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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区域跨国公司子公司

知识外溢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王　雷

（东华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５１）

摘要：本文基于上海浦东Ｉ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产业集群１４２个企业的截面（ｃｒｏ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数据，实证研究了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知识外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嵌入程度、内外
资企业联系密度，以及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对知识外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要提高跨国公司的知识外溢效

应，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嵌入程度，强化内外资企业的联系密度，使国公司子公司

真正成为本地集群网络节点的一个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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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跨国公司在集群创新中

扮演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

有利于本地集群成员学习和吸收全球范围内的新

知识、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且可以利用跨

国公司遍布全球的销售体系和品牌效应迅速打开

国际市场，突破“本地锁定”的发展困境。因此，

吸引跨国公司成为集群提升创新能力应对全球化

挑战的有效途径。如Ｐａｕｌｏ等［１］的研究表明硅谷

ＩＴ集群的繁荣就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大 ＭＮＥ在该
区域的集聚。Ｐｒｏｐｒｉｓ和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２］认为跨国公司
进入东道国会直接或间接带来知识的转移，Ｅｄ
ｍｕｎｄ［３］指出集群中跨国公司知识外溢效应较分
散的 ＭＮＥ更明显。我国学者 ＹｕＺｈｏｕ．Ｔｏｎｇ
Ｘｉｎ［４］、朱华晟［５］的研究也证明，跨国公司在我国

沿海区域产业集群技术升级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

与强化观的论点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跨国公司的进入虽然强化了本地集群的竞争优

势［６］，但集群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

升。因为，跨国公司通常将高利润环节留在母国，

进入集群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增值活动较少，技术

含量较低，知识外溢效应有限［７］，既便有一定外

溢效应，也通常限制在外资企业的商圈内，对东道

国本地企业影响不大［８］，是典型的“松脚型”投

资［９］。而且，为保持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地

位，跨国公司会采取各种隔离措施防止自身核心

知识的外溢［１０］，因此，本地集群很难借助于跨国

公司的外溢效应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１１］。

纵观现有文献，从跨国公司视角展开的集群

创新理论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跨国公司

知识外溢与集群创新的整合研究。由于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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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外溢的研究通常关注行业及产业特征，很少

考虑到特定的区域环境，难以解释不同区域跨国

公司知识外溢的显著差异。而集群创新的理论研

究通常将集群视为地方化的产物，对跨国公司等

外部因素考虑较少，难以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来

解释本地集群创新乏力升级受阻的发展困境。二

是跨国公司的外溢效应被视作提升本地创新能力

的重要途径，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并未得到一

致的结论。三是实证研究的样本范围通常采用国

家或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特定区域的大样本统

计分析比较少见。

鉴于以上问题，本文综合运用跨国公司知识

外溢和集群创新理论的分析工具，初步构建集群

区域跨国公司子公司知识外溢影响因素的理论模

型，并以上海浦东 Ｉ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产业集群中１４２个样本企业为对象进
行实证检验。研究一方面提供了我国长三角制造

业集群中跨国公司知识外溢的实证结论，有助于

揭示集群区域跨国公司知识外溢的影响因素。另

一方面对于不同集群区域改善利用外资的政策提

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２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２１　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嵌入程度
通常情况下，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嵌入

程度越深，与本地供应商联系越密切，则其知识外

溢效应越强。首先，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更加深入

的嵌入本地经济时，其研发、零配件采购以及产品

销售的本土化程度均会提高，从而增加跨国公司

与本地客户、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服务机构等建

立的网络结点，扩大跨国公司知识外溢的范围和

途径。其次，随着集群中跨国公司嵌入程度的深

化，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的互动更加频繁，合作

日趋加深，彼此的信任程度逐渐提高。比如，Ｌｉ
ｌａｃｈＮａｃｈｕｍ 和 ＤａｖｉｄＫｅｅｂｌｅ［１２］对伦敦传媒业
集群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进入集群有助于“缄默

化”知识的流动，黄延聪［１３］对台湾制造业集群的

研究证明本土企业与国际代工客户的互动频率越

高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Ｐｉｅｔｒｏｂｅｌｌｉ和 Ｓａｌｉｏｌａ
［１４］对于泰国中小企业的研究和Ｆｒｏｍｍ［１５］对洪都

拉斯农业企业的研究也都证明了本地供应商越深

入参加采购商的活动，生产效率越高。基于以上

分析，本研究在实证研究中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嵌入程度越
深，知识外溢的效应越大。

Ｈ２：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密度
越强，知识外溢的效应越大。

２２　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独立性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集群中，通常会形成

以跨国公司子公司为核心的创新组织结构，跨国

公司子公司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对知识外溢效应有

重大影响。独立性强的子公司往往具有更高的创

新能力，进入集群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智力资源等

高级生产要素，通常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培训研

发人员，因此对集群创新的贡献较大。独立性弱

的子公司通常缺乏活力，进入集群的主要目的在

于利用劳动力、土地等初级要素，根植性不强，与

本地供应商联系不密切，因此对集群创新的贡献

较小。比如，Ｌｉｌａｃｈ和Ｄａｖｉｄ［１６］的研究表明，集群
网络和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如果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很

强，则更多的从本地获得创新资源；反之，则通过

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获得创新必需的知识与信息。

Ｂｉｎｋｉｎｓｈａｗ［１７］的实证研究显示，集群活力（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与外资所有权水平（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强负相关，与子公司自治权（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正相关，表明集群中子公司自主权越高，
根植性越强，集群越具有创新的活力。

为此假设：

Ｈ３：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越强，知
识外溢的效应越大。

２３　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技术控制倾向
跨国公司的进入使本地集群成员获得了接近

国际先进知识的机会，然而，跨国公司对研发、市

场、品牌等核心知识的控制却使本地集群常常被

锁定在价值链低端［１８］。通常情况下，当本地供应

商的生产经营没有危及跨国公司核心利益时，跨

国公司会提供一定的技术扶持以确保产品质量和

生产效率［１９］。随着本地集群技术创新能力逐步

增强，甚至威胁到跨国公司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

控制地位时，跨国公司通常会实施战略隔绝机制

来避免其核心知识的外泄。比如，积极留住核心

员工，限制与伙伴合作广度与深度，或是主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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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群企业的知识距离等［２０］。此时，本地集群企

业不仅难以通过跨国公司的外溢效应获得先进的

技术知识，还有可能由于跨国公司对品牌、市场、

技术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严格控制而出现品牌流

失、市场封锁、人才外流等问题，从而导致重大损

失［２１］。因此假设：

Ｈ４：集群中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倾向越强，其
知识外溢效应越弱。

图１　集群区域跨国公司子公司知识外溢影响因素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ｏｆ

ＴＮＣ’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ｉ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ｒｅａ

注：图中实线表示正向影响，虚线表示反向影响。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变量与问卷设计

本文旨在控讨集群区域跨国公司知识外溢的

影响因素，用于变量测量的相关问题参考了已有

研究成果，并根据预调研中的问题反匮及专家意

见进行了调整，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 １和表 ２。
变量的问项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进行设计，从“非
常认同”到“非常不认同”分别给予１到５不同程
度的评价。

（１）被解释变量。衡量知识外溢的量表来自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２２］、陶锋，李诗田［２３］的研究，从显性知

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两个方面设计四个问题项

来度量。

（２）解释变量。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嵌入程度
以Ｆａｌｌａｈ和 Ｉｂｒａｈｉｍ［２４］、吴波［２５］等人的研究成果

为基础，从外资企业产品本地销售率、零配件本地

采购率、研发本土化程度三个方面设计问题项来

测量。集群中内外资企业的联系密度以 Ｎａｈａｐｉｅｔ
和Ｇｈｏｓｈａｌ［２６］、Ｆｅｄｅｒｉｃａ和 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ｏ［２７］等学者的
研究为基础，从内外资企业的联系广度、联系深度

两个方面设计五个问题项来测量。集群中跨国公

司子公司的独立性从订单来源、技术及市场信息

来源、中间投入品来源三个方面设计三个问题来

测量。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倾向以王益珉、宋琰

纹［２８］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战略隔绝机制和认

知隔绝机制两个方面，设计三个问题来测量。

（３）控制变量。企业自身情况以及跨国公司
对集群成员的认知程度和信任程度将会影响到知

识外溢的效应，所以本研究选择本地企业的规模、

吸收能力及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认知程度、信

任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３２ 研究样本及特征

本研究选取上海浦东ＩＣＴ产业集群为研究样
本。问卷发放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由上海张

江高科管委会通过邮寄和面访的方式直接将问卷

发放给集群内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二是在东华大

学ＭＢＡ和 ＥＭＢＡ学员中选择符合要求的企业，
通过面访、邮寄或网络的方式将问卷发放给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本文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实际回
收问卷１６５份，问卷回收率５５％，剔除填答不全
等无效问卷２３份，实际有效问卷１４２份。受访公
司成立时间的分布大致呈正态分布。在公司中具

有中高级职位的受访者在８０％以上，８８％的受访
者在目前的公司服务３年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本研究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４ 实证分析

４１ 效度和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问卷项目主要来自已有文献的成

熟题项，很多学者都曾使用这些量表测量相关变

量，本文在最终确认问卷之前，咨询相关领域的专

家、预试并修正问卷的部分提法、内容，因此问卷

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文各因素及各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ｐｓα值都大于０７（见表１），表明各变
量的具有良好的信度。另外，我们检验了测量模

型的建构效度（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如表１所示，
所有多测量条目在其相关构念上的因子载荷均大

于０６，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累计方差解释量大于
６０％，说明该度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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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因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变量 测量条款 因子荷载 方差解释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知识溢出

本企业通过与外企联系掌握更多管理知识 ０．７３１

本企业通过与外企联系掌握更多新产品开发知识 ０．８２１

本企业通过与外企联系掌握新技术 ０．８０４

本企业通过与外企联系获得新专利 ０．８７３

６５．４３９％ ０．８１８

　注：ＫＭＯ值为０．７７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为２０８．０１８，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２　自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变量 测量条款 因子荷载 方差解释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嵌入

程度

跨国公司产品主要在本地销售 ０．８３０

跨国公司大部分零配件在本地采购 ０．８３２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主要在本地进行 ０．７２７

９．０３５ ０．７９４

内外资

联系

密度

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建立广泛的联系 ０．７７５

跨国公司与本地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广泛联系 ０．７６５

跨国公司经常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２０］ ０．７９９

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共同解决产品问题 ０．８１２

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致力于保持长久的交往关系 ０．７５７

１３．９００ ０．８６４

子公司

独立性

订单主要来自于区域内本土企业 ０．７４３

中间投入品来自于区域内本土企业 ０．８５１

技术市场信息来自于区域内本土企业 ０．７５５

８．５０５ ０．７１６

技术

控制倾向

跨国公司积极避免技术人员外流 ０．８５６

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外流 ０．９３３

跨国公司转移的都是成熟技术 ０．８８６

１０．３６７ ０．８７４

认知

程度

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 ０．８１６

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企业文化 ０．８３２

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行事方式 ０．７０９

９．０８７ ０．７７８

信任

程度

内外资企业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 ０．７２５

跨国公司充分相信本地供应商生产技术能力 ０．８２６

内外资企业之间能够较好的理解对方 ０．８１７

８．８５３ ０．８０８

吸收

能力

发现具有潜在价值的新知识的能力 ０．８０３

获取具有潜在价值的新知识的能力 ０．８４５

通过转化性学习消化新知识的能力 ０．８２２

利用新知识创造新产品和商业产出的能力 ０．８２１

１２．５０６ ０．８８３

　注：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１，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为１６０２．１４５，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方差解释量累计达到７２．２５４％。

４２ 回归估计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应数据，运用最

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参数，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

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３。从表３可以
看出，跨国公司嵌入程度、内外资企业联系密度，

以及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对知识外溢均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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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影响，因此，研究假设 Ｈ１、Ｈ２、Ｈ３成立。
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倾向对知识外溢的回归系数为

正值，与理论假设不符，且在０１的水平上也不显
著。因此，假设 Ｈ４不成立。说明基于现有调查
样本，未能证明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倾向对知识外

溢的影响。

各控制变量对知识外溢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

结论类似。吸收能力和认知程度对知识外溢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信任程度和企业规模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表３　变量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知识溢出

主变量

回归

引入控制

变量的回归

假设

检验结果

嵌入程度
０．５５５

（１０．７５８）

０．４５３

（８．４６５）
Ｈ１成立

内外资联系密度
０．１４８

（３．３５３）

０．０７９

（１．６８１）
Ｈ２成立

子公司独立性
０．３０２

（６．２２２）

０．２６４

（５．４６８）
Ｈ３成立

跨国公司技术控制
０．０５１

（１．２３６）

０．０４７

（１．１６９）
Ｈ４未获验证

认知程度
０．０７６

（１．７５１）

信任程度
０．０３４

（０．６８３）

吸收能力
０．２１０

（３．９２４）

企业规模
０００６

（０．２２０）

Ｒ２ ０．６３４ ０．６８５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６２３ ０．６６６

样本量 １４２ １４２

　注：（１）表中每个单元格给出了相应变量的相关系数，括号内

为ｔ值。（２）显著性水平：ｐ－ｖａｌｕｅ＜０．１，ｐ－ｖａｌｕｅ＜０．

０５，ｐ＜０．０１。

５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集群区域跨国公司子公司知识

外溢的影响因素，解释不同集群区域跨国公司子

公司知识外溢效应的差异。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构建理论模型，并以上海浦东 Ｉ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产业集群中 １４２个样
本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

嵌入程度、内外资企业联系密度，以及跨国公司子

公司独立性对知识外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国

公司技术控制倾向对知识外溢的影响未得到验

证。

（１）跨国公司嵌入程度对知识外溢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即跨国公司子公司嵌入本地集群的程

度越深，零配件采购和产品销售的本地化比例越

高，研发本地化进程越快，其知识外溢效应越强。

这表明跨国公司的进入并不是知识外溢的充分条

件，如果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只是为了获得

劳动力、土地等廉价要素，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及

销售都不在本地完成，研发也主要依赖海外进口，

那么，这种“松脚型”的投资难以产生良好的知识

外溢效应，对本地集群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有

限［２８］。为此，要促进跨国公司的知识外溢效应，

使之成为集群创新升级的动力源泉，应通过设立

进入门槛、鼓励本地采购等措施，提高跨国公司产

品销售和零配件采购的本地化比例，强化跨国公

司嵌入本地经济的程度，避免出现“松脚型”投

资；

（２）跨国公司与本地集群企业的联系密度对
知识外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跨国公司子公司

与本地供应商在技术交流、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

的合作越深入，与物流、金融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

建立的联系越广泛，其知识外溢的效应越强。产

业集群不是同类企业的简单“扎堆”，而是一个由

具有共同的产业背景的企业群体以及物流、会计、

金融服务等相关配套设施和中介服务组织共同组

成的生产网络［２９］。因此，完善金融、物流、中介等

服务机构，提高集群的组织化程度，增强集群网络

节点与跨国公司的联系，也是促进集群区域跨国

公司知识外溢的有效途径。

（３）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对知识外溢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

越强，其知识外溢的效应也越强。其原因在于，集

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可以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和

本地集群网络两种途径获得创新资源，通常情况

下，子公司独立性越强，则越倾向于从本地获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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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市场信息等创新资源，从而产生更强的外

溢效应。

（４）吸收能力和认知程度对知识外溢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说明本地企业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利

于跨国公司知识外溢效应的发挥；本土企业在语

言习惯、文化背景、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越小，

越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与合作，从而有利于跨国公

司的知识外溢［３０］。为此，提高本地集群的吸收能

力，推动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技术、文化

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缩小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

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工作方式方面的差距，也

有助于提高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外溢效

应。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检验揭示了集群

区域各种因素对跨国公司知识外溢的影响，但也

存在一些不足之外。一是集群区域跨国公司子公

司的知识外溢是在跨国公司、地方集群、企业自身

以及政策环境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发生的，是各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本文只是从跨国公司

子公司视角出发构建模型，并未考虑多种因素交

互作用下的综合影响，因此，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

的片面性。二是本文选择的研究样本仅仅上海地

区，如果能以不同区域集群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

将可以更好的揭示跨国公司子公司在不同集群环

境下的知识外溢效应。本文的不足，也是今后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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