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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的动因解释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经所 03 级硕士研究生  邸 倩 

内容提要：本文以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回顾了传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核心理论，

即国际生产折衷论和 R&D 分散与集中论对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行为的解释，认为它们存在一定的不足，并

试图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运用核心竞争力观点来解释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的动因。 

关键词：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  核心竞争力  

一、 引言 

R&D 是英文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的缩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科技术语。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by Multinational Firms）就是跨国公司将其 R&D 投资活动扩展到母国

以外的其它区位，利用多个国家的科技资源，跨国界地开展研究与开发。跨国公司是世界技术变革的中心、

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技术进步的发动机。技术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

创新和技术垄断则来源于企业的 R&D。R&D 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思想源泉，是企业获取技术优势的基础，是企

业能否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关键。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R&D 对公司成长的作用更显重要，并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技术整合的集中表现就是 R&D 的国际化。本文以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问题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 

 

二、 跨国公司传统理论对 R&D 国际化的解释 

跨国公司 R&D 的专门研究比 FDI 理论研究要晚得多。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 R&D 活动发生在国

内，Vernon（1966）和 Kindle Berger（1969）曾经用一个准殖民地模型论证了这个观点。进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的迅猛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关注这一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

究，使得跨国公司理论体系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 R&D 分散

与集中理论。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折衷理论的基础是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理论。在融合 S.海默、P.巴克利和 M.卡森等前人

的理论基础上，J.邓宁首次提出了折衷理论，尝试将已有的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互补充、融合纳入一

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折衷理论的核心是 OLI（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分析范式，可以

简单的概括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

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许可证协议之间的选择（见表一）。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

又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J.邓宁认为，当区位优势与垄断优势及内部化

优势同时具备，跨国公司才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134 



                                                                            经 ECONOMICS 
济 2004   NO.1 

 

表一                  三类优势与跨国经营决策的关系 

 企业优势（O） 内部化优势（I） 区位优势（L） 

国际直接投资 有 有 有 

出口贸易 有 有 无 

许可证协议 有 无 无 

资料来源：J.H.Dunning, 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按照这一理论，当跨国公司认为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一定所有权优势，通过对国外区位的内部化开

发能够获得理想的收益时，跨国公司就要从事 R&D 的对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从事海外 R&D 直接投资是

辅助公司内部关键资产充分发挥作用的行为。正如 Kuemmerle（1997）所述，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开发型

（HBE）海外 R&D 投资的目的是开发母国区位创造的技术优势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现有技术知识，开拓国

际市场。所以，影响跨国公司 R&D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上述这些解释

都在折衷理论的隐含前提，即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给定的，这一框架内进行。而 R&D 的功能主要在于创

造技术优势，这就使它成为垄断优势的外生变量。Dunning 也认为：1跨国公司 R&D 的海外直接投资能够帮

助企业获得某种优势，该优势与公司业已存在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跨国公司保持和加强其竞争地位。

并且，跨国公司发展到今天，R&D 国际化已成为一种战略行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要再给出一个圆满的解

释就显得力不从心。 

（二）R&D 的分散与集中理论（the theory of R&D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Pearce（1989）创建了 R&D 分散与集中理论，认为影响跨国公司建立海外 R&D 实验室是由于离心力和

向心力相互作用而造成的。离心力即促使 R&D 机构分散化的因素，如关键的投入、相互作用与交流和政治

因素。向心力即促使 R&D 机构集中化的因素，如经济规模、内部交流、安全和秘密等。 

Ove Granstrand（1998）将影响跨国公司 R&D 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为驱动因素和阻止因素。驱动因

素归纳为：支持当地化生产，满足当地消费者产品需求，获得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降低 R&D 的人力成本，

东道国政府政策影响（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阻止因素归纳为：严格控制与监督 R&D 活动，降低技术信

息被泄漏的风险，接近国内市场，R&D 存在规模经济，降低协调及通讯成本，母国政策影响。跨国公司在

制定 R&D 的战略时，需比较两种因素的平衡力量。 

Pearce（1989）还从公司层面分析了 1982 年 122 家主要跨国公司海外 R&D 活动区位决定因素，发现海

外生产比例与海外 R&D 活动呈正相关关系，“海外生产是 R&D 分散化的引力”。即由于生产国际化，跨国公

司经营重心已由国内转向国外。然而由于各国间在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及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技术的

                                                        
1 Dunning, John H. (1998):”Globaliz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Alfred D. Chandler, Peter Hagstrom and Orjan Solvell Ed: The Dynamic Fir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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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转移与应用，往往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应。为了增加适应性而提高竞争力，就必须调整 R&D 结

构，使 R&D 活动接近市场，从而研制出适应当地环境的产品，结果就必然导致 R&D 活动的国际化。但进一

步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并非如此简单，R&D 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为导

向，即跨国公司海外 R&D 主要的目的是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分支机构加以协调，同时获得东道国的创新技术

与知识信息，增加母公司的技术存量，从而提高跨国公司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Kuemmerle 将这

类跨国公司海外 R&D 直接投资归纳为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增长（HBA）型。它是跨国公司以整体利益为重，

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技术资源的战略行为。 

三、 核心竞争力观点对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的解释 

跨国公司传统理论曾为我们理解跨国公司的传统投资行为提供了思路，但对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的解

释多少有些力不从心。本文将运用较新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观点对此现象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圆满的解

释。 

（一）核心竞争力观点的内容及 R&D 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战略管理的中心命题：如何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企业

的使命和目标。简而言之，即获取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要依托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并且企业获得持

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是核心竞争力。 

竞争优势是指企业以其资源和能力为基础，比竞争对手更好地创造和提供被市场认可的物有所值的产

品或服务，相对行业中其他企业而言，它表现在企业优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企业的某种竞争优势的发

展一般会经历形成、维持和消散的过程。只有在长期动态环境中始终都拥有的竞争优势即持续竞争优势才

算是真正的竞争优势。 

1、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观点 

企业核心竞争力观点是在探询企业竞争优势根源及对主流企业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过程中演变而来的。

作为资源论、能力论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核心竞争力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

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差异是企业竞争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企业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构成的企业核心

竞争力是决定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                                                                        

 

竞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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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内生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般认为，普拉哈德和哈默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y）的定义最早，也最具代表性。他

们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the collective learning in the organization, especially how to 

coordinate diverse production skills and integrate multiple streams of technologies”2。一般

译为：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例如，索

尼公司的迷你化（袖珍化）能力；飞利浦公司在光学媒介方面的专长。 

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力的子集，是竞争力中一些最为核心的关键因素，或是竞争力系统产生的集中和统

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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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竞争力

中最为核心的关键

因素）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企业通常具有多种资源，但并非所有资源都可以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或高额利润率源泉。在分析

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时，资源论认为只有满足以下四项标准的资源才能形成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它们是（1）

不可流动性，这就是应该属于稀缺、专用的东西，因而保证企业所拥有的该资源不太可能被其他企业同时

占有。（2）不可模仿性，这就是应该属于意会性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从而使得其他企业不可能通过短期

努力创造出类似于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3）具有潜移默化性，这就是应该体现企业特色文化价值观，因

而使得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离开企业就会无法继续充分发挥作用甚至枯萎消亡。（4）具有顾客价值性，这就

是应该能够创造顾客所需的特别价值，因而不同于那些与市场脱离的纯粹科学技术意义上的资源。企业关

于资源选择和积累的决策是一种经济理性，它受制于有限信息、认知偏差和原因模糊等因素的约束。正是

对那些有价值、稀缺、不可复制、难以替代的资源的理性认识和选择利用，导致了企业的超额利润和相互

间的差异，这是创造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关键。 

同样，一个企业通常具有多种能力，但并不是每种能力都同样重要。因此，不同行业所要求的核心能

力可能有所不同，不同成功企业背后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将关键资源看作是一种存量，

则核心能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利用存量开发流量的活动。战略管理理论认为，核心能力对企业的生存、发

展具有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可以通过向外辐射，作用于其它各种能力，影响其它能力的发挥和效果，它对

                                                        
2 Prahalad, C.K.and Hamel, G. (1990).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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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首先，企业的核心能力使企业具有进入许多市场并获得

竞争优势的潜力；其次，它具有持续的价值创造性，对可觉察到的最终消费者的利益贡献极大；再次，它

具有难以模仿性，不容易为竞争者模仿或取代；最后，核心能力的价值随其利用而不断升值，不被利用反

而贬值（Prahalad & Hamel,1990）。核心能力的这一特性与原材料和其他许多的有形资源不同，后者往往

随着生产过程的使用而贬值。此外，核心能力将会导致企业的收益呈递增趋势，以及保持企业的长期经济

成长，任何缺乏对核心能力价值理解的企业领导，将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实力。 

 

2、 R&D 能力---核心竞争力的核心 

既然竞争力是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综合反映，那么核心竞争力就应该是那些最能使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

优势的关键资源和核心能力的组合。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以 R&D 能力为核心的技术因素日渐成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更好更可靠的来源。R&D 带来创新，持续的 R&D 创新不仅可以创造出超额价值，而且

由于 R&D 具有高投入、高不确定性、高风险的特征,于是形成了一种可称为模仿障碍的隔绝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持续 R&D 还可以通过不断的推出新产品、新技术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动态性，表现在依靠

创新探索，超越自我，以求“自胜者强”，从而造成先动优势，即厂商一旦获得了竞争优势，就不断扩大相

对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优势的隔绝机制。如 Intel 在计算机芯片业务中的竞争优势主要归功于其

持续不断地在该领域的技术 R&D 创新，在任何一代新技术被完全模仿或丧失之前，公司就推出新一代的产

品，从而使竞争者疲于追赶。R&D 的不断创新会呈现价值持续增长，边际报酬递增的特征，所以 R&D 活动

是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和关键。在世界 500 强中，默克（Merck）、索尼(Sony)、3M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 

& T）、佳能（Conon）都是将 R&D 能力视为核心竞争力的代表企业。 

     

 

 

 

 

 

 

 
 

 

 

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R&D能力

 

R&D 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的核心 

 

（二）跨国公司将 R&D 国际化视为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绝对法则，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首先要靠有竞争力的产品，而有竞争力的产品则

是以优势技术为条件的。企业通过 R&D，可以开发出性能卓越、经济性优异的产品，开辟新市场、占领或

扩大已有市场；可通过 R&D，创建出独特的工艺以保证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以优取胜，以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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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以高技术含量取胜，这样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是指跨国公司在整个经营活动中，以全球性的视野，综合考虑

到来自全世界任何地区的激烈竞争及各种可能出现的因素，对公司内部和外部(包括海外的)的各种资源进

行最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增强核心竞争力，以获得最佳的整体经济效益。R&D 能力由于其特殊性而成为核

心竞争力的核心，所以跨国公司也要在全球范围内精心整合科技资源，将 R&D 国际化，使企业整体层次上

R&D 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佳水平。 

 

1、R&D 国际化----吸纳海外科技人才以提高 R&D 能力 

 

进行 R&D，人才是最宝贵、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代跨国公司的高级决策人员都非常懂得这一点，都

把如何吸纳、网罗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作为企业第一位的战略任务，都为建立自己高质量的人才队伍

进行不遗余力的努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研制过程也往往表现为一项

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跨国公司经常会发现，国际竞争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公司的绩效目标形成了巨大的

压力，当公司扫描竞争环境和评估它们自身的竞争力时，竞争环境客观要求他们取得的战略绩效目标与他

们依靠自身资源和能力达到的目标之间存在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称为“战略缺口”。缺口在不同程度上限

制了公司走一切依靠自我的发展道路，如果仅利用自身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从事一些重大科研项目

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尤其是高质量 R&D 人才与战略目标不相匹配。R&D 人才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根

本，而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同时数量和质量的分布也不平衡，索取的报酬也不一致，因此，为弥

补这种“战略缺口”，消除目标与人才之间的非均衡性，客观上要求跨国公司在比较的优势基础上，与企业、

大学、科研机构等开展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实现双方优势要素的互补。在人力资源方面，可以在国

外收购或兼并某一研究所，直接将该所的高级人才和其他有用人才接纳到本公司来；也可以到科技人员密

集的中心城市建立研发机构，直接招聘当地的优秀科技人才，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充实公司的 R&D 资源。然

后再通过结合科技人员的特点，进行人才的合理调配与优化组合，使科技人才资源的潜力在 R&D 工作中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提高自身的 R&D 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赢得竞争优势。 

 

2、R&D 国际化----整合全球信息资源，开辟全球 R&D 网以增强核心竞争力 

 

两千多年前我国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中就已经谈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概括了掌握敌我双方情报信息与战争胜负的关

系。在经济领域，信息的重要性并不逊于军事领域，而且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深化，经济关系日益复杂，

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其 R&D 能力，必须全面搜集各个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并时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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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动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舞台上取得并扩大自己的一

席之地。R&D 分散化正有利于全球信息资源的加工整合，增强 R&D 能力。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

内的交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信息沟通和协调的成本，为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研发战略，构建全球化的 R&D

网络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全球 R&D 网的形成，不仅使世界最新的研发动态高效、迅捷地传递于整个 R&D

网，实现了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进而加强信息的交流与反馈。而且全球 R&D 机构之间分工协作，进行全

天化无间断的研究，还提高了 R&D 效率。另外，一项研究成果通过 R&D 网同时在全球推广，申请多个国家

的专利，可避免竞争对手利用时间差率先利用此技术，从而形成技术垄断。最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产品标准化趋势加强，产品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新产品、新技术的 R&D 难度和风

险也相应增加，全球 R&D 网的建立使整个系统成为技术开发和转移的自由空间，正好分摊了这种高风险和

高成本。可见 R&D 走向国际化，的确增强了 R&D 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R&D 国际化----利用海外技术资源以赢得竞争优势 

 

由于世界各国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产业和领域技术发展的集中地，如美国

加里福尼亚州的硅谷、英国剑桥的科学园区、日本筑波科学城。这些地方基础环境优越，智力基础雄厚。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和利用这些区位技术资源，跨国公司纷纷在这些技术中心进行 R&D 投资，以便快速、

有效实现 R&D 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80 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美

国建立的海外 R&D 机构更靠近美国的大学、研发机构及业内著名实验室，多以技术资源地的利用为目标（美

国商务报告，1999A）。知识是唯一不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旦拥有则不断拥有，因此跨国

公司通过设立、利用当地技术资源的 R&D 机构，就可以以积累经验和吸收他人经验的方式不断修正自己，

形成一种良性动态的“干中学”机制 ，并不断发展完善全球化 R&D 能力。R&D 地点的地理分散是获得、利

用、吸收、创造和扩散知识的重要机制。 

此外，占领海外市场；提高本土适应力；东道国优惠政策的吸引；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追求等等也是促

使跨国公司选择国际化 R&D 战略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战略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和创

新，也使其发展越来越依赖 R&D 能力。跨国公司必须放眼全球市场，依据区位整合资源，从全球战略的角

度规划 R&D、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价值链的配置，将各种经营职能进行整合，通过构建全

球化的价值链来获取全球的竞争优势，这里 R&D 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跨国公司系

统化投资战略部署的关键步骤。 

总之，推动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都基于资源与能力。这些因素形成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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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合力，最终推动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间 R&D 投资活动。跨国公司战略的实质就是在有效

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培育核心竞争力，不仅包括对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包括对企业资源的创造和开发，

通过持续不断的发展资源和能力，构建公司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由此可见，R&D 活动作为跨国公司公司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点，将研发国际化是为了赢得持久国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自

然选择。当然促进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动力源泉也是一个动态的动力源泉，它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

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将跨国公司国际化 R&D 战略看成是资源、能力和时间三个因素的函数。如果以 RDI

表示研发国际化；以 R表示资源；C表示能力；T表示时间因素，f表示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则跨国公司

的研发国际化的原因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来表示 

            RDI=f(R,C,T) 

当然，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化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环境、外部机遇而有所改变。 

 

四、 结束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的传统理论，如国际生产折

衷论和 R&D 的分散与集中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但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本文运用企业核心竞

争力理论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它是一种强调核心竞争力基于资源和能力，竞争优势来源于核心竞争力的战

略管理理论，它把 R&D 活动作为获得、培育、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然而，我们在认识到 R&D 活动是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的同时必须看到：对于涉及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安装、服务多个环节的跨国

公司来说，考虑资源与能力，还必须做好这些环节的衔接工作。显然，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R&D 能力如

果不与顾客需求结合，就无法转化为企业实在的市场盈利，因此，技术、生产、市场三个环节必须在公司

内部从信息流程上将其有机地联系起来。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环境多变、很不确定的情况下，跨国

公司战略的成败主要就建立在企业资源与能力的动态灵活适应性上。R&D 能力不是孤立的，它是企业系统

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R&D 是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汽车前轮驱动技术首先

在英国研制成功，但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完善了它的技术并最终在汽车行业中遥遥领先。由此可见，如果

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和产品相关的 R&D 上，而没有充分的生产能力与其匹配，是不能为公司提供长期竞争

优势的。因此，跨国公司需时刻关注环境变化，尤其是顾客需求的变化，未雨绸缪，将 R&D 活动同企业价

值链上的其它活动尤其是与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唯其如此，才能形成跨国公司真正

的持久竞争优势。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对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行为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该行为

的理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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