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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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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共 从我国径济建设的现实禽妥 出发
,

从战略高度分析 了玲国趁苦的 t 共地位
,

并提 出了

积板德去
、

有计划
、

摘序渐进的岌展步珠
,

在加快和促进跨国挽苦的措施上
,

共注 t 发挥鲜体作

用以及不断深化国内妞济改革
。

共 . 调 中国企业 跨国挽苦 发展步膝 措施

分类号 F 7 52

一中. 企业踌 . 琴公的姐况

中国企业踌国经营主要是在 1 9 7 9 年以后兴起的
。

1 9 7 9 年国务院颁布的 15 项经济改革措

施中
,

明确规定国内企业可以进行对外投资
.

在这之后
,

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同日本东京

丸— 商业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了
“
京和股份有限公司

” ,

建立了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第一

家海外合资企业
,

拉开了中国企业跨国经曹的序幕
。

而今
,

18 年过去了
,

中国企业踌国经曹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

截止到 19 96 年 6 月
,

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在外经贸部备案的我国涉外投资项

目达 4 933 个
,

遗布 13 4个国家和地区 l[]
,

中方总投资已达 55
.

4 亿美元
。

55 肠盈利
,

17肠亏报
,

2 8肠持平
。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虽然较快
,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

踌国企业的总体规棋和综合

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

仍处于起步阶段
.

至今为止
,

我国踌国经曹企业只有两家能挤身于世

界 500 强
,

对外投资的总规模只占世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 。
.

26 % [,1
,

且分傲化
,

海外市

场狭窄
.

海外经营网络缺乏
,

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小
,

竟争力羞
。

这些不足与中

国企业绮国经营的起步阶段的特征有关
,

但我们要正视这些
“
不足

” ,

加快中国企业踌目经曹的

进程
,

积极引导中国企业跨国经曹向高层次和集约化方向发展
,

以使中国企业分享到当代更多

的科技进步的成果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利益
,

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

二
、

踌国经 , 是我 . 对外开放政策的 , 共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正确认识中国企业踌国经曹的间翅
。

中国企业跨国经曹是构成中

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 ! 要内容
,

对外开放既包括开放国内市场
、

引进外来资派方面
,

也包括

允许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抽出资像
,

即资裸双向转移和流动
。

这里的资谏是广义的
,

既指自然资

像
,

也指包括机器设备
、

资金等有形资产和科学技术
、

先进的工艺
、

管理经脸等无形资产
。

对外

投资是跨国经曹的前提和基础
,

加快中国企业跨国经曹的步伐
,

则要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
,

在

现阶段
,

中国经济正在起飞
,

国内投资和资像孺求旺盛
,

资金缺口较大
,

引进外资能弥补国内资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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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短缺
,

那么对外投资是不是会抢争资裸
,

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幅度呢 ? 答案是否定的
。

第一
,

在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
,

现阶段以引进外资为主
,

对外投资为辅
,

大规模的对外投

资较少
,

并且
,

我们主要以设备
、

原材料及商标
、

专利等
,

不得已时才以外汇资本直接翰出
。

第二
,

我们通过向海外直接投资于国内紧缺的自然资裸
,

直接从国外取得了低成本的自然

资源供给
。

我国作为东道国吸收外资不仅吸收了外来的资金
,

也获得了技术
、

管理等资抓的物

入
,

在这种资像的转移中
,

我国明显得到了好处
。

如果我们作为投资国直接向国外在高品位的

重要矿石
、

木材和纸浆等国内供应紧缺的行业方面投资
,

既可改变国内开采过高的成本或进口

过大的费用的状况
,

又可避免供应集道不德定或市场波动较大的困扰
,

有利于这些紧缺资像长

期稳定的供给
,

节省成本
。

第三
,

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我国海外企业还可间接地享受东道国当地资裸供给和墓础服

务
,

并吸取和传输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知识
,

与引进外资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

第四
,

可以保证国内较为成熟
、

产品供给相对过刹的产业资产的应有价值
,

起到调整和优

化国内产业结构
,

搞活这类国有大中型企业如纺织业
、

机械制造业
、

轻工业等的作用
.

此外
,

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这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互动作用
。

企业在引进外资过程中
,

由

于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脸
,

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

增强了

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

并增加了累积
,

为其对外投资积 , 了实力和创造了条件 ,通过

对外投资走出国门的企业
,

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
,

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曹销网络
.

形成了众多

的稳定的客户
,

并逐步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信誉
,

这些企业可利用这些优势在海外开展咨询和经

贸活动
,

介绍投资商来华投资
.

事实上证明
,

一定的国家经济条件下
.

对外投资保持与引进外资相适应的规棋
,

保持资裸

的双向流动
,

将使两者相得益彰
,

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和协调地发展
。

据统计我国在 1 9 8 5~ 1 9 9 1

年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率年平均为 1 : 。
.

09
,

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1 : 1
.

1 的平均水平
,

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 1
:
0

.

13 的平均水平
.

以 1 9 9 2 年年底情形分析
,

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吸收

外资总额及对外贸易总额中分别占 16 %和 10 纬
,

而在同期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却只有 4写左

右 31[
。

19 9 3年和 19 9 4 年对外投资增长虽然较快
,

但远低于利用外资的增长幅度
。

在对外投资

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已在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所决定的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
,

对外投资随之成

为影响国际力量的决定性因素的发展趋势下
,

仅重视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
,

而忽视资本要素在

世界范围内的配置
,

将使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国际分工及贸易条件
,

就

连我国传统的出口市场也会面临威胁
。

60 年代以来
,

日本能在国际经济竟争中获得并保持优

势地位
,

与其适时地从
“

出口一边倒
”

策略转向对外投资的立国策略有很大关系
.

三
、

对发展中国企业踌国经 , 的雌议

1
、

积极祖妥
、

有计划
、

循序渐进地进行应是中一企业踌 . 经曹的发展步 . 国家要有充当

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企业的监护人
、

服务者角色的部门
。

该部门应成为对外投资的管理权威
,

依照我国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内的相对优势来确定各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曹的皿点行

业和部门
,

对国内经济发展连镇效果强的要优先安排
.

以使其与国内经济建设形成互补作用
,

制订有效政策
,

促进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规模发展
,

推动其功能由单一型向综合化方向迈进
,

引导和激励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尽快地走出低级阶段
,

向高级阶段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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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也就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阶段
,

应以自然资源开发业
、

劳动密集型产业
、

适

用技术和研究开发型技术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重点
,

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所孺资源
,

保证传统

出口市场和创汇能力 ,第二阶段
,

中国企业的海外生产应从单一的
、

自然资源为主的生产逐渐

向提高工业生产比重的方向转移
,

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

开拓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
,

使对外投

资和跨国经营由粗放型向集约化方向迈进 ;第三阶段
,

在充分积聚实力的墓础上
,

对外直接投

资转向技术密集型
、

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

投资行业全面渗透
,

投资区域退布世界
,

我国企业的对

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将进入全面兴盛的时代
。

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

如贸易
、

金融
、

保险
、

运翰
、

餐饮
、

旅游等具有投资少
、

见效快
,

并可

直接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跨国经营服务的特点
,

而且
,

我国在服务业方面有许多相对优

势
,

因此
,

在各阶段服务业要比其它行业优先发展
。

一般的国内企业要成为跨国经营企业需经历三个阶段
。

首先
,

它要成为国内市场的领先

者
,

就是通过正常的增长过程取得技术
、

资金和管理能力
,

并优于同行业竞争者 ,其次
,

向海外

出口
,

扩大生产规模
,

以突破国内市场狭窄对规模经济扩展的限制 ;第三
,

到海外投资生产
,

就

地梢售
,

摆脱进口国的关税壁垒或竞争威胁
。

处于第二阶段的企业
,

要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

就会发展壮大成有雄厚实力的跨国企业
。

寻找
“
点

”
求突破

。

准备到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猫要从竞争条件
、

市场发展趋势充分评价自

己各种产品的潜力
、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自身实力等
,

并综合这些方面
,

选择对企业最具有吸引

力并符合企业发展规划的产品项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突破 口
,

集中企业优势和

资像
,

在东道国和国际市场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
,

为企业跨国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

件
。

从该目的出发
,

我国企业在该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应以谋求急功近利的眼前效益为主
,

而要代之以综合利益和长远利益
。

所以
,

跨国经营的初期
,

重要的是讲究实效和务必求胜
。

因此
,

企业按照市场渗透战略实施
,

即
“

现有产品— 现在需求— 向国外发展企业
”
的模

式展开战略
,

易取得成功
。

它是在面向国内市场转向出口的荃础上
,

按相同的孺求在国外组织

生产
。

它将商品出 口阶段同向国外发展阶段有机结合在一起
,

就可以原封不动地利用商品出口

阶段
`

,

建立各国当地市场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
。

瞄准
“

线
”
求发展

。

在当今竞争剧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中
,

要使企业不被淘汰
,

在国际市场上

消失
,

就需不断发展
。

发展是企业生存的前提
。

以
“

点
”

立足的跨国企业
,

并不牢靠
,

要审时度势
,

寻找发展机遇
,

在积累经脸和实力的基础上
,

按生产经营一体化方向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

逐步建立具有纵向联系的海外企业群体
,

将这些企业群体
,
串联成

“

线
” ,

有力促进跨国企业的

规模化发展
,

并谋求在该行业中领先
。

以
“

点
”
立足的企业

,

跨国经营要上规模
,

求提高
,

应该将市场开发战略和产品开发战略结

合起来
。

市场开发战略是将面向国内的现有产品转出国外
,

以满足与国内大不相同的当地猫

要
,

然后按照国内的生产体系在当地创建基地组织生产
。

这种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

生产和技术优势
,

无描企业投入较多的资源
。

但这种战略不能够很好地利用现有市场
,

有的不

得不根据孺求的变化建立当地市场体系
.

产品开发战略就是要在国外开发新产品
,

在国内组织

生产
。

产品开发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外市场孺求
,

针对性强
,

要求企业能够对当地复杂多变的孺

求迅速采取对策
,

但猫要投入的资源多
。

开拓
“

面
”
求提高

。

这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高级阶段
。

它并不局限于某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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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部门
,

而将自身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多行业和部门
,

并形成了自身的海外生产经营网络 ,增

强了自身的主体功能和风险防范能力
,

具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实力
。

企业应在当地已经建立

的生产体系的荃础上
,

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
,

在国外就地组织生产多种新产品以适应新的市场

需求
.

多元化经营是当今企业国际化发展趋势
,

其形态可以分为两种
:

一是以本业或相关行业

为中心的多元化战略 ;另一种是不相关的多元化或称之为多功能综合化经营战略
。

2
、

充分发挥群体作用是实现中一企业踌国经曹快速发展的关钱 欧美国家的企业往往是

分散的企业独自向海外投资
,

这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实力强
,

经营历史长
,

人才集中
、

经验丰富
、

渠道众多的特点决定的
.

而我国具有这些优势的企业为数很少
,

单纯靠这些企业象欧美企业那

样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
,

则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总体规模很难有长足进展
。

只有以大企业

为主导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共同向国外投资建厂
,

发挥群体作用
,

才能使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得到

快速发展
,

并使众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

为此
,

创建中国综合商社
,

并使其与工业企业
、

金融业

之间相互联系和协调是跨国经营发挥群体效应的组织基础
.

这种
“

三位一体
”

使它在海外生产

和供销上形成依存和相互补充的系列化企业群体
.

在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中
,

综合商社发

挥了
“

航空母舰
”
的作用

,

直接把众多的中小企业带到跨国经营的前沿
。

中小企业也发展了自身

制造加工专业化生产的优势
。

大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加工原料和零部件及时而充分的供应
,

提高了生产率
,

从而有利于占领海外市场
。

3
、

不断深化国内经济改革
,

是中国企业踌国经 , 的推动器 跨国经营是企业的行为
,

故企

业的成长决定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

在目前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实力为重点内容
,

为企

业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进行的经济改革
,

对促进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尤其重要
。

第一
,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步伐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核心
,

通

过改革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
,

并可通过股份制改造
,

彻底打破地区
、

部门条块分割的格局
,

有利

于跨国企业按照市场机制进行横向和纵向联合
,

组成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
,

有助于跨国经营主

体的培育和壮大
。

第二
,

放宽跨国企业的金融参与权限
,

给予更多企业融资功能
。

允许他们依照我国政策和

法定程序多渠道筹集资金
,

有利于其增强实力
,

并可通过低利放贷等方式吸收其他生产企业
,

以金融为纽带联系各产业
,

加快企业的集团化
、

综合化发展的步伐
。

第三
,

在财政
、

税收
、

外汇管理等方面对跨国经营予以扶持
。

通过优惠的政策来鼓励其加大

跨国经营的力度
,

如向那些有意向海外直接投资
,

并可为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
,

提高我国支柱

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

或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紧缺原料
,

但投资回收率低的企业

提供援助
,

如政策性贷软
、

财政补偿或进 口免税
、

减税待遇等
,

给予海外企业外汇的利润留成或

再投资
、

资金的调进调出上更大的灵活性
。

第四
,

简化对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
,

改革出国人员审派体制
。

简化对海外直接投

资项目审批手续
,

提高办事效率
,

有助于企业把握机遇
。

下放出国人员审批权限
,

给予跨国企业

一定名额内的派员出国权限
,

以放开对跨国企业的束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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