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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备受人们关注，从运行内容上看，贸易全
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日趋明显，跨国公司在这一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发动者和
推进者的角色，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
利益最大化，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以
跨国公司主导的FDI已超过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据联
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字显示1985～2006年FDI以年均约30％的速度飞速发展，是同期世界出口年均增长
率的4倍多，截至2006年底全球FDI存量总额已高达12万亿美元。　　在跨国公司海外大量直接投资的
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步伐也普遍加快。其主要表现在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和对外商直接投资限
制的逐步减少。这使得全球FDI区域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流人发达国家的比重在下降，而流
入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迅速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
法律和外商投资政策法规等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开放领域更为宽泛，中国这庞大而且增长迅速的市场
就尤为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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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转型研究》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转型为总体框架，分
析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转型的种种表现、产生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并对政府、企业提出一系列政
策建议，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对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

Page 3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转型研究》

作者简介

于灵，女。1964年出生，辽宁大连人。1986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1998、2008年分别获得东北财经大
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中国当代
政治经济理论。任职期间在《现代日本经济》、《中国经济周刊》、《财经问题研究》等刊物公开发
表论文30余篇，论文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二、三等奖；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等教材三部；并
多次出访日本，参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动态和中国市场情况等课题研究。

Page 4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转型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本书的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一、本书基本框架结构    二、本
书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一、本书的创新之处    二、本书的不足  第四节  基本理论和
相关研究综述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二、跨国公司FDI的经典理论    三、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第二章 
跨国公司FI)l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述  第一节  跨国公司与FDI    一、跨国公司的发展回顾    二、
跨国公司FDI动因分析  第二节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总体规模    二、地区结构    三、来
源地构成    四、产业分布    五、投入方式第三章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战略转型  第一节  跨国公
司FDI环境新变化    一、跨国公司FDI宏观环境新变化    二、跨国公司FDI竞争优势新变化  第二节  跨国
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战略转型    一、跨国公司全球FDI战略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战略
转型第四章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转型  第一节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转型    一、单项
投资重量级增加    二、投资项目系统化  第二节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规模转型的正负效应分析    一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效应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效应第五章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
和产权结构转型  第一节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并购趋势    一、跨国并购的含义    二、跨国公司对
华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转型  第二节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产权结构的演变    一、跨国公司的股权控
制与非股权控制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产权结构的独资、控股趋势  第三节  并购和独资、控股
趋势引发的争议    一、市场垄断和民族工业安全    二、技术垄断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弱化    三、国有资
产流失和利润外流第六章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转型  第一节  跨国公司FDI与国际产业转
移    一、跨国公司FDI与国际产业转移    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  第二节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
资的产业布局转型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产业布局演进    二、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与服务外包
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第三节  跨国公司服务业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一、积极作用    二
、消极作用第七章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方式转型  第一节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本土化经
营战略    一、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动因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本土化经营战略  第二节 
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与人力资本提升    一、人力资源是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必要前提    二、跨
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与人力资本提升  第三节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    一、国家创
新系统的构成    二、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对创新体系绩效的影响第八章    中国应对跨国公司对华直接
投资转型的政策  第一节  宏观调控与相应规制    一、宏观政策目标与适度外资规模    二、国家经济安
全规制    三、反垄断法律规制  第二节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激励政策设计    一、自主创新激励机制    二
、产业导向政策    三、人才吸引和开发机制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转型研究》

章节摘录

　　1.垄断优势论　　1960年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论。该理论是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跨国
公司投资行为的理论，之后经其导师C.P.金德尔博格（C.P.Kindleberger）、约翰逊（S.Johnson）、凯
夫斯（R.Caves）等经济学家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流派，也称为H-K-C理论。海默提出的垄
断优势理论标志着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开始。　　海默开始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美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拥有经营优势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不是赚取国家间的利率差，各国
的同一行业还存在交叉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直接目标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还有其他的原
因。海默认为要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放弃传统国际资本流动中有关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首先提
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海默分析了四种市场不完全：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由规模经济导致
的市场不完全；由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由关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面对同一市场，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可以获得垄断利润，还可以提高行业进人壁垒，减少同行
业的竞争。　　海默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拥有垄断优势。美国跨国公司之所
以要到外国去投资就是因为其拥有垄断优势，能获得比国内平均利润率更高的利润，并能超过东道国
的竞争者所具有的区位优势，从而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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