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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将企业经营空间由国内向国外、由一国向多国的扩展过程解释为企业的国际化。
①“走出去”则是我国决策者及学术界对企业国际化的一种具有中国恃色的通俗说法。
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集中于企业国际化决定因素的研究，其主
旨是论证和说明企业为什么要走国际化道路，国际化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收益；另一个方面集中于对企
业国际化过程的探索，主要是论证和阐明这一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和包括哪些阶段等。
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海默（Stephan Hymer）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借助垄断优势理论，分
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条件。
他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更有利的垄
断优势，包括品牌优势、专利或技术以及团队管理技巧、规模经济、垂直联合等。
就是说，企业要成功“走出去”必须具有比目标地区或东道国同类企业更大的优势。
R．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②在说明一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的原因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
情况做出了解释。
该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三个阶段。
这一理论表明，企业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的创新或早期阶段应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在国内生产、销售并对
外出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难免遭遇接踵而至的国内模仿或技术跟进，这时它就应当通过FDI
，逐步将生产转移到国外，从事跨国生产，以达到用空间换取时间，然后再转而在国内投资生产新产
品。
日本学者小岛清④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对产业资本国际间的转移及其原因做出了分析。
他认为，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货币升值
，使传统产业丧失了继续留在当地发展的优势，因此，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具有
比较生产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安家落户”，从而产生了“投资推力”。
另一些可以提供大量廉价资源、劳动力、庞大市场，同时有着许多政策优惠的国家，对这些投资形成
了拉力。
从而促成了寻求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的转移。
上述理论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微观上，这些理论指出了企业如何在“
走出去”的不同阶段，安排其产品的本地生产或异地生产；在宏观上，这些理论则提醒政府需要留住
什么和放行什么。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①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是有条件的，只有当这个国家的人均GNP水平
达到一定高度时，也就是说，当一国人均GNP达到2000-4750美元时，企业开始出现对外投资的快速增
长；而当人均GNP超过4750美元时，对外投资将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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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为民营企业“松绑”，有力地促进了民营企业“起飞”和民营经济
发展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将历史地成为民营企业获得新的更大发展
的重要机遇。
调查表明，在通往国际化的道路上，我国民营企业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到目前为止多数民营企业
的“走出去“还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途径还主要是借道外贸出口，即
便是那些已经着手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大多涉足的也还是贸易型、资源型投资领域．且投资规模仍
普遍偏小，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制定相应政策，以积极引导和鼓励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并由此带动我国
经济发展。
这是课题组在今年开展问卷调查和企业考察并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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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与竞争力研究报告　　总报告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与竞
争力分析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虽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
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仍在继续，但“经济新全球化”过程也已经悄然而至。
这种情况表明，越来越频繁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及其更大范围的发展，是当今世界
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这个大潮流中，中国选择了“走出去”战略。
经济学界有专家曾将企业经营空间由国内向国外、由一国向多国的扩展过程解释为企业国际化。
①“走出去，，是我国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现象的一种中国式通俗说法，意在将
其与“引进来”相对应。
“走出去”战略也称为跨国经冒战略、国际化经营战略、海外经营战略或全球化经营战略。
②　　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核心内容就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与配置、产业结构的全球性调整和转移、
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和重组，这一切都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市场运行规则
。
制造业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转移，目的在于追求一种比较生产优势。
由技术创新能力导致的企业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某些制造业生产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另
外一些制造业生产的竞争力则需要靠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土地使用成本来获得。
而这些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使用价格才能维持其竞争力的企业，为了获取较低的生产要素
，就要在能够提供低要素价格的国家之间转移自己的企业，以获取比较生产优势和比较竞争优势。
从目前制造业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转移发展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
大的转移共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不再具有比较生产优势的制造业，从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向亚洲的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转移。
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在第一次转移中作为承接者的国家和地区所承接的那些制造业，又
开始向以中国为主的更具有比较发展优势的国家转移。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起源于引进外国的生产技术和产业资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既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更需要短缺
的资本。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改革初期外国产业资本被允许进入我国投资设厂。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主要是利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和市场潜力，吸引那些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重组我国的生产要素，使我国成功地加入了国际市场的产业布局，并借助外资企业
的投资、采购、定牌生产、来料加工等方式使我国的产业、产品与国际市场对接。
这就是人们通。
所说的“引进来”。
通过“引进来”，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我国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靠贸易已难使一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强势。
同时，仅靠引进外资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战略布局。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短缺经济的结束引发了传统产业的普遍过剩，调整产业结构、开拓国际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推动企业、产业国际化，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是保障经济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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