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直接投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直接投资>>

13位ISBN编号：9787513608503

10位ISBN编号：7513608504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张岸元

页数：2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直接投资>>

内容概要

　　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国际直接投资者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投资者与政府关系的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机
制和程度，但没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产生的源泉。
只要经济的疆界与政治的疆界存在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就有存身之地，就会以其政治性、非连续性、
主观性、差异性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对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东道国政治系统与母国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
我们不能笼统讨论某国政策不确定性的状况，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具有特殊的政策稳定性含义。
决定东道国政策不确定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是该国决策政治过程的开放程度，而不是该国政治是否
民主。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如果信息对称，市场完全竞争，同时政策变动的影响范围波及所有行业的所
有投资者，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不值得投资者予以关注。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不存在上述条件。
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多期博弈来确定东道国政府政策信誉的做法，可能误导其投资行为。
而对东道国政府反常政策变动立即实施与之相对应的惩罚，往往是抑制政府政策变动的最有效工具。
从长期看，如果东道国培育了一个外资可参与的、完善的公开政策市场，那么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将
可能由于政策本身的内生化而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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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商品、市场因素对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中央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总公司的职权范围
及行政隶属关系变动频繁。
总的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部门依旧掌握这相当大的权力。
多数行业主管部门与国家外经贸部门有着同样的行政级别。
它们从中央到地方直接控制着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拥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工。
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是这些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行业主管部门对外资的态度是复杂的。
通常来说，它们会反对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自身所在行业。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原工业体系越是完整，行业垂直一体化或者卡特尔化程度越高，该行业越是倾向
于对外国资本设立较高的进入壁垒（BuckandFilatotchev，2000）。
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能通过新资本、技术资源的注入，扩大行业规模，解决本行业的诸多燃眉之急
时（比如资金短缺、潜在失业压力、国际竞争压力），这些行业主管部门也会考虑在外资政策方面采
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此外，权力的委托一代理、领导人的偏好、个人政治生涯等涉及行业领导者个人的因素，也会对该行
业外资政策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人民银行的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乃至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财政部等部门，也在外商投
资企业管理方面承担了一定的职能。
比如，在投资的初始阶段，外国投资者必须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投资验资报告，而后从工商管
理部门获得外商投资企业资格；其免税进口的设备（1996年之前）必须由海关及商检部门验放。
企业正常经营之后，进出口的结汇售汇以及利润出境必须通过外汇管理局；产品进出口由海关负责管
理；至于“三减两免”、出口退税等又必须与税务部门打交道。
　　总的来说，以上这些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在实施对外资企业的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协调一致性。
冲突是难免的，但是毕竟在这些部门之上，国务院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外资政策具有最终决定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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