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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探讨 
   
刘 光 尧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丛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邓宁提出的“国际
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如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就
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
到的生产要素禀赋及产品的生产工艺、发明创造能力和专利、商标、管理技能等。内部化
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不完全竞争市场带来的影响而把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内部运用所带
来收益的能力。区位优势则是指东道国所具有的生产要素禀赋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
企业把自己的所有权优势与之结合而产生收益的能力。该理论最初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
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分析而得出来的。但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较大
的阐释力。邓宁所提出的境外投资企业所具备的三种竞争优势，并非是超过其他任何竞争
对手的绝对优势，而是一种相对优势。我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模、技术、产品等
日益成熟，已具备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如果向其他合适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可以具备所
有权优势、内部化 优势及区位优势的。并且我国企业的许多产品在发达国家也具有优势，
也完全可以到发达国家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 
2、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 
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者韦尔斯和拉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
营行为特征的分析，分别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特征。一是拥有为小市
场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以适应需求量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市场。二是接近市场
的优势，尤其是与母国联系密切的民族产品在海外生产上更具优势。三是低价营销优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用低价营销策略。小规模技术理论同
时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即使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和生产规模不
够大的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也有很强的经济动力。 
技术地方化理论从技术变动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
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技术变动过程中主动性的技术创新给其带来了竞争优势。表现在：
第一，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与一国的要
素成本和资源禀赋相联系。第二，这种技术创新能使企业生产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
要的产品。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往往集中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并且
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第四，这种竞争优势还来源于发展
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该理论从技术层次证明了发展中
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 
3、跨国公司经营优势变迁理论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
变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现了内部化与外部化、多角化与专业化、合并与分解等经营
矛盾。面对新形势，各跨国公司均对传统的经营优势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利用，出现了所谓
的跨国公司经营优势变迁。主要表现为：由单一品种大量生产的规模经济向多品种大量生
产的规模经济的变迁；大规模、集中化的R＆D向分散化、全球化的R＆D的变迁；由单纯的
注重内部化优势向具有多元特征的内部化与外部化结合的综合优势变迁等等。从总的来
说，大型跨国公司的这种经营优势变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中小型跨国
公司的出现和发展。 
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因素 
鉴于我国民营企业兼具中小型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双重特性，从以上理论出发，考虑
到民营企业具体的经营环境，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具有以下现实条件： 
l、相对技术优势。我国有着较强的工业技术基础，一些技术甚至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技术水平不及发达国家，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尚有相对优
势。根据技术的“层级流动理论”，许多工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有广泛的适应性。表现
在：第一，我国企业的技术更适应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质量和劳动力质量；第二，能
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使企业的劳动——资本比率大大高于大型跨国公司，从而更适合于发
展中国家的就业政策；第三，能从事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并且容易转产；第四，由于
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相似性，我国企业可以把在国内获得的关于设备
或技术的经验知识搬到东道国使用，从而获得学习经济效应。 
2、相对区位优势。我国企业所具有的相对区位优势源于三点：第一，周边国家较多，且多
为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其均有着长期广泛的对外联系；第二，我国的
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在某些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靠这种种族纽带，我国企业可
以减少跨国经营中的障碍，降低风险，并有利于同当地企业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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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技术、环境的相似性，我国企业在海外就地取材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强，生产
商品或服务的成本较低。 
3、相对的内部化优势。我国的民营企业多数为中小型企业，规模较小，资金资源有限，其
内部规模经济性并不明显。但我国工业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依托
这种体系，各中小企业如果组成“企业群”，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就可充分利用产
业体系提供的配套服务便利，共享经营资源，从而获得相对的内部化优势。 
4、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海外企业管理费用较
低。这主要归结于管理人员的成本较低和办公设施的相对简陋；第二，由于市场较小，产
品销售的重点手段不在于广告和促销支出，而在于密切追随顾客和灵活的服务，这就降低
了营销费用；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这就使民营企业所投资的劳动密集型
行业能够获得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5、我国的特殊产品优势。经营凝聚有中国文化的特殊产品是海外投资企业重要的竞争力来
源。一些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品，如中式菜、中药、丝绸等，享有很高的国际声
誉，并具有不可模仿、难于替代等特性。加之民营企业在开发这些特色产品方面比国有企
业更有效率，因此在这方面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6、中国综合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稳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随着经济的持
续快速增长而显著提高。目前，虽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约800美元，但由于地区发
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如上海、深圳等地已超过3000美元。按邓宁的对外投资发展模型，这
些地区完全有能力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幅度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另外，近年来，随着
外资的大量涌入，我国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生产经营，或与外资进行市场竞争，大大提高
了企业的竞争力。加入WTO后，由于外资更偏向于与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合资合作，因此民
营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将更为明显。 
同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相比，民营企业以其机制灵活、决策迅速的特点而更有效率，其经
营运作的市场化程度更高。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的放宽和民营企业社会地位的提高，
民营企业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技术、管理精英，包括大量跨国经营人才，其国际竞争力将
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不断提升。可以相信，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将驰骋在国际市场
上，从而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  （2002年第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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