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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区域地方生产系统的影响为主线，深入探讨了产业关联与产业
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总结国际学术界关于关联与集聚问题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专著首先讨论了产业关联的主要形
式，强调了后向关联在产生“溢出效应”中的关键作用，并着重阐述了影响关联强度的两个客观因素
：跨国公司国际战略调整和地方企业竞争力。
本专著依据“价值链”活动的视角，对汽车产业的筹供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
另外，本专著借助交易成本函数和社会经济网络理论，剖析了跨国公司在产业集群中获得的集聚利益
，以筹供关系为基础，对汽车产业共生集群现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
    笔者认为，关联与集聚问题的实质是东道区域的地方企业如何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实现“价值链
”升级，而考察它们互动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研究有跨国公司参与的产业集群中企业间关系、尤
其是筹供关系的变化。
    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的意义重大。
世界银行曾经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带来诸多好处——技术转让、管理技能、产品出口渠道等。
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差距，提升管理水平，开发出口市场，就必须以更为有
效的方式吸引直接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推动东道区域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地方生产系统与跨国公司网络产
业关联、尤其是后向关联的强度。
    近年来，以地方企业网络为特色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增加了很多发展中区域的吸引力。
正是由于提供了诸如生产系统弹性、技术外部性和社会资本等“战略性资产”，产业集群逐步演变成
吸附汽车等产业直接投资的“粘着点”。
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发展与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已成为东道区域培育民族产业竞争力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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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关联与集聚问题的理论探讨　　1.1　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关联和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综
述　　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问题不但反映了跨国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扩张的最新趋势，而且直
接关系到东道区域、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区域的产业发展问题，从而备受国际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
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
约翰·邓宁具有折衷主义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建立了传统的但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
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战略性资产”理论是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投资发展路径”
理论则深入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战略管理学得到迅速发展，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丰富了经济学
原有的分析框架。
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英国学者约翰·汉弗雷和胡博特·施密茨等人认为产业升级的实质就是
全球价值链升级。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组资源的集合，管理的任务就是随着时间、竞争和变化来更新这些资源
和关系；为了取得并保持竞争优势，公司可以通过战略联盟等形式获得其他公司有价值的资源（付小
平，2003）。
美国学者马库森较早论证了产业集聚区域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附作用，并定义了四种最具代表性
的集群，而鲁格曼和威尔伯克则依据产业集群的地理特征、组织特性、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等研究视
角，对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互动关系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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