择研发过程。

图 1 　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内容

资料来源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二)中国的因素分析

在影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技术构成的诸因素中 ,我国的

工业发展水平、工业企业的生产开发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与

政策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1.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相比 ,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处在相对较低的层次上。这

一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

第一 ,过剩与紧缺并存。一方面在大多数行业里 ,低附

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过剩 ;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的产品却显得生产能力严重不足。高档耐用消费品中的

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强大 ,产品供过于求 ,而高档消费品的

后向联系 ———中间产品、配套产品、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的生

产能力、开发能力不足 ,产品供不应求。格兰仕是全球最大

的微波炉生产商 ,但关键件磁控管依靠跨国公司提供。1999

年 ,在 439 种工业品中 ,供过于求的为 382 种 ,占 87 %(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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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报告 2001) 。

第二 ,出口商品结构中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

低、技术含量低。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

品 (包括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 的出口份额自

1980 年以来逐步上升 ,到 1999 年占工业制成品比重的

39155 % ,2001 年进一步上升到 45 %。其中 ,机械及运输设备

的增长速度最快 ,在工业制成品中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21173 %上升到 1999 年的 29177 % ,2001 年更上升到 39158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 2002) 。但是 ,从技术含量看 ,近

年来比重上升较快的机电产品大多数属于技术含量不高的

一般性工业制成品 (见表 4) 。

　　表 4 　　　2000、2001 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价格

商品名称 单位
2000 2001

出口价格 (美元) 进口价格 (美元) 出口价格 (美元) 进口价格 (美元)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 台 191800 601000 241000 731000
　数字式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台 4691000 4 7331000 6581000 5 9421000
　数字式中央处理部件 台 1351000 1281000 3091000 3011000
　输入或输出部件 台 161000 591000 181000 68100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吨 11 0081000 45 5011000 11 1401000 45 4211000
有线电话 (进口为有线电话、交换机) 台 101500 5 8461000 91400 2 7391000
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 台 1151000 1181000 1031000 941000
录/ 放像机 台 491900 2 0941000 501000 6241000
录音机及收录 (放)音组合机 (包括整套散件) 台 131980 381100 151120 291410
电视机 (包括整套散件) 台 661740 5991500 751680 4471800
　彩色电视机 (包括整套散件) 台 1081400 6631700 1211590 6111000
录放机、像机及唱机的零附件 吨 4 8541000 5 7141000 6 4481000 6 0951000
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的零附件 吨 12 6031000 42 4441000 23 4251000 78 3691000
电容器 吨 23 6841000 31 6091000 20 6791000 35 4001000
印刷电路 吨 4261000 2981000 4001000 3621000
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 个 01015 01033 01016 01036
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 个 01430 01540 01390 01630
电线和电缆 吨 3 0251000 4 2171000 3 0351000 4 8991000
汽车和汽车底盘 辆 9 2651000 28 1581000 8 3821000 24 2631000
船舶 艘 34 7791000 141 3051000 27 7601000 373 3501000
复印机 台 4961000 7891000 6341000 6031000
工业用缝纫机 台 1231300 9001000 1211200 1 0241000
电动机及发电机 台 01700 01790 01750 01930
金属加工机床 台 681300 1801000 631700 2381500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2)整理。

　　表 4 的数据显示 ,在同类商品进出口的单位价格比较

中 ,中国出口商品的单位价格普遍低于进口商品的单位价

格。这就是说 ,我们在以较低的单位价格出口机电产品时 ,

又在以较高的单位价格进口同类的机电产品。其中的原因

是 ,产品系列化、差异化很大的同类产品中 ,列名的产品名称

虽然相同 ,但其内含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有高有低 ,所以表现

出的价格也相差很大。

以上两点说明 ,前述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体系

时的低技术构成区位 ,是我国工业生产状况的直接反映。

2.工业企业的创新开发能力较弱。技术创新能力是指

通过引入或开发新技术 ,推动企业发展的能力。评价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主要采用三类指标 :一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产

出指标 ,包括市场占有率、生产率、新产品产值率、专利数 ;二

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因素指标 ,包括技术创新经费投

入、技术人员投入、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三是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间接因素指标 ,包括产业结构、创新环境、经营管理水

平。

(1)以市场占有率、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产出指标。在市场占有率方面 ,从国际市场占有率

看 ,我国工业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提高 ,但如前所述 ,大多数

属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性工业制成品。从国内市场占有

率看 ,张世贤 (2001) 根据海关进出口的分类 ,在 19 大类商品

中选择 11 类主要工业制成品进行分析 ,比较 1995 年和 1999

年这 11 类工业品的情况 ,得出如下结论 :总体上 ,我国工业

品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有所下降 ,从 1995 年的 68184 %下降到

1999 年的 63174 %。其中 ,机电产品、交通运输、光电仪器这

三大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有较大幅度上升 ,分别从 1995

年 50153 %、72137 %、415 %上升到 1999 年的 65172 %、88182 %

和 19159 %。

一般计算某类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所运用的公式

是 :Qi = (Si - Ei) (1 -αi -γi) / (Si - Ei + Ii)
① ,即工业品国内市

场占有率等于工业品国内市场销售额除以国内市场销售总

额。其中 ,工业品国内市场销售额等于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减

出口额和三资企业在中国国内销售部分的外方所占比重 ;国

内市场的销售总额等于全国产品销售收入减出口额加进口

额。

其实 ,这一公式考虑了可量化的部分 ,忽视了不可量化

的部分 ,如市场开放度、三资企业的股权要求、外资企业的出

口要求、国内采购比例要求等。很明显 ,计算国内市场占有

率的公式纳入市场开放程度、股权比例要求、出口实绩要求 ,

会使上述结论的数据改写。如在保护度高的汽车行业 ,国内

市场占有高并不能反映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真实状况 ,或者

说隐盖了汽车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客观存在。

在生产率方面 ,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在机械行

业 ,史清琪 (2000)的研究表明 ,“八五”末期 ,机械部系统企业

的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为 01237 万美元。1998 年 ,我

国机械工业每人每年的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只有 01263 万美

元。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1998 年 ,美国机

械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每年 9137 万美元 ,日本

该项指标更高达 10147 万美元。在汽车行业 ,中国汽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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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从业人数在 1999 年达到 180168 万人 ,但人均产量仅

为 1101 辆 ,人均营业收入为 17124 万元 (人民币) 。同年 ,通

用汽车公司的雇员数是 5914 万人 ,人均产量达到 1 273 辆 ,人

均营业收入 27116 万美元。

(2)以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为代表的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因素指标。《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

报告》(2001)按 IMD②的方法 ,对 1997 - 1999 年中国科技国际

竞争力可比指标数值进行了测算。同时 ,比较了 2000 年世

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统计数据。1997 - 1999 年 ,

中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额分别为 19176、24193、27102 亿美

元 ,以现行价格和汇率计算的人均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额分

别是 1160、2102、2117 美元。1999 年 ,在 IMD 研究的 47 个国

家和地区中 ,中国企业人均研发总支出排名 39 位 ,合格工程

师人数、IT行业熟练工人的可获得性这两项指标分别是 47、

46 位 ,即倒数第 1、第 2 位。

目前 ,中国企业在研究与发展中没有承担应有的义务和

责任。1999 年 ,我国企业在研发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4615 % ,而发达国家的该项比重在 60 %以上 ,美国、日本、韩

国的比重在 70 %以上 ,其中美国的比例高达 7414 %。并且 ,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呈现下降趋势 ,从 1991 年的 1139 %下降到 1998 年的 1128 %

(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2000) 。

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按设备新度系数分析 ,处

于较低水平。与 1985 年相比 ,1994 年全国工业的设备新度

系数下降了 419 个百分点。机械工业设备新度系数更下降

了 5173 个百分点。在装备工业的很多行业中 ,尤其是普通

机械、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制造业部门 ,生产设备老化、技

术水平落后、高技术产品比重低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

设备的比例为 11189 %(见表 5) 。

表 5 　　我国一些行业生产设备技术状况
　　(独立核算大中型企业)

机械 电子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化工 纺织
国际水平　　11182 2718 1132 28198 16158 3216
国内先进水平 16154 62127 0174 29196 35166 28182
国内一般水平 52174 9157 76181 33166 34110 3215
国内落后水平 18191 0136 21113 7141 13166 6108

　　资料来源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转引自史清琪、尚
勇主编 :《中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2000。

(3)以产业集中度、创新机制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间接因素指标。在行业内部 ,产业集中度是产业结构的

主要内涵。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 ,中国工业生产一方面

“大而全”、“小而全”,另一方面生产集中度低。在家电业 ,中

国是世界家电的生产大国 ,但从企业规模看 ,中国最大的冰

箱、洗衣机生产厂家年产整机规模为 200 万台左右 ;跨国公

司中的惠而浦在美国的一家全自动洗衣机生产厂就可年产

300 万台 ,其整个公司的年产量在 1999 年达到 740 万台。在

汽车行业 ,中国汽车产品的轿车生产量表现出高集中度的寡

头垄断特征 ,形成了上汽、一汽、东风三大汽车集团 ,但这 3

家企业 1999 年的生产量合计 80190 万辆 ,约为通用年产量

756 万辆的 1016 %、福特 682 万辆的 1117 %、丰田 529 万辆的

15 %。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要为 1 家整车企业供应配

套的零部件 ,很少为其他厂商提供产品 ,从而呈现散乱的原

子状态。在机械行业 ,中国机械工业各行业整体规模比工业

发达国家大 ,但生产集中度比工业发达国家低 (见表 6) 。

表 6 　　　中国、美国、日本机械工业集中度 ( %)

拖拉机 建筑机械 印刷机械 电机 轴承
中国 26 29 14 11 25
美国 80 - 37 56 -
日本 73 67 65 65 90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 :《中国工业发展
报告》(2001)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在创新机制上 ,史清琪的研究 (2000) 指出 ,我国并不缺

乏技术创新人才 ,而是缺乏适合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机制。

从微观上看 ,国有企业还没有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没

有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

和约束机制。从宏观上看 ,政企不分现象依然存在 ,技术创

新主管部门多且彼此间不够协调 ,政府缺乏创新激励政策 ,

重视项目管理 ,忽视技术创新软、硬环境构造。

3. 对外开放程度与外商投资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比 20 多年前更加开放 ,但仍有大量壁垒有待消除。

从投资方面看 ,外商投资者一方面对我国有很大的兴趣 ,另

一方面认为存在着很多投资壁垒。

在《美国国别贸易投资壁垒报告》(2001) 关于中国部分

的投资壁垒论述中 ,我们看到 ,影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政

策因素包括 :第一 ,法律不够透明且执行随意性较大 ,以及法

制基础尚不完善。同时 ,我国的法律法规的原则化 ,使外商

投资者很难准确地确定其活动是否违反了一项法规。不同

层次的政府机构都拥有立法权 ,经常导致各法规互相矛盾。

政府机构常拥有随意性的权力 ,并以此压制外国的或他们不

喜欢的投资者 ,或者通过威胁使用手中的权力来提出特别的

要求。第二 ,投资政策缺乏透明度。我国对外商投资指导方

针的频繁修改 ,导致投资者颇感迷惑 ,无法准确把握哪些是

政府所鼓励的外商投资领域或有关鼓励措施会持续多久 ,从

而损害了对投资环境的信心。第三 ,对投资的限制 ,包括成

立合资公司及其少数股份要求 ,很多产业部门仅允许外资在

技术上进入而不受“鼓励”。第四 ,我国常指定某些大型国有

企业作为一些产业关键技术唯一的培育基地 ,但这些指定的

公司有时因经验不足、人员构成不良或财力不佳等原因而对

外国企业不具备吸引力 ,从而限制了外国企业对合资伙伴的

选择。第五 ,虽然我国已承诺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协议》,但是仍有公司担心中央或地方政府可能以一些超法

律的、作为交换条件的决定为筹码 ,以一些非正式的形式要

求它们继续执行当地含量要求、补偿、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

研发等要求。第六 ,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丧失。由于户籍

制度的束缚 ,内部移民教育和住房机会受到限制 ,使合格劳

动力在外国投资集中的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成本升高。如

果将政府强制要求的救济金和补贴计算在内 ,我国沿海地区

的劳动力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可比地区。

可见 ,这些被外商投资者认为的投资壁垒的存在 ,会极

大地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的投资规模 ,也会对跨国公司在华投

资的技术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技术构成的措施

根据我国所作有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承

诺 ,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技术构成的途径 ,将取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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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为跨国公司投资提供相关的配套支持。这些支持除了

一般意义上的基础设施硬件之外 ,现在比较迫切的问题包

括 :

(一)为增加低成本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创造条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力资源供给充裕 ,其价格也比

较低廉。但是由于我国对教育投入的不足 ,严重制约了教育

的发展 ,使相当一部分青年人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以至于

劳动力市场上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过剩 ,而高技能、熟练劳

动力又出现了竞争性需求 ,满足不了跨国公司对高素质劳动

力的需要。

对此 ,我们首先应该改变现存的教育结构 ,在高等教育

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 ,把初等教育放在基础性的地位 ,加大

对初等教育的投入 ,特别是农村初等教育的投入 ,使农村丰

富的人力资源变成巨大的人力资本。这种投入要像基础设

施一样 ,把由家庭承担的义务教育改由政府承担。国家可按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中央财政负责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

育经费 ,东部及沿海发达省市财政负责本地的义务教育费

用。同时 ,把 9 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 12 年义务制教育。这

样 ,一可以减少新的文盲、半文盲人口 ,既能保证入学率 ,又

能保证毕业率。二可以为这些完成了 12 年义务教育的劳动

力奠定好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的文化知识基础。

(二)保持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

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我国的基本战略方针 ,已经得到

了跨国公司的普遍认同。然而 ,如上所述 ,在制定指导外商

投资方向的规定上 ,政策变动频繁 ,基本上每两年修改并公

布一项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0 年 ,在已经多次调

整了的投资政策的前提下 ,再次修改并公布了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2002 年 3 月 11 日 ,又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

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 21 号的名义 ,发布

产业指导目录。毫无疑问 ,这些会影响投资者信心。

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看 ,为了减少投资风

险 ,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 ,非常注重东道国投资

政策的可预见性。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都

以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目标 ,形成竞争性需求。因此 ,

保持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的稳定性、连续性是我国政府部门必

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政策环境

尚缺乏信心 ,试图让其提高对华投资的技术构成 ,是比较困

难的。

(三)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高技术构成的区位选择 ,现在越

来越注重东道国的创新能力 ,注重东道国创新体系的整合能

力。因此 ,加快我国创新体系的建设 ,关系到我国在跨国公

司全球化战略体系中的国际化竞争地位。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 ,我们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有关 R&D 补贴条款的基本

规定 ,调整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政府支持政策 ,明确各创新主

体的基本职能。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政府补贴分为被禁止

的补贴、可起诉的补贴和不可起诉的补贴三大类 ,并对政府

补贴不同类型 R&D 做出了规定 ,见图 2。

图 2 　WTO 补贴和反补贴协议对 R&D 补贴的基本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将上述三类补贴规则称为“红灯”、“黄

灯”、“绿灯”条款。为此 ,我们在积极应对红灯和黄灯条款的

挑战时 ,应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绿灯条款的机

遇 ,在国家科技计划上 ,全面调整国家科技计划 ,使之既符合

WTO协议要求 ,又在解决国家创新系统失灵中发挥主导作

用 ;在财政金融政策上 ,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定位于产

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 R&D 阶段 ,采取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

税收减免为辅相结合的支持政策体系 ,从政府有选择地重点

支持和全方位地推动两个方面激励企业创新 ;利用科技体制

改革的有利时机 ,积极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吸纳或组建研究

与开发机构 ,使之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产学研合作上 ,加

快制定促进企业、公共科研机构与大学进行技术战略联盟等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以充分发挥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之间的

资源互补优势 ,共同提高中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

创新能力。制定一项旨在明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地位的风

险资本法律 ,增加外国公司在中国成立风险资公司的信心 ,

促进科技创新。

注释 :
①式中 ,Qi 为 i 类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Si 为 i 类产品的全

国销售收入 ; Ei 为 i 类产品的出口总额 ; Ii 为 i 类产品的进口总额 ;αi

为三资企业 i 类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销售收入的比重 ;γi 为 i 类产业
外资本金占三资企业资本金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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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MD 是瑞士国际管理管理发展学院的简称。IMD 提出了衡量
科技国际竞争力发展的三大原则 ,并根据这三个原则构造了 5 个子
指标系统 :研发财力资源、研发人力资源、技术管理状况、科学环境状
况、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从 1999 年起 ,这 5 个子系统包括设计出来的
26 个具体指标。它们有机地结合成一体 ,形成一个较高层次的总指
标系统来综合反映一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状况。参见《中国国际竞争
力发展报告》(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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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信息成本 (风险因素)也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

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扩大市场开放度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完善市场建设 ,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从谈判到投资纳入国际化操作 ,以减少外商投资的市场与非

市场风险 ,采取一套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市场

经济改革政策 ,尽快健全各种要素市场 ,完善市场体系 ,规

范市场机制 ,改善市场环境 ,将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二)采取有效措施 ,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以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

集聚经济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至关重要的

因素。中西部地区要想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就必须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当地工业的配套能力 ,大力推进城市

化进程。具体来讲 ,要做到 : (1) 着力提升我国西部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 ,要充分发挥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的

优势。只有充分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才能以强劲

的市场需求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 (2) 注

重城市中服务业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金融、

服务、邮电通讯、法律、零售等敏感领域倾斜性地开放我国中

西部地区 ,形成集聚效应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 (3) 结合本地

已有的有一定竞争力的特定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制定针对

性的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 ,强化特定产业的聚集效应 ,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 ,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 ; (4)

结合本地已有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通过对该

国家或地区的针对性招商和在本地完善有针对意义的软环

境配套措施 ,形成有特定国家或地区特色的产业园区 ,以吸

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 (5) 针对已在本地投资的外商 ,制定

一系列动态性的相关扶持政策 ,鼓励其再投资 ,形成特定厂

商的聚集效应。
(三)积极营造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较大影响。

中西部要加大引资步伐 ,必然要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优良、

宽松的制度环境。具体来讲 ,要注意以下两点 : (1) 保证政策

的稳定性 ,并真正落实。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和

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有许多开创性和探索性问题 ,容易带来

政策的不稳定性 ,增大外商投资的风险。依许多投资者的观

点 :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区域差异 ,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

更有区域差异 ,而投资者所接受到的政策不稳定性 ,区域差
异最大。因此 ,中西部在引资中应尽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

拟制定的政策要真正落实 ,使每一个办事人员和决策者在引

进外资上具有同样的认识和积极性 ; (2) 中西部地区由于地

方政府财政乏力 ,往往存在乱摊派、交过头税的现象 ,而且国

家对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远不如东部 ,致使中西部地区工

业平均税负水平高 ,不利于外商投资的进入。因此 ,在引资

的过程中 ,对地方政府来说 ,要坚决制止乱摊派 ,对各种税费

要及时进行清理 ;对中央政府来说 ,要在减免方面对中西部

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
(四)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投资环境

中西部地区在引资过程中不仅要创造适宜投资者行为

的环境 ,而且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投资环境。否则 ,投资者

根本了解不到有关环境信息。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各种媒介 ,

宣传当地投资环境的优越性 ,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构建区

位投资收益模型 ,通过将当地区位要素输入模型 ,给投资者

以投入收益的定量分析结果 ,这样更易于吸引投资者的关

注 ,并形成实实在在的环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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