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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许 云 鹰

当今向世界经济已堪称跨国公司的时代。 据近年统计， 跨国公司已控制了世界生产的

40%， 国际技术转让的30%， 国际贸易蓝的50%,..._,60%， 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 跨

国公司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 促使西方经济理论界从各种角度， 对跨国公司进行了多

层次的探入侦究， 形成有关跨国公司即直接投资的 一 系列理论流派， 如垄断优势理论， 产

品周期埋心内部化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等等。 随宥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深入， 在

围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诸多理论中， 内部化理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地位H渐突出，

被视为跨国公司的 “关键性理论” 。 这一方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的深化过程， 同时

也表明跨国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与内部化发生若联系， 并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

接地受到内部化的制约。

所谓内部化， 就其概念而言，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内部化， 美固芝加哥大学教授

罗纳德·科思在＜＜企业的性质＞） 一书中， 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 可以说， 这

也是促成科思荣获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贡献之 一 。 科思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和市

场看作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体制， 它们都具有资源配置或交易管理的特点。 科思认为两者的

转换取决f交易费川即交易成本， 而市场贸易会导致许多附加成本， 如寻找合适的贸易价格

的成木；在合同上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成本与接受这种合同有关的风险成本等等。 因此，

当企业这种交易体制的交易成本少于市场时， 企业就会实施 “ 内部化” ， 即将市场交易的行

为纳入企业内部， 以企业内部的行政命令和权威取代外部市场的价格机制。 从科思的阐述，

我们可以
－

j俯到这样一种狭义的内部化概念； 内部化是企业为避免和克服外部市场的缺陷所

导致的父易附加成本， 在企业内设立交易市场， 通过交易成本的极小化来达到利润极大化的

行为。 内部化的本质在千实现外部市场向企业内部市场的转换。

广义I
，

归内部化是与跨国公司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 它除了狭义概念中的内涵外， 还体现了

达到对外部市场的垄断， 对内采取的 一 体化管理以及总体战略决策的跨困公司经仵机制。 纵

观跨国公司的有关经营活动， 如公司内的国际贸易、 公司内的产业调整乃至国际产业调整、

跨团公 IIJ 的全球战略目标、 高度集中的管理或是多元化的分权竹理， 无不与内部化有关。 内

部化就如盼国公司的中枢神经系统， 向其世界全方位经营活动的各个层而和环节及时发出各

种指令。 它不仅可以使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 如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

限制、 公司拥有优势的知识产品和技术市场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 市场信息交流的不完全和

垄断力叶的作用笘达到最小化， 谋求资源在公司内部的最佳配惺， 而且还可以用米对跨国公

司Il益附长的悔外牛产 ＇ i:＇{,背沾动及，甘拥有的优势实行充分有效的拧制。 山此可见， 广义的

内部化即为跨旧了．lj的内
；

俗化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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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已充分显示了其特有的内部化优势：跨国公司管理、控制和规划生

产， 尤其是协调关键投入要素移动的能力大大提高；通过差别性定价即转移价格策略充分掌
握市场力星， 摆脱垄断市场和双方市场竞争的压力，避免了技术和知识在公司各方转移中的
不确定性，采用转移定价方式， 绕开政府的干预和贸易壁垒。 内部化优势带来的好处促使跨
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具有更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又得以确立更强劲的内部化优势。

但从另一方而讲， 跨国公司的规模不会无止境地扩大， 它要受到管理成本的制约。 跨国
公司的内部化效益随管理成本的增加而递减。 跨国公司的管理成本主要有： （1）信息交流
成本。 外部市场内部化后， 为了使控制和计划行为更为明确和灵活， 需要在公司内部充分地
进行信息交流， 还要从公司外部获取一 切必要的信息。 对此， 跨国公司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如建立信息网络系统， 配备管理人员等。 (2)协调成本。 公司内部产品的供需双方的交换
关系， 生产要素在公司内部的跨国流动， 都需要在母公司进行统一的协调， 因而产生协调成
本。 (3)控制成本。 跨国公司经营的产品种类多， 地区分布广泛， 要实现有效的控制， 无
疑要投入相当的人力和财力。 (4)在国际上进行投资经恼， 尤其是在将市场内部化的初始
阶段， 都要付出可观的 “初建成本” ， 如语言培训、投资环境评估等。 此外， 将外部市场内
部化， 还得考虑东道国政府采取相应对策而发生的政治风险成本。 科思指出， 管理费用的增
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即企业内部化的程度）最终会达到 一 个均衡点， 也就是说， 以扩大企
业 “ 内部化 ” 的交易所省下的费用， 正好被因此而增加的管理费用所抵销。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就会因内部化元利可图而停止扩大规模。 由此可见， 跨国公司的内部化机制在其发展优
势的同时， 也要受到管理成本的制约， 企业内部化机制永远无法脱离外部市场。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营的主体， 其内郘化的运作效能已探入到跨国公司的各个方面和环
节。 内部化在客观上对跨国公司各个子公司与局部利益起到 一 体化的调控效能， 它具有高度
的权威和有效的控制这二个特点。 而更具体、 更直接， 更鲜明的效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设立和维持公司内部的国际市场， 推动公司内贸易的发展。 公司内贸易是在母公
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 公司内交易的动机主要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经营与管
理， 使经营过程中生产、 经营要素实现正常的运动。总之， 内部化为跨国公司生产专业化分
工， 资金的融通调拨和技术的转让提供了重要的机制， 它使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具有这样几个
特点： （1）转移价格是沟通公司内贸易各方的桥梁， 通过转移价格来克服公司内部分工的
统一 性与各部门利益不 一致性的矛盾。 (2)内部贸易不存在商品所有权的外向转移。(3)
内部贸易实行很强的贸易管理， 计划性很强。 (4)公司内贸易与公司拥有的技术水平相
关， 公司拥有的技术水平越高， 内部贸易的比重就越大。 (5)公司内贸易主要以包括知识
和技术专利的中间产品为主， 并力求消除中间产品的外部市场。

第二方面是不断地扩大公司规模， 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一般采用两种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企业规模。 一种是到国外投资开办新的子公司， 将母公司的产
品、 资本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外， 与当地的生产要素相结合， 形成由母公司控制
的新的经济实体， 进行有效地内部化生产， 从而造成内部化态势。 第二种是投资收买和兼并
企业的方式， 即跨国公司通过这一手段将其它企业纳入自己原有的组织休系， 从而达到扩大
公, tj内部市场才II斤）｝淄分外部市场的目的。 具体而言，（D提商跨l'」公司内部市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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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司在某行业的地位； ＠分散涉足新行业经营的风险， 增加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减少

贸易磨擦， 提高销售能力和扩大利润； ＠提高研究开发的能力、 提高下属企业及整个公司的

生产能力；＠有效地促进公司内部的资源分配。

第三方面是跨国公司对科技的研究开发。 技术专利方面的优势是跨国公司的立足之本。

跨国公司通常利用技术上的优势造成其子公司和东道国对他们的依赖。 从这个意义上讲， 技

术专利同时也提供了控制权。 跨国公司因而对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极为重视。 内部化在这方面
效能是； 一方面，它不仅能迅速地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那里调集巨额资金，解决研究开

发的庞大经费开支， 还能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科研机构， 网罗科技人才， 并将科技人才和科研

成果内部化；另 一方面， 内部化能防止新科技成果的扩散， 保待对高新技术的垄断和控制，

因而研究开发是内部化效能的重要方面。

第四方面是公司内部国际生产的规模经济， 内部化效能通过子公司间产品的转移， 使跨

困公司具有当地介业或非跨国公司无法达到的生产规模。 某子公司在某地生产某种产品， 由

千当地销售这种产品的容玑小， 子公司只能以小于适度的规模进行生产， 这样产品成本必然

册加。 内部化的效能在于能使该子公司的产品可以通过其它子公司在其它国家的市场销售，

使该子公司有条件以适度规模进行生产， 从而确立产品成本低于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 内部化虽然不能使跨国公司最终完全取代世界市场， 但它在跨国公司追求全

球利润最大化的战略目标的过程中， 使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国际生产，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和

研究开发等各个方面达到高度的 一体化和高度的竞争优势， 从而最大限度地推动跨国公司全

妳战略l I标的实现。

跨l!<1公司的内部化机制对我国企业的国际化， 以及发展国内的大集团公司都是颇有借鉴

邸义的。 首先， 内部化机制可以更新企业的观念， 增强企业的困际竞争意识。 内部化追求的

H标是外部市场的最大利润， 囚此要求企业在目标市场的前提下， 合理地调整企业内部的各

种资淹以及牛产要素， 通过内联（内部协作）、 外并（兼并）， 投资等各种方式以转移外部

交易市场， 促成企业内部统一 意志的交易市场， 从而达到企业整体交易成本的极小化。

其次， 内部化机制可使企业在经营战略上确立全球战略。 内部化虽不能取代市场， 但却

是在全球范削以争夺和垄断市场为启动力的。 因而内部化机制可使企业对其所处的竞争环境

和企业本身条件的分析， 确定产品方向和海外发展规模， 发展领域以及发展步骤， 由此获得

最大限度的利润和长远利益。 也就是说， 企业有了 一 个全球战略目标， 在经营决策时， 就可

以不拘泥千局部得失， 而从世界区域和全球角度来谋划整个企业的发展。 通过制定周密的全

球战略， 企业就可以逐步做到在资源最廉价的地方采购原料， 在利息最低的地区筹措暂时短

缺的资金， 在税率奻低的国家缴纳税金。 最终实现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目的。

帘三在经营策略上， 内部化机制可以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去追求效益。 由千国际上的区域

保护主义， 企业在转入生产经营国际化的新领域后， 会遇到各种限制和关税壁垒。 在以内部

化的减少交易成本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 企业可以调整产品结构， 或调整资金流向等

等， 以经背策略上的灵活多变， 使各种场合的障碍和风险减到最小， 而使利润达到最大化。
彻q， 内部化讥制可以实现企业高度集中的节； 咒体制， 使企业在全球范围的经背活动服

从整个企业的利伽。 在企＼V统一 指拌下， 按照 一个共同的战略， 协调利用人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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