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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地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链联系是国际间技术扩散的主要通道。总结了影响产业链联系的各种因 

素，并指出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形成了“拓展的飞地”型的产业链联系；最后提出了进一 

步加强产业链联系、促进技术扩散效应最大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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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的 

产业链联系 

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的产业 

链联系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形成的 

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当外商投资企业利用 

东道国供应商进行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配套 

时，通过购买本地供应商的商品和服务，与上 

游企业建立起前向的产业联系，外商投资企 

业对本地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会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供应商的技术发展；当外商投资企业为 

了拓展市场渠道而选择本地企业做分包商， 

或其产品作为中间产品被本地企业购买时， 

又与下游企业建立起后向的产业联系。 

邓宁(1993)指出先进的企业(1ead en． 

terprise)可能对其供应商产生几个方面的影 

响：①信息传递，即提供有关市场、规则和其 

它供应商的信息；②技术帮助，即提供有关产 

品设计、质量控制、员工培训、工厂布局、设备 

等方面的技术帮助；③财政援助，即提供贷款 

等；④采购援助，即帮助供应商以较低的价格 

获得原材料等；⑤区位选择，即给予供应商在 

企业选址方面的建议；⑥管理和组织援助．即 

给予供应商管理、财务统计及财政方面的援 

助；cz)定价援助，即帮助供应商进行成本节约 

及讨价还价能力方面的技术帮助。 

Kindleberge(1969)提出了“飞地经济” 

(enclave economy)的概念，指出外商投资企 

业为本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通过 

购买、技术转移等方式与地方经济的整合却 

很有限。Ivan Turok(1993)在总结了其他学者 

关于外国投资与本地企业(供应商)联系研究 

的基础上，将外国投资与本地企业联系的关 

系划分为依赖型和发展型两类(见表 1)【I】。 

依赖型的关系是指外商投资企业的经 

营战略以短期利润为中心，建立与本地企业 

联系的动机是降低成本，而非通过技术、信 

息的交流进行产品的增值，外商投资企业与 

本地企业间等级分明，甚至关系敌对，地方 

供应商企业并没有参与到产品的开发过程 

中。这种联系往往 

加深了东道国对 

外资来源国的技 

术依赖。 

发展型的关 

系是指外商投资 

企业的经营战略 

以追求长期利润 

为中心，外商投资 

企业嵌入地方经 

济，与本地企业形 

成创新合作网络， 

带动了区域的发 

展。在与本地企业 

合作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向本地企业转移了 

技术、经验，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帮助他们 

成为专业供应商[21。 

Phelps(2003)等通过对威尔士和英国东 

北部外国直接投资的调查，提出了在“飞地 

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具有强 

“嵌人性”关系中存在着“拓展的飞地”(ex． 

tended enclave)，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 

供应商、R＆D合作的联系十分有限，但是外 

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不再仅仅 

是生产部门，大多数企业和地方机构、行业 

组织开始有联系，有些企业在本地具有专业 

的供应商。 

表1 外国直接投资与地方(供应商J企业的联系类型 

发展型 依赖型 

与地方联系的本 合作、互相学习 不平等的贸易关系 

质 建立在技术与信任的基础上 传统的分包制 

注重附加值 注重成本节约 

地方联系的持久性 长期 短期 

灵活的意义 高水平的互动，加快产品的 获得价格优势和短期的便利 

生产及对市场的反应 

外国投资与地方 强嵌入性 弱嵌入性 

经济的联系 投资的企业具有多种功能 投资的企业仅限于装配等简单功能 

本地企业的收益 为本地企业提供了生产和 为本地企业提供生产标准产 

开发自主产品的市场 品、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市场 

产生工作的质量类型多、高技术含量、高收入 低技术含量、低工资、临时性 

地方经济的前景 自我调节及自我支持的发展 易受到外部影响 

能力 

资料来源：Ivan Turok(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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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产业链 

联系的影响因素 

2．1 外国投资者的市场战略 

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间的联系取 

决于外国投资者的市场战略——服务于本 

地市场还是服务于全球市场。服务于全球市 

场的外国投资者仅仅将东道国作为一个出 

口基地。研究表明当生产是面向东道国市场 

时，由于需要对产品进行一定的“本地化”工 

作以适合本地市场，外商投资企业更可能和 

本地企业发生联系，增加了技术扩散的机率 

(Altenburg，2000)t3~。 

2．2 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方式对产业链联系 

的影响，国外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外国直 

接投资方式包括新建投资 (又称绿地投资， 

Greenfield)和并购(M&As)。一些学者认为和 

新建投资方式相比，以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 

时，外资方更愿意和本地企业建立产业链联 

系(wiR2001)H。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以并购 

方式进入的外资方并不十分愿意向东道国 

企业转移先进的技术，以防止技术外泄(Ei— 

ther、Markusen，1996)。当外国投资者需要在 

东道国采用最新技术时，他们通常采取独资 

控股 。Mansfield和Romeo(1980)的研究表 

明，采取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的外资企业的 

技术要比采用完全控股方式建立的企业要 

过时得多旧。Smarzynska(1999)指出，采取并 

购方式的企业的R&D强度要低于新建投资 

的企业。独资或完全控股的子公司所拥有的 

技术比部分控股的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先进， 

对供应商生产能力的提高影响更大 。 

2．3 空间集聚 

一 些学者认为企业的空间集聚利于技 

术的扩散 (Aitken、Harrison(1999)，Sj~holm 

(1999)，harris,Robinson(2001)) 001。一方面， 

空间集聚利于劳动力的流动，新技术和新产 

品的示范作用更容易被观察到，并且降低了 

交通和运输的费用，利于企业建立前后向的 

产业链联系。另一方面，企业集聚产生了集 

聚经济。Head等人 (1995)研究了日本自 

1980年以来在美国建立的751家制造业工 

厂的区位，发现产业水平上的集聚利益在区 

位决策中起重要的作用。Smith和 norida 

(1994)对与汽车有关的日本制造业在美国 

的投资研究表明，后向和前向联系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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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有明显的集聚趋势。Guimaraer等人 

(2000)对集聚在葡萄牙的外国直接投资的 

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 

结果涉及集聚经济，集聚经济是影响外国直 

接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ll】。 

2．4 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及吸收消化能力 

外国投资者进行技术扩散的意愿和效 

果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吸收消化能 

力有着直接关系。适度的技术差距将有利于 

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企业的技术扩散。因为 

当双方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小时，技术不会产 

生溢出和外泄；而如果双方的技术水平相差 

太大，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太差， 

则东道国企业几乎不可能从技术外溢中获 

益。 

2．5 中间产品的性质 

本地供应商所提供的中间产品从性质 

上可以分为专业化产品和一般产品。当外商 

投资企业需要专业化的中间产品时，即对原 

材料和零部件的技术要求较高、专业性较强， 

外国投资者越愿意向供应商进行技术扩散， 

以帮助供应商达到所需要的技术水平；反之， 

如果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技术含量一般， 

只是一般的中间产品，则外国投资者对供应 

商的技术扩散较弱，供应商的学习效果就比 

较差。 

3 外商投资企业与我国发达地区企 

业间的产业链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越 

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加强了与中国内地 

企业的产业链联系，并逐渐将研究开发中心 

向中国扩散。以上海浦东为例，到目前为止， 

浦东已吸引来自98个国家或地区的 1万多 

家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其中包括 180家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30多家中外大型研发机构、50多家跨国公 

司采购中心，初具亚太地区资源配置中心、 

技术研发中心和跨国公司营运中心的雏形。 

外商投资企业与地方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 

已经开始建立一定的产业链联系。外商投资 

企业从上海和周边的江苏、浙江等地采购了 

其一半多的原材料；与上海及国内其它地方 

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了不同形式、 

不同程度的创新合作关系(表 2)，我国发达 

地区的部分企业在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合作 

过程中，经历了技术引进一消化吸收一联合 

开发一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 

笔者认为我国发达地区外商投资企业 

与本地企业

所提出的“拓展的飞地”类型。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基础、比 

表2 2002年浦东新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 

业与创新合作伙伴交流强度比较(％)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能力与环境》调查问卷，2003年。 

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对外国 

直接投资的生产、研发产生了强有力的磁场 

效应，各地政府非常注重外国直接投资的引 

进，制定了许多政策，以开发区和高新科技 

园区的形式“筑巢引凤”，吸引了大量的外国 

直接投资，包括许多著名跨国公司的分支企 

业和机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后，与本地企 

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改变了原来 

的地方创新网络，外商投资企业所带来的先 

进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创新网络中传播、 

扩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地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外商投资企业从位 

于国外和国内其它地方的母公司、客户、供 

应商等那里获得了创新信息，与他们保持着 

比较强的联系。但是这些企业是在以提供税 

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为吸引力的开发区和高 

新科技园区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以 

产业群的自主机制和高新产业的内在关联 

性形成的，因而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间 

(特别是供应商)的联系还十分有限，没有充 

分利用地理上接近的便利条件，在知识、信 

息、技术、资金、人才的交流方面拓展渠道， 

可以说外商投资企业在地方创新系统中的 

根植性较差，与本地企业产业链联系的强度 

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4 加强我国本地企业与外商投资企 

业产业链联系的建议 

Rodriguez-Clare(1996)在其论文中指 

出，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中介机构、技术市场、政府等组织的联系较 

弱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发展中国家经 

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发展中国家接受先 

进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微弱 



的。反之，当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高校、研 

究机构以及其它组织间具有比较频繁的交 

流和联系时，即跨国公司嵌入(embed)地方 

经济时，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就比较明 

显旧。经济全球化将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可以 

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供应 

和创新信息。为了加强本地企业和组织与外 

商投资企业的合作，我们的政府在改善投资 

环境、企业在提高本身竞争力方面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 

4．1 调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当前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对引进外 

资的不完全认识或者政绩的考虑，盲目引进 

外资项目。基于这种现象，我国在制定吸引外 

资政策时应该从简单地鼓励外商投资转移到 

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产业链联系 

上来，应对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倾斜政策。一 

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与本地企业建立产业 

链联系的过程中，可以向本地企业传播技能、 

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相关企业的水平；另一 

方面，随着国际分工和竞争全球化的日益明 

显，选择和培养供给能力较强的供应商和销 

售商，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巩固在东道国地位， 

保持其在区域或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和核心竞 

争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2 加强本地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产业竞争 

力 

技术引进和外资引进在我国的经济增 

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使得我国部分产业的技术水平 

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但是目前在我 

国的一些产业内，出现了由于过度依赖外来 

技术而弱化自身技术开发的现象。长此以 

往，这将严重地损害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 

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 

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一定的技术吸收消化能 

力是增强技术扩散效果的保证，先进的技术 

需要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 

员去掌握和有效使用，并加以消化吸收，进 

行创新。我国本地企业应该加强研发投入， 

提高自身的产业竞争力，这样才能在通过与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产业链联系中最大限 

度地获得技术扩散效果，从而进一步增强技 

术水平，提高配套服务能力。 

4．3 注重引进带动产业链发展的外资项目 

一 些跨国公司在海外长期的经营发展 

中，已经与其它企业建立了基于固定产业链 

联系上的网络，当这些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 

项目时，其原先网络中的一些企业也会跟随 

而至；另外，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节约交易成 

本增加利润，从而会逐渐减少进口，以国内 

配套为主，增加了本地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 

产业链联系的机会。因而各类开发区、科学 

园区的规划和建设要具有前瞻性，根据目前 

跨国公司的投资特征，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 

机遇，注重产业链建设。开发区、科学园区的 

招商引资要注重那些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发 

展的项 目。 

4．4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企 

业与本地企业的集聚 

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的产业链联 

系形成了集聚经济，本地企业参与到外商投 

资企业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外商投资企业 

则通过集聚在周边的本地企业获得近距离 

的、稳定的、地方化的配套服务，双方还共享 

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等，从集群区域内获 

得竞争优势。各级政府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时，还应该做到促进相关法律的完善、产 

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相关中介机构的建设以 

及基础设施的提供，以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 

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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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inkages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Abstract：Linkages between local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re main channels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The linka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dependent，development and extended enclave
．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linkages． And it points out that some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areas of China have developed linkages of extended enclave with foreign enterprises．In the last section
，
the pa— 

per o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linkages to maximize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Key words：linkage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echnology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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