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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汗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商被吸纳成为全球生产和供应网络中的一员，然而，尽管发展中国家企业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不再说单纯的原材料供应商，但是残酷的现实表明，它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
而获得根本改善，因此，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小题设人能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发展中
国家政府、企业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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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生产组织模式变革　　1.1.1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争议的过程。
姑且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是非曲直，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反映了当代
世界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程度加深的客观现实。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中断为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也曾经达
到过相当大的规模，甚至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商品贸易占世界总产出的比例也没有能够恢复
到1913年的水平。
因此，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至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绝对和相对规模都取得
了惊人的增长，但仅凭这些定量数据并不足以展现当代经济全球化与以往时代之间质的差别。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其性质、形式还是影响范围与驱动因素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
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度一体化　　1913年之前，世界经济以“浅层一体化”为特征，主要是通过独立企业之间的
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本投资组合的国际移动来显现。
而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协调的、“深度一体化”的世界里。
“深度一体化”将世界经济联系扩展到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层次，并提高了有形和无形的贸易水平。
各国国民经济之间的连接，也因此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及其组建的网络内跨边界价值增加活动的影响
（Gereffi，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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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改
变，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有效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企业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
的热点问题。
　　本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力问题的三种主要理论分析视角（全球网络视角、本地网络视角和企
业能力视角）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识别了各种分析框架之间的联第与分野。
　　本书以集群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两个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力相关的理论模型，即“网络
视角下的集群企业能力构建模型”和“能力视角下的集群企业升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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