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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件变量
1、企业专有知识的价值
2、企业专有知识的习惯性

（二）动机变量
1、全球化的协同效应
2、全球战略动机

（三）控制变量
1、国家风险 2、文化差异
2、跨国公司国籍 4、需求的不确定性
5、竞争的强度 6、全球化集中程度



目标国家和地区 少数股权 多数股权 独资 子公司总数（家）

加拿大 7.9% 5.4% 86.7% 576

阿根廷 17.4% 10.7% 71.9% 121

英国 15.8% 5.2% 79.0% 538

比利时 20.4% 10.5% 69.1% 152

荷兰 15.5% 10.6% 73.9% 123

北非和中东 44.5% 22.9% 32.6% 96

巴基斯坦 21.7% 52.2% 26.1% 23

韩国[1] 71.4% 10.7% 17.6% 28



（一）能力观点
1、企业并不仅仅寻求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成
本最小化，而是寻求一种利用和开发现有知识的最有效的
途径。
2、区分两种类型的知识：

特定业务知识
市场知识

3、路径的依赖性
连续的进入方式决策可能受到某一特定进入方式的影响。

这一概念表明，一旦企业成功地实施了一次并购或者新设
投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将继续选择这一投资
方式。



（二）动态模型(Sea-jin Chang & Philip M Rosenzweing
2001)

一项决策的条件概率是过去决策的函数，先前的决策
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影响未来决策。

进入东道国的方式分为三种：
A：最初进入某一东道国的方式
B：连续投资进入不同领域的方式
C：连续追加投资的进入方式
研究结果表明，能够解释先前进入方式决策的变量可能无
法解释后续的进入方式决策；一些因素在决定进入方式时
具有稳定的重要性，而另一些因素则依赖于进入顺序。



一、定性分析
（一）风险性
（二）投入资本的规模
（三）退出成本
（四）信息反馈的时效性

（五）能否满足企业的全球战略
（六）是否受到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七）对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保护是否得力
（八）成本与收益分析



二、定量分析

（一）利润模式(The Profit Maximization Hypothesis Model)
最早由摩里斯教授(Joseph H Morris)，主要用于比较合资与其他进入
方式，何者获利更大。
（二）成本模式(The Hirsch Model)
适用于比较出口与投资两种方式之得失，由以色列学者赫曲(Seev
Hirsch)提出，故称之为“赫曲模式”。
（三）净现值模式
对跨国企业而言，能带来最大净收入的进入方式便是最佳选择，但未来
若干年的净收入都是“将来值”，应折算成“现值”进行比较，这种方法考

虑到了费用成本未来的变动对净收入的影响，能反映动态的变化。



一、跨国公司控制模式的选择模型
（一）东道国环境因素

（二）跨国公司母国的环境因素
1、各种支持或影响投资外流的政策
2、对外国投资的待遇和保护

（三）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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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的陷阱
（一）你可以买下一家企业100%的股权，
但是你买不下企业里人的头脑、敬业精
神、主动性和创造力
（二）不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说“我是你的
老板”



三、西方跨国公司在华的控股行为
（一）控股的原因
（1）投资项目金额巨大，合作期限较长，投资风险高。通过
控股可以降低经营风险，把握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保证最佳
收益。
（2）对技术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核心技术的垄断地位，保
证技术转移的有序性。
（3）减少文化冲突。一般来说，文化差异越大，控股的意愿
就越强。
（二）控股的实现方式
（1）采用谈判协商，确定控股地位，并写入合资协议
（2）采用追加投资的方式达到控股的目的
（3）兼并收购的方式
（4）股权回购的方式



一、MGRs：合作性与冲突性

1、跨国企业的谈判力(Bargaining Power)
来自它所贡献的资源或者特有的所有权优势

2、东道国政府谈判力来自它能够控制的准
入权或者特定的区位优势



资源互补（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政治贡献（political accommodation）

组织可信度（organizational 
credibility）

个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



MGRs 是分层次的，它可以被简单分为
国家一级的 MGRs 和地区一级的 MGRs，
国家一级的MGRs 越强，跨国企业的资
本使用效率就越高，市场扩张力也越强。



（1）分析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主要因素。

（2）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跨国公司如何选择
适当的控制模式？

（3）用课程中学到的MGRs观点分析你所熟悉
的当地政府与跨国公司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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