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组 通过研究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理论：现实与建议 

未来五个研究方向可为深入进行理论讨论开辟新的路径：(1) 对现有四大领域的研究进行交叉探

索, (2) 把资源和制度理论与其他理论有机结合, (3) 运用跟踪纵向法对国际化过程进行更多的探

究, (4) 采用多层次分析方法, (5) 更加重视与其他新兴市场体的比较研究。 

 

主要内容：文章汇集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主题：（a）后发视角；（b）中国国家和政府的影响；（c）

企业制度动态；（d）外国责任。文章从跨学科知识和多层次分析的角度，从整合、过程、动态的

角度，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向。核心的研究问题是：研究者如何从理论延

伸和发展的角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探索中国的国际化？四个主要领域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资源和制度在中国企业国际扩张中的交互作用。这一系统性的回顾也提出了一些重

要的问题，即不同理论之间的整合程度，以及知识积累体的形成程度。 

 

(a)中国跨国公司通过积极收购成熟企业核心资产来弥补克服其“后发劣势“，并通过在高收入国家

设立研发中心，开发中国制造的技术先进、知识密集型产品，以图克服竞争劣势。 

(b)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实践证明国际商业理论更应当考虑国内制度因素的潜在相关性。众多学者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在制度上是对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劣势

的弥补。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往往被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吸引。与缺乏国有股权控制权的同行

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关注度较低，对有利的汇率反应更为灵敏。 

(c)企业和机构在塑造中国投资公司的行为、组织和战略方面的相互作用。尽管适用于西方公司的

同样战略因素可能解释了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但它们在国际化模式方面的战略

选择将在制度上根深蒂固. 在研究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和机构之间的动态互动时，学者

们采用了“战略三脚架”框架，该框架将中国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视为机构和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

结果。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分析，考虑到三个分析层面。 

(d)中国跨国公司随着对外投资地理范围、高速的技术变革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发展，使公司对外

国业务的管理责任日益增大。此外，海外的“恐华症”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阻碍，需要在未来

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并理清处理该问题所需的能力或网络。 

启发：（a）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可以从后发视角、政府和国家的影响、企业和机构的动态

以及对外责任等方面拓展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邓平学者这一综合的研究上可知，我们的

研究过程可以在在跨学科知识和多层次分析的基础上，以更为全面、更注重过程、更具动态性的

视角，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途径。具体来说，将基于资源和制度的理论与政治经济学观点相结合，

来解释中国政府和国家作为跨境投资者的强大作用。这样的理论拓展和发展，将加深我们对中国

跨国公司国际扩张这一复杂现象的认识和洞察。 

(b)用关键词进行精准搜索出相关文章，研究前人文章可以了解目前人们对这一专题研究的兴趣

和结合应用主题分析法去分析该题目的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能发掘出对更广泛文献的实

质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