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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籍企業在大陸投資行為之比較研
究 

郭 淑 瓊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觀近代各國經濟發展之經驗，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長期閉關自守，在競爭

激烈的國際政經局勢中，相互間的經濟合作是減少損失增加彼此利益的最有效

方法，經濟安全與經濟利益在後冷戰時期的國際衝突中，佔據越來越重要的角

色，各國的經濟角色使跨洲性的資訊與網路聯繫亦日趨頻繁。中國大陸對外改

革開放在 1980 年代初期以吸收華僑及港澳臺投資為主，1984 年左右僅有少數

日本及美國企業到大陸投資，在 1989 年天安門事件震驚國際，歐美企業對大陸

投資的興趣急遽下降。直到 1992 年初鄧小平南巡，宣示改革開放應邁開大步向

前的政策時，外資才開始大量進入大陸。適值 1992～1995 年吸收外資快速增長

時期，中國大陸年均成長率幾達 200%。累計 2000 年底大陸吸引的全部外資協

議金額已達 7,288.6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金額為 3,701.1 億美元（中國經濟年

鑑，各年）。 

  中國大陸為了加速經濟改革，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積極尋求加入世界貿易

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而與國際經濟體系整合、積極參與國

際分工以提昇國家競爭力。值此之際大陸利用國際資源，引進技術及資金，並

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自有其影響力。總之，大陸加入 WTO 之後可能創造更多新

的投資機會，固然值得臺商密切注意並善加把握，但臺商們更應注意新形勢下

市場競爭激烈所可能帶來的經營風險，千萬不能盲目躁進，必須有周詳的投資

可行性評估。是故，企業經營成功的關鍵在於掌握充分的市場資訊做最好的準

備，選擇最佳的進入時機，而不在於進入時間早與晚或前與後。另外，基於風



險規避的考慮，有意攻進大陸市場的廠商，或可先從貿易業務著手，直接投資

活動應多採策略聯盟模式，尤其是與外商的跨國策略聯盟。於是無可避免地臺

灣和大陸在多國籍企業的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各自扮演一定份額的角色。在多

國籍企業評估下，兩岸在不同的產業的不同競爭優勢中，會產生何種國際生產

分工模式？管窺中國大陸在 1995 年以來，全力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以其產業

投資環境仍然不穩定的情況下，對多國籍企業言，其高科技產品海外技術移轉

的風險偏高，比起勞力密集產品更須慎選投資地點，因此高科技產業在大陸投

資一般產業現況及中國大陸接受高科技產品的能力，在其達成要求多國籍企業

作高科技移轉項目奏效可行後，今後我國承受大陸技術競爭的壓力將更為沉

重。而臺灣在 WTO 全球化與資訊化浪潮下，面臨不穩定的政經情勢，新一波

大陸投資熱正嚴厲挑戰「戒急用忍」政策，臺商遙望西側，不免也對中國大陸

寄以無限憧憬，在前政府推向「南進政策」未見成效後，使得臺灣在過去 20

年來的「國際化」，並未真正落實，反倒是加強深化「大陸化」。的確，依經濟

部投審會公布，2000 年 1～10 月間臺商赴大陸投資較上年同期增長 98％。 

  綜言之，在全球化發展及區域整合的大趨勢下，多國籍企業在世界上的地

位是越來越重要，掌握兩岸加入 WTO 後的大陸外資政策變化、市場開放趨勢、

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進攻大陸市場策略聯盟評估、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行

為與其所衍生的機會與挑戰，實為當前政府及企業界之重要課題，爰為本研究

之目的。 

貳、研究內容 

  本研究首先定義多國籍企業及其與大陸投資之關聯性，接著作外商投資與

多國籍企業的理論分析，並預計以當前世界兩大對外直接投資者美國及日本，

藉以深入探討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行為及投資區位之選擇。在限定的研究地

區及研究範疇內，本研究的主要內容涵蓋下列各項： 

一、多國籍企業之定義及其在大陸投資之進程 

  依聯合國貿易及發展會議解釋，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的定義是：「在兩個或多個國家建立子公司或分公司，而仍由母公司進

行有效控制和統籌決策，以從事跨越國界生產經營行為的經濟實體」（王志樂，

1996）。是故多國籍企業是現代化企業發展到國際化、全球化生產及經營模式，

也是為適應生產流通高度社會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一種企業組織形

式，是企業為適應高度複雜化的生產技術所進行之國際交換活動，及其合理有

效地資源配置之運作方式。 

  多國籍企業的初期發展的確是產生在帝國主義強國或工業發達的國家，也

在壟斷世界市場和剝削殖民地及落後貧窮國家發揮過作用。但在 20 世紀後期，

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如前蘇聯、印度和巴西；晚近的新興工業化

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韓國、臺灣及香港等，亦出現了為數不少的跨國性的多

國籍企業（王志樂，1996）。目前，世界上大部份最重要的技術創新均由多國籍

企業完成，不但推動了科技革命的進程，也深化了新的國際分工，技術壟斷越

來越為多國籍企業保持其自身優勢，是控制掌握世界經濟的基礎。多國籍企業

的直接投資可以繞過各國貿易壁壘在投資國就地生產與銷售，成為對付貿易保

護主義的有效措施，且提供投資地主國有形與無形資產，從而增進其經濟、技

術和文化的發展；加上近年來甚而擴大分支機構經營管理權限，將其子公司或

分公司之管理階層儘量任用本地人，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以至發達國家都歡迎

外來多國籍企業公司投資。 

  隨著近年中國大陸對外開放及吸引外資政策的逐漸落實，多國籍企業在大

陸直接投資的比重也日益增加。據初步統計，世界排名前 500 大多國籍企業中，

已到大陸投資者逐漸增加中，且日本、美國等著名的多國籍企業大多數已到大

陸投資，這股狂潮我等不容忽視。揆諸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辦企業是從改革

開放以後才快速進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一）第一階段是 1980 年代上半期，

屬於考察試探期，僅有極少數多國籍企業到大陸進行少量投資；（二）第二階段

是 1980 年代中後期至 1990 年代初，是進入擴大試辦期；（三）第三階段是自

1992 年至今。在經過十多年的考察和小規模試驗，越來越多的世界著名多國籍

企業到大陸進行有系統且大規模投資。從十多年來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辦企

業對其造成之影響及效益如下：（一）促進大陸產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與優



化，及新的資金技術密集型產業支柱的形成；（二）引進高新技術及提高大陸之

技術水準；（三）以先進技術培訓管理人才和技術人員；（四）促進配套企業的

生產協作及帶動關聯產業之發展；（五）充分利用國際資金建立現代化的技術密

集產業、基礎產業與多國籍企業合資經營經濟效益後，增加財政收入；（六）有

效替代進口和擴大出口發展對外貿易，有助於中國大陸外匯收支平衡；（七）提

高大陸自有企業經營管理能力，並有利於其自有跨國對外投資企業借鑒，或因

與他們合作經營而成長發展；（八）由於投資來源國基於利益考量，均願意促進

雙方政治和經濟關係，而改善了國際關係與擴大國際間之經貿合作。（王志樂，

1996） 

  當然，因有些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的過程中，可能利用中國大陸管理體

制的內在矛盾和漏洞，興辦一些限制投資的項目，造成環境污染致影響中國大

陸之整體利益；中國大陸也害怕多國籍企業以其雄厚資金收購大陸國有企業或

取得控股權；同時，以其商標替代大陸原有國產品商標，進而佔領大陸市場，

實行壟斷提高其產品價格以獲取超額利潤；也可能在同母公司或它在其他國家

的子公司的業務往來中，以比市場較高或較低的價格將利潤轉移。以上這些多

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以來所呈現之問題及弊端，日後也許陸續會有其他問題產

生，但整體而言，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確實為中國大陸帶來的利益遠大於弊。 

二、多國籍企業之理論與文獻回顧 

茲將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多國籍企業理論，以往的文獻依照時間的順序作

一回顧，俾對以往廠商直接對外投資的行為與多國籍企業的經濟活動有更深一

層的瞭解。並將之分別以 1980 年代以前有關的文獻，如 Hymer 的產業組織理

論（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Vernon 的產品週期理論（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 要 素 秉 賦 理 論 （ Factor Endowment Theory ）、 內 部 化 理 論

（Internalization Theory）與 Dunning 的折衷理論（Eclectic Theory），加以整理

如下： 

在 1960 年代以前尚無任何有關於多國籍企業與對外直接投資的理論，只有

一些研究企圖去瞭解與解釋廠商在國外的經濟活動。到了 1960 年代以後，以下



幾種重要的多國籍企業理論應運而生。 

  1. 產業組織理論 

Hymer（1960）指出廠商對外直接投資不只是資本移轉而已，還包含技術、

管理技巧、企業精神等資源的移轉；並認為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公司是處在不完

全市場當中。多國籍企業一定擁有一些創新、成本、財務與行銷等優勢，這些

優勢遠超過它在面臨地主國公司競爭時所面臨的劣勢，否則其無法克服缺乏當

地市場知識、風俗習慣差異、距決策中心遙遠等不利因素，來和當地生產者競

爭。這裡所稱的「知識」，包含了技術、管理、生產、行銷及決策等各方面的技

巧。擁有這些優越知識的廠商，可以將這些知識運用於國外的生產之中，而使

其生產成本下降，以彌補其前述之不利因素，並藉此獲得利潤。 

  2. 產品週期理論 

首先，解釋多國籍企業何時對海外投資的理論為產品週期（the product 

cycle）理論。當 Hymer 以產業組織理論來解釋多國籍企業的對外投資行為時，

Vernon（1966）運用產品週期的個體經濟理論來解釋美國多國籍企業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對外投資行為。Vernon 將產品的生命週期依序分為三個階段：新

產品期（new products）、成熟產品期（mature products）及標準化產品期

（standardized products）。產品週期理論的主要貢獻在於採取動態的觀點，說明

貿易及投資之動態的關係，並重視生產與行銷之互動。雖然這項理論可以用來

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廠商之海外投資現象，但對當前世界性跨國企業在

選擇最有利的地方從事研究發展，及最佳地點從事生產等全球性整合擴充現象

卻無法解釋。另外，此理論亦無法解釋為何跨國公司寧願放棄授權方式而採海

外投資的行為。 

  3. 要素秉賦理論 

針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情形，Kojima（1978）認為上述二種僅說明了對外

直接投資，乃歐美跨國性企業寡佔利益之延伸，並無法解釋對外直接投資亦可

能發生在一般較不具特殊獨佔性優勢的中小企業。依據 Kojima 的看法，對外直

接投資的要素除資金的移動，最主要是在於經營管理技術知識的移轉，因此他



認為造成對外投資二個基本要件為：（1）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在地主國具有發

展潛力與比較利益；（2）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在投資國生產較為不利，但在地

主國具有比較利益，並促使其在國際市場中具有很強的競爭力。因此 Kojima

認為此日本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是屬於貿易導向型（trade oriented）的對

外直接投資，而美國式的對外直接投資則大都屬於市場導向型（market 

oriented），主要是以擴展當地市場為主，其廠商至開發中國家投資只是寡佔或

獨佔勢力的再延伸，此情形正好與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相反。 

  4. 內部化理論 

Buckley and Casson（1976）主要是指出在企業內構成供給與需求的過程稱

為內部化理論。更清楚的說，乃是跨國企業的階級組織提供了相對於市場之外

的一個跨越國境交易行為的機能，且當企業察覺到在跨國交易中，於內部自成

一個供需體系所獲得利潤，大於藉著市場議價以建立生產網絡與擴大行銷市場

所能獲得的利潤時，該企業較傾向於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另外，對於技術與管

理知識等屬性之中間產品，由於具有高度之外部擴散效果。為了避免此種知識

擴散至競爭者手中，可將之內部化。而在國際間進行內部化活動時，就產生了

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行為。  

  5. 折衷理論 

  英國 Dunning（1981）嘗試將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理論與得自新興工業化

國家的新發現相結合，創造出一套折衷理論。Dunning（1998）進一步指出，在

過去的 20 年中，世界經濟朝三個特點發展。第一，在大多數的工業經濟體中，

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成為創造資產的主要財富。第二，全球運輸與傳

播科技的進步和貿易與投資障礙的減少，創造了越來越多的全球經濟活動。第

三，所謂的聯盟資本主義（alliance capitalism）的出現。越來越多的多國籍企業

致力於跨國界的合作，除了隱涵知識和其他無形資產在國際間移轉，更隱涵了

多國籍企業的經濟行為在地區別的分布。進而可知，1990 年代以來影響多國籍

企業地區分布的因素，可區分為四種型態：資源追求型、市場追求型、效率追

求型與策略性資產追求型。其特點有四：第一，空間交易成本角色的改變，反



映了跨國市場的自由程度和經濟活動特質的改變。因為這些成本的降低導致更

積極的市場追求型對外投資，更因此加強了國際間的分工。第二，多國籍企業

為了增強他們的競爭優勢所尋找到的互補性國外資產與才能，越來越多是屬於

便利知識（Knowledge-facilitating），這也就是為什麼多國籍企業的分工越來越

根深蒂固於地主國的原因。第三，為取得策略性資產投資變得越加重要。第四，

近來開發中國家的外來直接投資，主要是基於追求市場的傳統誘因，如中國大

陸、印尼和印度，或是為了獲得較低的實質勞動成本或利用其便宜的自然資源。 

三、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及吸引外資概況 

 （一）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演變 

  自從 1979 年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以來，大陸經濟與市場的快速

成長，已引起全球關注，也使大陸成為亞太地區主要資金流入國，而貿易、外

國直接投資以及國內高儲蓄率這三者之間的聯繫已經成為大陸經濟快速成長的

一項關鍵因素。 

  就大陸外資政策的發展而言，外資政策演變與市場開放進程是隨其國內經

濟、經濟體制改革與產業發展需求而調整的，其中除了「改革開放政策」外，

「鄧小平南巡」和「亞洲金融風暴」，均對大陸外資政策的發展帶來影響，從

下列扼要說明可見其充分展現其彈性、務實態度與對外交之渴望。 

1979 年 6 月大陸國務院於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提工作報告中

明列「繼續做好技術引進工作，積極利用國外資金，努力擴大出口」方針，同

年 7 月，該會議更審議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並於同年 8 月頒布實施，

該法是大陸第一部涉外經濟法律。此外，為適應改革開放和吸收外資工作發展

的需要，全國人大於 1986 年和 1988 年先後頒布《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資

經營企業法》，這三項吸收外資的基本法律和國務院及其各部委所通過的相關

實施細則和辦法，除為外商投資提供直接的法律依據外，也提供行政部門相當

大的裁量權。（蔡宏明，2000） 

  外人直接投資（FDI）之客商來源，自 1995 年以來歐美日多國籍企業逐漸

受大陸廣大市場之吸引，其所佔比重逐漸上升。其中，尤以美、日對大陸投注



資金之成長率最值得注目。回顧 1995 年時，一方面因諸多開發中國家競求國際

資本；另一方面是中國大陸對自己吸引外資之魅力信心滿滿，較嚴苛的外資政

策紛紛出籠，使得中國大陸在 1996～1997 年外資的流入增幅減少（張佩珍，

1996）。有鑑於此，中國大陸改採微調手段與個案處理等方法，希望不要再嚇跑

外商。1996 年 4 月 1 日後因新實施的外商投資進口稅收減免政策，許多外商又

紛紛大力向中國大陸投資。大陸吸收外資失利，在 1998 年東南亞金融危機爆發

後一年旋即又現出端倪，當時由於人民幣堅持不貶，對美元幣值相對鄰近國家

偏高，不利於加工出口，投資環境惡化，使得這些國家在大陸投資的廠商經營

困難，其中南韓由於本身經濟問題較嚴重，因此大量減少對大陸投資，甚至倒

閉撤資最為明顯。此後大陸吸收外資即開始萎縮。中國大陸當局一方面要挽回

由於人民幣匯率相對偏高，使出口缺乏競爭力，且沿海地區土地、勞工成本逐

漸升高，投資環境逐漸惡化的局面，一方面基於改善產業結構，及開發大西部

的政策考量，因此改弦易轍，修正其吸收外資的方向，化消極的「來者不拒」

的態度為積極主動的挑選符合其發展方向的外資，換言之，其吸收外資的重點

將是質重於量。1998 年元旦，中國大陸見外資吸引有有回落現象，即將其外資

政策快速微調，恢復大部份外商機器進口之免稅優待。1999 年 6 月 17 日國務

院批准《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將開放地區由原來的北京、上海、天津、

廣州、大連、青島等 6 個城市和 5 個經濟特區，擴大允許北京、上海、天津、

重慶、廣州、瀋陽、鄭州、武漢、蘭州、成都等經濟中心城市、商貿中心城市，

可增設一至二家中外合資、合作企業。 

中國大陸主管當局在 2000 年 9 月又宣布推行新的政策措施以吸引外資，主

要有五大內容：(一)是鼓勵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和創新。對外商投資設立的

研究開發中心，在投資總額內進口的自用設備及其配套的技術、配件、備件，

可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外國企業向大陸境內轉讓技術，可以免徵營業稅，

經批准，還可免徵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技術轉讓收入免徵營業稅；

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費比上年增長 10%以上者，經批准後，允許再按技術開

發費實際發生額的 50%，抵扣當年度的應納稅所得額。對符合條件的、已設立

的國家鼓勵類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研發中心、先進技術型和產品出口型外



商投資企業進行技術改造，進口技術、設備、配件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採

購大陸生產之設備，可全額退還該部份增值稅並按有關規定抵免企業所得稅。

其中有關研發費用可用以抵扣應繳稅額措施原為大陸對高科技產業優惠政策所

無，可說完全模仿自臺灣的《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相關規定。(二)是鼓勵外商

到中西部地區投資。對外商投資於《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錄》中的

項目可享受鼓勵類項目政策，其進口的自用設備及其配套的技術、配件、備件，

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放寬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領域和設立外商投資企

業條件，放寬中西部地區設立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持股比例限制；對設在中西部

地區的國家鼓勵類外商投資企業，可延長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期；外商投資企業

到中西部地區再投資，凡外資比例達到 25%以上的再投資項目，可享受外商投

資企業待遇；允許沿海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到中西部地區承包經營管理外商投

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三)是按照大陸加入世貿組織的對外承諾，逐步擴大服務

貿易領域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推進商業、外貿、金融、保險、證券、電信、旅

遊等領域的吸收外資。外商投資零售商業企業的地域已擴大到省會城市、直轄

市和經濟特區，外貿吸收外資的試點範圍也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放

寬。(四)是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大陸 A 股、B 股市場上市；擴大跨

國公司在大陸設立的投資性公司的經營範圍；簡化外商投資企業設立的審批手

續，對不涉及綜合平衡的國家鼓勵類外商投資企業，不論金額大小，均可在省

級政府審批。取消對外商獨資企業進口設備的價值鑒定；清理並調整不利於吸

收外資的有關政策規定等。(五)是積極探討擴大外商投資的領域和方式，完善

相關的法律規定，加快制訂鼓勵外商參與大陸企業改造和發展的政策措施，支

持和促進外商採購和兼併等多種方式參與大陸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進一步引

入技術、資金、管理經驗和經營機制，提高外商投資企業和國有企業間配套生

產與服務的能力和規模，大力發展龍頭產品的配套產業，引導國內企業進入跨

國公司全球配套網絡，促進大陸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促進技術和產品結構

調整。 

  此外，與加入 WTO 有關的是以後大陸區域性差別優惠政策在加入 WTO 後

將逐漸取消，例如過去對經濟特區、開放城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最近對中



西部地區的租稅優惠，將逐漸取消而走向統一規範，不再成為吸引外資的政策

工具之一。 

 （二）外商在大陸直接投資行為概述 

  大陸自 1979 年採行對外開放政策以來，1999 年外商直接投資方式的結構，

顯示在合同金額方面，是以獨資方式佔最大比例，合資經營方式次之；而在實

際利用外資金額上，則正好相反（見表一）。截至 2000 年為止的 22 年間，共吸

收了近 4,000 億美元的外資投入，協議外資金額 7,288.6 億美元，實際利用外資

金額 3,701.1 億美元，其趨勢大致呈現一路成長的情況（表二）。若進一步觀察

這些外資的投資方式及地區來源可發現：截至 1999 年為止，累計對大陸投資前

十五位國家（地區）無論是項目數、合同金額或實際使用金額都以香港居首，且

比重達一半以上；日本的協議外資金額雖低於臺灣，但實際使用金額則較高而居

第三；臺灣對大陸的實際投資已達 238.63 億美元，排名第四（表三）。表四列示

1999 年大陸外商直接投資主要行業，其中以製造業金額為最高，而製造業中又

以「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投資金額最高，佔了製造業金額的 15.6%。此外，

據 2000 年 12 月 13 日電子時報報導，自 2000 年下半年起，海外 IT 企業紛紛宣

布擴大在大陸投資，包括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oft）、IBM 與戴爾（Dell）

等大廠。因為 IT 企業看好大陸未來的市場，且其投資金額均相當龐大，相信未

來歐美日多國籍企業在大陸的投資（特別是 IT 產業的投資）佔外商投資的比重

將會明顯上升。（王思粵，2000） 

表一  外商直接投資方式（1999 年資料） 

                                    單位：億美元；% 

方式 項目數 
合同外資金

額 
比重 

實際使用 

外資金額 
比重 

總計 16,918 412.23 100.00 403.19 100.00 

 合資經營企業 7,050 135.15 32.79 158.27 39.25 

 合作經營企業 1,656 68.03 16.50 82.34 20.42 

 外資企業獨資 8,201 207.06 50.23 155.45 38.56 

 外商投資股份制 3 1.03 0.25 2.92 0.72 



 合作開發 5 0.5 0.12 3.84 0.95 

    資料來源：中國大陸對外經貿部網站（http://www.moftec.gov.cn）。 

表二 大陸外商直接投資概況 
                                                             單位：億美元；％ 

協議投資金額 實際投資金額 
年份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1979 年～1983 年 77.4 － 18 － 
1984 年 26.5 － 12.6 － 
1985 年 59.3 123.8 16.6 31.7 
1986 年 28.3 -52.3 18.7 12.7 

1987 年 37.1 31.1 23.1 23.5 

1988 年 53 42.9 31.9 38.1 
1989 年 56 5.7 33.9 6.3 
1990 年 66 17.9 34.9 2.9 

1991 年 120 81.8 43.7 25.2 

鄧小平南巡前 523.6 － 233.4 － 

1992 年 581.2 384.3 110.1 151.9 

1993 年 1,114.4 91.7 275.2 150 
1994 年 826.8 -25.8 337.7 22.7 

1995 年 912.8 10.4 375.2 11.1 

1996 年 732.8 -19.7 417.3 11.2 

1997 年 510.0 -30.4 452.6 8.5 

1998 年 521.0 2.2 454.6 0.4 

1999 年 412.4  403.9  

2000 年 630.0  407.7  
總  計 7,288.6  3,701.1  

資料來源：「中國統計年鑑」，各年。 

表三  大陸投資前十五位國家/地區情況（1999 年累計） 
                              單位：億美元；% 

國別/地區   項目數   比重 協議外資
金額  比重 實際使用 

外資金額   比重 

總計 341,538 100.00 6,137.17 100.00 3,076.31 100.00 
香港 184,824 54.12 3,109.57 50.67 1,547.94 50.32 
美國 28,702 8.40 526.1 8.57 256.48 8.34 
日本 18,769 5.50 351.34 5.72 248.86 8.09 
臺灣 43,516 12.74 437.74 7.13 238.63 7.76 
新加坡 8,500 2.49 333.49 5.43 148.20 4.82 
維爾京群島 2,031 0.59 204.05 3.32 93.95 3.05 
韓國 12,726 3.73 163.20 2.66 88.37 2.87 
英國 2,554 0.75 161.41 2.63 75.84 2.47 
德國 2,128 0.62 93.35 1.52 48.11 1.56 
澳門 6,418 1.88 93.09 1.52 36.36 1.18 
法國 1,583 0.46 51.13 0.83 35.82 1.16 
荷蘭 722 0.21 40.70 0.66 22.01 0.72 
加拿大 4,351 1.27 70.65 1.15 20.49 0.67 
澳大利亞 3,864 1.13 57.96 0.94 18.04 0.59 
其他 18,937 5.54 397.92 6.48 177.16 5.76 



    資料來源：中國大陸對外經貿部網站（http://www.moftec.gov.cn）。 

表四  大陸外商直接投資之主要行業（1999 年資料） 

類   別   名   稱 項目數 協議外資金額  
農、林、牧、漁業 762  147,170  
 農業 456  76,095  
 種植業 312  44,600  
 畜牧業 121  32,605  
 漁業 123  14,380  
採掘業 130  32,221  
製造業 12,042  2,533,180  
 食品加工業 744  97,638  
   糧食及飼料加工業 144  23,701  
  植物油加工業 32  13,177  
  屠宰及肉類蛋類加工業 83  9,752  
  水產品加工業 156  12,890  
 石油加工及煉焦業 49  13,884  
 化學原料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867  175,874  
  合成材料製品業 136  27,449  
 非金屬礦物製品業 737  146,533  
  水泥製造業 19  26,383  

 磚瓦、石灰和輕質建築材料製造業 312  47,587  
輕質建築材料製造業 92  14,819  

    玻璃及玻璃製品業 99  17,833  
     建築用玻璃製品業 17  2,804  
    陶瓷製品業 156  30,453  
     建築、衛生陶瓷製造 51  23,695  

普通機械製造業 485  90,447  
專用設備製造業 500  74,333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369  127,421  

   汽車製造業 181  64,423  
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 922  394,271  

   通信設備製造業 218  86,701  
   電子元器製造業 88  36,170  
   電子元件製造業 372  114,174  
電力、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116  163,519  
電力、蒸氣、熱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77  130,057  
  電力生產業 66  123,030  
  火力發電業 29  105,416  
  水力發電業 27  13,477  
  其他電業 9  4,102  
煤氣生產和供應業 27  7,325  
  煤氣生產業 12  4,241  
自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10  17,992  
  自來水生產業 10  17,992  
建築業 247  109,619  
 土木工程建築業 169  106,734  
   鐵路、公路、隧道、橋樑建築業 71  65,627  
  堤壩、電站、碼頭建築業 2  4,333  
房地產業 669  417,785  
 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 464  313,371  
社會服務業 1,474  301,680  
 旅館業 61  37,952  
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 205  111,401  

    資料來源：《國際商報》，2000 年 7 月 31。 

 

四、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陸投資行為及區位選擇之比較 



  在全球競爭的架構下，多國籍企業的競爭能力對於其競爭優勢的塑造具

有絕對的影響，一個廠商在各個不同的地區經營，相對於只侷限在某一狹窄範

圍內的經營，能夠比較好的運用其專屬資產獲取較高的利潤，是以跨國公司在

海外市場的競爭能力和經驗知識則是其重要的專屬資產。因此，外商憑藉其競

爭優勢能力，對地主國特定因素在影響多國籍企業投資區位和企業經營獲利方

面，變得越來越重要。 

  時值外商對大陸直接投資熱潮方興未艾之際，這些外商究竟如何面對高度

投資風險實現預期之獲利水準？文獻上較少有深入研究。惟今以大陸幅員遼闊

其東部沿海延伸內陸各省區之自然資源種類、質量和數量，人力資源素質，現

有資本存量及技術水準，產出規模和經濟效率，各省區間之經濟發展等有極大

差異之情勢下，各省區之生產要素價格、運輸成本、租稅優惠、土地使用費、

市場結構和群聚經濟效果等各異，對外商在大陸直接投資區位之選擇影響為

何？此一課題饒富趣味頗值得探討，然考諸文獻國內亦鮮有以中國大陸為研究

對象者。未來本研究擬實證分析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目前

囿於資料之不足，本節擬先擇要介紹多國籍企業投資區位選擇之文獻；然後再

就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陸投資行為及區位分布及發展加以說明。 

  Bartik（1985）以 1982 年在美國設置新廠的廠商資料，利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CML），實證分析州的工會力量對企業區位選擇具重要影響；租稅對企

業區位選擇決策效果不大，但其統計數據的解釋能力為顯著；區位土地面積越

大其企業座落的機率也幾乎同幅度增加；群聚效果的估計結果具有正相關且顯

著，至於工資率以及公路哩程數在各組模型中的實證結果效果並不一致，且統

計上也不顯著。 

  Culem（1988）以線性迴歸方式觀察 1969～1982 年間美、德、法、英、荷、

比等六國彼此之間之市場大小及成長率、貿易障礙、單位勞動成本、前一期出

口及其利率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行為，試圖找出影響區位選擇之因素。該研

究發現，除了美國廠商赴歐洲投資外，愈大的市場和成長率與自由貿易程度，

皆會引起廠商較大的投資意願。 

  Coughlin、Terza and Arromdee（1991）以 1981～1983 之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ITA）資料探討州特性對外國企業至美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

影響。研究結果認為某一州若具有較大土地面積、較高的每人所得及廠商密集

度、便捷之交通建設和措施，及州政府投入的獎勵海外投資之支出越高，就越

能吸引較多的海外企業直接投資；至於高工資率與高租稅負擔則會抑制企業投

資意願；而勞工加入工會比率越高，對其吸引外資卻為正效果。 

  Koechlin（1992）以 1966～1985 年美國多國籍企業對 23 個國家投資的資

料，探討投資國之社會政治因素對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該研究結果顯示，政治

風險程度較高國家較不利於投資；英語系及依賴度較高的國家比較吸引美商前往

投資。至於高勞動成本、地理距離愈遠、愈高之租稅負擔則顯著降低企業海外資

的誘因，愈大的市場將對多國籍企業的投資具鼓勵效果。 

  Wheeler and Mody（1992）利用 1982～1988 美國多國籍企業對 42 個國家投

資的官方統計資料，探討美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由其研究可知，

不同的產業類型在發展程度不同的國家，決定對外投資區位變數也有所不同。 

  Woodward（1992）亦利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CML）分析日本 1980

～1989 年製造業廠商資料赴美投資的區位選擇。日商對州的區位選擇言，主要

係考量市場因素、土地面積大小、州內勞工加入工會比率高低及是否有日本官方

代表辦事處，皆會影響其投資意願。對郡的區位選擇而言，群聚效果、人口密度、

教育水準、土地面積是吸引日本廠商前往投資之重要因素，且高失業率與黑色人

種人口數比率過高也會降低日商投資。 

  陳建勳（1994）則是國內首位利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CML）實證分

析中國大陸各省區之特性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主要以大陸之東、

中、西部三大區位，分析比較市場、勞動成本、配置效率、交通運輸及研究發

展的區位特性。該研究結果發現，以中國大陸廣大的市場，外商較偏好在中部

地區設廠投資再向其他大陸市場作幅射狀擴展，因此中部地區市場變數對外商

直接投資具顯著影響；工資係數為負但並不顯著，因此工資變數對外商直接投

資區位選擇之影響不大；代表廠商配置效率的產值稅率變數在西部地區之估計

係數符號為負且統計上顯著，表示外商投資西部地區往往著眼於其豐富天然資

源礦藏優勢，而非區域經濟配置效率；至於代表交通運輸的鐵路建設由於東、



中部地區已相當發達，因此對吸引外商投資具一定程度之影響力；由於研究與

發展將有助於提昇大陸當地企業的技術水準與產品競爭力，外商為延續自有競

爭優勢產品的生命週期，將不願意至研究發展較發達區位投資，依此研究與發

展變數為負值，且東、中部兩區域顯著，顯示研究與發展將不利於吸引外商投

資。 

  Maekawa（1997）亦利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CML）實證分析 1986

～1996 年日本電子業廠商對亞洲區域的海外直接投資之區位選擇，並探討租稅

在企業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所扮演之角色。研究結果顯示，群聚效果和

節省勞動成本之影響較小，而租稅及基礎建設的影響力則較為明顯。 

  Yamori（1998）利用 1990～1994 年日本金融業對外直接投資資料以線性迴

歸方式，針對其區位選擇作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日本金融業的海外投資區位選

擇與日本製造業廠商座落的區位有相當關聯，顯示日本金融業的海外投資主要

是針對全球化經營的日本多國籍企業提供服務，惟日本金融業的國際化仍然著

眼於其自身的利潤，會先評估其在當地開設分行之機會成本，而非盲目地跟隨

製造業廠商步調，貿然進行海外直接投資。 

  戴育祥（2000）以 1988～1997 年我國經濟部投審會歷年核准對外投資資料

整合橫斷面（國別）及時間序列，利用 Conditional Logit Model（CML）實證分

析臺商對外投資分四大區位的特性及其對外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就係數符號符合預期且顯著的數目來看，以北美洲的表現最好，其次為歐

洲區域、東南亞國家，亞洲已開發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則不理想。至於勞動成本

方面，低廉的工資對赴大陸、東南亞及歐洲投資的臺商較有吸引力；在資金成

本方面，除租稅競爭的亞洲國家外，低稅率是吸引臺商前往投資的一大因素；

在市場要素方面，龐大消費市場潛在的商機也是臺商不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基

礎建設的良窳僅影響臺商對北美洲投資意願；而群聚效果則是影響臺商對外投

資區位選擇的要素之一，但對於至亞洲已開發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投資的臺

商而言，群聚負效果是他們望而卻步的。 

  由以上區位選擇的文獻中可以看出，若國家與區域之市場愈大、廠商集中

程度愈密集、交通愈便利、自由貿易程度愈高、有普及的基礎建設、相同語系



及投資國與地主國之貿易活動越頻繁等因素，將會提高多國籍企業跨國投資之

意願。以下概括介紹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陸投資行為及區位分布和發

展： 

  (一)美國多國籍企業在大陸的投資：據統計截至 1999 年美商在大陸投資項

目已達 28,702 項，協議外資金額 526.1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金額 256.48 億美

元，僅次於香港（參見表三），而具世界各國和地區在大陸投資速度領先地位，

顯而易見；從地區分布看，美國多國籍企業投資區位以京、津、滬以及其他沿

海城市如青島、大連、廣州等地為主，主要考量區位選擇因素為，交通和通訊

發達便於以國際接軌、工業基礎雄厚容易與外國企業協作配套、人力資源技術

力量強大可為跨國經營的多國籍企業提供價廉優質服務等，不過隨者沿海投資

成本逐漸上升，較大的美國多國籍企業已有向內地轉移趨勢。 

  (二)日本多國籍企業在大陸的投資：從表三可知，截至 1999 年日商在大陸

投資項目已達 18,769 項，合同外資金額 351.34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金額 248.86

億美元，僅次於香港、美國而居世界第三位；從地區分布看，日本多國籍企業

投資主要分布在廣東、上海、江蘇、北京和遼寧等省市，而以渤海地區投資相

目最多，其主要區位選擇因素有其歷史上、地理上、和文化背景上之關聯性的

考量，則為日本諸多跨國投資的多國籍企業調整對大陸投資的新戰略。 

  (三)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據表三的統計資料可知，截至 1999 年臺商在大陸

投資項目已達 43,516 項，協議外資金額 437.74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金額 238.63

億美元，僅次於香港、美、日，居世界排名第四。截至 2000 年 7 月臺商在大陸

投資金額總計 1,299.9 億美元，從地區分布看，2000 年 1～7 月臺商在大陸投資

區位以上海為 66.69 億美元為最多，其次依序為廣東（44.29 億美元）、福建廈

門（5.79 億美元）、浙江（2.9 億美元）及其他地區（103.2 億美元），與 1999

年比較除上海直接投資持續增加外，其他地區均呈減少趨勢（Chang，2001）。

由於語言、文化的優勢臺商選擇大陸投資是其主因，而面對多國籍企業強勢競

爭壓力臺商應積極評估未來的變動趨勢、儘快評估本身是否在產品性能與價格

及服務上有足夠的優勢以因應國際競爭、積極與外商合作或策略聯盟以爭取大

陸服務業市場、臺商未來投資區位選擇可以考量以大陸重點發展的 16 個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為主。 

五、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陸投資策略聯盟之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計畫從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的現狀切入，再總結多國籍企業在大

陸投資成功的案例經驗，從而瞭解其存在的困難和亟待解決之問題，分析多國

籍企業在大陸投資行為之決定、成因、變遷及未來發展的可能面向，供今後兩

岸共同促進彼此的繁榮和促成建立完整國際分工體系貢獻之參考。大陸加入

WTO 之後可能創造更多新的投資機會，固然值得臺商密切注意並善加把握，但

臺商們更應注意新形勢下市場競爭激烈所可能帶來的經營風險，必須有周詳的

投資可行性評估。基於風險規避的考量，有意攻進大陸市場的廠商，直接投資

活動應多採策略聯盟模式，尤其是與外商的跨國策略聯盟。尤其在大陸政經投

資環境若一旦生變，臺灣經濟安全如何確保？歐美日外商之承受能力與臺商可

能有所不同？如何加強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策略聯盟進攻大陸市場之評估？

應有助於未來臺商國際化及與外商之跨國策略聯盟。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根據陳建勳（1994）以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實證分析中國大

陸各省區的市場、勞動成本、配置效率、交通運輸及研究與發展等特性，對外

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影響為基礎，對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行為及區位分布

和未來發展，採以下列方式進行： 

  第一、文獻回顧：擬利用多國籍企業的對外投資理論，依時間的先後將以

往的文獻作一歷史回顧；及針對國內外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加以引述比較。

使我們能對過去外商投資策略與多國籍企業的經濟活動，有更深一層的瞭解，

並進而探討外商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行為比較，從而分析其演變過程及成

因，而最終目的在提供臺商對大陸市場投資佈局及應採取的國際化策略。 

  第二、資料分析：有關總體經貿與投資資料之蒐集，包括大陸經貿部、中

國大陸對外經貿部網站（http://www.moftec.gov.cn）、中國經濟年鑑等所發布之

次級資料，雖然該資料在即時性與正確性有待商榷，但多少可以反映現狀及其



間之差異。或進一步運用經濟學理論探討其經濟意涵。另外也可從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及經建會亞協中心查閱已在臺灣的外商多國籍企業，蒐集他們有在

大陸投資的子公司之營運與佈局。 

  第三、案例分析：擬採取到大陸研究地區對多國籍企業的投資進行實地訪

談及問卷調查方式進行。雖然此方式在執行上的困難度較高，唯本研究希望從

各個不同角度和不同層次佐以生動案例，俾深入分析，我認為是值得嘗試的。 

  第四、總結歸納：依研究過程中蒐集之資訊加以整理分析，進而歸納出新

的事實、提出個人見解或結論。 

  總之，要具體瞭解多國籍企業在大陸投資行為的決定因素及演變過程，應

以客觀求是的態度，全面而正確地認識多國籍企業的定義、性質及其政經活動，

及在兩岸產生之利害關係和問題，嘗試進行分析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學界

對此類問題研究很少，應當說仍處於起始階段。個人希望在日後研習過程中能

研擬問卷及採當地訪談方式，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使我國與大陸經濟及國

際經濟順利接軌，從而促進兩岸經濟上的「雙贏」。 

肆、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首章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貳、多國籍企業之

定義及其在大陸投資之進程；參、整理有關多國籍企業與外人直接投資理論及

針對國內外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加以引述比較；肆、就中國大陸外資政策

的演變及吸引外資概況作一般性之論述；伍、進行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

大陸投資行為及區位選擇之比較；陸、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陸投資策略

聯盟之可行性評估。 

伍、預期成果與研究限制 

  茲簡述本研究預期成果如下：(一)瞭解大陸外資政策的演變及其影響。(二)

瞭解多國籍企業到大陸投資的進程、經驗及存在之問題。(三)大陸吸引外資的產

業別及投資來源國。(四)瞭解美、日多國籍企業與臺商在大陸投資行為及其區位

之選擇分析。(五)藉臺灣與美、日多國籍企業大陸投資策略聯盟之可行性評估，



俾穩健發展臺灣企業國際化目標。 

  本研究限制在於多國籍企業在大陸能有系統且大規模的投資方才開始，對大

陸之政治、經濟與社會之發展其影響尚未充分展現，可參考之文獻及資料不足之

情況下，本研究計畫書不免有舛誤及缺陷尚待補強，敬請 惠予批評或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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