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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地区重点的转移及中国的对策

刘 丽 晾

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的一个高级行政官员曾说
“

如果你不能在亚洲立足
,

那么 年或 年之 内
,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将不复存在
”
德国著名的西门

子公司总裁皮勒尔先生也指出
“

东欧在可以预见的

时间内不会成为重要市场
。

与此相反
,

亚洲提供了高

增长率和低工资成本
。

除了在亚洲积极开展业务
,

别

无选择
。

如果我们不努力
,

就会在竞争中失败
。 ”象通

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这样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

跨国公司开始重新看待亚洲 并把其经营战略的重

点由原来的西欧和北美转向亚洲
,

其主要表现是进

入 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对亚洲的直接投资 占其

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增长迅速 虽然当前跨国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仍集中在发达国家
,

流入这些地区的投资额占全球对外投资额的 以

上
,

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金 自 年代以来一

直趋增
,

从 年的 亿美元增加到 年的
。亿美元

,

而 年达到 亿美元
,

随着西方发

达国家的经济复苏
,

年流向发展 中国家的外国

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亿美元
,

占世界国际投

资的 ① 。

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外国直接投

资中
,

每年都有 以上是投资于亚洲地区
,

特别

是东亚
、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

据统计
,

世界最大投资

国之一的美国从 年到 年
,

在亚洲 不含 日

本 的直接投资增长了
,

远远超过美国在海外

投资总额增长率 的速度
。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

美国公司 年对亚太地 区的投资增加 了
,

是美国公司对全球投资增长率的两倍还多
。

这一年

美国在亚洲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在中国的投资 —比

上一年增长了 ② 。

为什么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战略重点会向亚洲

转移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年代以来
,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增长停滞与亚洲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 比
,

亚

洲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是
, 。年

降为 纬
,

年经济增长几乎为 。,

年仅有

,

年降至
。

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等西方

大国经济先后 陷入周期性衰退
,

前苏联和 东欧国家

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大幅度滑坡造成的
。

但是
,

在

年代头四年世界经济停滞的同时
,

亚洲经济继续保

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

尤其是东亚增长率仍在 左

右
,

被称为
“

世界 的经济增长 中心
” 。 ⑧其 中中国在

年和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 和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跨国公司的投资重点由

战前的殖 民地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

移
,

到 。年代
,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总对外直

接投资 以上
。

进入 年代以后
,

发达国家经济
增长停滞

,

拥有大量资本和技术的跨国公司迫切要

求找到新的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以获取最大利润

其投资重心又有重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

而

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令世界瞩 目的亚洲无疑成

为
“

兵家必争之地
”

一般来说
,

跨国公司的投资不是为了追求短期

效益
,

而是从战略上考虑公司长远的发展 目标
。

而母

国的战略政策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

战略
。

目前
,

各主要投资大国都就争夺亚洲制定了相

应 的长远战略政策
,

如美 国的
“

战略东移
” ,

日本的
“

脱美返亚 ” ,

欧洲的
“

新亚洲政策
” 。

这些战略政策指

导着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同时也必须依赖跨国公司

的直接投资得以实现
,

因而这些战略政策的制定必

然会伴随一系列相应的具体的财政
、

金融
、

外交等政

策鼓励和促进跨国公司在亚洲投资
,

那么预计今后

跨国公司在亚洲投资的数 目会更多
,

规模会更大 另

一方面
,

东道国的长远发展状况也是跨国公司投资

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

亚洲的经济增长势头并非

近几年才出现也不会很快消失
,

拿东亚来说
,

近

年来
,

东亚地 区 包括 日本
、 “

四 小龙
” 、 “

东盟
”
和 中

国 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 以上
,

高出世界其它地

区一倍多
。

在 年代剩下的几年里
,

东亚经济仍将

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据有关专家预测
,

日本会走出衰

退的阴影保持 的年增长率
, “ 四小龙 ”

的年



增长率将在 之间
,

东盟国家可达到
,

中国保持在 写左右
。 ④就整个亚洲而言

,

其产值占

世界总产值比重 已从 年前的 上升到现在的
,

预计到 世纪末将占
。

很多研究机构和

经济学家预测到 世纪初
,

亚洲将是世界经济的重

心
。 。因此

,

跨国公司现在能否进军亚洲
、

扩大在亚

洲的投资
、

开拓亚洲市场
,

是关系到它在今后乃至下

世纪的生死存亡的间题
,

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

二 无论从成本因素还是从市场因素考虑
,

亚

洲都是最优的投资场所
。

跨国公司海外生产的决策动因最重要的是成本

因素和市场因素
。

成本因素主要是考虑到投资东道

国有较易获得的原材料或廉价劳动力
,

而市场因素
主要包括 企业扩大规模的愿望

、

开拓海外市场的愿

望
、

维持市场份额的愿望等
。

就成本因素来说
,

亚洲拥有丰富多样的 自然资

源 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

能源储量占世
界能源储量的

。

其中 煤炭占
,

夭然气占
,

石油占 至
。

中东 已探 明石油储量 年
月 日 为 亿 桶

,

占世 界 探 明石 油储量 的
“ 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 黑色和有色金属矿资
源品种多储量大

,

橡胶
、

木材和水利资源丰富 ⑧同

时
,

亚洲也拥有廉价的劳动力 亚洲人 口 已超过

亿
,

占世界人 口 总数的一半以上 但是
,

跨国公司通

常偏重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
,

注重产品的研究

和开发
,

因而更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高级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才 , 而人工合成材料的广泛运用以及跨国

公司全球布点 内部调拨的经营战略
,

又使其对某一

地区的 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小
。

所以在成本因素

和市场因素之间
,

市场因素显得更为重要
。

亚洲人 口 占世界人 口 总数一半以上
,

亚洲的经

济发展又保持着 良好的势头
,

因而亚洲的市场潜力

巨大
。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
,

亚洲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

一些研究机构预测
,

到
。年

,

亚洲至少有 亿人将拥有西方水平的生活

标准和购买力 而亚洲的基础设施部门及服务行业
、

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是有待发展的领域

亚洲的经济起步晚
,

基础设施很不完善
,

即使在

人均 已超过美国的 日本
,

其基础设施水平仍远

不及美国 日本政府提出在 年代投资 万亿 日

元 约合 万亿美元 用于公共设施建设
,

台湾提

出 多亿美元的 年 一 年 基础建设

计划
,

印尼计划至少投资 亿美元进行交通和能

源工程建设
, “
预计中国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将投资

约 。亿美元来兴建基础设施
,

这些工程项 目的

就意味可为美国人带来数十万个就业机会 心

基础设施部门是联系效应很强的部门
,

它与建筑业

和几乎所有的重工业部门都有联系
,

亚洲这些庞大
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对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资

金的跨 国公司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

尤其在西方

发达国家 年代初陷入经济危机之后
,

交通
、

能源
、

制造业等一直一服不振
。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
,

除了基础设施部门是国民

经济的
“

瓶颈
”部门外

,

金融
、

保险
、

信息咨询等服务

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也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

随着

生产力的 日益信息化和智能化
,

服务业的发展 已成

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
,

而不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

因此
,

亚洲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

趋势
,

也是促进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
。

而

年代以来
,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呈现 日趋
“

软化
”
或

者
“

非工业化
”

的特征
,

即服务性行业成为跨国公司

的主要投资导向 具体表现为对金融
、

保险
、

服务等

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
,

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

到 年底
, 日本跨国公司总资产的

,

美国
、

加

拿大
、

法国
、

德国和荷兰等国跨国公司总资产 的

都属于服务业 ⑧亚洲第三产业巫待发展的

现状与跨国公司投资
“
软化 ”不谋而合

。

跨国公司
“

软

化
”
性投资可以在亚洲找到广阔的市场

,

而亚洲也急

需跨国公司的带有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一揽子
“

软化 ”投资
。

总之
,

跨国公司之所以在海外直接投资
,

一定

是因为海外直接投资的利润率高于母国国 内 其效

应也许是长期的
。

而海外直接投资地区的选择同

样是以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为原则
。

而投资于亚洲会
使收益率最大

。

据美国商务部的一项调查
,

美国公
司 年在亚洲得到的年平均收益率超过

,

几乎是同一时期对其它 个主要工业国平均

收益率的两倍 ⑧ 。

三 亚太地区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促进了跨

国公司在亚洲的直接投资
。

随着跨国公司的公司一体化程度由浅入深
,

跨

国公司由原来的分立战略逐渐进入更高级的复合一

体化阶段 即地区战略或全球战略
。

随着当今世界经
’

济区域化
、

集团化趋势的 日渐明显
,

地区战略在大型

跨国公司的决策中摆于突出的位置 例如
,

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目前在亚洲的分公司都以满足当地市场需

求为目标
,

但在墨西哥的分公司则不尽相同
,

母公司

已将墨西哥纳入其北美制造业发展战略中
,

因而在

墨西哥的分公司的产品常返销美国
,

以其廉价的劳

动力成本从而更低的产品价格在美国市场竞争中取

胜
。

年
,

北美 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夕
,

跨国公司掀

起 了在墨西哥的
“

投资热 ” ,

这正是跨国公司出于地
区 战略考虑的结果

,

因为墨西哥可以成为将产品打

入庞大的美国市场的
“

跳板
” 。

跨国公司从地区战略出发
,

同样不会忽视亚太
经济合作的前景 年 月

,

亚太经合组织在美

国西雅图召开的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经

济展望声明 》 《声明 》提出了要建立
“

亚太经济共同



体 ”的设想
,

并确定了合作七项原则
,

原则中指出亚

太市场将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
,

减少妨碍贸易

和投资的壁垒
,

以便扩大地区 内外贸易
,

使商品
、

服

务
、

资本和投资在该地区 自由流通
。

西雅图会议的召

开表明亚太地区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已见端倪

从 目前看
,

跨 国公司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只是绕

过了东道国的各种阻碍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将产品打入了东道国国内市场
,

但是区域经济集团

一旦建立
,

好处将远不止这些 从理论上说
,

区域经

济集团的建立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效果
,

即区域经济集团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

而在一

定程度上排斥了本区域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

因

此
,

跨国公司在亚洲建立的子公司将会绕过 区域集

团的一致对外贸易壁垒而使其产品打入整个亚太市

场
。

随着世界经济的区域化
、

集团化
,

各区域之间在

其内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
,

必将展开抢占市场
、

输出资本的激烈竞争
,

正在形成的亚太经济区是欧

盟和北美 自由贸易区争夺的主要市场
。

对美国来说

西欧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程度的加强
,

削弱了美国在

欧洲的影响
,

使其经济利益被排斥在欧洲之外
。

亚太

正逐步取代欧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
场所

,

早在 年代中期以后
,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直

接投资增长速度和年净投资顿就超过了对西欧的投

资
。

从西雅图会议看
,

美国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

了亚太地区
。

作为欧盟核心的德国
,

自统一之后
,

虽

有很多优势和潜力
,

但由于西方经济的普遍不景气
,

德国很难掌握 自己的经济命运
,

也很难带动欧盟的
发展

。

开拓市场销路
,

寻找合作伙伴
,

创造走向世界

的机遇
,

是德国的当务之急
。

德国
“

新亚洲政策
”
的内

容是 更多地体现德国在亚洲的存在
,

重点是加强对

亚洲的直接投资
。

年 月
,

德国经济亚太委员

会成立
,

科尔总理亲 自推荐积极向亚洲投资的德国

西门子公司的总裁皮勒尔先生为主席
四 东亚地区的跨国公司其跨国经营主要集中

于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 。、

年代
,

这种经营特点主要是 由于东亚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
,

不具有与发达国

家竞争的技术优势
,

而只能在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

产品成本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而东亚地区各国生

产力水平
、

产业结构差别大
,

呈现不同层次
,

从而形

成了该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和地区 内跨国经营的条

件
。

现在
,

东亚地 区的许多跨国公司都拥有足以与

西方大国竞争的技术水平
,

但仍采取这种地区经营

方式
,

这一特点可以用跨国公司的地区核心网络战
略来解释一般说来

,

地理上的接近可以带来交通运
输和信息传递的便利

,

而且还因为本地区历史上早

就开始了不同国家间人民的迁徙和流动
,

形成了区

域内人民间的亲缘关系
。

这种亲缘加地缘的关系使

从事跨国经营的双方都有方便
、

可靠之感
,

从而促进

了跨国经营的发展气 所以
,

跨国公司通常以母国为

基地
,

推行地区核心网络战略
,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

一连串邻近的国家串联在一体化网络之 中
。

有关专

家指出
,

当今国际直接投资 以上集 中在 以美
、

日
、

西欧为核心的
“

三大角 ”

地区 美国主要对拉美投

资
,

日本对亚洲投资
,

西欧对非洲和东欧投资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重点有一个演变过

程 年代中期至 年代中期
,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

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

居首位
。

年

代中期至 年代中期
,

日本对美国和西欧的投资超

过 了对亚洲的投资
,

年代中期之后
,

日本再次将
注意力转向亚洲 年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累

计额已达 亿美元
,

是 年 亿美元的 倍
以上 该年对亚洲投资比上一年增长 写

,

年
又 比 年增长了

。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经营也主要
集 中于本地区

。

如
,

年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

资的 集中于东亚地区
。

年代末 年代初

台掩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顿的

“
·

五 位于亚洲中部和北部的独联体国家
,

正处

于经济转轨时期
,

跨国公司对这些地方的投资也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

。

这些国家正处于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

过渡时期
,

需要 巨额资金作为启动杠杆和后续手段
,

而国内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

因而对西方国家的资金

需求非常迫切
。

跨国公司看重这里高教育水平的低

工资劳动力和原来雄厚的工业基础
,

更看重这里潜
在的巨大市场

,

因而在这里收购了一些国有企业
,

建

立了一些分支机构
,

但 由于这些国家各 自面临复杂

的间题和 困难
,

社会动荡不安
,

前途未 卜
,

使西方资

本大量流入的机会大打折扣
。

综上所述
,

跨国公司从 年代以来已经把亚洲

作为其投资重点区域
,

这对中国是个极富挑战性的

机遇
。

从引进外资看
,

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接近 。亿美元
,

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大吸收外国投资的东道国
。

但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

投资并不多
,

到 年底
,

美国 家最大的跨 国

工业公司中仅有 的公司对华投资
,

美国大公司

年累计对华投资总额还不到这些公司 年一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

跨国公司拥有巨额的资本
,

庞大的生产规模
,

先

进的科学技术
,

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世界性的销售

网络
,

中国今后吸引外资应该向高档次发展
,

即多吸

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目前
,

中国在引进外国直接投

资方面存在着一个突 出间题 —外资规模小
,

而且

还 有 日益 小型 化 的趋势 据 国 家统计 局 统 计
,

从



年到 。年
,

外资项 目协议规模连年大幅度
下降

,

年平均规模为 万美元
,

还不及

年的一半
, 、

年有回升但仍不及 年 以

前的水平
。

投资项 目达不到一定规模
,

不仅造成规模

不经济而且还有其它缺陷
,

如难以引进先进技术设

备
、

产品档次不高
、

宏观管理困难等
。

造成这种规模

小型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外资大多来源于港
、

澳
、

台中

小企业或个人
,

外资企业 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 。

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

间题
。

当今世界最大的 。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

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

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金

额高
,

兴建的企业规模大
,

公司又拥有世界性的营销

网点
,

很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此外
,

公司通过在

当地采购零配件和原材料
,

还会对中国相关的上下

游企业的发展起到产业连锁作用
,

带动一系列相关
产业的发展

。

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很强的研究开发

能力和技术创新优势
,

是当代技术发展的主角和国

际技术转移的载体 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通常是

带有先进技术的一揽子投资
,

这样
,

中国不仅获得了

资金
,

还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技术
,

跨国公司也非常

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例如
,

德国西门子公司投资
。。。万马克

,

与北京市政府共同筹建北京技术交流

培公 中心
,

该中心每年可培创 名职工
。

另外
,

跨

国公司近年来重点投 资部门转 向基础设施和服务

业
,

这两项都恰是 中国的薄弱环节
,

因此
,

更应该吸

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

总之
,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都较好
,

为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

除了创造一般

吸引外资的宽松环境和政策机制外
,

还应采取如下

措施

改地区优惠政策为产业优惠政策
。

长期以

来
,

我国在吸引外资中一贯奉行地区倾斜政策
,

造成

了外资引进的地区分割
,

束缚了外商在全国范围内

扩大投资规模 如果将这种地区优惠改向产业优惠

过渡
,

对凡是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大型投

资项 目 如高新技术
、

能源和交通等 加以充分的鼓

励和扶植
,

势必对跨国公司有很大吸引力
。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

减免税收
、

自由用汇

等一些政策优惠措施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并不具有

很大吸引力
,

如跨国公司外汇充足
,

不存在外汇短缺
间题

,

自由用汇对其不起什么促进作用
。

跨国公司关
心的是东道国政策的稳定性间题 因为跨国公司重

视的是长远利益
,

投资额越高风险就越大
,

政策的稳

定性与其长远利益直接相联
。

因此跨国公司的投资
通常是比较谨慎的 前些年

,

跨国公司在我国一直处

于“
投石间路 ”阶段

,

近一两年才有大规模
“

进军
”

的

趋势
。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国近些年来政局稳

定
、

政策连贯
,

朝着市场经济的改革迈步稳健
。

但应

当看到
,

当前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
、

巨额的财政预

算赤字
、

巨额的国有企业亏损及补贴等影响宏观经

济稳定性的因素 跨国公司更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稳定的而不是快速的
,

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适于用

经常性的微调
,

避免社会经济出现过冷过热
、

大起大

落的周期性波动
。

进一步开放市场
。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旨在打

入 巨大的中国市场
,

不少跨 国公司在华投资项 目都
是在提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前提下以内销其产

品为主
。

但 目前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是很低的
,

除食
品

、

工农业机械
、

金属制 品
、

玩具及体育用品等行业

对外商投资无限制外
,

其它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限

制
。

同时
,

对外资企业还规定一定的当地含量和出口

比例
。

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

并按国际惯例办

事
,

让跨国公司能在中国市场上公平地参与竞争
,

将

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

尤其对作为
“

瓶

颈
”
部门的基础设施行业及银行

、

保险等金融业以及

其它服务业
,

适当开放
,

会大大促进这些行业的发

展

可以预见
,

本世纪末到下世纪
,

跨国公司将成为

一切高科技大规模的国际生产
、

投资和贸易活动的

主体或载体 中国产业和企业界应把握住 目前的机

遇
,

主动有选择地加入以跨国公司 内部分工为特征

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
,

推进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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