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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运用一个多阶段生产模型分析了全球性产业中企业边界和生产区位的

内生决定问题。 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各个生产阶段的所

有权和区位结构，最终形成了出口型国内企业、栈向型和纵向型国际生产三种均衡形态。

不同组织形态的产生取决于分工结构、契约环境、规模经济、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反映了全球经济中贸易、投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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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产业内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全球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深
刻变革。 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FDI) 和各种契约安排的推动下，产品价值链

中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增值环节被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融贸

易、投资和产业技术转移于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国际生产体系的复杂结构。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

度对此进行了研究： Helpman (1984) 、 Markusen (1984) 、Markusen 和 Ven

ables 等(1996)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分析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分
别提出了纵向、横向 FDI 的经典模型和统一的知识资本模型； Grossman 和
Helpman(2002) 、 Antras (2003) 、 Antras 和 Helpman(2003) 把 Grossman

Hart-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获取中间投入品

的所有权安排问题。 这些研究在分析 FDI 的区位时抽象了企业边界问题，在

分析国际生产的企业边界时没有考虑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差异。

在本文中，我们以 Dixit-Stiglitz 垄断竞争模型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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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国际生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试图把纵向生产结构中的所

有权和区位问题统一起来，分析全球经济中贸易、投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

系，对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机制予以完整的理论解释。本文第二节给

出市场出清条件下包含了交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垄断竞争模型；第三节考察

企业对贸易、投资和契约生产的选择问题，分析所有权和区位结构的各种影响
因素；第四节分析行业均衡条件下的市场结构以及贸易与国际生产的关系；最
后是简短结论。

二、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由母国 N和东道国S组成的两国经济，存在一个由n个生产差

别产品的企业构成的行业Y，两国用于该行业的支出分别为Es ＝ 入E,EN = (l

五）E。消费者对行业内差别产品的Dixi t-Stigli tz型偏好为：

U=『y(i)0 di o <a< 1

由效用最大化得出Y行业第1种差别产品y(i) 的需求函数为：

沁） ＝ A.p(i)-110--a） A
k = E/I

。
n 的）一a

/(1-
a

) dj, IC = (N, S) (1) 

其中，p(i)为第 i 种差别产品的市场价格，行业内差别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为e=1/（1-a)> 1 , AK 代表不同国家的需求水平。

设y为行业Y的代表性企业，最终产品的生产分为上游的总部活动h和
下游的一般生产活动m两个阶段。设h和m对y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n 和
1 —

n，最终产品y的C-D型生产函数为：
y=(h门）n（m/（1 — n)） 曰，o<车<1 (2) 

假定只有 N国的企业才拥有生产差别产品的全部技术，行业进入成本为

氏。设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m和h的边际生产成本均为单位劳动。N国

和S国工资水平分别为WN和Ws，两国相对工资w=wN/ws>l。用FN、 Fo、

氏分别表示国内生产、国际契约生产、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有民<F。<Fv

«FE。此外，设h和y均为可贸易品，其冰山型 (melting-iceberg)贸易运输成

本分别为： 'h�l 和飞�l。在两阶段生产条件下，总部活动在母国进行，一般

生产活动可以在母国或东道国进行，后者即为国际生产。
1.完全契约与母国国内生产。当总部活动和一般生产活动均在母国进

行时，假定第三方可以完全识别出上下游活动的质量，双方关系受制于完全契

约，各方投入水平与所有权结构无关。由公式( 1)和 (2) 得出产品市场出清时

的均衡价格和企业利润为：

｛阳 ＝ 飞， W产

7'CNk =(l— a)Ak (p心飞（1-o) — F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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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国国内销售时，Ty
=l,Ak =AN；对东道国出口时，Ly>l,Ak =Aso

2.不完全契约与国际生产。当企业把一般生产活动转移到东道国时即
发生国际生产。由于上下游阶段位于不同国家，第三方难以区分h和m的质

量好坏，双方关系受制于不完全契约。产品市场出清时最终品销售收入为：
R = T尸A(-•(h／叮）叶(m/(1 － 书） a(I-�) (4) 

不完全契约条件下，h和m双方通过事后谈判机制对销售收入进行分

成，各方根据其预期收入确定最佳投入水平。用B 表示 h方的谈判能力 (0<B
<l)，则m方的谈判能力为(l-B)。纳什均衡实现时各方的收入由准租金分
成和外部期权两部分构 成，准租金分成比例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外部期权

与所有权结构有关。 契约生产条件下，h和m的生产分属两个企业，双方的
外部期权价值均为0，关系准租金为R；在FDI条件下，h和m的生产在同一

企业内进行。仿Antras(2003)，假定 h方解雇m的生产者后仍可获得的的

最终产品co<a<1)，其外部期权为o"R,m方的外部期权仍为0，关系准租金
为（1 － 贮R。用卧＝（氏，免）表示FDI和契约生产条件下 h方获得的收入分
成份额，有 氏 ＝抒十P(l －o")>� =�。。分别对氓R — WNThh)和[0-� 1)R —

Wsm]求一阶偏导，得出最佳投入水平为：

{
h=a扫R/（w心）

m=a(l-� 1) (1气）R/(ws)

国际生产时的均衡价格和以净利润表示的双方关系总价值为：

{
Pskl =Tw产／［战(1 — 凡） （1-？）］

穴ski =Ak (psk1)-•/0-•)[1-a刃—F1

(5) 

(6) 

其中，Y＝ 9冈— (1 — � 1) (1 —叮）；T 是贸易运输总 成本，l= CV,O)表示FDI

和契约生产。最终产品市场在母国为出口型国际生产，T＝乌叶，Ak = AN；最

终品市场在东道国为市场寻求型国际生产，只有 h的单向贸易，T ＝ 讨，Ak =

As。
仿Helpman和Antras(2003)，设h方可以通过事前转移支付条款获得全

部的净利润，m方只得到零利润。因此，h方将选择合适的所有权结构使双方
关系价值最大化。由于 � 1<1，平＜l，故团(1-B l)（1－工）

＜1汀<1。同完全契约

相比，不完全契约降低了合作双方的投入水平，提高了产品价格，降低了产量、

收入和利润。但是，适当的所有权安排可 以降低不完全契约导致的扭曲程度，
即存在一个最优所有权结构。由扫SKI ／戒＝0知， 利润最大化时队满足：

P·门）＝［刀(1 —a＋砰） 一✓1)(l —a＋研）（l勹）（1 — 叶）］／（21)-1) (7) 

显然，�- (0) = O心(1)=1心(1))是 n的升函数。由于 氏＞伤，1 － 氏<1
—B。，因而当总部活动的投入产出弹性n 较高时，最优所有权结构为纵向一
体化；当一般生产活动的投入产出弹性1 —

n 较高时，最优所有权结构为纵向
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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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市场的供应模式选择

本节假定两个市场相互独立，讨论东道国和母国市场的供应模式选择。
（ 一）东道国市场的供应模式

企业供应 东道国市场的模式有出口 (NS汃直接投资 (SSV) 和契约生产

(SSO) 三种，后两者统称市场寻求型国际生产。
1.经营利润最大化原则下的供应模式选择
(1)出口与国际生产——生产区位的决定。由公式(3)和(6)得到出口与

国际生产经营利润比值：
(1—Q)［T T尸 W

l -�位(1－店）］ －？］ 一Q/（］一心
妇＝

1—y尹＋a（1斗）（1气） (8) 

如＝1为出口与国际生产的临界点。如＞1时，企业选择出口；妇<1

时，企业选择国际生产。

以总部活动h对最终品y的产出弹性n表示技术密集度，由于d<I>s1／研＞
0，对（8）式求反函数可以得到出口与国际生产经营利润相等 时技术密集度的
临界值：叮志==<I>矿(1)。当相对工资和贸易成本既定时，如果产品y的技术密

集度 n>哈，企业在母国生产对东道国出口；如果平勺女企业进行国际生产。
企业对出口和国际生产选择还受到两国间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运输成本和

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由公式(8)可知：3心／aw<O,rl<I>s1/a飞<o,a心／3吓＞
0，母国工资水平上升、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上升、中间产品贸易运输成本下降
均导致经营利润比值降低、技术密集度临界值提高，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同
完全契约相比，契约不完全带来的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密集度临界值下降，限制了
国际生产的发展。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生产倾向于契约环境较完善的区位。

(2)对外直接投资 (FDI)与契约生产—一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国际生产

条件下，由公式(6)得出 FDI 和契约生产的经营利润比值：

（ 
叭l － 畛（1－研））（ 衍尸Z=(1＋尸（1-刀）＋或1—研） 1＋陌言勹 (1玉卢 (9) 

由于az／研＞0，故存在一个技术密集度的临界值呢三 Z-1(1)，当陀＞飞

时，h方对最终品生产较为重要，由h方获得剩余控制权可以导致较高的事前

效率，企业选择 FDI。当叮＜飞时，m方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性上升，其讨

价还价能力增强，h 方放弃剩余控制权，契约生产取代 FDI。显然，同契约生

产相比，FDI 要求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密集度。此处与公式 (7)的结论一致，

印证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推断：基千事前效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应赋予作出

相对重要投资的一方。该式同时表明，国际生产的最优所有权结构与相对工

资和贸易运输成本无关，主要受行业技术特性影响。因此，东道国的股权限制

和最终产品中本地成分的要求会影响国际生产的技术密集度。
• 140 •



胡国恒；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贸易、投资与国际生产组织

(3)所有权与生产区位的综合选择。由公式(8)可以分别得到出口与匡际

契约生产以及出口与 FDI的临界技术密集度n由和n命，将其与先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在总部活动密集度较低的行业，飞＞max(T/如，悠） ，不存在FDI。

当陀＞n如时，企业选择出口；当平：如时，企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在总部活

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历<max(T/如，玵v)。当n>n5v时，企业选择出口 ；当叽

＜平＜悠时，企业选择FDI；当n<历时，企业选择国际契约生产。
2.投资成本、市场规模与 净利润最大化
在净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由于氐<Fo<Fv，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条件将

因固定成本和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发生变化。由公式(3)和(6)可以得到：

｛总＝（Fl)／［（1 — 如）（1－aY)（pssl)-o/（ 1气］

Asz =CFv-Fo)/[CZ—1) (1-aY) (p函） 一o/(1-o) J
(10) 

这里，Aso、Asv、Asz分别表示出口与契约生产、出口与FDI、FDI 与契约生
产的 净利润相等时的临界市场规模。显然，两种不同供应模式的临界市场规
模与 其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当凸＞l，企业自然选择出口。当 <l>s1 <1 时，
企业是否选择国际生产视市场规模而定：（l）在总部活动密集度较低的行业，
只有在As>Aso时企业才选择契约生产，否则仍选择出口方式。(2)在总部活
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当n＜ 飞时，企业在As>Aso时选择契约生产，As<

Aso时选择出口 。当布＜n<悠时，若Asz<max(Aso,Asv)，企业在As<Asv
时选择出口，在As>Asv时选择FDI；若Asz > max (Aso, Asv)，企业在As<
Aso时出口，在Aso<As<Asz时选择契约生产，在As> Asz时选择FDI。

总体上，随着总部活动重要性的下降，技术密集度相对降低，企业逐渐由

出口、直接投资过渡到契约生产，这同产品周期理论是一致的。另 一方面，由

于固定成本差异，企业对较小的市场多采取出口方式，随着东道国市场规模的
扩大，出口方式逐渐为契约生产和直接投资所替代。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际
生产尤其是直接投资多发生在投资成本较低（如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业
集聚等）、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

（二）母国市场的供应模式

母国市场的供应模式有国内生产CNN)、直接投资(SNV)和契约生产

(SNO)三种，后两者统称出口型国际生产。与 东道国市场的供应模式相仿，
可以得到母国国内生产与出口型国际生产经营利润的比值<l>N = T�o/1-o 堡＞

<l>s，相应的技术密集度临界值宋＝屯汽1)＜噤，最优所有权结构的临界值屯

==Z一］（1），以及 净利润最大化时对应的市场规模的临界值ANo,ANV,ANz。企

业对各种供应模式的选择过程与前述一致，由于宋＜窟，只有当国际市场规
模远大于 东道国市场时，出口型国际生产才可能具备较高的技术密集度。

总体上，纯粹出口型国际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和贸

易运输成本，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无关。相反，在东道国模式中，东道国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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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潜力和较高的最终品贸易运输成本是市场寻求型国际生产的基本动力，贸

易成本淡化了相对工资的影响。因此，在一国内部，出口型国际生产多集中在
沿海地区，而市场寻求型国际生产则相对分散。

四、行业均衡条件下的三种组织形态

当企业同时供应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市场时，根据生产区位和市场区位的
关系，会出现三种组织形态：（1）单工厂国内企业(D X)：总部和工厂均在N

国，企业在母国销售并向东道国出口，只有最终产品贸易；（2）横向型两工厂国
际生产CDS)：总部在N国，N和S国各有一个工厂 ，企业通过当地生产满足

当地市场，国际生产和中间产品贸易取代最终产品贸易；（3）纵向型单工厂国
际生产CSX)：总部在N国，工厂在S国，企业在东道国生产销售的同时向母国
出口，国际生产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双向贸易并存。后两种形态，分别存
在FDI和契约生产两种所有权安排，前者形成企业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后

者形成企业间的国际分工和贸易。

不同组织形态出现的条件取决千两个市场各种供应模式的净利润比较。
当六NN>max(亢S

N
!)且吓s>max（六SSI)时，各种类型国际生产的利润均低于在

母国生产的利润，最优组织模式为母国单工厂企业。当六NN<max（六SN!)时，至
少有一种出口型国际生产的利润高于母国国内生产的利润，最优组织模式为
纵向型单工厂国际生产。当 1CNs<max(1Css1)，六NN>max（六SN1-F1)时至少有一

种市场寻求型国际生产的利润高于对东道国出口的利润，但仍不足以取代母
国国内生产，最优组织模式为横向型两工厂国际生产。行业均衡状态下，自由
进入导致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经营活动的净利润之和等于进入成本。根据行
业均衡条件，可以对各种组织形态下的企业数目（即差别产品的种类）、生产和

贸易规模进行分析。
1.单工厂国内企业。行业均衡条件为 六NN十六NS = FE，行业均衡时的企业

数目 、企业在母国的销售、出口到东道国的最终产品数量和总产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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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纵向型单工厂国际生产。 行业均衡条件为六SSI+穴SN1-F1 =FE，从事纵

向国际生产的企业数目、国际生产的规模、最终品贸易量（对母国出口）和中间

品贸易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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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意义

本文为研究全球性产业内跨国公司的企业边界和区位决策提供了一个理

论框架。 分析表明：（ 1）分工结构是决定国际生产的基本因素，贸易自由化、规

模经济和良好的契约环境是重要推动力量。 (2) 国际生产的所有权方式主要

取决于技术密集度和市场规模，与要素禀赋差异和贸易运输成本无关。(3)横

向型国际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最终生产区位取决于贸易运

输成本、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和投资成本的比较。 (4) 纵向型国际生产的基本

条件是东道国较低的要素成本和贸易运输成本，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市场

准入起杠杆作用。

由此引申的几点启示：（ 1）在全球性产业的纵向生产结构中，国际贸易、投

资 和技术转移是统一的整体，相关政策的制定亦应该相互协调。(2)为参与高

层次国际分工、吸引高质量国际产业转移，东道国应采取积极的向上竞争
(race to top) 策略，着重于改善契约环境、提高自主技术能力、保持经济稳定

成长，不能仅依靠低于底限的劳工和环境标准、过度的政策优惠等被动的向下

竞争 (race to bottom) 策略。 (3) 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应注意发挥区位异质优

势、避免同质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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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FDI and 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with Incomplete Contracts 

HU Guo-he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North四 stern Poly technic 

Uni欢 rsity,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Employing a model with multi-stage production, the paper ana

lyses the endogenous decision of firm boundaries as well as production loca

tion within a global industry. With incomplete contracting, a firm decides its 

ownership and location structure at different production stag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profits and eventually the three equilibrium 

forms come into being: exporting domestic firm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

ternational production. Output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 forms depends on 

the co-effects of specialization structure, extent of contractual incomplete

ness, scale economy, relative wage rate and costs of trade. The analysis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investment and firm organiza

tion in global economy. 

Key words: incomplete contracts; intra - product specialization; firm 

boundaries; multinational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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