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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
“

侵人
”
与民族工业安全

`

周林生
(盐城工学院工商管理系

,

盐城
,

224 00 3)

摘 耍 从分析外资在华投资方式入手
,

探讨 了跨 国公司进入对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影响
。

丈

章在充分肯定跨 国公司对捉进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板作用之基拙上
,

提 出了跨国公 司大全

进入对发展民族工业的挑战
,

从中砚
、

徽砚两个层面 上分析 了跨 国公 司村我国产业撞制的方

式
,

进而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应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所来取的对策
。

关镇词 跨国公 司 民族工业 影响 对策

分类号 F 4 2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和大量引进外资
。

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
,

我国引进外资先后经历了三次浪潮
:

第一次浪潮出现在对外开放初期
,

以贸易资本为

主
,

业务范围主要是生产加工型的
“

三来一补
” ,

资金来源以港澳地区居多
,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

以产业资本为主
,

直接投资数盆激增
,

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云集中国 ,第

三次浪潮从 1 9 9 5年底开始兴起
,

以金融资本涌入国门为特点
。

如果说
,

1 9 7 9 ~ 1 9 9 0 年
,

我国利

用外资以对外借款为主
,

那么进入 90 年代以后
,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导方式 已演变成外商直接

投资 (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种基本形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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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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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1 9 95 年 》和 《 1 9 9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编绘 )
。

据统计资料
,

外商进入中国的主导方式是直接投资
,

而具体的操作方法又有了结构性的变化
。 “

八五
”

期间
,

在我国三资企业构成中
,

从项目个数
、

协议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上看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由第二位降到第三位
,

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则由第三位升到第二位
。

( 图 2
,

根据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年鉴 》及有关资料编绘
。

)这说明
,

进入 90 年代以来
,

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商
,

更多地愿

意采取独资经营方式
。

引起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方式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外

国跨国公司
,

尤其是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
。

国际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
、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

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促进了我国

技术进步
,

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营管理水平
,

同时
,

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资金
,

其

积极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

但是
’

,

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越多越好
,

跨国公司

过度无序来华投资
,

势必对我国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

一
、

跨国公司的进人对我国民族工业的挑战

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的汽车
、

计算机
、

家电
、

食品

及饮料
、

服装鞋帽
、

洗涤化妆用品等行业外资已占据主导地位
。

就啤酒行业而言
,

我国啤酒销量

排名世界第二的巨大市场吸引了世界十大啤酒厂家前来投资
,

国内年产量 10 万吨以上的啤酒

厂仅剩 2 家未合资 ;饮料行业
,

现仅剩广东的
“

健力宝
”
和海南

“ 两椰
”

的产品还在苦苦支撑
,

其

他国产饮料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
计算机行业

,

国内仅有
“

希望
”

集团一家在包围圈中奋战 ; 医

药行业
,

进 口或合资企业生产的药品大行其道
,

而国内众多的药厂却步履维艰
。

跨国公司从其

全球经营战略出发
,

将中国市场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
,

实施在整个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布局
。

比

如
,

国内主要十大洗涤用品厂均分别与外商合资
,

至 2 0 0 0 年
,

这些合资厂家的销售份额将占中

国市场的 7 0环以上
,

区域分布在中国的东西南北
,

也就是说
,

用不了多久
,

外商就可以占据垄

断地位
,

左右中国的市场
。

跨国公司的进入有时带来的仅仅是急需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
,

并没有带来先进

的技术和设备
。

这些行业在合资前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了国际八十年代末的水平
,

合资后 由于注

入所缺乏的大量资金
,

得到的是生产能力的扩充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

许多民族工业由于缺乏短

期资金而轻而易举地
“

拱手相让
” ,

失去了原 已响当当的品牌
。

跨国公司在合资的时候
,

一般都

挑选 民族工业中有效益的企业
,

而对亏损严重
、

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是不屑一顾的
。

而且
,

在合

资时一般都要求将过去的企业一分为二
,

合资了精干的员工
、

好的设备
,

而把老弱病残
、

破旧设

备留给老企业
,

将包袱甩给国有企业
,

合资不仅没能解决原有问题
,

反而增加了解决这些 问题

的难度
。

此外
,

为吸引外商所制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

更使国有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
,

事实上的

不公平竞争
,

使民族工业的处境 日渐危重
。

二
、

跨国公司对我国民族工业的控制方式

跨国公司依据其所处行业的不同特点
、

产品的不同特性
,

采取多种具体方式对我国的民族

工业实施控制
,

本文主要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别考察
。

1
、

中观层面的控制方式

( 1) 组建战略联盟
,

挤压民族工业 战略联盟是国际企业之间为实现共同的 目标而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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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
、

跨行业的经济联盟
。

目前
,

跨国公司进军中国主要采取产品联盟和市场联盟方式
,

既巧

妙地化解了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
,

又避免了彼此之间的过度竞争和摩擦损耗
,

联合挤压民族工

业
。

如 K E N T U C Y 快餐店与泰国正大集团结成产品联盟
,

正大集团独家供应 K EN T U C Y 生

产用鸡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我国的对外招标中
,

外国公司结成市场联盟
,

采取串标
、

轮番中标或

某家中标众家分享等形式
,

抢夺中国市场
。

(2 )推行一体化
,

抢占经营空间 跨国公司通过实现跨地区的产业内的一体化或跨行业的

地区一体化大大拓展了经营空间
,

而留给民族工业的经营空间相对窄小
。

跨国公司通过购并
、

系列投资等手段
,

控制的有各种各样的
“

小巨人
”

式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还可通过控制相关产

品或相似的有竞争威胁的企业
,

形成产业内的横向一体化
,

典型或配套产品的生产企业
,

形成

产业 内的纵向一体化
,

这种控制方式在汽车行业中比较显著
。

(3 )依靠先进技术
,

掌握市场主动权 跨国公司从技术源切入技术密集型产业
,

抢占制高

点
,

以对该产业内处于中
、

下游的民族工业实施控制
。

如美国 A T & T 公司
,

加强对我国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投资
,

不仅分散其技术开发风险
,

而且使我国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从一开始就步入它

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

以便在技术上进行控制
。

另一方面
,

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转让
,

造成合资的技

术依赖
,

利用工艺实施控制
。

如外国汽车公司对我国汽车工业的控制就是通过技术转让
,

由外

方掌握技术标准
,

要求中方遵守
,

外方还不断进行技术改造
,

迫使中方反复引进和消化吸收
。

(4 )控制产业链上关键点
,

影响相关民族工业 对上
、

下游关联程度较高的产业
,

跨国公司

则通过控制产业链中的关键部门对整个产业施加影响
。

如计算机产业中
,

跨国公司通过控制关

键零部件芯片的生产
,

影响整个民族计算机工业
。

2
、

徽现层面的控制方式

l( )拥有多数股权
,

掌握经营大权 跨国公 司通过拥有股权优势控制企业的生产营销活

动
,

以将其纳入 自己的全球战略网络
。

如对于市场潜力巨大
、

产品畅销的合资企业
,

跨国公司通

过增资扩股缩小中方股权比例
,

通过占有股权优势获得企业的控制权
。

如荷兰的 P H IIL P S 公

司
,

通过两次增资扩股
,

稳稳当当地收购并控制了南京华飞公司
。

(2 )控制无形资产
,

套牢民族工业 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著名商标
、

品牌
、

专利或专有技

术等无形资产控制企业的生产营销活动
,

以合资企业的产品为
“

跳板
” ,

获得比较高的市场占有

率
,

进而控制该产业的产品市场
,

而将中方的无形资产
“

冷冻
”

起来
。

如上海家化的
“

美加净
” 、

“

美露
”
等国内著名商标被洋商标

“

力士
”
所取代而不见踪迹

。

( 3) 借助管理安排
,

巧妙实施控制 跨国公司利用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控制企业
,

如利用

营销渠道方面的优势
,

控制企业的原料采购或产品销售
,

通过转移价格
,

架空民族工业
,

获取超

额利润
。

(4 )凭借雄厚资金
,

冲击民族工业 跨国公司依赖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对民族工业实施控

制
。

如跨国公司利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
,

采取低价倾销手段迅速占领市场
,

打压民族工业的产

品销售
。

在大型合资项目如资金需求比较大的石化行业
,

跨国公司利用中方配套资金不足对其

进行控制
。

( 5) 吸纳优秀人才
,

控制走向高层 跨国公司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

在经营当地化过程

中
,

一方面花费巨资培养经营管理人才
,

另一方面通过猎头公司挖走民族工业中的优秀人才
,

力求在竞争中占据人力资镖上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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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它特殊安排 对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工业
,

跨国公司先下手为强
,

通过独家买

断开发
、

生产或营销权等手段抢堵民族工业经营空间
,

迫使民族工业望洋兴叹
。

总之
,

无论是在中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上
,

跨国公司出于 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
,

极力谋

求对我国民族工业尽可能大的控制权
。

三
、

保护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对策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劣势
,

决定了在直接投资上
,

我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便处于不利地位
。

我们一方面在利用跨国公司
,

一方面又难免被跨国公

司利用
,

因此
,

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对我国民族工业而言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
。

我们既

要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

又要正确引导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

为此
,

必须制订相应的对策
。

1
、

政府的对策

首先
,

制订明确
、

具体
、

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
,

有序引导跨国公司的投向 引导外资投向的

行业 目标应定位在重点基础产业
,

地区目标则定位在内地及中西部地区
,

要将引进外资与优化

产业结构
、

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和民族工业改造等结合起来
。

在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合作中
,

应

重点遵循联合开发
、

联合研制的技术路径
,

提高民族工业的创新能力
,

避免技术过度依赖及 由

此引起的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合资惩罚
。

同时
,

适度抑制行业中处于领导者地位的优势企业的合

资需求
,

强化行业自控
,

根据不同行业
、

不同产品来规定相应的产业准入要求
。

在市场开放上
,

引进跨国公司要与民族工业的竞争力相适应
,

充分考虑跨 国公司的进入对整个产业的影响
,

防

止跨国公司通过垄断性竞争扭 曲市场结构
。

其次
,

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

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 随着改革的深化
,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

巨大市场吸引力的增强
,

我国的外资政策应从
“

优惠
”
为中心向以

“

公

平
”

为中心
,

逐步弱化直至取消优惠政策
,

实行国民待遇
,

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
。

再次
,

谨慎对待合资企业控股权
,

防止实际经营管理大权旁落 国家要对机电
、

石化
、

汽

车
、

建筑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中的外资进入足够重视
,

主管部门应根据拟引进外资的项目对国

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和民族工业长远发展规划对其进行划分
,

明确规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股权

限制等具体内容
,

以便有序引导跨国公司投资
。

同时
,

还要重视和警惕跨国公司的各种非股权

安排
,

保证民族工业在合资企业中的利益不被侵害
。

最后
,

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 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
,

有些地方政府任意

扩大优惠政策
,

国内企业 自相竞争
,

竟相降低条件
、

提供优惠
,

跨国公司则采取各个击破策略
“

渔翁得利
” ,

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

政府部门应明确分工
,

严格监督
,

加强信息沟通
,

协调各

地区各部门的利益
,

从国家民族全局出发
,

一致对外
,

促进民族工业持续发展
。

2
、

企业的对策

第一实施名牌战略
,

增强企业声争力 名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宝贵财富
,

它对于企业

占领市场
、

扩大市场份额至关重要
。

名牌产品不仅是企业的财富
,

而且是国家的财富
,

拥有名牌

产品的多少
,

直观反映出民族工业发展水平的高低
,

因此
,

要富国强民
,

振兴民族工业必须依靠

一批名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

为此
,

民族工业必须强化企业管理
,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积极开发

新产品
,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档次
,

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第二
,

实施大公司战略
,

增强企业实力 我国企业可通过 购并等手段
,

以产权为纽带
,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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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跨地区
、

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

不断增强 自身实力
,

增加
“

重量级
” ,

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既能收复失地
,

又能跨国经营
。

第三
,

积极组建企业战略联盟 企业实施战略联盟
,

可避免产权
、

体制
、

人员安置等困扰
,

将组织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

各企业可实现共同的利益而跨地区
、

跨行业
、

跨所有制组成联盟
,

实现共同占有资源
,

共同发展
。

在这里
,

必须强调的是
,

笔者在本文中所讲的民族工业主要是指国人所拥有的资本占主导

地位的企业
,

并非狭隘地排斥外资
,

相反
,

积极主张与跨国公司联盟
,

强调的只是不要在联盟中

迷失自我而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和利用
, ,

为此
,

笔者主张我国企业应尽可能占有股权优势
,

牢牢控制品牌和市场营销实权
,

更多地利用跨国公司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

总之
,

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商战
,

面对跨国公司的进入
,

政府和企业需要增强凝聚力
,

携手

共济
。

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应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

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

有利子民族

工业的长远发展 ; 企业政策的着眼点应放在差别化上
,

在产品
、

品牌
、

质量
、

成本
、

服务和效率上

获取差别优势
,

进而取得竟争优势
。

有了这种优势
,

民族工业才能真正摆脱跨国公司的控制
,

双

方才能既合作又互利
,

谋求共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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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
.

1 中碱玻纤在普通硅酸盐水泥中的耐久性明显低于粉煤砂水泥及改性粉煤灰水泥
。

高

铝水泥改性粉煤灰水泥使其系统的 p H 值进一步降低
,

中碱玻纤在其中的各龄期的强力保留

率有所提高
。

3
.

2 低碱度水泥水化产物为 ca A
·

3 C 亏
·

32 H 和 A I ( O H )
3

胶体
,

系统 pH 值始终小于

1 1
,

且大量 A I ( O H ) : 胶体粘附于表面
,

减轻碱液对玻纤的侵蚀
,

玻纤在各龄期强力保留率高
,

且中碱玻纤在低碱水泥中柔韧性良好
,

其脆性断裂功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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