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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跨国公司与国际技术转移

谭红平　石建民

一、国际技术转移的意义与途径

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科技知识存量

的较快增长及其应用的迅速扩展。战后许多

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经济增长越来越

取决于科技因素。例如,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

期, 美国经济增长的 2ö3 归因于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 其中有 40～ 70% 是由科技进步而取

得的。科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1951—1955 年 间 平 均 4716% 一 跃 而 至

1965—1970 年间的平均 76%, 成为推动日本

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①。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任何国家

既无必要也无能力舍弃现已开发的科学技术

成果而从头做起, 因此, 国际技术转移就成

为促进各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捷径之一。它不

仅可以节省技术受让国的科研费用, 降低开

发风险, 而且更能节省科研时间, 加快缩小

其与先进国家间的技术差距。例如, 日本在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初的 20 年间共引进了

318 万项先进技术, 比其自身进行开发要节

省 2ö3 的时间和 9ö10 的费用。

战后的国际技术转移可分为非商业性技

术转移和商业性技术转移两种。所谓非商业

性技术转移, 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技

术转让活动。它主要是通过出国考察、国际

性学术会议、大众传媒等形式进行的技术交

流和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等目的进行的技

术援助这两个途径来实现, 在国际技术转移

中只是居于次要的、辅助性地位。

所谓商业性技术转移是指以营利为目的

的技术转让活动, 绝大多数国际技术转移都

属此类。商业性技术转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

途径: (1) 技术许可证贸易。即技术转让方

通过签订许可证合同, 将某项工业产权或专

有技术的使用权及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权

有偿地转让给技术受让方的一种交易。它是

国际技术转让中最为普遍使用的形式。(2)有

一定技术含量的资本品进出口。由于技术已

被物化在机械、设备等有形商品中, 通过国

际贸易, 这些被物化的技术就实现了在商品

进、出口国间的转移 (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进、

出口尤其如此)。 (3) 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

接投资传统上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技术转

移渠道, 这是因为它涉及整个生产系统的物

质性再配置, 兼有成套资本品和一些独立的

技术形式的转移。在加拿大, 美国的直接投

资是加拿大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最主要方

式。美国的直接投资把美国的资金、先进技

术设备、生产工艺与管理经验等一起带进了

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拿大的造纸、采

矿部门及战后的电子、汽车等制造业就是通

过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发展起来的②。

(4) 国际技术转移还可通过签订技术服务合

同、雇佣外籍技术人员等其它途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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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因素

尽管国际技术转移有以上各种途径, 但

其主体则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1995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 目前全世界

共有跨国公司近 4 万家, 它们在海外拥有 25

万多家子公司。跨国公司资金雄厚, 技术力

量强大, 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它们十分重

视研究与开发工作。目前, 世界上先进的生

产技术绝大多数都是由跨国公司开发、拥有

和控制的。例如, 世界最大 500 家跨国公司

垄断和控制了世界技术贸易的 90% ③。随着

战后经济国际化、生产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 与对外直

接投资相伴而行的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迅

速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技术转移形式。据统计,

美国目前的技术转让收入中有 80% 多来自

本国跨国公司向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让。

跨国公司带往海外的技术特征取决于许

多因素, 其中之一就是跨国公司采取的参与

技术转移的方式。技术愈先进和复杂, 买方

不确定性愈大, 则技术许可证交易所涉及的

交易成本愈大, 跨国公司就愈不愿接受除进

行直接投资外的任何其它技术转移方式④。

根据维农的“技术生命周期假说”, 一项产品

技术要经历导入、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

段。在技术的最初两个阶段, 跨国公司为保

护其技术秘密, 垄断地占有该项技术, 一般

仅将该技术运用于国内进行新产品的生产。

随着新技术的逐渐普及和其他国家在市场上

对该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 跨国公司转而采

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该项新技术转移至

国外, 以更好地结合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进行

生产。在技术的衰退期, 跨国公司则乐意采

取技术许可证贸易形式将该技术向国外转

让, 从而收回部分技术开发费用。此外, 邓

宁的“技术转移选择论”和以巴克利、卡森、

拉格曼等为代表的“技术转移内部化理论”也

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跨国公司综合运用出

口、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许可证贸易三位一

体的国际技术转移战略。实践与理论证明, 跨

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进行的内部技术

转移的时滞要短于以技术许可证交易等其它

形式进行的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素质也影响技术转

移的成本, 从而影响其带往海外的技术类型。

随着企业对国际经营业务和特定市场的了解

加深, 该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成本 (含风险

因素) 趋于下降。因此, 企业对外经营的经

验越丰富, 就越能提高被转移技术的档次, 加

速该企业向其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

东道国的技术实力及其对跨国公司的政

策也影响被转移技术的水平。技术的国际间

转移对东道国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让过

程, 一项技术转移的成功关键在于东道国及

其企业对该技术进行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

能力。引进的技术过于先进和复杂, 则东道

国及其企业难以吸收和消化。因此, 东道国

技术水平越高, 被转移的技术就越易于被吸

收与消化, 东道国所要求的被引进的技术档

次也就越高。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意愿也受

东道国政策的影响。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

的各种限制和繁琐的外资审批手续等都将增

加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的成本, 此时跨国

公司倾向于采用技术许可证贸易方式, 向东

道国转移较为过时的技术, 从而抑制了跨国

公司对东道国潜在的、更先进的技术转移。

三、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效应

跨国公司的国际技术转移有力地促进了

东道国产业结构与技术的升级换代。由于跨

国公司进行的国际技术转移大多与其对外直

接投资相伴而行, 因此,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

移效应就尤其显著地表现在其对外直接投资

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上。跨国公司产生的

技术溢出效应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产业内溢

出, 一类是产业间溢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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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内溢出, 是指跨国公司对其在

东道国同一行业内的本地竞争者所产生的影

响。这种溢出的产生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第

一, 竞争机制。尽管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相

比存在一些劣势, 如对消费与要素市场信息

的不完全性、当地政府的保护措施等, 但在

克服东道国市场准入壁垒上, 跨国公司通常

拥有比当地企业更重要的优势, 如在资本标

准、风险评估、研究与开发强度以及经营管

理等方面。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无疑增

强了当地市场的竞争力, 迫使当地没有效率

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 加强研究与开发活动,

改善经营管理, 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同时,

竞争力没能得到改善的低效率企业被排挤出

该行业, 曾被该企业控制的资源得以流向更

有效率的企业, 从而使行业内的资源配置得

到优化, 整体竞争力得到加强。第二, 跨国

公司实施的劳动力与管理培训也能导致产业

内技术溢出。跨国公司十分重视对当地雇员

的管理与技术培训, 以加强其在东道国乃至

整个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由于当地缺乏熟

练的技术与管理人员, 在利益的驱使下, 受

过跨国公司良好培训的雇员转入当地企业或

自己创办企业。这样, 通过人员流动, 跨国

公司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就流向了东道国

企业。第三, 跨国公司的行为对东道国企业

的“示范”效应。跨国公司所采用的先进工

艺与产品技术能诱使当地企业更快地获取该

技术, 因为要是外国企业没有采用这种技术,

则当地企业可能不会注意到该技术的存在,

或不会注意到获取该技术是有利可图的。对

于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 Mansfield 和 Re 2
meo 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美国企业技术

出口的详细研究, 他们发现, 在 1ö3 的案例

中, 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使有竞争性的产品

或技术至少提前二年半在东道国面世⑥。

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另

一类技术溢出效应就是产业间溢出, 即外国

分公司对其当地供货商和购买商带来的潜在

利益。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购买加工原料是

其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一种主要

方式。通过这种后向联系, 跨国公司能大大

提高东道国上游产业的生产效率, 增强生产

能力。同时, 由于当地采购的投入品的质量

和价格也是影响其子公司在东道国国内及国

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因此, 跨国公司十分

愿意通过提供技术咨询、金融援助及营销信

息等各种手段, 积极帮助当地供货商改善经

营管理, 增强产品竞争力。这样, 通过后向

联系, 跨国公司促进了当地上游产业的技术

重组, 提高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

随着技术革新的飞速发展, 跨国公司对

其在东道国购货商的溢出效应也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新兴产品通常是知识

与技术密集型, 它们不仅开发昂贵, 而且因

技术更新速度加快而存在较大的开发风险。

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 有的先进技术产品还

没有投入规模生产, 就被更新的技术所代替。

因此, 某些先进的技术产品只有实力雄厚的

巨型跨国公司才有能力进行研制。新开发出

的高技术产品被东道国企业购买后, 能大大

提高购买商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从而促

进了东道国下游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四、东道国应采取的对策

既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能产生直接的和

间接的技术溢出, 那么, 东道国应如何增强

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呢? 首先, 东道国应制定

正确的技术引进战略。东道国应根据本国的

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 大力引进适用的、关

键的先进技术, 并重视技术引进与国内开发

的密切结合, 加速被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

与创新进程。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技术引

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79—1992 年

间, 我国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 5200 多项, 成

交总额近 350 亿美元。这些被引进的技术在

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 较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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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是, 我国的

技术引进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我国

引进的技术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

术档次低, 很多都是外国已经或即将淘汰的

技术; 很多企业重引进, 轻吸收与消化, 被

引进技术难以较快实现创新, 使技术引进陷

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

循环; 技术重复引进现象严重, 既导致了国

内市场的恶性竞争, 又浪费了宝贵的外汇资

金, 影响了其它潜在的技术引进。这些问题

都要求国家加强对技术引进的指导与管理,

为加快引进技术的对外扩散提供政策保障。

其次, 东道国应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重

视通过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实现产业

重组与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总是力图垄断其

拥有的先进技术, 防止其对外泄漏。东道国

为尽快获取这些先进技术, 就应努力改善本

国的区位优势, 吸引跨国公司采取对外直接

投资的形式将其拥有的较先进技术内部化,

从而实现先进技术向东道国的较快转移。例

如,80 年代末以来, 随着韩国企业与其外国

竞争对手间的技术水平的差距日益缩小, 外

国企业越来越不愿通过技术许可证形式与韩

国分享技术, 高技术产业中的技术瓶颈就成

为韩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经济问题。为此, 韩

国逐渐放宽其对外资的管制。根据韩国“五

年外国投资自由化计划” (1993—1997 年) ,

到 1997 年, 在总共 1148 种行业中,35 种将

部分自由化,1037 种将完全对外资开放, 外

国投资自由化比例将从 1993 年上半年的

83% 提高至 1997 年的 9314% (现已修正至

9513% ) ⑦。此外, 韩国还放宽了对外国投资

者获取土地及使用离岸金融资本的限制, 减

少政府过多的干预。通过这些努力, 韩国力

图为在本国经营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

资环境, 吸引跨国公司更多地参与韩国的经

济建设, 从而加快其向韩国的技术转移。

再次, 东道国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东

道国应认识到,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既能激

励本国企业大力进行研究与开发, 增强本国

自主开发能力, 又能消除跨国公司对于其被

转移的先进技术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担忧,

从而鼓励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转移更多、更先

进的技术。近年来, 我国为了提高引进外资

的档次, 吸引更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对华

投资, 相继通过了《商标法》、《专利法》、

《著作法》等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形

成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同时, 我国还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公

约, 并与美、日、俄、欧盟等许多国家或组

织签订了相互保护知识产权备忘录⑧。我国

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对外国跨国公司产生

了强烈的吸引力。目前, 已有美、加、日、欧

等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直

接投资。它们投资的项目普遍具有规模大、技

术含量高的特点,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今后, 我国应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加强打击侵

权、盗版等违法行为的力度, 提高全民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 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

华投资, 从而获取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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