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
排名

上次
排名

公司
营收（百万美

元）
利润（百万美元） 国家

1 2
沃尔玛（WAL-MART 

STORES)
476294.0 16022.0 美国

2 1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ROYAL DUTCH SHELL)

459599.0 16371.0 荷兰

3 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SINOPEC GROUP)

457201.1 8932.1 中国

4 5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432007.7 18504.8 中国

5 3
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407666.0 32580.0 美国

6 6 英国石油公司（BP) 396217.0 23451.0 英国

7 7
国家电网公司（STATE 

GRID)
333386.5 7982.8 中国

8 9 大众公司（VOLKSWAGEN) 261539.1 12071.5 德国

9 8
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256454.8 18198.2 日本

10 12 嘉能可（GLENCORE) 232694.0 -7402.0 瑞士



2000年1月至2010年2月，日立、住友等八家日本汽车

零部件生产企业为减少竞争，以最有利的价格得到汽车制造
商的零部件订单，在日本频繁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互相协
商价格，多次达成订单报价协议并予实施。价格协商涉及中
国市场并获得订单的产品包括起动机、交流发电机等13种，
经价格协商的零部件用于本田、丰田、福特等品牌的20多种
车型。

2000年奔驰在中国市场属于典型的纵向价格垄断，其

利用自身主导地位，对售后市场的零部件价格以及维护保养
价格进行控制。2014年4月，中国汽车维修协会首次发布的
汽车“零整比”数据中，奔驰旗下C级车轿车零整比是国内
所有车型中最高，达到了1273%，这意味着一辆奔驰C级车
零部件总价，能够购买12辆新车。





自2014年8月1日起，捷豹路虎中国对旗下在售的路虎
揽胜加长版5.0V8、路虎揽胜运动版5.0V8以及捷豹F-TYPE

敞篷版全系车型进行厂商指导价的下调，这几款车型的厂商
指导价平均下调了20万元。其中揽胜加长版5.0V8SC巅峰版
的官方指导价将由现在的359.8万元降至329.8万元，下调幅
度达到30万元。

中国的反垄断之剑越来越锋利

2015年2月10日，美国高通公司宣布，已同意向中国发
改委支付60.88亿元（约合9.75亿美元）罚款，了结为期14

个月的反垄断调查。这一罚款数额创造了中国反垄断调查的
历史之最。”



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兴经济体立场的现实主义视角



导 言

 在多个国家拥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
机构

 全球战略
 全球一体化经营策略



跨国公司是现代企业全新的生产组织形
式和资本国际扩张的重要载体，是世界经济
和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主体之一。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和经济
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跨国公司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
同时，也主导了生产国际化进程，扮演着世
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



 跨国公司规模与实力

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从1990年的3.5万家
扩张到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的8.1万家；其
所控制的外国子公司也从15万家增至81万家；

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外国子公司占有世界
总产出的1/3、全球工业生产的4/5、国际贸
易的2/3、国际技术转让的70—80%以及国际
直接投资的90%。



 跨国公司的作用与影响

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了
财富的来源和分配结构，甚至改变了国家权力
的构成和运行过程。

因此，跨国公司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联
系日趋紧密。



（二）跨国公司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正毅(2009)从“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
要素流动与作为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
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
的关联性四个方面界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
架。

王帆(2005)和李巍(2009)则分别介绍了国际政治
经济学框架内结构学说和国际组织学派的典型观
点。



上述研究一方面指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体框
架，并搭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国际投
资、国际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的联系，但是却忽视
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上述国际经济活动主体——跨
国公司之间的关联。而事实上正是基于跨国公司的
迅猛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才逐渐衍生为一门
独立并且日益发展的学科。



 1975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罗
伯特.吉尔平出版《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对外直
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对外直接投资研
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

吉尔平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受权力和财富
双轮驱动，国家权力和跨国公司恰好是这两种力
量的典型代表，在这两种力量推动下国际经济交
往进一步强化，但同时国际力量不平衡格局也日
益凸显。



 苏珊·斯特兰奇(2012)突出了安全、生产、金融
和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并分析了这些不同结构
与主权国家及非政府单位(主要指跨国公司)之间
的互动联系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跨国公司正
成为这四大结构性权力的通道并对主权国家权力
的发挥和行使产生重要作用。

例如，在安全和生产结构中，随着生产的国际
化，发达国家面对战争选择会更加谨慎并倾向通过
跨国公司攫取财富而非战争手段。



 吉宓(2007)对吉尔平和斯特兰奇两人的政策主张
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斯特兰奇对跨国公司快速
发展下主权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完
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特征，吉尔平为代表的主
流学派对该问题的合理借鉴则进一步促进了人们
对跨国公司影响的认识。

 如果说斯特兰奇是从更加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研究
跨国公司，格里科和伊肯伯里(2008)则试图从更加
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他们从政府与
经济关系的角度，即从权力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角度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问题进行了分析。



余万里(2003)首次提出了跨国公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概念并梳理了部分学者的看法。他将跨国公司和国际
政治经济学称作是在世界经济重大变革背景下催生出
来的一对“双生子”，这种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国内理论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研究仍显滞后

余万里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在国际范围内迅猛发展
的时期为界，总结了在此前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跨
国公司相关研究的理论分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
三大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



自由主义范式强调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活动中
的作用，特别是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

现实主义研究范式认为，政治决定经济，国家
是跨国公司海外活动的支持者，而跨国公司则是母国
实现本国政治目的的经济和外交工具。

激进主义范式研究多侧重于跨国公司在不发达
国家的活动对这些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仍
存在理论、历史和实践上的局限性，激进理论在80
年代后的解释力日渐式微。



由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到母国和东道
国双方利益上的分配，因此母国和东道国均会对跨
国公司施加影响使其满足自身利益，跨国公司政治
经济学本质上还是利益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不过在
边界上由国内转向国际。而同时，政策效应也不断
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和区位选择。

钟飞腾(2010)分析了分配效应的政治经济学
和政策效应的政治经济学这两大命题对直接投资
的影响，又由于跨国公司被看作是直接投资的载
体，因此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理解跨国公司的政
治经济学内涵。



上述理论研究所解决的是企业投资动机、投
资方式和区位选择的问题，不涉及对经济现象
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的探讨，更不可能在政治
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透过现象揭示资本国际扩
张的本质。

（三）现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现代意义的跨国公司起源于欧美工业发达
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理论和学术界也从根本上
主导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研究。

 西方跨国公司投资理论



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技术信息化
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过程中，跨
国公司更加快了资本国际扩张的步伐，将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
布局中，并以此构筑起日渐完善的全球生产体
系或全球价值链。

进入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
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
冷战局面的彻底终结，也使此前长期存在的两
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快速统一。



吉尔平明确指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是美国国
家实力扩张的结果，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国家
实力因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吉尔平更加明确地
指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只有联系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政治体系的来龙去脉才能得到
理解。

表面看来，跨国公司构筑全球产业链的过程就
是资本不断跨越国界追逐利润的企业经营行为，是纯
粹的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是纯粹的经济运行层面的
问题，与政治或国家权力因素无关。但事实上，美国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关于市场力量和国家权
力相互关系的系统理论研究。



理论上，从最近30年来我国对于跨国公司问题的
研究文献来看，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对跨国公司的经典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全球战略以及经营管理的评介和
总结上，鲜有文章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加以研究。实践
上，忽视跨国公司带来的风险，同时无法给出于成长
中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保障与支持。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和政策实践上更多地
将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视为企业自发的市场力量
，忽视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资本国际扩张的重
要载体，忽视了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是服务于其国家
利益的战略考量，忽视了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本质上
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



如何认识市场力量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如何处理
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如何支持
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不仅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
题，而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对外
直接投资国，并连续十几年成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
多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之下，国内对跨国公司的理论
和政策研究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
体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践的现实。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立场，从现实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视角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
进行基础框架分析：

（1）主导国际分工进而操控全球财富分配
（2）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淡化跨国公司“国籍”
（3）跨国公司与母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4）构筑有利于跨国公司扩张的全球制度安排
（5）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作用的再认识
（6）政策建议



一、主导国际分工进而操控全球财富分配

跨国公司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依其价值链
增值方向进行全球区位选择构筑国际生产体系，极
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看到，在国际分
工不断深化---从产品分工转化为要素分工---的基
础上，跨国公司不仅主宰了资本、人力和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也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分配。在增加世界
总产出的同时，跨国公司也操控了全球财富分配。



（一）主导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转化为要素分工

 国际分工的发展变化

 国际分工的新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
原来的以国家为主体、以产业为界限的产
品分工形式逐渐被一种新的分工形式所取
代，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生产要素为
界限的要素分工形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
逐步建立和完善，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趋势的加
强，产业链的诸多环节越来越具有空间上的可分性：
处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从资源最优配置出发，在
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有利的区位进行相关产业链的生产
布局，使得传统的主要以产品和产业为界限的分工，
逐渐演变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内部某个环节或某个
工序的分工，即要素分工（产品内分工，产业链分工
，价值链分工）。



区分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的一种新型国
际分工类型，基本涵义是某种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
不同工序或区段，在空间上分散化地展开到不同国
家和经济体进行。其中的“产品”指最终产品或资
本品；“生产过程”既可以比较狭义地理解为包括
若干加工工序环节的制造过程，也可以广义理解为
“从原料到消费者”、包含产品设计、品牌管理、
制造、流通等环节的大“生产”概念。

 要素分工的含义



 要素分工的实质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即跨国公
司相关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布，已经不再局限于一
国甚至几国的地理范围，而是以对跨国公司有利的
所有经济体为势力范围，实现研发、设计、采购、
制造、组装、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全球配置和
网络化经营与管理。跨国公司不仅要从各国生产要
素（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的质量和成本差
异中降低成本进而获得利益，而且要通过培育全球
范围的协同优势增强其对全球不同市场的影响力与
控制力，全面提升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以攫取超额
利润，并最终转化为母国的国民财富。



（二）通过要素分工操控全球财富分配

跨国公司依靠强大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
行渗透和控制后，便可以通过转移价格、避税、技
术垄断、产业链封锁等复杂方式造成一个不可逆的
不利于东道国的局面，即东道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中从事经营活动，但却利润微薄，例如菲
律宾的种植业、中国大陆的加工业，甚至伊拉克的
石油采掘业。跨国公司仅需支付要素价格（如劳动
力成本），即可拿走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超
额利润，使东道国不能获得应有的利润。



 “微笑曲线”认为一国收益取
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事例1：中国加工制造的“芭比娃娃”在美国
市场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
口价仅为2美元，其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
费，65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
只得到35美分的加工费。美国市场零售价和
进口价相差的7.99美元被美方作为“智力附
加值”拿走。



事例2：中国企业组装苹果手机所获利润仅占
整机利润的1.8%，ipad更低至1.6%，绝大部分
利润最终流向居价值链上游的美国苹果公司。

中国从苹果公司挣了多少钱？



其实，这种状况绝不限于苹果。据测算
，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中，仅有不到一半是
源自本国的贸易增加值创造，出口的每1美元
中，只有不到50美分真正流入我国企业。

2012年我国出口手机预计突破10亿部，占
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但巨额利润都归属
国外巨头，中国靠生产获得的利润不到2%。



 “微笑曲线” 展示的制造
业利润微薄并不是普遍现
象，在全球的维度会发现
众多反例。

例如，瑞士钟表制造业以及德国制造业
都是利润丰厚的部门。瑞士钟表作为高新技
术早已经是19世纪的事情，目前瑞士手表的
主要部件来自中国和日本；德国制造业也不
都是高新技术产品，主体还是以德国中小企
业生产中、低等技术产品为主。



事例1：台湾制造业；

事例2：新西兰乳制品产业；

事例3：智利乳制品产业



因此，跨国公司在控制以要素分工为基
础的全球价值链后，支付给东道国的仅仅是
要素价格，换取了对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所
产生的超额利润的分配权。跨国公司操纵要
素价值链的附着利润，把要素利润保留或转
移给母国以促进母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在经
济全球化条件下，为资本重新安排国民福利
的去向奠定了基础和条件。



二、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淡化跨国公司“国籍”

（一）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跨国化指数”(Transnationality Index，TNI)

(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
数/总雇员数)/3×100%；综合评价的是企业全球化
的深度,说明的是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生产和销
售活动占有多大份额，跨国化指数越高,企业的全球
化程度越高。



由于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国外生产和
国外销售额的增长都明显快于其总额的增长
，所以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化指数呈现不断
提高的趋势。

世界100家非金融类大型跨国公司 平均的
跨国化指数1990年为51%，2000年为55.7%。
2006年为61.6%。



 “国际化指数”（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

“国际化指数”=海外子公司数 /子公司总数×100%

综合评价的是企业全球化的广度,说明的是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布在多少国
家和地区进行，即经营和利益所覆盖的范围，
所以这一指标也称“地区分散化指数”，即跨
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国外分布广度的量化反映。



据UNCTAD的统计数据，2006年所有行业和部门
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为70.1，即全部子公司的70%设在
国外，平均分布在海外41个国家和地区。

这还没有充分反映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
，因为除了拥有在海外直接控制的子公司和分公司外
，跨国公司还拥有其他各种形式的投资，例如组建战
略联盟，实行供应制和分包制等，如果将这些计算在
内，其跨国化和国际化指数会更高。



 “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

美国宝洁公司称其为“全球化公司”而不仅仅
是美国公司；

日本东芝公司称其为“地球内企业”；

瑞士的ABB公司定位自己为“处处为家的全球公司”；

美国IBM把自己定义为“全球整合的企业”；

上述情况表明，跨国公司的跨国化和国际化程度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可见，大型跨国公司已
成为当今名副其实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表现形式。



（二）跨国公司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高度集中

尽管资本越来越跨国化，绝大多数跨国
公司从事的全球化经营生产出的产品“国籍
”日益模糊，但资本的国别特征依然清晰，
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仍
然高度集中。



 资产所有权

据UNCTAD统计，2001年1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海外
子公司资产占其总资产的42.6%，2007年增加到56.8%。

资产所有权表明跨国公司的跨国化程度明显提
高，但并不意味着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的资产归外
国投资者所有。其产权始终是控制在母公司手中的
，不然就不成其为子公司了。在当今股权高度分散
化的情况下，占有15%的股权足以实现对子公司的控
制。至于母公司则是掌握在母国的大投资者手中，
包括母国大银行、基金公司、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
他企业和个人大股东手中。



 管理权和决策权

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数目越来越
多，地区分布越来越广，为了对当地市场的变化快
速做 出反应，跨国公司实施了本地化战略，其中包
括在东道国聘用一些管理人员。

应该看到，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
依然掌握在本国人手中，其子公司所聘用的东道国
管理人员则必须服从母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意志，忠
实执行公司高层决策，即以不影响公司的资产所有
权和管理权由本国人掌握为限。



虽然跨国公司会刻意淡化和掩盖自己的国
家属性，但如果观察其股东构成、治理框架、
高层管理者的来源甚至肤色和教育背景就会发
现国别特征明显。



 跨国公司研发当地化？

斯蒂格利茨：垄断是一切利润的源泉。跨国公
司所具有的垄断优势（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
，如产品差异、特定的营销技巧等；来自要素市场
不完全优势，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管理经验等
；来自企业规模效益的优势）是其获得超额垄断利
润的来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不能轻易跨出国门”。

因此，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研发活动，尤其是高端研发

活动都在母国国内进行，尽管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研发
中心开始设立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但是所从事的研发活动
基本上属于高端技术的低端研发环节。



因此，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产品国
籍趋于模糊的现象下，必须看到跨国公司的资本国别特
征依然仍然清晰。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根本目的是获取
超额利润，除公司本身外，其母国是最大的利益攸关者
，跨国公司的国籍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不论苹果公司在世界多少国家生产和销售产品，它
总是要把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总
部也设在美国，主要研发中心也保留在美国，与母国政
府保持着紧密关系，即保留着公司的美国“国籍”。



三、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中指出，跨
国公司扩展是美国国家实力扩张的结果。

吉尔平认为，美国在欧洲和全球的政治地位为
美国的跨国公司向欧洲和全世界扩张奠定了基础；
反过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也为巩固美国实
力提供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撑。



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组织，跨国公司从诞生起就
与国家权力如影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
义进入到国家垄断时期，国家权力和跨国公司的结
合更加密切。

一方面，跨国公司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实力支配
着国家的内外政策，推动着国家权力向着有利于自
己的方向运转；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以国家为其利益的总代
表，受到国家的全力维护和支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
阶段，尽管出现了一些超巨型跨国公司，其经营规
模甚至超过一些中等国家，但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
的结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维护有利于跨国公司发展的制度，也是巩固最有
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安排，即美国跨
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国民财富的补
充，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跨国公司带动母国国民财富水平的提升

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跨国公司之所以把资本投
向国外，是因为那里可以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利润。

UNCTAD数据显示，2011国际直接投资收益率在全
球的平均水平为7%，其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
投资收益率分别为8%和13%，高于发达国家的5%。

正因如此，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
活动占美国全部利润的一半。



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分工，构筑全球价值链，把
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当
中，并通过操控财富分配，在带动东道国经济繁荣
的同时，把主要利润转回母国，这对于改善母国国
际收支状况和提高母国国民财富水平大有益处。

据UNCTAD统计，2011年，总量21万亿美
元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共创造了1.5万亿
美元的利润，其中2/3被汇回母国，平均占经
常项目收支的3.4%。



因此，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支撑一
国国民财富的除了本土企业的贡献外，跨国公司的
海外利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情况还可以从在华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转
移利润加以说明。2007年，中国国统局“利用外资与
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在所谓调
查的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这些
企业每年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款损失达
300亿元。



（二）跨国公司为美国霸权提供物质基础

 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元和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所经营的战略物资

美国石油公司对能源市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美国的控制下，二战后石油一直以充分供应和低
廉的价格为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的再
次复兴提供了引擎。

同样，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跨国公司操纵的
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也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促进
因素之一 。



应该看到，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实力
及其对外扩张的动力格外强大，它在全球
扩张的市场中获取到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
其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这是美国成为
超级大国的深厚经济基础。



（三）母国政府为跨国公司提供制度保障

 对内，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格局并非新自由主义
所宣扬的共同遵守同一规则，而是执行有利于本
国企业自由竞争的规则，对外国企业则通过非贸
易壁垒、投资审查、税务法规等各种高超而巧妙
的方法尽量排除。

德国有对大众公司的专门立法，确保大众的利
益在德国高于其他外国汽车企业。

在美国通用公司破产重组后亟须提供市场份额
的关键时刻，美国国会发起了对当时在美国拥有最
大市场份额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安全性责难。



 对外，发达国家为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
制度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
主义，大大放宽或取消了对企业的管制，激发了企业
经营的活力，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进一步向海外
扩张；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
的推行，更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快速扩张创造了十分有
利的条件。“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发展中国家的自
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恰恰是为发达国家的跨
国公司打开了大门。



吉尔平：“国家，特别是大国，制定了每个企业
和跨国公司必须遵循的规章，这些规章一般反映了占
主导地位的国家及其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这实质上就是“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所在，
即政治框架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可能性。

不容否认，跨国公司作为企业仍然是以利润最大
化是其最高目标，因此母国与跨国公司之间也有内部
矛盾。但是，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利益总体方向一致，
这种矛盾是在国家总体上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前提下产
生的，在二者的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即便跨国公司
成功避税，分享其利润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本国
利益集团，并且扩散给母国国民。



四、构筑有利于跨国公司扩张的全球制度安排

跨国公司的国际制度安排是关于跨
国公司运营方面的规则总和，既有统一
的规则，也有区域的差异，总体上反应
了在政治上具有主导性权力的国家对跨
国公司的利益诉求。



（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广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植入

跨国公司给母国带来利益的机制非常清
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是对跨
国公司最为有利的理论基础，而“华盛顿共
识”的形成与推广,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
论转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
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使之成为全世界
公认的法则，但自身进行经济保护和妨碍自由贸易
方面采用非常隐晦和高明手段，隐蔽且行之有效；

强调跨国公司的经营给东道国带来的经济繁荣，
避而不谈在利润分配上的扭曲；强调跨国公司在
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避而不谈对东道国
本土企业的抑制；

 培养被灌输了这些理论的东道国精英，各种方式游
说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一旦接受了洗脑，东道国
政府便失去了对跨国公司的区分和防御能力。

 模糊跨国公司的国别属性，掩盖国家权力和市场
力量的关系；



新自由主义经过多次实践，从未取得满意的结
果，包括俄罗斯、拉美国家以及无数有新自由主义
倾向的发展中国家的灾难和痛苦就是最好的例证。

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国家致富的
原因。

英国，美国

日本，韩国



（二）国际制度安排

与跨国公司最密切的是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WTO的
升级中所包含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与贸易
相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完
全不对等状态，这两个协议就等同于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在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保护。

即便如此，这两项协议在很多方面为发达国家保护本
国市场留有后门，如允许在经济安全、健康、环保、产品标
准等方面对市场进行干预。例如，欧盟在产品标准上非常苛
刻；美国则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如华为、联想）在美国的投资；等等。



经济发展史表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在走上富裕
道路之初都是靠利用别国现成技术，而今天知识产权
保护成为确保跨国公司竞争力的有力武器，被发达国
家所利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要求发展中东道国要给
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而这即便今天在发达国家自己
也未曾真正实现。发达国家自己达到了富裕成功的顶
峰之后，通过制定国际制度安排，为避免其他后进国
家的追赶而踹掉了上来的梯子 。



五、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作用的再认识

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的确可以把发展中东道国
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带来初始的经济繁荣，
这对东道国的经济条件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这些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之后，若主导产业
被跨国公司控制且不能把利润留在国内，则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会停滞不前。充分理解跨国公司对发展
中东道国的影响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一）跨国公司与产业控制

垄断优势既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也是它们对
东道国实施产业控制的手段和方式。跨国公司源于垄断优势
以股权控制、技术控制、成本控制和品牌控制等方式控制国
外经营，借以控制东道国产业。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78年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70年墨西
哥外国控制的企业占其制造业总销售额的28%，其中，烟草
业占80%、橡胶业占84%、电机业占79%、化学业占67%、非
电气机械业占62%。

英国学者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认为，跨国公司
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显示了跨国公司拥有相当大的经
济和非经济力量，并在寡占性市场结构中会导致过高
的价格和超常的高收益等。



 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问题亟待关注

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统计，
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
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
产控制权。

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已占有60%以上
的份额，而在汽车电子、发动机零部件和摩托车配件
等高技术含量领域，外资控制企业亦高达70%以上；
汽车制造行业橡胶轮胎，法国米其林和新加坡佳通轮
胎等外商独资和已被外商控股的轮胎企业，其产能与
产量已占我国轮胎占有中国汽车轮胎市场80%以上
…… 



1990—2004年，外资企业从中国汇出利润高达
25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2008年估算，中国GDP总量
中有约40%是外资创造的。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跨国公司通过主导国
际分工将中国限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只能获取很低
的要素报酬；控制中国主导产业，将大量利润汇回
母国；挤压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国
民福利的流失；等等。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权贵相互结合

 20世纪80年代后的菲律宾；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

 总体而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无法改变不利局面。



六、政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的主要趋势。但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
预测并未实现，我们看到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预测的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成为事实。

新兴经济体既可以是跨国公司的受益者，也可能成为是
猎物。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带来的资金技术，新兴市场经
济体的资源禀赋得以释放；另一方面，如果产业被外资控制
，利润被抽离东道国，则新兴经济体则会陷入如拉美和东南
亚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繁荣，但还没
有成为富裕国家。目前，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下降，更要求我
们应理性和清醒地对跨国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利
益和国际规范的政策。



 对跨国公司的认识上与时俱进；

 重视借鉴国际经验；

 重视国家经济安全；

 改善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评价考核标准；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跨国公司在给东道国带来繁荣的同时，把利润
转移给更强大的母公司及其母国。新兴市场经济体
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制定上
能够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以国家权力对峙国家权
力，充分保护和发展民族企业，为本国企业提供优
先的发展环境，确保本国资源禀赋所带来的超额利
润留在国内，才能避免国家经济主导权的丧失，实
现国家的繁荣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