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企业跨国经营模式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借鉴与启示 

文/朱桂方 

   一、日本企业跨国经营模式研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研究其它国家跨国经营的经验并非为了照搬他国模式，而是
为了用以指导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使其少走弯路，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市场。日本作为后发展型
跨国经营的国家，其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可为同为后发展型的中国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
示。综观日本企业跨国经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与美国企业把利润目标放在首位不同，日本国际企业把目标放在企业的长期成长和世界市
场的不断扩大上。 
   日本学术振兴会对其经营者的调查清楚地说明:纵观日本经营者的目标，多数把经营任务置于
企业的成长上，其中把“企业成长”提到第一位的占57%，超过了半数，提出“维持企业存在”的
占26%，同意“适当分红”的仅占19%。日本企业追求无止境的规模扩大，为此甚至可以不惜一切利
益。事实上，日本跨国企业实践的“长期增长论”是成功的，他们成功地多次打败了欧美许多大型
企业的进攻，取得了战略优势。正是这种对企业长期增长的不断追求，才使日本跨国企业拒绝短
视，而放眼于长远的发展。 
   2.日本国际企业在产品的成长期便开始转移。 
   与欧美国家竞争对手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大多在产品的成熟期才开始向外输出，
在国际化的前两个阶段徘徊得太久，而日本企业则早一步推出其产品，甚至在产品的成长期就开始
对外直接投资，先行进入并占领国际市场，迅速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三个阶段，甚至三个阶段的国际
化战略同时实施。这种快速初级的全球整合战略使日本企业击败了欧美的竞争对手。 
   3.技术的开发、引进、改造与创新是日本国际企业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日本企业具有极强的技术改造能力，通过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压缩成本，从而取
得成本优势，这为日本企业以低价销售，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奠定了基础。技术改造与创新的又一个
成果是柔性制造系统的开展，这又使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法下不提高成本成为可能。另外，日
本企业不再拘泥于技术引进，也成立了研发机构，进行产品技术开发，以巩固优势。 
   4.生产中的“缝隙原则”是日本国际企业得以成长的又一重要原因。 
   日本企业作为后发展的跨国企业，在欧美竞争对手己经拥有丰富的产品品种和大部分的市场
份额的情况下，不是硬拼硬挤，而是选择了这样的策略，即竭尽全力制造欧美没有的产品，并以这
些产品为龙头，进行集中生产。 
   5.追求与东道国比较优势的结合。 
   从日本对不同国别的投资产业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较注重与当地比
较优势的结合。如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就是为了获得该地区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在美国境
内建厂的日本企业为数众多，如索尼、松下、三洋、本田、日产等等。而其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则主
要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其在亚洲投资的重点是制造业，日
本充分利用亚洲国家人力资源丰富和原材料价格低的特点，将中低产业、附加值低的传统产业向这
些地方转移。 
   6.在日本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综合商社所起的骨干作用。 
   日本的综合商社是以贸易为主业，集贸、工、技、金融、信息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实业
化、多元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是日本企业对外扩张的尖兵，较著名的综合商社如三菱、三
井、松下等等。许多不具备直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日本中小企业，都是通过综合商
社这一中介进入国际市场的:综合商社作为情报中心，还为企业提供信息，综合商社一方面作为银
行的持股伙伴，另一方面又是银行的最大贷款对象，可间接向企业提供数额庞大的贷款，这就为日
本企业的长期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 
   二、日本企业跨国经营模式对中国企业的借鉴与启示 
   （一）加强企业之间的联合,增强综合实力。 
   从日本综合商社及财团在跨国经营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小规模的分散的企业个体难于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与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相抗衡。中国迫切需要将一群具有相关性质的
各自为战的企业通过兼并或联合的方式组织起来，作为一个企业集团整体参战，这样既能避免中国
企业在国外市场相互残杀的恶性竞争，又能增强企业集团整体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实力。 
   （二）增强研发力度,加速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水平无疑是衡量企业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的研发费用占
全球研发费用的70%，其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在一般均在5%-10%之间，最高达到13%。而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技术仍很落后，产品知识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大量的投入却只能换来小额
的利润。按照国际企业界一个公认的标准来看，研究开发费用占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达到5%以上，才
有竞争力；达到2%，仅够维持；不足1%，则难以生存。而中国前500家大企业集团2004年研发投入
比重仅为0.79,长期下去，中国只能继续扮演世界产品加工基地的角色。要从这一角色中解放出来
就必须致力于对研究开发的投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界都不能掉以轻心。 
   （三）因地制宜,实现企业自身优势与东道国比较优势的良好结合。 
   跨国经营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自身优势与东道国比较优势相结合的过程。中国企业要发展跨
国经营，也应充分衡量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对投资东道国的优势作以正确评估，或用东道国的优势
弥补自身的不足，使二者达到更好的结合。如我国拥有成熟技术的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要想发
展对外投资，就应把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作为其首选的投资东道国。 
   （四）借鉴“缝隙原则”,逐步培养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 
   日本企业在起步过程中所采取的“缝隙原则”在激烈的竞争中无疑是另辟蹊径的培养优势的
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当今商品品种日益繁多、功能不断扩大、生产工艺日趋成熟的市场
环境中，本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若想强行挤入国际市场，势必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有覆没
的危险。而这种见缝插针的“缝隙原则”倒是提供了可以缓冲甚至避过竞争压力的有效途径，这无
论对我国的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将是有帮助的。缝隙原则不仅可以体现在产业、产品上，还可
以在投资地区选择上发挥作用，通过市场分析、环境评估，选择进入尚有市场潜力可挖却未有或少
有强大竞争对手的市场，可在当地迅速打开局面，并由此扩展开来，逐步培养并确立自己的竞争优
势。 
   （五）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扶植,推动企业成长。 
   在跨国经营中，尤其是跨国经营初期，政府对跨国企业的扶持对于促使其迅速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日本的综合商社在其发展初期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甚至是较为直接的干预，才逐渐成长
为大型跨国公司。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即使是大型企业，仍与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在规模、销售额、
利润额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如从反应劳动生产率的两个重要指标人均收入和人均利润额来看，
2004年世界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为268.27万元，人均利润额13.17万元；而中国前500家企业集团
的人均营业收入为58.76万元，人均利润额4.22万元，分别只相当于世界500强的21.9%和32%。显
然，代表中国产业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在实力上是无法与国际上巨型公司相竞争的。我国企业单
凭自身积累逐步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尤其是在市场环境复杂，竞争激烈
的环境下更是如此。此时如果有外力的推动与催化，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进程将大大缩短，实力增
强则更快。这个推动力就来自于政府的扶持。 
   （六）树立长远目标,制订长期发展计划. 
   我国企业应树立“长期成长”的目标，拒绝短视思想，短视本身就是风险。日本企业的“长
期增长论”使其着眼于长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由短视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
的，如企业为追求短期利润而进行的盲目投资。我国企业在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基本饱和
的情况下追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这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设立长远目标，而不能为一时
的利润所引诱，丧失长远的发展机遇(此文为朱桂方主持的编号04ZC049的湖南社科基金立项课
题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经济系国际贸易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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