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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 际直接投资经典理论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

论和折衷范式五大学派 ,同 时,各 大理论又可通过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西欧模式和香港模式得到实证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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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丛林

”
中,影响较大、被

奉为经典性理论的当数垄断优势论、国际产品生命

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折衷范

式五大学派。本文认为 ,系统评述国际直接投资经

典理论及其衍生投资模式 ,对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
“
走出去

”
战略和今后吸引外资 ,均具有十分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国际直接投资经典理论评述

1.以 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垄断优

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由 Hymer在 他的博士论文中

率先提出,后 经其导师 C.P.细 ndieberger的 发展、完

善和传播而形成 ,所 以也被称为
“
Hymerˉ Kindiebergˉ

er Tradition” 。该理论 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美性

(structural Market Impefection)和 企业的特定优势

(Rrmˉspecinc Advantages)两 个基本概念为前提 ,认

为市场非完美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 ,垄断

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因 而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是市场非完美性的产物。

关于垄断优势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 ,John。 H。

Dunning和 A。 Rugman(1985)在 一篇重要评论中指

出:Hymer的 主要贡献是将跨国公司理论从传统的

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理论中独立出来 ,其 中市

场缺陷的观点可谓影响深远。但是 ,由 于 Hymer将

主要精力用在对结构性市场缺陷的论述上 ,没有j明

确界定交易成本而引致的市场缺陷 ,因 而不能全面

把握市场失效的含义 ,导致该理论发展的局限性。

2.贸易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的动态结合——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966年 ,美 国学者 Vem。n Raymond根 据产品

周期的更替 ,解释美国跨国公司战后对外直接投资

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创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产

品生命周期模型 ,即 The Product Life Cycle(PLC)

Model。 Ⅴemon认为 ,在 国际市场范围内,某一产品

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决定了其生产的地理位置不

同,而外国直接投资是这一生产位置转移的必然结

果。后来 ,Vem。n(19T9)进一步修正他的理论 ,引 人
“
国际寡占行为

”
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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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与区

位优势相结合 ,动态地说明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在-定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动机和原

因。但是 ,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和市场竞争的

加剧 ,现代跨国公司大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

成地解决产品的开发、成熟、标准化、差别化工作
(Buckley,1990),PLC模 型所揭示的区位选择方式

已经被打破。同时,该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说明正在

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的逆向投资和相互交叉投资现

象 ,对跨国公司直接在国外开发新产品并组织生产

的现象也无法做出解释。

3.以 产权理论为基础的理论——市场内部化

理论

19T6年 ,Peter J。 Buckley和 Mark c。 Casson从

自然性市场非完美性(Natuml Market Imperfection)

出发 ,解释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外国直接投资现

象 ,创立了市场内部化理论 (Intemalization of Market

Th∞ry)。 该理论认为 ,由 于中间产品(如原材料、半

成品、技术、知识、管理技能等)市场存在缺陷 ,企业

会改用行政结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 ,当 市场内部化

的行动超越国界时 ,就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因

此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实质上是市场内部化过

程的产物。

市场内部化理论以 Coase的 产权理论为基础 ,

将制度分析推展到国际时空 ,很好地说明了 FDI过

程自身所产生的效率或租金 ,并能解释较大范围的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 ,有 的学者 (Rugman,19sO)

称其为
“FDI的 -般理论

”
。但是 ,内 部化理论只是

部分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成因,为 形成较为

全面系统的理论 ,必须考虑跨国公司内部化决策同

市场结构性缺陷的相互作用 (Buckley,1990)。 另

外 ,该理论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地理方向与布局

也未作充分解释。

4.贸易与投资互补理论——边际产业扩张论

1977年 ,日 本学者 K。 K刂ima根 据 日本企业对

外直接实践以及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 ,

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 ,又称比较优势理论(The

Th∞v of Compamtive Advantage)。 该理论的基本核

心是 :对外直接投资应遵循比较优势分工原则 ,从投

资国的边际产业 (Margin Business),即 已处于或即

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

边际产业扩张论从国际分工和比较成本原理来

分析对外直接投资 ,其分析方法、理论出发点以及得

出的结论均与西方主流学派大相径庭 ,独 具特色。

Buckley(19s2)认 为 ,K。 K刂ima关 于对外直接投资

的宏观经济学方法和一般均衡方法具有描述性、理

论性和福利性的成分。在实际中,该理论对中小企

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

是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如基于

市场完全性的假定 ;理论分析以投资国而不是以企

业为主体 ;提倡单向的国际分工 ,无法解释发展中国

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

5.主流学派的
“
通论

”——折衷范式

John H。 Dunning(1974,1985,19B8)试 图综合

结构性市场非完美性学说与自然性市场非完全性学

说 ,寻求一种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框架 ,以 全面解释跨

国公司的形成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Dunnhg认

为 ,决定跨国公司行为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因

素有三 ,即所有权优势(Owne硌hip speciΠ c Advanta-

ges)、 区位优势 (Location speciΠc Advantages)、 内部

化优势 (Intemalization speciΠ o Advantages),这 就是

著名 的 oLI(owne阝 hipˉLocationˉInternalization)模

式。所有权优势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

础 ,内 部化是实现所有权优势的载体 ,区位优势是实

现上述两个优势的充分条件 ,三者相互结合 ,相互作

用 ,使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

Dunning的 折衷范式(Edectic Paradigm)是 在吸

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的 ,

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广泛的涵

盖性、较强的适应性三大特点 ,许多文献更将其称为

国际直接投资的
“
通论

”
。不过 ,Itaki(1991)指 出 ,

该理论存在四大不足 :一是许多所有权优势是随内

部化因素而存在或被利用 ,所 以相对内部化优势而

言是多余的;二是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常常是密

切关联的 ,并 同时被区位因素所决定 ;三是区位因素

通常是不明确的 ,可 以有多种解释 ;四是要素分析应

用于三种优势分析时会产生一些方法问题 ,因 为每

种优势紧密相关 ,并且优势太多 ,以至要素分析方法

根本不能应用。

二 实证分析 :经典理论指导下的国别投资模

式

1.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美国模式

Vernon的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在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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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美国跨国公司二战至 zO世纪 TO年代以来对外直

接投资行为的基础上创立而成。该理论把美国跨国

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归结为出口贸易的替代 ,是美

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环境变化情况下采取的一种防

御性策略。它主张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开发出新产品

后 ,应按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

梯度层次出口该项产品和输出该项生产资本 ,以 始

终维持其领先地位和获取最充分的利润。

日本学者山田荣作 (1991)在 比较美国和 日本

企业全球化过程时 ,依据 Vem。n学说把美国的企业

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在发达

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二战结束之初 ,美 国企

业主要集中在国内生产 ,大部分产晶供国内市场需

要。对西欧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 ,通过在当

地设立销售网点 ,以进口贸易的形式从美国输人制

成品。(2)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⒛ 世

纪 sO年代中后期 ,西欧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市 场

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西欧制造成本低于美国,并且

对美国产品提高关税 ,使美国企业掀起到西欧直按

投资热 ,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同时继续加强对其他

国家的出口,以 维护现有市场份额 ,阻止潜在竞争。

(3)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进人 zo

世纪 sO年代 ,发展中国家市场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

化国家需求逐步增加 ,美 国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

额 ,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设立销售网点 ,从本国或其在

西欧的海外子公司输人制成品。(4)在发展中的外

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zO世纪 ω 年代后期 ,美 国

兴起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热潮 ,目 的是寻找低工资

成本的生产基地。此时 ,美 国市场已经趋向饱和 ,西

欧等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出口量急剧增长 ,生产相

对优势开始转向工资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模式的

国家和地区。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设立生产

网点 ,或者在当地销售 ,或者由美国输出半成品在海

外进行深加工再回销美国本土 ,或 者将劳动密集型

生产阶段转移到海外再回销美国生产高附加值的部

分。

综观以上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过程 ,其发展

模式是典型的逆贸易型。TO年代后期 ,美 国税务委

员会的调查显示 ,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跨国公司的

直按投资 ,提高了生产能力 ,并且能生产价格较低、

品质差不多的半成品与中间产品,逐渐取代美国价

格较高的同类产品 ,不 仅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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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率下降 ,而且大量在海外生产的廉价标准化产

品返销国内,使美国的国际贸易出现严重赤字。美

国跨国公司外移之后在国际间的投资生产与销售活

动 ,已逐步取代本土制造业商品出口贸易。据统计 ,

TO年代后期 ,美 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成长率

大约是美国出口贸易成长率的 4倍 ,而且出口贸易

中相当大的比例还是跨国公司将商品运到国外分公

司的转移行为。

2.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模式

K。 K刂ha在边际产业论核心和推论基础上 ,提

出了若干
“
应用主张

”
,对 zO世纪 BO年代以前的日

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作了很好的解说。

(1)日 本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日本

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活动 ,一个重要 目的

是为了确保石油、天然气、生铁、煤、铜等-些重要初

级产品的进 口,所 以没有必要取得上游企业(资源

开发)的所有权 ,而 只需使用产品分享方式或贷款

买矿的
“
开发进口、长期合同方式

”(即 非股权安排

方式)即 可。另一方面 ,日 本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

投资 ,应根据比较成本及其变化 ,从差距小、容易转

移的技术开始 ,按次序逐步进行转移 ,在 成功完成
“
教师的作用

”
之后 ,日 本跨国公司应分阶段地转让

国外企业的所有权。

(2)日 本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日本与

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是在双方不存在

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类投资的动因可能是

从节省交易费用、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为出发点 ,因

而 ,K。 K刂ima称这类投资为
“
协议性的产业内部交

互投资
”
。

(3)关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

择。与美国不同 ,日 本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

大多为日本本地已丧失比较利益的劳动力密集型或

标准化技术型产业。就 日本而言 ,不仅不会取代国

内同类产品的出口,而且还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 ,带

动机器设备等相关产品的出口;从东道国的角度来

说 ,所转移的技术符合其经济发展的需要 ,可 以将东

道国因缺少资本、技术和管理而没有充分发挥的潜

在比较优势挖掘出来。

(4)关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

择。K。 K丬ima认为 ,中小企业应作为产业移植的承

担者 ,因 为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较小 ,更接

近于东道国水平 ,更容易为东道国接受 ,所 以规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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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中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阿扎华
(19T9)研究表明,至 1975年底 ,日 本制造业对外直

接投资的辊%是由资本少于 1亿 日元或雇员少于

300人的中小型制造业跨国公司承担 ,投资区域主

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

3.市场内部化理论——西欧模式

Buckley和 Casson等 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 ,很

好地解释了zO世纪 TO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决定因素。

刘跃斌(1997)在 分析德国跨国企业内商品与

非要素劳务的出口以及国外分支机构的技术转让收

入的有关数据基础上 ,得出结论 :无论在有形资产还

是在无形资产交换方面 ,德 国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

易量十分大 ,德 国企业比较注重追求内部化交易带

来的收益 ;德 国企业内部交易之所以占较大的比例 ,

与德国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多、分布广的基础条件有

关系。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跨国公司之所以大

力开展基于市场内部化的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是对

国内和国际投资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

(1)西欧各国国内投资环境条件趋于恶化 ,促

使企业寻找海外投资场所。第一 ,二战以来频繁的

经济危机 ,造成西欧各国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固定资

本投资和个人消费增长的减慢 ,迫 使各国企业寻求

国外的有利场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 ,⒛ 世纪

TO年代以来至 BO年代初 ,美元频繁发生危机 ,德国

马克等西欧国家货币不断升值 ,为 开展对外直接投

资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第三 ,国 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

升 ,生产设备利用率降低 ,使企业在国内收益减少 ,

导致一些企业纷纷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

低的国家和地区。

(2)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影响着西

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首先 ,欧盟经济一体

化程度的加深塑造了区域内各成员之间的区位新优

势 ,使区域内的国际经贸活动比区域外更具吸引力 ,

西欧企业能够自由地在欧盟内部寻找资源的最佳配

置 ,其内部化成本大大降低 ,净收益增高 ,体现在各

成员国之间交叉投资活动变得异常活跃。其次 ,对

欧盟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也占据重要地

位。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加深 ,加 强对其他发达国

家的投资 ,可 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提高科技发展

水平。但是 ,由 于高创新产品和诀窍、信息等无形资

产的价格寻求机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企业寻求

利用内部化优势成为可能。同时 ,鉴于近年来美国

等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以及北美自由贸易

区等对非成员国推行贸易排斥政策的现实 ,克服贸

易壁垒 ,积极开展基于市场内部化的对外投资对西

欧企业也显得十分必要。第三 ,对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有所增加。为推行全球化战略 ,西欧企业开始逐

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与此同时 ,许 多

发展中国家也千方百计地改善投资环境 ,通过减少

障碍、限制和要求 ,克服市场不完全性 ,以 利于引进

外资。

4.折衷范式——香港的移植性转移模式

zO世纪 gO年代末以来 ,香港在大陆的投资形

式逐渐由
“
三来一补

”
转向

“
三资

”
企业为主 ,由 加工

工序内迁转为整个生产线或整个工厂内迁至大陆

(其中广东省吸引的港资比重约占硐%),即 采取的

是一种移植性投资迁移方式。移植性投资香港厂商

能在其大陆开办的工厂内完成产品所有的制造过

程 ,并进行适当包装 ,达到直接出口的要求而无须在

香港进行任何加工工序 ,香港仅仅成为一个
“
接单

”

和
“
发单

”
的贸易机构。移植性投资的直接结果是

香港的制造业
“
第三产业化

”
,大陆与香港之间形成

“
前店后厂

”
式的合作关系。香港对大陆开展的大

规模移植性投资模式是符合 Dunning的 三个优势前

提的。(1)所有权优势。与大陆企业相比,香港企业

的所有权优势不是表现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等

有形优势上 ,更多的是蕴藏在生产技术工艺、发明创

造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开拓市场能力、获得资金和

原材料的能力等无形优势方面。同时 ,许多香港制

造行业如成衣、电子、纺织、钟表和塑胶等 ,专业化技

术实力雄厚 ,生产全球化程度高 ,具有大陆企业无法

比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2)内 部化优势。由于我

国大陆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存在众多不完善之

处 ,同 时某些产品或技术通过市场转让时 ,投机或欺

骗的可能性很大 ,为减少市场的交易成本 ,便于某些

特定交易的进行 ,香港企业常常采用在大陆直接投

资的方式使外部市场内部化 ,以 消除外部市场中存

在的不稳定因素 ,巩 固和扩大原有的市场份额。(3)

区位优势。香港企业之所以要大规模向广东等沿海

地区开展移植性投资活动 ,与这些地区所具各的良

好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主要包括 :毗邻的地理位置 ,

便捷的交通联系 ;相 同的文化背景 ,工厂管理和工人

培训易收功效 ;良好的经济基础 ,拥有较强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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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 ;在先发优势和
“
循环累积效  是 ,这种投资模式的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即导致

应
”
作用下 ,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政策 日  香港制造业的空洞化。据统计 ,目 前香港制造业产

趋完善等。                  值占 GDP的 比重不到 10%,其制造业的黄金时代

移植性投资使香港企业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倍增  已告结束。制造业空洞化造成香港经济基础 日益脆

效益 ,并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  弱 ,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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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nton C1assic Theory of■hternaJonaI I冫二rect

hvestment aⅡ d AnaIysis of Its DeⅡvaJve Invesment Mode1s

TANG Li-zhi
(Econom圮 s Institute,Xiamen Un卜 ers"y,Xhmen,F刂hn361006,China)

Abstract:Classic theories of intemational direct invest:uent mainly includes “Hymer-Kindieberger

Tradition” , product lif。 cycle, market internalization, margin business expansion and eclectic paradigm.

At the same time,overstocking乇 theoretica11y proved and supported thr° ugh AmeⅡcan1nodel,Japanese

model,West Eumpean model and Hong Kong model。

Key wOrds:Intem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classic theory; individual national Ⅱn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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