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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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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的和间接的两大渠道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本文研究跨国公司对发展

中国家出口的间接影响，即跨国公司如何通过促进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的显现和提升，提高出口竞争力。首先，

论文研究了跨国公司投资对东道国比较优势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而后具体探讨了促进出口竞争力的途径，最

后，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提升发展中东道国出口竞争力效应的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改进对跨国公司政策的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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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的研究，一直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问题研

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

两大引擎。跨国公司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影响，

即跨国公司自身出口在东道国总出口中占有重要的比例，２００２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

口在中国的总出口中的比例超过５０％；一个是间接影响，即跨国公司通过促使发展中东道

国的比较优势显现、提升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提高发展中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与直接影

响相比，间接影响的以一个更为重大，跨国公司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外国直接投资带动整个国

家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和出口总量的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出口增长

的实质意义所在。本文重点研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出口的间接影响，即跨国公司如何

通过促进东道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和提升，提高出口竞争力。 
 
 一、跨国公司、比较优势与出口竞争力 
 
    比较优势是一国出口贸易的基础，静态的比较优势特征决定了目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

系：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和简单制成品，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高级制成品。这种

分工直接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打破这种分工，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变革，

实现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再向高级制成品的转化。因此，出口结构优化，实现比较

优势变革的意义比单纯增加出口量的意义更为重大，同时出口结构的优化最终会导致出口竞

争力的提高和出口量的增加。 
跨国公司投资对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 
1． 静态影响。主要指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投资，促进该部 

门的生产和出口，使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实现现存的比较优势的彻底体现

和发展，从而获得世界分工的收益。这种影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充分的体现。发展中国

家在发展的初期，虽然存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但是往往由于缺乏先进的市场营销设施、

进入世界市场的途径、现代的广告设施等等，无法将比较优势产品推向世界市场，使比较优

势处于隐性状态。而外国资本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将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有机地

结合起来，利用跨国公司的世界生产和营销体系，将比较优势产品推到世界各国，使比较优

势显现并扩大。 



 2

2． 动态影响。指外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开发和投资，使之成 
为显示的比较优势部门。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资源，如高智能的劳动力资源，由于缺乏一定的

资本和技术或需求，处于未充分利用状态。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某些部门，常常能够唤醒沉睡

状态的一些资源，并经过外资的培育，充分体现出来。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

家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代就是这种动态影响的表现。电子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电子行业，最初都是在后续部门，进口零部件，利用当地的

廉价劳动力进行成品的组装，在当地销售或是出口。随着这类企业的发展，当地政府鼓励中

间产品的生产，通过与跨国公司的非股权安排，引进先进技术，替代中间产品的进口。这类

中间产品一般属于技术密集型的。通过学习，发展中国家掌握了技术，实现了国产化，并提

高了研究和开发能力，也实现了技术的更新换代。 
3． 产业结构重组。这是第二个效应的继续，指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实 

现技术升级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一些行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产业

结构重组常常和投资国的产业结构更新联系在一起。当发展中国家国家一些优势开发出来以

后，发达国家的资本会认识到某些产品或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本更低、更有利可图。发

达国家的某些产业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产业结构在全球的重组。通过这种丛组，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获得利益，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实现外国直接投资对优化出口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变革从而提高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 

途径有哪些呢? 
    （一）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基础行业的发展 
    一种产品的出口，以这种产品的生产为基础，而这种产品的生产又是以其原材料、中间

投入品的生产和供给为前提，因此，出口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中任何一方面的加强，都会

带动系统终端的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个系统的各个环节，往往存在多种薄弱点，

致使终端的出口受到影响，进口往往是弥补其薄弱点的重要措施，如发展中国家许多行业的

发展都会出现下游缺乏上游支持的局面。如汽车和电子行业零部件的生产不足，质量不高，

严重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这种薄弱环节之所以存在，往往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缺乏技

术、技能或资本。而外国资本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投资于这些行业，无疑 
会增加发展中国家薄弱行业的生产，为出口建立坚实的基础，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也会大大提高。在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实例很多。 
    1. 香港外国直接投资与电子零部件行业的发展 

电子行业是香港仅次于服装的第二大出口部门。而外国直接投资对这一部门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首先，外资企业承担了 50%以上的该部门的出口。其次，外资相当一部分投向

电子行业的零部件，促进了电子零部件行业的发展，为出口产品的生产提供高质量高技术的

中间品。香港电子行业的外资企业出口倾向低于当地企业，主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

是生产中间品以供内需的。 
2.韩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基本化学品、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部门的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进口替代产品都是为出口产业提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基础产业，外国

直接投资在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下进入发展中国家意在占领当地市场，而这恰恰也为出

口行业奠定了基础。外商对韩国基本化学品，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部门的投资便是一例。 
    基本化学品、合成树脂与合成橡胶是韩国重要的进口替代产业，而这些部门的产品又是

韩国纺织服装、制鞋、电子、塑料产品等出口部门的重要的原材料。韩国实行进口替代政策

的时间很长，一直到 1965 年，1965 年以后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同时仍辅以有计划的进口

替代政策，正是这种有计划的进口替代政策吸引了外资在某些重要原材料部门的投资，促进

了进口替代行业的发展，为出口导向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美国 USI 远东公司与台湾的塑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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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及玩具是目前台湾重要的两个出口部门。而台湾塑料行业的发展还要归功于美国

USI 远东公司对台湾塑料行业的贡献。 
聚乙烯是一种轻型塑料材料，是一些重要出口工业的原材料。该行业包括两类企业: 一

种是聚乙烯材料生产企业，一种是聚乙烯加工企业。两种企业使用不同的技术，前者需要先

进的化工技术和雄厚的资金，而后者则一般为小型企业，使用简单的加工技术。在 USI 远东

公司成立(1965 年)以前， 台湾的聚乙烯工业是空白，加工工业也不发达，依靠进口聚乙烯

原材料，制约了加工工业的发展。 
1965 年，美国国民蒸馏和化工公司(National Distiller and Chemical Co.)在台湾建立独

资企业 USI 远东公司， 这不仅是台湾而且是东南亚第一家聚乙烯生产企业。该公司投产之

后，使台湾聚乙烯的进口大大减少，但由于加工工业仍比较落后，该公司的产品在前两年

53.3% 出口。为了促进台湾市场对该公司产品的需求，USI 远东公司采取了多种促进聚乙烯

加工工业发展的措施。 
    首先，USI 公司与当地企业合资建立台湾第一个高密聚乙烯生产企业,主要对该公司提供

技术咨询。 
    其次，对台湾当地的聚乙烯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解决加工中出现的问题，提高

加工品的质量，并协助开发新产品，这样促使聚乙烯加工工业迅速发展。 
    第三，举办正式技术培训班，培训聚乙烯模板机操作人员，同时，给受训人介绍新方法

和新产品。 
    第四，帮助开发用于农业的聚乙烯产品。聚乙烯薄膜可用于保持湿度、温度和土壤肥度。

为了检验聚乙烯的用途，USI 与国家农业实验站合作，共同研究。 
USI 远东公司对下游加工应用行业的技术援助促进了台湾聚乙烯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

使得聚乙烯加工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大量出口，同时 USI 公司 80%的产品在台湾

当地找到了市场。 
４．马来西亚英泰克公司：从一个家庭作坊企业成为全球供应商3。 
１９７４年英泰克公司以２００美元起家，该公司依靠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密切合作关系

成为计算机硬盘驱动器和半导体产业的全球供应商。１９８１年开始，英特尔公司向英泰克

公司提供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该公司生产半自动的引线结合器。英泰克公司在与富

士通、惠普、迈拓、博世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合作中，既参与这些公司的产品设计，还为

这些公司提供一级供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竞争优势。目前，该公司成为该计算机硬盘和

半导体产业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二）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部门的启动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某些资源密集

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对于国际市场缺乏了解，缺乏出口渠道，这些

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无一席之地。外国资本将自身的技术优势、营销优势甚至名牌优势

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结合于这些部门之中，对发展中国家优势部门的出口

启动意义重大。 
    外国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部门，为该行业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同时

也开辟了出口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在向外资企业学习的过程中，提

高了本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水平，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同时利用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

的声誉，大力发展该部门的出口，这称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沃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这种类型的投资是最恰当的。 
    产品周期从产品进入市场开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产品的"崭新"阶段，进到"成熟"阶段，

最后到达"标准化"阶段。投资的周期理论把这些阶段同企业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把它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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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海外生产和出口选择联系起来。在生产周期的第一阶段，发达国家企业有在国内选择生

产地点的固有倾向，在这一阶段，价格的需求弹性可能相当低，因为发明企业拥有产品特异

性或垄断优势，由此减少了地区间成本差异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是"成熟"产品阶段，在此阶

段，该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已经有了某些标准化的倾向。一般说来，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产品的

发展，产品已经较少需要变动，用确定的技术从事长期的生产已变得可能了，由此人们 
较多地关注起生产成本。特别是当竞争对手出现时更是如此。这时产品的生产会转移到其他

发达国家。在最后阶段，即"标准化"产品阶段，市场知识和信息流通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竞

争的主要基础已是价格问题了，于是把生产或装配业务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

原发明国变为进口国。 
    一些吸收能力强的发展中国家及时地利用发达国家标准化产品生产转移的契机，发展了

本国的出口，充分利用了本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更有的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在标

准化产品的生产行业将外资企业挤出，迫使外资寻求新的能发展自身优势的领域。 
    外国直接投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出口启动中的作用在拉美国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在拉

美国家，制成品出口初期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十分重要。而随着这些部门出口的日益稳定和

发展，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日益减弱，原因如上所述。 
    （三）进口替代产品向出口部门的发展与外国直接投资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是实行严格的进口替代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在转向

出口导向政策后，仍辅之以适当的进口替代政策(如韩国)。在进口替代政策的保护下，外国

直接投资进入进口替代部门以绕开贸易壁垒，意在占领发展中国家当地市场。在外资的带动

下，进口替代部门发展起来，有一些成为后来重要的出口部门。这些部门的出口不能不部分

归功于外资企业的进入。 
    印度的工程和化学药品行业的成长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例。工程和化学药品是印度两个十

分重要的出口产业。1974 年工程行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10%,化学药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4%。而在 60 年代初期，印度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这两个产业几乎还是空白，是最重

要的进口替代产业。外资的进入加上政府对这两个行业的鼓励政策使这两个行业迅速发展起

来，并成为重要的出口部门。 
在台湾，目前重要的出口产品电视机和晶体管在外国资本进入之前，国内生产皆是空白，

在外国企业进入之后，当地企业从外资企业那里得到必要的技术技能和管理人员，这两种产

品才开始生产并迅速发展成为出口产品。新加坡和韩国的晶体管生产也是如此。 
跨国公司重组印度的软件产业，使其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软件生产基地，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印度软件业出口基地位于班加罗尔、孟买德里和马德拉斯一带，最初是在出口加工

区，而后迅速发展起来。初始，印度软件业都是低层次的数据录入工作，作为一个产业，技

术和附加价值提升的前景都不乐观。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９年，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惠普公

司在印度建立了独资的、出口导向性的子公司。这两家公司对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

的。它们证明，印度可以成为世界先进软件的编写基地。印度的当地软件开发企业借着两家

世界级跨国公司创立的良好声誉，以其产品的高质量和低成本赢得了全球声誉，确立了印度

软件业在全球的竞争地位。１９９５年印度的软件业出口额是４．８５亿美元，１９９８年

达到１７．５亿美元，１９９９年则增加到２６．５亿美元4．目前，印度最大的５家软件公

司都是本国人所有的企业，其中两家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四）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投资 
随着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稳步上升，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投资也越来

越多。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实现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1． 服务业的外资，帮助实现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服务业包括运输、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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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广告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外资为东道国的出口提供良好的设施和条件。很多跨

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贸易、金融办事处，就是为了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商品贸易。

对于那些缺乏出口设施和世界市场营销途径的发展中国家，外资的这种作用尤其重要5。 
2． 服务业的外资，常常比东道国的相关行业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要高。或是服务成 

本要低，它们作为出口产品生产的中间投入，使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生产的效率提高。 
虽然要确定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投资对东道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有多大，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很多研究都证明，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投资和东道国的出口

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6。 
（五）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综合影响是正还是负，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跨国公司

的对外投资提高东道国劳动力质量的效应则是无可争议的。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通

过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总体质量水平，使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

从低层次的一般劳动力、熟练劳动了提高到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研究开发能力，从只适应

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质量水平提高到满足和适应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质量水平。发展中

国家东道国劳动力质量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升级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

的变革、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出口规模的扩大，进而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体现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 
1． 直接作用 
外资企业的雇员质量一般要高于当地企业，工资和待遇水平也要高于当地企业。很多研 

究都表明，外资企业的雇员收入水平高于当地企业，而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倾向7。对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秘鲁和泰国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8。高收入水平吸引劳动力进入外资企业，

一方面增加了较高质量的劳动力的就业，另外一方面，劳动力进入外资企业后，经过外资企

业的训练和管理，质量水平大大提高9。很多当地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雇员，在落后的管

理和低收入水平下，积极性不高，行为懒散，潜在的能力的不到发挥。而进入外资企业以后，

在严格、先进的管理下，积极性得到发挥，质量水平提高。一些人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但在当地企业本来是一般雇员，进入外资企业以后，经过培训和经验的积累，潜能大大发挥，

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种实例在发展中国家不胜枚举。所以，外资企

业不但使一般的劳动力成为具有严格纪律的、勤奋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

挖掘了当地的技术、管理和开发人才，通过为其提供发挥能力的场所、必要的条件和再培训

的机会，使之成为世界水平的高智能人员。这实际上是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

升级。 
2． 间接作用 
跨国公司提高东道国劳动力水平的间接作用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外资企业的管理和 

技术人员以及熟练工人脱离外资企业进入当地企业，或是创立新的企业，使外资企业培养的

人才扩散到社会各个部门，将在外资企业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传导给当地企业，这是外

资企业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扩散效应。其二，外资企业给当地企业，尤其是和外资企业有生产

业务联系的当地企业，提供管理和技术服务，帮助当地企业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高

当地企业的劳动力水平。其三，在世界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扩散中，跨国公司起到关键的作用。

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创新的扩散和应用则是这一关键作用的重要一环。跨

国公司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管理和技术的创新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中

国家的管理和技术水平。 
间接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人才从外资企业向当地企

业的扩散，由于当地企业的条件受到很大的制约。Yong 1988 年对马来西亚的调查表明，销

售和生产人员的扩散还比较普遍，而专业和技术人员则很少流动。在肯尼亚，外资企业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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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的流动性大大低于当地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性。10 
 

二、外国直接投资提高出口竞争力效应的因素分析 
 
    前面论述了跨国公司投资引致发展中国家产品竞争力提高促进出口增加的几个主要方

面。事实上，跨国公司投资的这种作用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比如，促使发展中国家封闭

的经济秩序迅速向开放的经济机制转变，将一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体系之中，这当然也会

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竞争力，从而增加本国的出口。再比如，发展中国家通

过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增强本

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等等。但是纵观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实践，就会

发现，跨国公司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竞争力提高、出口增加的这种作用，在不同国家实绩有

很大差异。韩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成功地完成了进口替代，并出色地将一个个进口替代产业

发展为出口部门。目前，韩国的造船业、汽车业和电子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

争力，有些产业已发展到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竞争。台湾、墨西哥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与此同时，在尼日利亚，丰富的石油资源吸

引了巨大的外国投资，但时至今日，外资仍仅仅局限于石油开采部门，尼日利亚在发展中国

家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地位也江河日下。在 70 年代，在十个最大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发

展中国家的排行榜上，尼日利亚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马来西亚位居第四，但到了 60 年代，

尼日利亚却被挤到了十大吸收外资国之外。 
    造成以上各国外国直接投资实绩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或者说韩国、墨西哥等国成功的

原因何在呢? 
    1. 明确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 
    韩国进入 60 年代以后，结束了战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了工业化阶段，政府在工业化阶

段制定了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 1962－1964 年为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1965-1972 年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73 年以后为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发展

战略，并辅之以出口导向政策。韩国经过战争洗礼，千疮百孔，完成经济恢复阶段之后，国

民经济基础仍然是异常薄弱，如果此时实行开放型的出口导向政策，那么本国民族经济将无

一席之地。在进口替代政策的保护下，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培育了一些基本消费品产业如制粉、

制糖和纺织业。国内市场的狭小限制了韩国这些已具有雏形的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政府及时

向出口导向的政策转移，同时积极利用外资，使轻纺产品迅速打向国外，竞争力大大提高，

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韩国并未满足于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积极地将

重心转移到培育本国的重化工业，在继续发展出口导向产业的同时，积极鼓励外资进入更高

阶段的进口替代产业，并积极促进这些产业的出口，实际上，韩国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也是

一种外向型的发展战略。韩国宾馆.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宾馆.的民族工业发展到

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韩国的经验表明，要使外国直接投资服务于本

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才能真正使外国资本为我所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 
    台湾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韩国相似。台湾在经历了战后的经济恢复阶段之后于 1952 年进

入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 1963 年。在这一时期的进口替代过程中，

又分为前期的民用消费品进口和后期的重化工业品进口替代，前期的进口替代比较成功，而

后期的进口替代由于本国缺乏比较优势而困难重重，于是台湾及时将进口替代战略转化为出

口导向战略(1964－1973)，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大批进入政府鼓励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轻纺

工业。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台湾资金的重要来源。1973 年以后，台湾的经济政策转向发展重化

工业为重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此时利用外资注重引进先进技术与扩大出口相结合，建

立科学工业园从而促进了台湾重化学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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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是一个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 1974 年以来外债危机一直

困绕着巴西，但巴西仍然在引进外资发展出口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巴西战

后就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许多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发展

本国的耐用消费品、基础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初期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很少。

1956-1961 年,在进一步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的同时，实施了比较开放的引进外资的政

策，对一些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工业、钢铁工业、造船工业，扩大对外资

开放的范围。同时对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实行对外资的各种优惠。巴西的进口替代的工业

战略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汽车工业、造船工业、重型机械工业、电力工业、拖拉机、水泥、造纸等工

业都有了迅速地发展。1964 年，巴西开始实施促进出口的外向型战略，1967 年，实施高速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鼓励外资对出口部门和重要工业部门的投资，发展了一批面向出口

的部门，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石油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等等。在 1968
－1974 年间，巴西出口迅速扩大，平均年增长率达 18%。出口部门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国

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10%以上，称为"巴西经济奇迹"。 
    巴西利用外资促进本国出口增长的历程留下了很多经验，同时也有不少教训。巴西的成

功之处在于将外资融于本国亟需发展的重化工业部门( 这也是东南亚四小龙成功的经验 )。
巴西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注重在重要工业部门培育本国的民族工业，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和吸收能力，而使这些重要工业掌握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中，如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

业等，而不是象韩国那样，国内企业通过向外资学习，迅速成长，最后排挤外资企业，迫使

外资企业寻求更有利于自己的投资领域。之所以在韩国和巴西之间出现这种差异，根源在于

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不同。 
    2. 吸收能力是增强"溢出效应"的重要基础 
    "溢出效应"前面已经谈到过，这种效应是指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销售优势

被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吸收并利用，弥补了自身在技术、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不足。"溢出

效应"在学习曲线上的体现就是单位成本向下倾斜，倾斜度越大，说明"溢出效应"越好，也说

明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 
吸收能力又是多种因素的函数，影响吸收能力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1) 企业的劳动力素

质。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技术工人的文化程度、熟练工人的比例等是劳动力素质的重要

指标，劳动力素质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就强。(2) 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水平。效率高、运

转灵活、简便、开放、民主的管理体制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与较高的管理人员素质是吸收能力

强的重要标志。一个臃肿庞大、效率低下、封闭官僚的管理体制和落后的管理方法、低下的

人员素质是无法较快地吸收别人的任何优势的。(3)R&D 投入。较高的 R&D 投入会提高企业

的吸收能力，R&D 投入与吸收能力成正比。(4)政府的扶持政策。政府对当地企业适当的扶

持也是增强吸收能力的重要方法。当地企业面临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时，生存成为当地企业

第一位的目标，只有在能够生存的前提下才能学习与提高。此时，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

信息支持和政策优惠，都会帮助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另外，政府对外资股权比例的限制也

很重要，这样可以防止外国资本对某些重要部门的控制。 
“比较优势的提升不是离散的‘非此即彼’的决策，提升又可能达到很多不同的水平，

这要取决于东道国能否提供所需的能力。”11 
巴西的许多重要部门为外资所控制、当地企业被排挤与巴西的吸收能力较弱、而政府又

忽视了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很大关系。提高本民族企业吸收外国资本诸多优势能力，是发

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 
3. 投资环境是外国资本能否进来以及能否为本国发展战略服务的重要决定因素 

    投资环境是指一切与投资经营相关的条件设施，一般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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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指水、电、交通、通讯、地产等基础设施；软环境是指人文环境，包括一国的政治、

经济、制度、管理机制、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法律制度等。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地

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是那些首先将出口收入用于建造基础设施和提高本国技术能力的国家。在

这类国家，起初大多数的外资是资源导向型和劳动力导向型的。当出口增加，东道国的收入

便增加，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水平随之改善，工资提高。最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

便替代了以前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投资。韩国、台湾、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就是 
如此。而尼日利亚则是不注重改善本国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从而使外资一直集中于石油开

采部门而且增长缓慢的典型实例。 
  ４．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与母国的产业联系、与当地企业的产业联系也是影响东道国竞争

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外资企业与母国的产业联系越紧密，母国对东道国产业更新换代的促进

作用越大；与当地企业的产业联系越紧密，技术的溢出效应越大，扩散效应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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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 promot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later is our emphasis. We will study how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ctivate and improv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underly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aise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Firstly, we analyze the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which through to promote 

exports of the underly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ondly, we illustrate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s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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