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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着力于为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根植）问题提供一
个实践问题导向型的系统分析管理框架。
作为外资引进大国，我国如何更好利用外资带动和促进全国或本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无
疑是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理论与现实研究课题。
如何将跨国公司“引进来”固然重要，但如何将跨国公司“留下来”、“促发展”更为关键。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试图通过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系统性研究，识别在
多因素、多主体的综合影响下，目标冲突、冲突协调、嵌入失效、嵌入“消退”等路径机理、现实困
境和相关政策安排问题，系统剖析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的深层次机制和政策实践难题。
全书对地方政府、跨国公司等相关主体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经验启示和政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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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庆祥，男，1977年生，广东省东莞市人。
先后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在浙江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在国内多种重点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
2006年12月后就职于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当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管理、产业经济和公共政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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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现买背景　　当前，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
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东道国（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吸引外资，一者弥补本地发展资金的不足；再者，更为重要的，借机学
习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以此带动本地经济产业发展。
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招商引资策略，发展本国经济（如当初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
和新加坡就是成功例子），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地区也希望通过吸引外资来重振当地产业（如20世纪80
年代末到90年代，英国原已衰落的汽车产业通过吸引日本汽车跨国公司投资本地获得了复苏）。
　　然而，在一个资本能够进行自由地有效流动的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保证投资本地的外资不
会再次外移出去。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战略下，成功引进了大量外资，但是发现“筑巢
引凤”所形成的一些外向型加工区域仅仅是外资企业暂时落脚的“飞地”。
在不少开发区往往看到一些独立的大型外资企业的“堡垒式”建筑，它们往往只与海外母公司发生联
系，而与本地企业联系很少，甚至是“两头（采购与市场）在外”，如珠三角出现的“三来一补”工
厂。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工厂型企业，即使一些研发中心，也可能很少与当地其他机构发生联系。
这些跨国公司往往可能随着本地成本优势的下降而再次发生外移。
事实上，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少数跨国公司的外移行为。
这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且通常这种跨国公司的外移行为或
多或少地会给原投资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项后军，2003），比如劳动就业的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
下降，甚至是当地经济产业的衰退。
这些现象常常被称为跨国公司的“松脚性（footloose）”，描述的是跨国公司与当地联系少，易外移
，溢出效应有限等问题。
由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跨国公司的迁移是否不可避免，是否有可能让它们根留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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