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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国是GMS的核心国家，在该区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政府已明确把GMS合作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5个重点领域之一，提出要将GMS构筑成我
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
但在中国对GMS援助项目和资金不断增加的同时，在该区域的直接投资却明显地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区
域经济。
如何提升中国在该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增大直接投资的规模，已成为中国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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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几乎涵盖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各个方面，包括企业配置资源能力的
考察、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考察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分析，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等。
途径的选择对于我国企业到GMS国家直接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2.1新建与并购的选择分析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往往被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新建（也
称“绿地投资”），即跨国公司以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在东道国创建新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第
二种是跨国并购，即跨国公司通过购买或兼并东道国现有企业的股权而获得对该企业的经营控制权。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新建投资实现的，跨国并购处于次要地位。
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并购逐渐超过新建投资，成为当代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实现
途径。
　　7.2.1.1新建和并购的比较分析　　（1）跨国新建　　跨国新建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
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
它的特点是跨国企业独立地直接进行项目的策划、建设并组织实施经营管理。
　　新建投资的优点：一是有利于选择符合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的生产规模和投资区位；二是投资
者能在较大程度上把握风险；三是创建新的企业不易受东道国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因为新建企业可
以为当地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并且增加税收。
　　新建投资的缺点：一是需要大量的筹建工作，因而建设周期长，速度慢，缺乏灵活性，对跨国公
司的资金实力、经营经验等有较高要求，不利于跨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创建企业过程当中，跨国
企业完全承担其风险，不确定性较大；三是新企业创建后，跨国公司需要在东道国自己开拓目标市场
，常常面临管理方式与东道国惯例不相适应，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匮乏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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