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目前 , 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7万家 , 拥有约85万家

海外分支机构。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总值的40%~50%, 国

际贸易的50%~60%, 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 产品研究

和开发的80%~90%, 以及FDI的90%。跨国公司的创新产

品、知识、诀窍、知识产权、人才等各种形式的技术正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贸易、转让、转移和利用 , 其研发活动在不断

向全球范围延伸 , 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技术竞争

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 是科技创新全球化的最重要驱动力

量。跨国公司科技创新全球化是其在国内进行科技创新激

烈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溢出国界的产物。与国内技术竞

争相比, 这种竞争因其所面对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在竞争环

境、竞争对手、竞争目标与手段、竞争战略、竞争激烈程度、

竞争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等方面 , 都存在着许多重大差

异 , 因而是一种更高级阶段的竞争———全球技术创新竞

争。

1 技术创新竞争力新解

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核心 , 企业要想

超过或战胜技术领先者 , 就必须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技

术创新能力有多种分类。从战略上讲, 发达经济体跨国公

司的全球技术竞争包括全球技术研发竞争战略、全球技术

垄断竞争战略和全球技术利用竞争战略3个组成部分 ; 从

技术创新竞争能力上讲 , 包括技术研发竞争力、技术垄断

竞争力和技术利用竞争力。技术创新竞争力是这3种能力

统一与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合力。事实上 , 西方发达国家许

多跨国公司不仅具有很强大的全球技术研发竞争力和全

球技术垄断竞争力, 而且还具有很强大的全球技术利用竞

争力 , 只有同时具有上述3种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才能在市

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 , 我们在研究技术创新

能力的时候 , 如果单从其中某一个方面讲技术创新竞争力

的强弱 , 是不全面或不准确的。

1.1 技术研发竞争力

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经济科

技全球化及跨国公司全球技术竞争的发展通过多种形式

把世界各国编织成了一个全球 研 究 、开 发 、生产 、销 售 网

络,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资本获得、研发能力、技术积累

与储备、技术人才、市场信誉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 使其在全

球技术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跨国公司技术研发竞争力是

指其在全球各地从事研究、开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技术成

果并将其商业化的能力与水平。

根据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的界定 , “研究和实验开发

是在一个系统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工作 , 其目的在于丰富有

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宝库 , 并利用这一知识进行新

的发明”。它是创新的前期阶段 , 是创新的投入和创新成功

的物质和科学基础。它包括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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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及原型机和工艺方法的设计与开发等。在研发作为

系统的创造性工作中, 原型设计包括了新产品或新工艺全

部特征和性能的初始模型, 而原型验收则意味着研发阶段

的终结和创新过程下一阶段的开始。企业的研发能力可以

分别从企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方面加以

衡量。

1.2 技术垄断竞争力

经济垄断是把同行业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多少和企业

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作为判断企业垄断地位的

标准。技术垄断则是指跨国公司为维护和巩固其技术领先

优势而对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等进行保密、封锁和控制。垄

断缘于竞争, 它在竞争的过程中产生并凌驾于竞争之上。

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 , 只有垄断才有竞争力 , 当然

这种垄断是通过竞争产生的。英国著名跨国公司理论专家

约翰·邓宁和金德尔伯格等认为 , 跨国公司的最大优势是

技术垄断优势 ,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立身之

本。跨国公司的所有特性, 都与控制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有

关。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将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视为其拥

有的最重要的垄断优势。有关资料表明 , 在跨国公司的早

期形成过程中 , 技术垄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美国

学者M·威尔金斯对这一时期跨国公司成长过程的考察 ,

美国现代跨国公司的创始人许多都是19世纪末期的工业

技术发明家 , 如I·M·辛格、A·G·贝尔、T·爱迪生和G·威斯

汀豪斯等。这些发明家都是依靠技术发明和技术垄断而发

迹的。他们通常利用专利制度取得对技术发明的垄断权 ,

进而利用技术垄断地位建立和垄断国内外相关产品的生

产和市场。通过技术垄断战略的实施, 可以维护其技术垄

断地位 , 通过延长其新技术产品的使用寿命与周期 , 不仅

可以收回其研发成本 , 而且还可从技术的不断利用中取得

更多的市场“租金”。跨国公司实施技术垄断既是为了控制

和巩固其竞争地位 , 也是为了实现长期的市场控制从而达

到技术垄断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程度

越高 , 它就越不愿意把自己的新技术转让出去 , 以免在东

道国市场培育出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往往根据全球经营战

略规划 , 来确定其技术垄断战略的制订与实施 , 根据其垄

断战略来决定新技术是封锁不用( 将来使用 ) 还是在国内

生产然后出口产品 ; 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技术转让 ; 是在

发达国家投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是建立独资企业还

是建立合资联盟企业; 技术是转让给发达国家还是转让给

发展中国家等。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技术垄断 , 还可以从技

术开发的垄断、垄断性控制及垄断性利用等不同侧面进行

分析。总之 , 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垄断竞争力是指跨国公司

在全球技术创新竞争过程中形成的技术垄断优势和由此

技术垄断优势而决定的技术垄断竞争地位和能力。它具体

表现为跨国公司对高新技术控制和垄断的程度与水平、控

制的范围、技术垄断的效率等。

1.3 技术利用竞争力

跨国公司全球技术研发创新、全球技术垄断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使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在全球最大限度地转化为

商业利益。技术创新是重要的,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更重要 ,

但是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才是最根

本的。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利用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以其拥有

的技术作为核心资源或核心能力, 通过对各种技术利用方

式的选择与权衡, 确定每一种( 组) 技术的最佳利用战略模

式 , 以谋求技术全球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技术具有“公共物

品”的性质 , 即对于任何给定的技术 , 增加技术的利用都不

会减少原有的技术存量 , 不会影响对原有技术的使用。因

此 , 在技术开发成本一定的条件下 , 在更广的范围内增加

技术的使用 , 其边际成本很低 , 但却能大大增加技术开发

投资的利润。H·G·约翰认为 , 既然由于在扩大的市场上应

用知识而带来的额外收益都是最初投资与知识创造的资

本利润的净增加 , 那么 , 公司便具有将其经营扩展到可以

增加利润的任何市场的动力。跨国公司一旦确立了技术垄

断地位 , 垄断资本就要垄断一切市场 , 就不仅要从国内市

场上 , 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上将竞争者排除

掉。从国内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后, 垄断组织的形式也就

转变为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与技术垄断优势促使创新公司

经营国际化、全球化。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费尔德曾经指出:

公司转变为跨国公司通常就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

它们的技术优势。总之 , 跨国公司的全球技术利用竞争力

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经营战略安排, 充分利用其垄断

技术优势 , 并使其技术利用的全球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市场

运作能力。

2 借鉴与启示

研究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创新竞争问题 , 对于我们深刻

把握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组织

的特性与本质及其经济技术活动的实现形式 , 对于我国跨

国公司的成长及其全球技术创新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2.1 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本质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活动是以其技术垄断优势作为

基础与根基的, 任何跨国公司如果失去对其开发的核心技

术与先进技术的垄断 , 其全球经营活动将丧失利益的支

点 , 跨国公司的做强做大将失去原动力。所以 , 跨国公司追

求其先进技术的自然垄断、法律垄断及经营与利用的垄

断, 是其古往今来时刻傲视全球的刹手锏。因为一方面技

术的全球垄断通过市场空间的倍增效应与市场进入的壁

垒效应 , 可以创造人间美丽的经济景观与财富奇迹 ; 另一

方面技术的全球垄断可以锁定、左右与控制技术发展的路

径、方向、速度与类型 , 其目的是扼制东道国竞争对手 , 要

么使其技术与市场地位边缘化 , 要么致对手于死地或消灭

竞争对手 ; 同时 , 技术的全球垄断还是这只经济恐龙与发

展中东道国政府“讨价还价”的博弈筹码与利器 , 虽然跨国

公司在其垄断性技术的全球利用过程中存在部分成熟技

术、边缘技术、边际技术甚至过时技术的外溢现象 , 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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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东道国有可能看到通过 “模仿战略”、“跟进创新战

略”或“技术引进战略”等形式来提升本国产业技术水平的

曙光 , 试图在全球市场份额与利润“蛋糕”争夺战中分一杯

羹 , 但事实是 , 在过去的40年中 , 全球只有3~4个国家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现今只能在

全球技术竞争的“混战”状态中 , 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

端市场。

2.2 技术规则与市场规则之间的全球协调和制度安排被

提上议事日程

跨国公司全球技术竞争的路径是 : 企业技术化→技术

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市场垄断 , 其最终的

结果即全球技术与市场的格局 , 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及其跨

国公司的“双边垄断”( 即技术垄断与市场垄断 ) 形成了发

达国家技术开发竞争力强→技术垄断竞争力高→技术利

用竞争力提升→市场经营权网络扩张力大→市场利润膨

胀→世界财富巨额积累; 另一方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技术

开发竞争力弱→技术垄断竞争力差→技术利用竞争力不

高→市场经营权网络扩张力小→市场利润缩小→世界财

富积累水平低。目前 , 这种由发达国家“双边垄断”所导致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的“双重边缘化”( 即技术边缘

化与市场边缘化) 是全球财富积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根本

原因。发达国家的全球技术垄断战略如专利制度 , 犹如发

达国家的粮食和发展中国家的毒药。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做

到并且现在和将来要做的是: 自己已经爬上楼梯而把梯子

拿掉 , 不让发展中国家上楼 , 通过维系和巩固这种“双边格

局”, 来达到长期维持南北国际分工格局和资本技术知识

密集型产品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不等价交换的现状。因

此 , 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要做的 , 不仅仅是加大技术开发

力度 , 多创造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 更主要的是

在全球争取公正、合理的技术与市场“游戏规则”。一方面 ,

虽然技术是其研发者预测市场需求的产物 , 且技术又可以

创造市场 , 但技术的研发、垄断 及 其 利 用 应 该有 “游 戏 规

则”。另一方面 , 市场存在产权界定与制度安排问题。市场

在孕育技术、拓展技术利用市场空间及其利基的同时 , 对

技术的垄断性也不能无限度地放大。因此 , 在这里有一个

“技术产权”与“市场产权”、“技术游戏规则”与“市场游戏

规则”的关系处理问题 , “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制度的重新

安排及规则的全球协调 , 不仅是经济学与管理学必须研究

的一个全球性重要课题, 而且其重要性已被提上全球议事

日程。

2.3 我国企业应该在“干中学”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全球技

术创新竞争力

据有关资料统计 , 目前我国发明专利的数量仅为美

国、日本的1/30, 韩国的1/4。近15年来 , 外国企业和我国企

业在我国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是6.4∶1, 外国企业在我国申

请 专 利 的 比 例 很 大 。 目 前 我 国 对 外 技 术 依 赖 度 已 超 过

50%, 发达的创新型国家拥有世界专利发明量的99%, 我国

只有万分之三的国内企业拥有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改革

开放30年来 , 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 但在目前

的世界500强企业中 , 我国入围的企业只有22家。如此等等

不仅说明我国的技术研发能力弱 , 技术垄断竞争力差 , 而

且其全球技术利用能力也有限。在创新资源及其技术垄断

竞争力已成为当今全球竞争的焦点, 世界科技发展不均衡

大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和当今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制

高点都被发达国家所控制的条件下, 我国企业如何在提升

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 , 学习、模仿与借鉴发达国家跨

国公司全球技术研发、技术垄断及技术利用战略的本质与

经验, 从而提高其全球技术创新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本文基于对技术创新竞争力内涵与外延的扩展

与丰富而确立的研究思路, 也为企业( 包括产业、区域及国

家等) 提供了一个新的提升其全球技术创新竞争力的理论

与应用分析框架。也就是说, 一个企业或国家技术创新竞

争力的提高 , 不仅要在技术研发竞争力上下功夫 , 不仅要

在技术垄断竞争力上尽全力 , 而且还要在技术利用竞争力

上投入更大的力量。只有上述3种竞争力同时得到提升 , 才

能表明一个企业或国家的技术创新竞争力有了进步或得

到了提高 , 才能为现在和将来在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全球

科技竞争中成为竞争的强者 , 才 能达 到 “赢 者 通 吃 ”的 效

果 , 才能使民族国家在世界财富这一大“蛋糕”中分得更多

更大的财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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