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的动机：机会寻求，资产寻求 

 

跳板理论 

来源：快速的技术变革，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快速的技术扩散，知识的重要性

日益增加，信息和通信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个全球市场出现了新的机遇，

市场和产业更加一体化和国际化。在这种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下，速度、创新和灵

活性已经成为成功的新关键。因此，国际跳板运动可以被看作是在竞争和全球化

中对新形势的一种战略反应。先前发展的理论来解释先进的市场跨国公司已经不

适合解释一些跨国公司独特的动机、过程、行为。因此对这种新型跨国公司所处

的特殊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同时

也产生一些实际的指导或管理意义。 

 

结论：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在国家支持、国际竞争的推动等作用下，通过

积极的国际扩张对外寻求机会与资产，通过直接购买获得技术、关键部件、

产品开发和品牌;利用收购来获取隐性知识和独特资源;和依靠东道国专

家来组织和管理复杂的活动，实现迅速的国际化，提高原有的技术与声誉，

弥补国际竞争的劣势，但同时也面临国内股市不发达，国家、公司的相关

制度不成熟，公司治理薄弱、缺乏全球经验、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较弱

的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等问题，国际扩张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在全球竞争中

取得成功的跳板，而不是终点。 

 

启发：中国要实现弯道超车，除了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和国外企业，也要鼓励本国

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中国要在借助国际跳板的同时，首先完善股市的机制，使

其交易成熟，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善待本国企业，提高本国企业的综合实力使其

在对外投资中有更大的底气。其次，对外投资的企业需要做好全球规划和提高执

行方面的知识，避免在跨过收购中因缺乏处理经验而产生不利影响。最后，要积

累和学习全球经验、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突破跨国公司的瓶颈，看到了国际扩

张的好处，也应当了解对外投资后的一些挑战与困难，例如要及时了解国外的股

市债市情况，了解国外的企业文化工作风格，要适时吸纳国外的人才，懂得整合

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融合成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