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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前全球区位战略
魏 后 凯

年代以来
,

一些跨国公司 日益把整个

世界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

哪里生产要

素配置最有利
,

成本最低
,

就在哪里生产
。

在

当今世界 个最大的经济实体 中
,

有一半

是国家
,

而另一半是跨国公司
。

一
、

全球区位战略

过去
,

企业 向海外扩张大多采取传统 的

出 口导 向战略
。

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
,

企业尽

可能把价值链 的各个环节 区位在母国
,

而只

把那些需要与消费者面对面打交道 的产品销

售和售后服务等下游环节区位在海外
。

然而
,

在全球战略下
,

企业 可 以把价值链 的每一环

节 区位在最适合其发展 的一个或几个 国家
。

这样
,

一个寻求全球战略的企业可能在英国

进行研究
,

在德国进行产品开发
,

在墨西哥进

行原料加工
,

在美国进行零部件制造
,

在爱尔

兰进行最终装配等等
。

许多跨国企业在选择各经济活动的全球

区位时
,

一般采取以下两种主要方式

一是采取集中布点方式
,

设立一个或几

个世界规模 的大 厂
,

集 中生产
,

分销世界各

地
。

如美国波音客机的生产就集中在西雅 图

一地
,

日本的丰 田车过去也是采取这种方式
,

在 日本
“

丰 田汽车城
”

一地生产
,

然后 向世界

各地 出口
。

集中生产的主要优势是可 以充分

利用规模经济和
“
经验 曲线 ”的效应

,

从而有

利于降低成本
。

同时
,

集中生产也有利于最大

限度地利用特定地点因天然或历史原因长期

形成的特定区位优势
。

二是采取分散布点 的方式
,

在各主要市

场国设厂
,

当地生产
,

当地销售
。

分散布点的

好处主要是灵活性强
。

如可 以按照各国市场

的不同需求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改进产品设

计
,

增强企业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
,

从而

有利于企业协调与所在 国政府的关系
,

最大

限度地满足所在 国政府增加就业
、

提高技术

的愿望
。

同时
,

分散布点也有助于降低风险
,

尤其是汇率风险和 因政局不稳和经济波动所

形成的风险
。

二
、

创造全球竞争优势

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往往过分强调 比较

优势在跨国公司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

性
。

在鉴别 比较优势的过程中
,

需要考虑的因

素主要包括生产成本
、

劳动生产率及其质量
、

对外运输条件
、

工会组织
、

资本成本
、

基础设

施和政治风险等
。

除 了国家和地 区 的 比较优势外
,

企业 区

位选择还应考虑其战略优势的大小
。

战略优

势来源于企业 的核心商业战略
,

它能够扩展

和应用到世界任何地方
,

而不依赖于特定 国

家和地 区的比较优势
,

如廉价劳动力
、

优 良的

技术设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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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服务业跨国公 司如麦 当劳
、

联邦捷

运等
,

它们在 国际上经营的成功则更多地取

决于其战略优势
。

这些公司在多国行业 的优

势
,

主要不是来 自于生产技术上 的优势
,

而在

于其市场营销管理技术上的优势
。

这种无形

的
“

软优势
” ,

可 以是来 自于通过长期的广告

投资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知名商标品牌
,

也可

以表现为企业在长期经营管理实践中发展起

来的一整套有效 的管理体制
、

程序和经验
。

在 。年代
,

日本汽车跨 国公司如丰 田公

司
,

它们进入国际市场主要是依靠成本导 向

的 比较优势
。

然而
,

到 年代
,

这些公司已经

把质量导 向和设计导向的战略优势与成本导

向的 比较优势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

由此奠定

了其竞争优势
。

因此
,

最佳的全球战略应把战

略优势和 比较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

以形成全

球竟争优势
。

三
、

选择全球战略国家

一般说来
,

由于优越 的地理位置
、

资源察

赋条件 以及 巨 大 的市场潜力
,

某些 国家或地

区对企业 活 动 区位 的选择往 往具有 战 略意

义
。

尤其是研究开发和生产这两个环节
,

大多

都需要配置在全球战略国家或地区
。

对企业 的研究与开发来说
,

全球战略国

家或地 区一般具有 以下特征 一是工业创新

的主要源泉 二是具有高素质或低成本 的研

究与开发人员 三是拥有一批迅速增长 的消

费群体
。

当前
,

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仍主要集

中在少数 国家
,

如美 国
、

日本
、

德 国
、

英 国
、

法

国
、

俄罗斯等
。

这些国家 同时也是工业创新 的

主要源泉
。

企业在这些 国家从事研究与开发

活动
,

可 以获得许多好处
。

尤其是通过面对面

地与大学研究人员直接接触
,

参与各种学术

会议
,

迅速接触各类科技出版物
,

以及就业市

场的激烈竞争等
,

将有利于研究与开发人员

接近各种新信息源
,

迅速掌握 和 了解 当前科

学技术 的最新动态
。

对制造业 区位来说
,

全球 战略 国家和地

区一般是指那些具有较好 的投资环境 以及形

成战略优势和 比较优势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

国家和地区
。

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制造业设

施
,

需要考虑影响投资环境 的各种 因素
。

包括

政治稳定性程度
、

政府对外 国投资的政策
、

税

收政策
、

法律制度
、

宏观经济环境 以及贸易和

国际收支政策等
。

当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进行跨国经营时
,

这种考虑通常是十分必要

的
。

除此以外
,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优越的生产要素条件 接近主要市场地 有利

的
“

原产国
”

效应 全球竞争对手的存在
。

在这

些因素中
,

优越 的生产要素条件
,

如廉价原材

料或劳动力
、

熟练的技术工人等
,

是形成一个

国家和地 区 比较优势的基础
。

同样
,

接近主要

市场地也可看成是一种要素优势
,

因为它可

以 降低运输成本
,

提高企业对市场反应 的灵

敏度
,

从而有利于增强其竟争优势
。

“

原产国
”
问题也是企业 区位选择需要加

以考虑 的
,

因为有些消费者对某些 国家生产

的产品有着特殊的偏好和好感
。

一般地说
,

创

新能力强
、

产品质量和消费水平高的国家
,

一

般具有正 向的
“
原产国

”
效应

。

反之
,

则具有负

向的
“

原产国
”

效应
。

全球竞争对手的存在
,

往

往能够创造一个 比较有利 的竞争和 仿效环

境
,

由此提高竞争各方的综合能力和水平
。

因

此
,

企业活动的全球区位战略
,

实际上是企业

接近各种有利条件和资源 的一个重要手段
,

这些条件和资源构成 了企业战略和 比较优势

形成的基础
。

四
、

全球区位的利益与缺陷

企业采取全球战略
,

在全世界范 围内安

排各 种产业 活动或者价值链 的各个不 同环

节
,

可以获得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利益
,

如降

低成本
、

提高质量
、

迎合消费者偏好
、

增强竞

争性等
。

企业活动区位的全球战略
,

既具有诸多

优点
,

也具有一些严重的缺陷
。

这些缺陷包括

降低消费者的代表性
、

增加汇率风险
、

创造竞

争对手以及管理价值链的困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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