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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经典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它深刻洞悉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最新变化和争议，在
内容安排上既包含国际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又重视长期以来作为学科核心的传统理论与见解。
本书配有大量的案例、专栏和图表，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读者不需要具备广泛的经济学背景，只要学过经济学原理，就很容易理解。
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其他作者没能系统论述的新观点： 1．汇率决定的资
产市场分析方法；　　2．规模报酬递增与市场结构；　　3．政治学与贸易政策理论；　　4．国际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　　5．世界资本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6．国际要素流动。
　　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国际贸易部分(第2～11章)，下册是国际金融部分(第12～22章)，两部分
自成体系，便于渎者根据需要自行选择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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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目前还担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
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青年经济学奖章的第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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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情况下一个公司会被视为跨国公司呢？
根据美国的统计方法，当一个美国公司10%或者更多的股份被一个外国公司控制的时候，则被认为是
由外资控制的，是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这种统计方法也就是认为10%的股份足以对公司进行有效
的控制。
当一个位于美国的公司拥有国外公司控制性股权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跨国公司。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种定义方式会使得一个公司有可能同时被视为一个国外公司的美国
子公司和一家美国跨国公司。
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1981-1995年，化学制品公司杜邦是一个正式的受外国控股的公司〔因为加拿大
施格兰公司（Seagram）拥有其大量股份〕，但它同时也被视为一家美国跨国公司。
在实践上，这种奇怪的例子并不是很常见，通常跨国公司都有一个明确的母国。
　　跨国公司经常充当国际借贷的载体。
母公司会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资本并期望获得最终的回报。
当跨国公司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时，外国直接投资就与国际借贷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形
式不同而已。
但为什么会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他的资金转移形式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但在任何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反映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净资本流动。
有时，跨国公司会在当地而不在母公司所在地为其子公司的扩张筹集资金。
而且，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例如，在欧洲公司扩张其在美国的子公司的
同时，美国公司也正在扩张其在欧洲的子公司　　虽然跨国公司有时会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载体，但
那种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只是国际借贷的另一种方式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意义在于其允许跨国组织的形成，或者说，扩大公司控制权是外国直接
投资的基本目的。
　　公司为什么要寻求扩大控制权呢？
虽然经济学家在跨国企业理论上的建树远不如他们在国际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但是，我们仍要回
顾一下这一领域的某些理论。
　口跨国企业理论　理解跨国企业理论的基本要点，最好是看一个例子——在欧洲的美国汽车制造业
。
例如，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欧洲销售大量汽车，但几乎所有这些汽车都是这些公司在德国、
英国和西班牙的工厂制造的。
这种情形虽然普遍，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同选择：（1）这些美国厂商可以不在欧
洲生产而在美国本土生产，然后出口到欧洲；（2）整个市场可以由欧洲汽车生产厂商如大众和雷诺
来供应。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两种情况？
为什么会是同样的厂商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呢？
　　现代跨国企业理论首先会把这个大问题划分成两个小问题：（1）为什么一种产品不在一个国家
生产而是在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国家生产？
这就是所谓的分布（location）问题。
（2）为什么不同地点的生产是由一家厂商而不是几家独立的厂商来进行？
这就是所谓的内部化（internalization）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分布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洲不从美国进口汽车，还需要一个内部化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
洲的汽车工业不是独立运作的。
　　原则上，生产分布理论并不深奥——其实就是第3～6章所述的理论。
很多时候生产分布是由资源决定的。
铝矿采掘必须位于铝土矿丰富的地区，炼铝工业则离不开廉价的电力；小型计算机生产厂商会把技术
密集型的研究设计部门放在马萨诸塞州或北加利福尼亚州；而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厂则会设在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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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加坡。
其他的如运输费用和贸易壁垒也会影响分布。
美国汽车公司在欧洲为当地市场生产汽车，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减少运输成本。
因为那些在欧洲销得好的汽车车型通常与在美国销得好的车型有很大不同，所以采用不同的生产设备
，并在不同的洲进行生产是合理的。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跨国企业生产地点的因素与决定贸易模式的那些因素通常并没有多
大区别。
　　内部化的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跨国公司不在欧洲建立独立的汽车厂？
我们首先可能会注意到，在不同国家间进行经营活动的跨国公司总会存在一些重要的往来：一个子公
司的产出往往是另一个子公司的投入；一个子公司开发的技术往往会被另一个子公司使用；通过管理
活动可以有效地协调各国子公司的行为。
这些往来可以使得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使得这些往来变得容易。
但是，国际业务往来却不一定局限在一家厂商内部。
零部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技术也能转让给其他厂商。
而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在厂商内部进行这些往来比在厂商之间进行更加有利
。
这也正是为什么跨国企业的动机被称为“内部化”的原因。
　　我们已定义了概念，但还没有解释到底是什么促进了内部化的进程。
为什么跨国公司间的一些往来在厂商内部进行比在厂商之间进行有利呢？
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理论——但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证据上都不像分布理论那样完备。
但是，我们不妨看看其中两个较有影响的观点，它们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不同国家的行为可以被有效
地组合在一个公司内。
　　第一个观点强调了内部化给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带来的种种好处。
技术，一般被定义为任何有用的知识。
有时它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
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比如说经营工厂的技术）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
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
其次，对一个潜在客户而言，要知道知识值多少钱这一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和卖主知道的一
样多，就没有必要去购买了！
最后，知识产权经常难以界定。
如果一家欧洲公司的某项技术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其他美国公司可能会合法地模仿该技术。
但若该公司不是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获取技术收益，那么所有上述问题都可能避免。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经济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