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中国 OFDI的研究重点：  

1. 中国 OFDI 与后来者观点 

➢ 已有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RBT)1 探讨了中国企业为何采用追赶战略，该理论为中

国企业如何应对竞争劣势及其所采用的战略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 

➢ 中国跨国公司的目标是通过积极收购“成熟跨国公司的关键资产以弥补其竞争劣势”

来克服“后发劣势 

➢ 中国跨国公司在高收入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以帮助开发中国制造的技术先进、知

识密集型产品 

➢ 中国跨国公司通过寻找中国公司缺乏的品牌、分销网络、技术、管理和战略技能，

利用本国特有的优势(CSAs)来建立基于知识的企业特有优势。 

➢ 其它研究表明，资产收购并非中国海外并购的唯一决定因素，这削弱了对 RBT 追赶

战略预测的支持。其他重要的考虑因素包括公司的历史背景,国内市场开发,行业环

境,现行制度规范,企业多元化,创业方向,和吸收能力 

➢ RBT 的预测能力可能取决于中国投资者在国内的比较资源禀赋以及他们在东道国

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对边界进行了实证检验，使得 RBT能够预测

追赶战略 

 

2. 中国 OFDI 与中国国家和政府的影响 

➢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强烈地表明，国际商业理论需要更充分地考虑国内制度因素

的潜在相关性 

➢ 过去 12 年发表的文章将政府支持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2001-2012） 

➢ 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可以弥补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竞争劣

势 

➢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由国有企业进行，约占中国累计投资存量的 80%，国家

主导意味着，政治和商业利益的混合支配着中国的投资决策 

➢ 中国政府倾向于利用其投资作为商业和政治互动的主要渠道，在各国之间建立外交

桥梁，并为其他可能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项目争取善意 

➢ 国有制造成了中国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这增加了企业对母国

机构的资源依赖，同时也影响了它们在东道国机构选民眼中的形象。这种资源依赖

和政治认知可能从根本上塑造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模式和动机。 

➢ 由于目前的理论集中在私有组织上，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流可能是考虑中国国有企

业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外国直接投资理论。 

 

3. 中国 OFDI 与创业者与制度的动态关系 

➢ 学者们在考察企业与机构之间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互动时，采用了“战略

三角”框架，认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是机构与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 战略三脚架的一个主要优点是，研究人员可以考虑不同的分析层次——公司、行业

和国家——并区分不同的来源。（往往过分强调制度因素）（制度理论的另一个版本） 

➢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来自于企业需求与母国制度和市场条件的不一致（如薄弱

的知识产权(IPR)和低效的法律框架阻碍了中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研发和创新。由于无

法在国内开发技术，他们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获取在中国不易开发的战略资源的替

代选择） 

➢ 中国经济在省市层次上的分散化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因此，如果跨越地



方边界开展业务的成本高于走出国门的成本，国内企业就更愿意进行海外投资 

➢ 国际扩张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决心摆脱国内限制和只在国内经营带来

的竞争劣势（大型、人脉广泛的中国企业从制度优势中获益最大，较小的企业似乎

更严重地依赖海外网络） 

 

4. 中国 OFDI 与外来者的不利条件 

➢ 由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适应不断扩大的地理范围和快速发展的技术和公司

治理变革的战略和结构调整，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管理其海外业务时面临着巨大的外

来劣势 

➢ 这一研究流提出了新的问题，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努力克服由于制度和社会衍生的外

来者劣势。 

➢ 企业集团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发展跨国优势，既可以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资产开发，也

可以在发达国家进行资产增值为了刺激理论的扩展，未来对外来责任的研究可以结

合 RBT和其他理论来考虑资源赤字和社会网络的动态本质。 

➢ 未来的分析可以将不利条件按其原因分开，并将需要克服中国跨国公司在不同情况

下所面临的外来劣势的能力或网络分开。 

 

中国 OFDI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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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更加重视与其他新兴市场体的比较研究。 

(6)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指定和测试一个综合的经验模型，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构和周期因

素来解释中国 OFDI流动的差异 

 

启发： 

研究需要在跨学科知识和多层次的分析中更综合、更注重过程、更动态的视角，以

开辟理论研究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将基于资源和制度的理论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相结合，

解释中国政府和国家作为跨境投资者的强大作用，是最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