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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具有主体和区域特征，企业主要

通过模仿跟随效应、联系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平台效应四个途径获得反向技术外溢。在分析我国企业技术寻

求型 FDI 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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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4 年度的世界投资

报告(WIR2004)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

资(FDI)流出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流出量也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截至 2006 年底，我国 5000 多家境内投资

主体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906.3 亿美元[1]；2007 年，

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8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2]。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5 年度的世界投资报告直

接以《跨国公司与研发活动的国际化》为题，着重分

析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R&D 资源的现状，

技术寻求型 FDI(Technology Sourcing FDI，TSFDI)已
成为发展中国家对接跨国公司R&D资源的有效途径，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始向发达国家进行投

资。 
 

一、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提出与 
特征 

 
技术寻求型 FDI(亦有学者称之为技术获取型

FDI[3]或学习型 FDI[4])是指以获取东道国智力资源、研

发机构、信息等 R&D 资源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

外 R&D 机构为手段，旨在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跨境

资本输出行为。 
国外学者对 TSFDI 的关注始于 Kogut 和 Chang 

1991 年的开创性研究。Kogut 和 Chang 针对 1976～
1987 年间日本对美国 297个产业实施 FDI 的数据进行

了实证分析，探讨日本企业对美国进行投资的目的，

结果发现日本公司倾向于与美国企业结成联盟以获取

美国的技术，从而验证了技术寻求型 FDI 的存在[5]。

Hakanson 和 Nobel对瑞典的 172 家海外R&D机构进

行研究，发现其中有 13 家是完全基于技术寻求目标实

施了对外投资[6]；Neven 和 Siotis 的研究显示，1984～
1989 年间，日、美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广泛存在技术寻

求目的[7]；Serapio 和 Dalton 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海外企业对美生物与电子领域的 R&D 投资越

来越重视技术获取[8]。Pearce 的研究也证明英国的海

外 R&D 支出大多投向东道国研发密度高的产业，建

立或收购当地的 R&D 机构来获取技术，以达到进一

步提高他们在技术发展和创新方面的全球能力的目 
的[9]。Teece 研究了流入硅谷的 FDI 后认为，国外公司

之所以投资于硅谷是因为这样可以进入当地的信息渠

道，从而获得当地特定知识[10]。 
国外不少学者也对技术寻求型 FDI 存在的反向技

术 外 溢 效 应 进 行 了 相 关 的 研 究 。 Bruno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和 Frank Lichtenberg 对包

括美国、日本、德国在内的 13 个国家 1971～1990 年

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

在，即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接近东道国的

技术等 R&D 资源，进而获得积极的由东道国向母国

的技术外溢[11]。Fosfuri 和 Motta 为了证明技术寻求的

可能性，发展了一个 FDI 决策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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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技术落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其前提是投资能获得足够高的反向技术外溢以抵消进

行跨国经营的成本[12]。Siotis 也给出了一个相似的博

弈模型，并得出相似的结论，与 Fosfuri 和 Motta 不同

之处在于，Siotis 的模型建立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双

向溢出的假设前提下[13]。 
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 FDI 的研究还较少，主要以

理论框架为主。杜群阳和朱勤借鉴邓宁的 OIL 模型，

将邓宁“战略性资产获取动机说”的研究范围进行扩

展，提出了技术寻求型 FDI 的“MAL 三优势说”[3]。陈

小文分析了技术寻求型 FDI 的基础和条件，以及它与

企业跨国经营之间的关系[14]。周伟通过分析美国企业

技术寻求型 FDI 的区位选择，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区位选择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15]；通过分析独

资新建、合资合作新建、收购和兼并等几种日本 FDI
企业的技术寻求模式，对我国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海

外投资模式选择提出了建议[16]。 
就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基本特征而言，至少可

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其主体特征，即以技术寻求为目

的的 FDI 企业主要分布在总体工资水平较高、产品更

新速度较快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行业，如电子、

精密仪器、通讯设备、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

输设备、IT 等产业；而传统产业部门，如钢铁、普通

机械等行业的技术寻求型 FDI 则较少。康灿华等对华

为的实证分析显示，企业必须具有足够大的销售规模、

相对较高的工资率水平以及所在产业技术创新率应快

于技术溢出的相对速度，才能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寻求

型 FDI[17]；二是其区域特征，即企业向发达国家和地

区进行技术寻求型 FDI，主要倾向于选择其所在产业

高端技术的聚集地和相关产业集群集中的区域。获得

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是母国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

FDI 的重要目的。由于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会

逐渐下降[18]，因而企业最优的区位选择是与其他竞争

者聚集在同一技术外溢空间内，Teece 对硅谷外资涌

入事例的研究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10]。企业在地理空

间上的集聚有利于充分吸收其他竞争者的技术外溢，

还可以为这些企业带来研发网络化的优势；通过地理

的邻近性从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各

种联系中获得先进技术和前沿信息，并且可以利用当

地先进的 R&D 要素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 

 
二、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反向技术 

外溢效应的实现机理分析 
 

Bruno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和 Frank 

Lichtenberg(2001)指出技术寻求型 FDI 存在反向技术

外溢效应，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国企业可以接

近东道国的 R&D 资源，进而获得积极的由东道国向

母国的技术外溢，这是技术寻求型 FDI 发生的基本原

因。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提出肯定了技术的双向流动，

促进了企业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使企业

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寻求创新期和成熟期较先进的技

术。 
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会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

面依次发生作用，本文认为，企业层面的反向技术外

溢效应主要通过图 1 所示的几个途径实现。 
 

 

图 1  反向技术外溢的途径 

 
一是模仿跟随效应。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可以通

过学习、模仿和跟随当地其他企业或科研机构的行为

来提高自身研发水平。地理上的接近可以让所投资的

子公司(R&D 机构)更好地模仿跟随东道国企业、科研

机构的技术研发来提升自身的研发水平。企业若以合

资建立或兼并收购方式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R&D 机

构)，则模仿跟随效应还体现在企业对合资伙伴或兼并

对象 R&D 资源的获取，以及其原有研发行为的延展

等。 
二是联系效应。企业通过到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

技术寻求型 FDI，有助于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实现

企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技术水平不高的企

业往往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企业的技术

寻求型 FDI 可使企业进入东道国的信息渠道，更好地

了解最新的技术发展动态，同时通过嵌入当地的研发

网络，主动寻求企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链节提升，

进入全球产业链的较高环节。 
三是人员流动效应。无论企业是以独资新建还是

合资建立或者兼并收购的方式在国外进行技术寻求型

FDI，都无法脱离与东道国人力资源的联系，企业雇

用当地的高素质科研人员以及合资或并购下对原有国

外企业人力资源的延用，都能让企业引入高素质技术

人员而提升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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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平台效应。从技术寻求型 FDI 的区域特征来

看，其目标地域是发达国家的技术集聚地和相关产业

集群集中的区域。技术集聚和产业集群有助于企业的

技术创新和研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区域内先进的

研发设施和有利的研发环境有利于企业研发能力的提

高；另一方面，众多竞争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使企业

更容易感受到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研发水平。 
如图 1 所示，企业层面的反向技术外溢主要经历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子公司(R&D 机构)在东道国的

知识获取，企业通过对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技术寻求

型 FDI 进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聚集地，通过模仿跟随

效应、联系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平台效应四个途径

从东道国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该阶段是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获得反向技术外溢的主要阶段，企业嵌入当

地研发网络的能力与知识获取能力是这一阶段至关重

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需要考虑研

发成果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第二阶段是子公司(R&D
机构)通过企业内部的各种渠道，将掌握的技术、信息

和研发成果转移到母公司，并由母公司对技术进行应

用，这一阶段是知识在企业内部的转移，但同样会影

响企业获取反向技术外溢的效果，在这一阶段企业需

加强对海外子公司(或 R&D 机构)的管理和控制，强化

企业的组织学习以提高知识转移效果。 
 

三、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 FDI 的 
实践分析与对策建议 

 
1991 年，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国际

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

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

支社(CHUWA Software Co., Tokyo Branch)，开创了我

国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 FDI 的先河。十几年来，我国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了技术寻求型 FDI 实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特

征。①从企业所在行业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集

中在家电，如海尔、格兰仕、康佳等，而 2000 年以来，

通讯及 IT 等高科技行业成为主角，如联想、中兴通讯

等。②从海外 R&D 机构的成立地点来看，大多数的

企业选择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而具体地

点的选择倾向于技术集聚地(如美国硅谷)或该行业领

导者所在地。例如，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隆市是美国橡

胶工业的中心地，阿克隆大学高分子材料的研发与应

用世界著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轮胎生产公司“固特异

轮胎橡胶”的总部位于阿克隆市。上海轮胎橡胶集团

(2007 年 5 月更名为“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 R&D
机构设于阿克隆市，可以有效地利用反向技术溢出获

取先进技术。③从设立方式来看，2000 年以后逐渐由

独资新建向合资设立和并购设立转变。 
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 FDI 获取反

向技术外溢效应已初具规模，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

要表现在：一是资金不足引起的投资规模有限等问题。

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我国越来越多的具有

一定实力的企业，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对发达国

家进行直接投资来增强自身的技术和科研实力。但是，

不论是独资新建、合资建立或者兼并收购，都需要企

业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国内大多数企业有限的资金实

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

同时，企业将大部分研发资金投入海外研发，容易导

致企业忽视国内研发投入，造成国内企业自身研发和

科技能力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不能很好地吸收、利

用和整合国外子公司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二是我

国企业目前的吸收能力与嵌入能力不足。目前我国企

业技术寻求型 FDI 形成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但由于企

业自身的科研和技术实力有限，其对外部先进知识和

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够，我国企业与东道国相关企业、

科研机构等的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并未能很好地嵌

入东道国的研发创新网络。 
因此，一方面，开展技术寻求型 FDI 实践是我国

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我

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 
第一，利用好全球 R&D 资源再配置提供的机遇。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5 年度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发展

中国家跨国公司国外研发活动的兴起和快速增长已经

成为研发国际化的一个新的和引人注目的趋势，研发

国际化可以促进母国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母国经济

创造机会和产生反向技术外溢效应。飞速发展的经济

全球化进程迫使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R&D 资源，逐渐将企业 R&D 资源向新兴产品倾斜配

置，而对那些在国际商品竞争中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

产品，则选择“战略性退出”，这正好为我国企业通过

投资手段获取相关的 R&D 资源提供机会和动力。我

国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大国，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

技术溢出对我国的研发形成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我

国企业通过技术溢出所获得的大多是 R&D 产品，并

非 R&D 资源本身，且所获得的技术大多属于后成熟

期和标准期的一般技术，并不能形成企业的可持续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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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部分企业的技术寻求型 FDI 实践 

母公司 海外 R&D 机构 成立地点 成立时间 设立方式 行业 

上海复华 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 日本东京 1991 合资设立 电子 

联想 

联想硅谷实验室 美国硅谷 1992 独资新建 

IT 联想大和实验室 日本神奈川 2005 并购设立 

联想北卡实验室 美国北卡罗来纳 2005 并购设立 
双钱 
集团 

SHANGHAI 
T.R.T.R(NA)CENTER 

美国阿克隆 1993 合资设立 轮胎 

华为 

华为硅谷研究所 美国硅谷 1993 

独资新建 通讯 

华为达拉斯研究所 美国达拉斯 1999 

华为瑞典研究所 瑞典斯德哥尔摩 1999 

华为俄罗斯研究所 俄罗斯莫斯科 1999 

华为印度研究所 印度班加罗尔 1999 

海尔 

海尔日本技术中心 日本东京 1994 

独资新建 
电器 

通讯 

海尔硅谷研究所 美国硅谷 1996 

海尔洛杉矶设计中心 美国洛杉矶 1999 

海尔法国设计中心 法国里昂 2000 

海尔荷兰研究所 荷兰阿姆斯特丹 2000 

海尔加拿大研究所 加拿大蒙特利尔 2000 

北大方正 
日本方正株式会社 日本东京 1996 

独资新建 软件 
方正加拿大研究所 加拿大多伦多 2001 

格兰仕 格兰仕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硅谷 1997 独资新建 电器 

中兴通讯 

中兴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圣地亚哥 1998 

独资新建 通讯 中兴韩国研究所 韩国首尔 2000 

中兴巴基斯坦实验室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2005 

康佳 康盛实验室 美国硅谷 1998 股份合作 电器 

长安汽车 长安汽车海外研发中心 意大利都灵 1999 独资新建 汽车 

创维 创维数字技术研究室 美国硅谷 2000 独资新建 电器 

海信 海信数字电视实验室 美国硅谷 2001 独资新建 电子 

华立 美国华立通信集团 美国硅谷 2001 并购设立 通讯 

万向 万向集团北美技术中心 美国芝加哥 2001 独资新建 机械 

京东方 京东方现代显示技术会社 韩国 2002 并购设立 电子 

首信 Mobicom 公司 美国新泽西 2002 独资新建 IT 

大连机床 
英格索尔生产系统公司 美国 2002 

并购设立 机械 
兹默曼公司 德国 2004 

TCL 

TCL 德国研发中心 德国 2003 

并购设立 电器 TCL 美国研发中心 美国印第安纳 2004 

TCL 新加坡研发中心 新加坡 2004 

长虹 长虹—德州联合实验室 美国德州 2004 合资设立 电子 

南车集团 ZELRI-MSU 研发中心 美国密歇根州 2005 独资新建 电子 

上汽集团 上汽欧洲研发中心 英国雷明顿 2006 并购设立 汽车 

南汽集团 
南汽英国技术和研发中心 英国长桥 2006 

并购设立 汽车 
南汽美国研发中心 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 2008 

资料来源：根据杜群阳(2006)[19]及其他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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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寻求型 FDI，通

过技术合作等方式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是我国企业获

得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 
第二，不断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嵌入能力。企

业的吸收能力和嵌入能力是影响企业在东道国获取知

识的两个重要因素。企业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改善组织学习机制等途径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注重

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土化以及加大与当地政府、企业以

及科研机构的合作等可使企业更好地嵌入东道国的研

发创新网络。 
第三，提高企业国际化风险的防范意识。由于东

道国与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环境以及政治稳

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时不仅要面

临自然风险，还要面临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财

务风险、人力资源风险、技术风险等经营性风险，更

要面对国有化、战争、政策变动、资金移动限制等政

治性风险，以及因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带来的风   
险[20]。因此，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必须注重强化风险

意识，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尽可能地将风险降到最低。 
第四，确保研发成果与企业发展战略的一致性。

国外子公司(R&D 机构)将掌握的技术、信息和研发成

果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母公司，是反向技术外溢的第

二阶段。为避免出现子公司(R&D 机构)所获取的知识

和先进技术与母公司战略目标不符的情况，技术寻求

型 FDI 企业必须加强对国外子公司(R&D 机构)的管理

控制，及时沟通市场信息，确保其研发成果与企业发

展战略的一致性。 
 

四、结语 
 

跨国公司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R&D 资源的

步伐明显加快，技术寻求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

目标之一。我国企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如何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

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明显的反向技术外溢，以

实现企业技术能力的跳跃式发展，是值得我国企业思

考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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