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改革与发展 《财经研究》1996年笫10期 总笫179期

口 陈荣辉 汪宝国

从东道目角度对企业庈目经令行为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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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经营企业对千东道国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第

二，资金的引进以及税收的贡献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外部平衡与内部平衡；第三，促进内

部市场的完善以及外部市场的开拓；第四，提高国内就业水平；第五，开发国内自然资源；第六，

促进开放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但是，跨国经营企业对千东道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

易见的，受影响的东道国目标主要有国家主权、生产效率以及业巳处千均衡状态的公平机制。

对外国跨国经营企业行为作一种精确的利弊评判是一项十分棘手的课题，东道国为此常常陷

入一种投资准入中犹豫和迷惑的困境。典型的例子是：一方面，为了发挥跨国经营企业促进经

济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东道国政府希望跨国经营企业的投资主要流向那些对其他行业的发

展具有带动和促进功能的支柱产业部门；另 一方面，出千维护主权利益的考虑，它又极不愿意

这些经济命脉为外国跨国经营企业所控制和操纵。 伴随着跨国经营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这130

年历史，作为跨国经营企业投资对象国的东道国政府对千这一利弊的评判的课题研究也进行

了整整130年，这也成为它们制定东道国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足以引证的现实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跨国经营企业是在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莲勃兴起

的。进入80年代以来，跨国经营企业在对外扩张战略及生产组织经营的内部机制上不断有新

的调整和变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东道国，美国前驻欧洲共同体的大使J.威

廉·米丹多夫千1986年所讲的一番话
”

送来你们的烦恼，送来你们的贫穷，送来你们的钱
”
<D

深刻地反映当时的里根政府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态度，但是，时隔 一年在1987年的《时代》杂

志上的
“

外国投资者：同盟者还是侵略者
”心 等文章则反映了公众对外资流入的不同看法，在

1988年起草总统贸易议案和竞争法案时，国会议员纷纷要求对外资增加更多的规定。 这一方

面反映的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变迁，而另 一方面则深刻地反映出跨国经营企业的这种不断进行

的新的调整和变换的速度以及它对东道国制定企业跨国经营政策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因而，

研究现阶段的东道国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制订基础，必须对当前的跨国经营企业行为进行一

番重新的审视，适时剖析其利弊因素。

1. 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的外国跨国经营企业。1969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金德

尔伯格在《美国在国外的企业》一书中写道：“国际性公司不存在需要它忠于的国家，它在任何

国家都随遇而安。 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单位影响将会越小。”＠而巴尼特和米勒在1974年出版的

《向全球扩展：跨国公司的力量》一书中也指出，跨国经营企业这一经济实体
”

正在通过对生产

技术、金融资本和市场这三个经济生活的基本资源加强控制来改造世界的面貌，生产过程越来

越置国界线千不顾。
”
＠跨国经营企业的这种独立千东道国之外的相对独立性在近几年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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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成了跨国经营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根本所在。谋求公司利

润的最大化是跨国经营的永恒主题。 林德特和金德尔伯格在《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无论

是奥蒂斯电梯公司、杜邦公司、吉列特公司、谷物加工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还是其它任

何一家公司，其国外投资和国外销售的收益都要比在美国的收益来得高。”？另据调查显示，在

80 年代初，51％的美国人认为跨国经营企业利润太高。 但是，对于东道国而言，本国经济的发

展以及效率、公平和主权的体现才是政策追求的目标。而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跨国经营企业的

最大程度上获取利润的经营目标与政府的这些政策目标是有不和谐之处的，这就驱使东道国

政府不能不对跨国经营企业的这种“越来越置国界线于不顾＂的经营方式进行管理和控制。

2. 作为资本来源和税收交纳人的外国跨国经营企业。 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报告显示，80 年

代以来来自外国跨国经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已经有所下降，官方

发展援助和商业银行贷款占据外资主宰地位。 通过外国跨国经营企业的投资来弥补国内经济

发展的储蓄－投资缺口所诱发的当地企业行为的控制权落入外国跨国经营企业手中的问题是

东道国政府的主要顾忌，尤其是，外国跨国经营企业受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支配，倾向于将资本

投向东道国利润丰厚的行业或部门或那些能够充分享受东道国优惠和扶植的关键产业部门；

地区选择上则倾向于投入那些基础设施雄厚、投资环境优越的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对关系国

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拥有绝对的控制主权是东道国政府的首要考虑，东

道国政府希望外资的流入有助千通过帮助和支持本国落后地区和薄弱行业的发展来协调和促

进本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管辖国都拥有资产的公司，跨国经营

企业还面临着 一个来自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征税问题，©这使得它们经常要在两种征税制度

或两种管理制度之间寻找出路，以逃避两国政府（尤其是东道国政府）认为是行之有效而强制

实行的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控制。只要有法律空子可钻，跨国经营企业就会竭尽全力来减少其纳

税责任从而使纳税最小化。 通常的做法是，它们通过在原料和各种设备、元件的进口以及在成

品或半成品的出口中任意规定其内部“划拨价格”以降低其纳税基数，在百慕大、卢森堡、巴拿

马或者巴哈马群岛等税收低或根本不收税的地区设立联属企业以逃避税务条例约束。 跨国经

营企业的这些经营策略是反东道国的通过设立外资企业来增加其财政收入的政策目标的，滋

长了东道国政府的不满情绪。 此外，东道国政府还担心，外国跨国经营企业投资利润源渊不断

地汇回会影响到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外国跨国经营企业参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占领会助长

消费从而导致储蓄下降和投资减少。
3. 作为就业和技术进步贡献者的外国跨国经营企业。 过去 10 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宏观

经济和结构的失衡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涯约束，解决失业增加问题一直是影响各国政府政策

的主要因素。跨国经营企业对东道国就业质量的提高及长期就业机会的创造具有积极的意义。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的《1994 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就业与工作

环境》的报告文献，“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跨国公司为其提供的培训至少与东道国国内企业同样

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 一样 “ ，数据显示，90 年代初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就业量总数达到
L5 亿人，直接雇员为 7300 万人，近 1/3 为东道国雇员，典型的象英荷联合利华 (Unilever)公

司总就业人数 28. 3 万人，国外就业人数就占了 24.8 万人。但是，东道国的担心在于，在工资及

工作条件上，跨国经营企业所采取的高千（ 一般不低千）东道国平均标准的策略容易导致东道

国二元收入结构的形成，还会影响到市场的消费结构，这对千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尤为如此。

另外，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尤其是基千近阶段以来世界资本密集型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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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现实，跨国经营企业正在努力压缩就业规模。可以引以佐证的是，在80年代末大型工业跨

国公司的总就业量甚至少于1980年，东道国政府担心，如果过多地依赖外国跨国经营企业来

提高本国的就业水平会因此而产生就业水平的不稳定性。 跨国经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同时还可

以成为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甚至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催化剂。据日本日经产业消费

研究所的调查，日本企业对中国台湾省的技术转让有67％是通过直接投资来进行的。 在产权

的国际转移过程中，东道国政府的考虑是：首先，这种技术必须是一种
“

适用技术
”

，适应千当地

的实际生产条件；其次，技术的国内转移仅以帮助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为界，最好不要以控制权

的牺牲为代价，更不能因此而造成技术外部依赖的不利局面；最后，这种产权技术作为资本投

入必须有科学的作价原则。 但是，跨国经营企业的考虑是，技术的外移不能以技术垄断地位的

丧失为代价，因而，它们一般倾向于只向国外输出那种已经失去竞争力或正在被普及的技术，

即使转移了部分高新技术，它们也以各种限制性做法来限制东道国技术接受方对转化技术的

使用，这引起了东道国政府的极度不满。

4. 作为对外贸易牵引力的外国跨国经营企业。 世界贸易中约有1/3属于企业内贸易（其

构成主要是中间产品）气这足以显示出，跨国经营企业是当前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另外，跨

国经营企业利用其广泛的国际市场网络尤其是对母国市场的透彻了解，对东道国的拓展出口

渠道的努力提供了不可替换的重要作用，数据显示，仅仅是来自日本的跨国经营对亚洲
“

四小
”

的出口贡献率为3. 5%，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贡献率达到7. 5%，其中有20％以上返销日本气东

道国对外国跨国经营企业所寄托的希望是，销售额中出口所占的比重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同

时为本国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便利条件，从而增强本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 但

是，对千大部分跨国经营企业而言，跨国经营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绕过东道国的各种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开辟并占领东道国的当地市场，这在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区域经济集团 一

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近些年来尤为如此，有些跨国经营企业甚至还要求其海外子公司的生产

设备和元件等实物投资品必须尽可能从母国进口，这对东道国而言，反而增添了贸易逆差的压

力。跨国经营企业所采取的限制性商业活动，如在企业间通过限制性协定和建立
“

卡特尔
”

的形

式来形成对市场、价格和销售条件的控制，对国际贸易秩序的正常运作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阻碍

力量，因而也是一种反东道国出口拓展战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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