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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研 发 , 即 研 究 与 开 发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是

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

属于相对较新的事物, 相关的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

代。如 : Cordell ( 1973) 提出了海外研发中 心 的 分 类 [1] ,

Behrman, J.N. 和 W. A. Fischer( 1980) 则 通 过 案 例 研 究 了

美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活动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跨国公

司的海外研发活动持续快速增长 , 相应地 , 出现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OECD、UNCTAD等国际组织也成立了专门的研

究机构 , 定期发表相关的研究报告。本文从跨国公司海外

研发的动因、区位选择 , 以及影响效应3个方面来进行论

述 , 最后对其研究结论和方法进行总结。

1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动因

跨国公司的本质决定了其海外研发的必然性 , 总体来

看 , 有以下几类主要的动因:

第一 , 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 , 基于跨国公司本身的

技术 , 根据海外的目标市场作出适应性改进。跨国公司为

开发适应海外市场的产品或服务而设立海外研发机构 , 这

种机构能够比母国的研发机构更能有效地掌握当地的消

费需求与趋势。比如 : Mansfield( 1979) 等学者提出跨国公

司 海 外 销 售 比 例 与 海 外 研 发 比 例 呈 正 相 关 [3] ; Pearce和

Singh( 1992) 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跨国公司海外生产的比

例、从事海外研发的倾向、海外子公司申请专利的比例为

正相关 [4] ; 而 Cordell( 1973) 提出的“支持实验室”便对应这

种观点。

第二 , 由于国内研发人员的缺乏或成本偏高 , 利用海

外的人力资源、设施、信息 , 并进而降低研发成本 , 分散研

发风险; 紧追东道国的最新研发信息与情报。Reddy( 1997)

提出 , 跨国公司对研发人员日趋增长的需求是20世纪90年

代研发全球化最关键的动因 [5]。印度是一个优秀人才云集

的国家 , Nagesh Kumara, Aradhna Aggarwalb ( 2005) 的研究

显示 , 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研发机构关注于使用印度的优

势作为他们母国的研发平台 [6]。Sigurdson( 1990) 则明确指

出 , 各国研发环境和研发资源供给不同 , 所以研发活动的

成本也不同 , 重新选择研发活动的地区可以提高公司的长

远竞争地位 [7]。另外 , 利用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机构来追

踪最新的科学技术进展也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

动的重要动机。De Meyer( 1992) 和Dalton( 1999) 等学者的

研究都说明了这一点 [8] [9]。

第三 , 由 于 东 道 国 和 母 国 的政 策 而 进 行 海 外 研 发 。

Dalton( 1999) 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 , 一些国家把设立研发

机构作为允许外资进入的条件。当然 , 除了强制性政策外 ,

也有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

优惠政策。另一方面 , 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 , 有些

跨国公司为逃避国家禁止的科学研究 , 比如某些生物化学

方面的项目 , 便属于这种情况。

2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区位选择

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动因基本对应 , 其区位选择主

要有以下影响因素:

第一 ,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结构。Zejan( 1990) 对瑞士

跨国公司的海外R&D投资的研究发现 ,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和人均收入均对跨国公司在该国进行R&D投资有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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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为他国市场进行生产活动的海外子公司从事R&D活动

的可能性更大 [10]。Christian Le Bas, Christophe Sierra( 2002)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因素的存在 [11]。 另外 , 市场结构也

是一个重要因素 , 竞争程度越强越会导致跨国公司进行

R&D投资。

第二 ,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人才资源。越来越多的研

究显示了这种因素的作用。比如 : Fors和Zejan( 1996) 对瑞

典跨国公司海外 R&D机构的研究表明 , 瑞典跨国公司倾

向于将海外R&D机构布局于自己所在领域技术专业化水

平高的国家 [12]。Odagiti和Yasuda( 1996) 对 254家日本制造

业公司海外R&D活动的研究发现 , 对欧洲和美国的 R&D

投资 , 以获取新技术信息为重要目标 [13]。K.C. Fung, Hitomi

Iizaka, Alan Siu( 2004) 的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 [14]。

第三 , 东道国的政策与文化环境。Kuemmerie( 1997) 发

现美国跨国公司海外R&D区位的选择 , 除了受子公司生产

规模、经营性质和东道国技术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外 , 还与

东道国的政策环境 , 尤其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有很大关

系 [15]。但Kumar( 1995) 关于知识产权因素则得出了发达国

家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存 在 不 同 情 况 的 结 论 [16]。 Granstrand

( 1999) 对日本和瑞典的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进行了比

较研究, 发现心理距离对瑞典公司海外R&D区位决策有明

显影响 , 但对日本公司影响不大 [17]。

3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影

响

跨国公司研发的国际化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

下分别从对东道国能否技术溢出效应、获得溢出效应的影

响因素以及母国所受的影响3个角度来论述。

第一 , 东道国通常能够获得技术的溢出效应。如 : Coe

与Helpman( 1995) 的研究结果表明 , FDI、人力资本和国际

研发的溢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18] ; 而Kokko( 1994)

等人的研究显示 , 溢出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 竞争、合作、人

员流动、示范与模仿 [19]。另外, 东道国也可能因跨国公司在

当地的研发活动而受到不利的影响 , 比如 , 优惠政策的过

度实施 , 以及技术主导权的丧失等。

第二 , 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取得也有区别。能否取得良

好 溢 出 效 应 的 关 键 因 素 在 于 其 吸 收 能 力 和 开 放 程 度 。

Gary Madden( 2001) 的研究结果则表 明 , 各国 研 发 溢 出 效

应的弹性不尽相同 [20]。东道国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水平

一方面是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要素之一 , 另一方面也

是充分取得跨国公司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要素之一。

第三 , 母 国 也 会 受 到 跨 国 公司 研 发 国 际 化 的 影 响 。

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5》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 潜在

的好处有促进整体的研发效率、逆向的技术转移与溢出、

市场的扩张等; 潜在的弊端有使本地研发基础空洞化、研

发( 就业) 职位的丧失、技术泄露等 [21]。

4 总结与评论

总体来看 , 国外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方面的文献在数

量上已经非常丰富 , 研究的角度也多种多样 , 研究的水平

也非常高。他们从各自的视角 , 以不同的研究对象 , 使用各

自的样本进行研究 , 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 , 对我们的

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客观原因 , 他们的研

究结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 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 , 由于研究年代的不同而导致结论的不同。理论

研究与实践的发展往往是一致的 , 20世纪70到80年代 , 跨

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发达国家 , 特别是美、

日、欧等地区。当时在动因、区位选择等方面的研究结果也

都与之对应 , 而随着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亚洲国家经济与

科技的兴起 , 这里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重要目的

地 , 据UNCTAD的调查 , 未来最具吸引力的东道国排名里 ,

中、美、印分列前三位 [20]。

第二 , 由于研究样本的不同而导致结论的不同。这一

点在动因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尤为突出 , 由于各个国家之间

在资源、制度、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 导致了跨国

公司海外研发动因的不同。比如 , 日本企业在美、欧等地设

立研发机构的一个重要动因 , 是获取当地的最新科研信息

和动态; 而美国在印度设立的研发机构的一个重要动因 ,

便是利用其高质量且低成本的人力资源; 而不少来我国设

立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则是出于政策因素的考虑。

第三 ,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导致结论的不同。由于

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很多涉及国家及地方的政策制定 , 所以

在研究过程中 ,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

影响。在同样的客观事实面前 , 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 , 自然

会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比如 , 在国家科技及经济安全为

主要的价值取向时, 就会产生限制国内高科技企业到海外

进行研发的政策建议。

除了研究结论以外 , 他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具有很

好的示范作用。与国内的研究成果相比 , 国外的研究在以

下方面值得学习:

第一 , 注重长期的跟踪研究。对一个问题的长期跟踪

研究将形成极具价值的数据资料和研究结论。比如 , 仅从

文献上看 , Kumar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影响因素的研究在

1995年到2002年间就至少发表了5篇论文 , 而且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国内的学者虽然研究领域相对固定 , 但围绕

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坚持长期研究的就不多了。

第二 , 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研究方法上 , 主要包

括了统计调查研究、案例研究等。但无论是哪种方法, 都非

常注重其科学性和规范性, 所以其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说

服力。这一点与国内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值得国内

的学者认真学习。

第三 , 注重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国外的研究非常重视

对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 比如 , UNCTAD、OECD、IMF等发

布的研究报告以及各国的统计年鉴和公报、上市公司的财

务报表等; 即使是自己做的调查, 也对样本的选择、量表的

设计极为认真 , 尽可能地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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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Abroad Study on TNC’S Oversea R&D

Abstract: TNC’s R&D activity grows rapidly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paper makes a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litera-

ture from 1970’s to 2005 from the motivation, location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etc. And the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to the

results and th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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