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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战略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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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分别是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主要论题 ,但现有研究缺少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

相关性的分析。本文以中国 FDI的“引进来”部分 ( IFDI)和“走出去”部分 (OFDI)为例 ,分析中国作为东道

国引进外资时和其作为母国对外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的差异 ;并考虑地点选择因素 ,研究“走出去”的中国

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 ,以及在中国投资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区别。通过跟踪 200 家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和 40 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 (118 个项目)的

投资产业、母国和东道国信息 ,运用描述统计和卡方检验得出实证结论 :外商来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在

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上都存在差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投资行业的技术含量有显著不同 ,即跨国

公司的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存在相关性 ;但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受资源寻求动机的强烈影响 ,其到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没有体现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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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

跨国公司的进入战略研究一直是国际商务领域

的主体和热点内容 ,不管是企业的进入方式 (合资/

独资 ,新建/ 收购) 、进入规模 (大规模进入与战略承

诺/ 小规模进入与市场试探) 、进入时机 (先行优势/

开拓成本) ,还是地点选择、行业选择和进入动机等 ,

都是进入战略研究的重要论题。

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分别是跨国公司进入战略

的主要论题 ,但现有研究缺少对这两者之间是否存

在相关性的分析。本研究以中国 FDI 的“引进来”

部分 (inward FDI ,简称为 IFDI) 和“走出去”部分

(outward FDI ,简称为 OFDI) 为例来分析 :中国作

为东道国在引进外资时和作为母国对外投资时存在

哪些行业选择差异 ;然后考虑地点选择因素 ,研究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行

业选择是否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中

国投资的行业选择上有何区别。据此 ,本文得出跨

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是否具有相关性。

国内外现有的关于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文献很

少将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也没有

将 OFDI和 IFDI在一国之内结合作为分析对象。因

此 ,这一结合式的探索性研究将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

意义 ,并且对于中国背景下的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2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2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都是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

基本理论内容 ,对此一些学者已经做了部分有益的

工作。毛蕴诗等[1 ]应用包含区位选择、行业选择、时

机选择、技术选择和进入方式选择 5 方面的框架分

析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 ; Yadong L uo 等从进入模

式 (ent ry mode) 、产业选择 (indust ry selection) 、项

目地点 (p roject location) 和投资规模 ( investment

size) 4 方面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

但是 ,目前仍存在的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下 :

首先 ,关于行业选择的研究远比地点选择的研

究少 ,较长时期内 ,大部分涉及跨国公司与行业关系

的国内外研究关注的是跨国公司进入后对东道国产

业结构的影响 ,如 Buckley 等[2 ] 研究了欧美日资和

港澳台资两类企业进入分别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

响 ,Barry 等[3 ]研究了跨国公司对爱尔兰制造业产

业结构的影响。少量关于行业选择的研究也以描述

FDI 的行业分布为主 ,例如 Yadong L uo 等[ 4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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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商在华投资的行业选择从食品、电子等轻工业

出口延伸型产业转向基础设施、机械设备等支柱型

产业 ,方爱华等[5 ] 描述了我国台湾地区不同时期对

外投资行业选择和地区选择的具体变化 ,总结出从

少数地区集中投资到全球范围分散投资、从低技术

产业到高技术产业的演变趋势。

其次 ,关于地点选择的研究多数局限于地区层

次 (dist rict2level) 而非国家层次 (count ry2level) ,即

关注跨国公司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选址 ,而不是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选址。Leonard Cheng

等[6 ]和鲁明泓等[ 729 ] 都是以中国的不同省份为对象

来考察它们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 ,得出市场规模、工

资成本、优惠政策和基础设施等对 FDI 地点选择的

影响效应。Lilach Nachum[10 ] 也是从城市层面、从

集聚经济角度来分析金融与商业服务类跨国公司在

美国各城市的选址。

更重要的是 ,几乎没有研究关注跨国公司行业

选择和地点选择战略的直接相关性。但行业选择和

地点选择很可能存在关联 ,这是因为 :一方面 ,跨国

公司的不同进入动机会决定它们在不同行业进行投

资的程度 ,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与 Dunning[11 ] 提出

的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所介入的行业必然存在

不同 ;另一方面 ,不同的进入动机也决定不同的地点

选择 , Makino [12 ] 认为企业抱有资产开发利用 (as2
set s2exploiting)动机时倾向于去发展中国家投资 ,

抱有资产寻求获取 (asset s2exploring) 动机时则倾向

于去发达国家投资。因此 ,找到行业选择与地点选

择是否存在相关性变得非常必要也非常可能。

212 　研究假设

假设 1 :外资企业来华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在行业选择上有差异。

假设 2 :外商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分布和中国

对外投资企业的东道国选择有差异。

假设 3 :来自较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的外

资企业 ,在中国进行投资时行业选择有差异。

假设 4 :中国企业在去较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

国家进行投资时 ,行业选择有差异。

假设 5 :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战略和地点选择

战略之间具有相关性。

实际上 ,东道国和母国是同一个问题即跨国公

司地点选择的两个方面。通过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的东道国与中国比较哪一方发达 ,中国企业在那里

倾向于对高科技含量产业进行投资 ,还是倾向于对

低科技含量产业进行投资 ,可以得到行业选择和地

点选择的关系 ;同样 ,把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与中国

相比较 ,它们从较发达的母国来也就是到较不发达

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同样可以寻找其地点选择与行

业选择倾向的关联 ,从另一个方面获得对同一个问

题的答案。由结论可以推测 :任何一国的企业在进

行对外直接投资时 ,到较发达的国家地区和较不发

达的国家地区分别倾向于进行什么样的行业选择。

3 　研究方法

311 　样本

1)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样本。本文选择 2005 年

度销售收入前 200 名的外资企业。由于存在由来自

两个国家投资组成的双外籍合资企业 ,如乐金 - 飞

利浦、索尼 - 爱立信、贝尔 - 阿尔卡特、戴姆勒 - 克

莱斯勒、大众 - 通用等 ,依据统一的确定原则 ,将这

些企业分别算做母公司和母国各不相同的两个项

目 ,因此共有 209 个项目作为样本。

2)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样本。选择我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13 ] 中 2005 年末分别

在投资存量、境外资产和销售收入上排名前 30 名的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由于这 3 组 30 强企业存在部

分重合 ,因此样本企业的总数是 40 个 ,而不是 90

个。40 家骨干企业分别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

对外直接投资 ,最后确定计入本研究样本并纳入统

计的投资项目数为 118 个①[14 ] 。

数据来源主要是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

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中国统计年鉴》[15 ]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历年

《世界投资报告》[16218 ]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同时 ,

还访问了上述 240 家企业的公司网站 ,并对各投资

项目情况进行搜索跟踪 ;对于部分公开资料不够详

尽的企业进行了电话访问。

312 　变量

对于外商来华投资企业 ,本文检验的是产业类

别 (高技术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业)和母国类别 (较发

达国家/ 较不发达国家) 两个变量的关系 ;对于中国

对外投资企业 ,本文检验的是产业类别和东道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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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敏 :跨国公司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战略的相关性

① 本文参考Bartlett 和 Ghoshal 对企业跨国经营的界定标准制定了筛选原则 :在境外拥有生产服务设施的被选入 ;只有境外销售而没有

境外生产服务设施的 ,不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只在境外上市而没有境外生产服务设施的 ,也不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在境外进行注

册 (如在香港、开曼、维尔京等地注册)的公司虽然也可能没有境外生产服务设施 ,但根据公认的属地原则选入 FDI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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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关系。

313 　指标

产业类别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现行《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2002 年颁布) 确定。具体方法是 :首

先 ,确定投资企业的一分位门类 ,即从 A 类 (农、林、

牧、渔业)到 S 类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共 19 个门

类 ,如果属于 C 类 (制造业) ,要进一步确定其二分

位种类 ,即从 C13 类 (农副食品加工业) 到 C43 类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共 30 个种类中

的一种 ;然后 ,根据 O ECD 的标准将制造业进一步

划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两个类别 ,即

食品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造纸印刷、炼铁炼钢

金属制品和杂类等 5 类为低技术制造业 ,化学橡胶

塑料、制药、交通设备、专用仪器设备和办公计算机

电子等 5 类为高技术制造业。

国家类别选定各国的人均 GDP 作为经济发展

水平的指示。通过计算 2005 年各国人均 GDP 与中

国的比率 ,在东道国和母国研究中分别将它们划入

较发达国家地区和较不发达国家地区。

4 　分析结果与解释

1)外资企业来华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在行业选择上有差异。

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

选择差异在集中度最高的前 5 个产业中 (表 1) 已经

显现 ,除 C40 类 (通讯电子) 和 C39 类 (电气机械)

外 ,其余差别明显 :来华投资的产业以 C37 类 (交通

设备)和 C41 类 (办公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制造业) 为

主 ,对外投资的产业则以 C25 类 (石油炼焦) 、C33 类

(有色金属) 和 C32 类 (黑色金属) 等资源依赖型产

业为主。来华投资企业也有部分集中于黑色金属冶

炼业上 ,这一点看似与对外投资的集中产业一致 ,但

如果注意到来华投资黑色金属业的 15 个项目的母

公司全部为马钢、鞍钢、唐钢、广钢、重钢、珠钢、沙

钢、津西钢铁、江西铜业、北方铁业等这些地地道道

的中国企业 ,就会发现 ,这样的“港资国有企业”现象

可能是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倾斜政策和超国民

待遇的结果 ,因此 IFDI 和 OFDI 的产业选择差别就

更明显了。

　　从产业选择大类 (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

或非制造业)来说 ,来华投资中的高技术制造业比例

明显大于对外投资中的该比例 ,两个比例分别为

7511 %和 5619 % ,如图 1 所示。
表 1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前五产业比较

排序 IFDI 产业 百分比 OFDI 产业 百分比

1 C40 (通信电子) 461 4

2 C37 (交通设备) 121 4

3 C32 (黑色金属) 712

4 C41 (办公机械) 418

5 C39 (电气机械) 318

累计

7416

C25 (石油炼焦) 201 8

C40 (通信电子) 201 0

C39 (电气机械) 101 0

C33 (有色金属) 81 5

C32 (黑色金属) 81 5

累计

671 7

　　2)外商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分布和中国对外投

资企业的东道国选择有差异。

图 1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产业类别比较

　　差别体现在两方面 :

①集中度的明显差异。外商来华投资的 209 个

项目中只涉及 15 个母国 ,而中国对外投资的 118 个

项目却在多达 49 个国家地区进行 (详细国别名单见

附录) 。

②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表 2 的描述统计

显示 ,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人均 GDP 全部高于中

国 ,平均水平高达中国的 14 倍 ;对外投资企业的东

道国人均 GDP 则有高有低 ,平均为中国的 8 倍多 ;

同时两者离散度不一样 ,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人均

GDP 比较接近 ( S1 D1 = 5133) ,中国对外投资的东

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则参差不齐 ( S1 D1 = 7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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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外商来华投资母国与中国对外投资东道国的

人均 GDP水平差异

与中国的人均
GDP 比率

外商来华投资企业
(209个项目 ,15个母国)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
(118 个项目 ,49个东道国)

均值 (mean) 14100 81 43
最大值(maximum) 25100 231 35

最小值 (minimum) 1142 01 04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5133 71 57

　　由此说明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比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更倾向于在高技术制造业进行投资 ,同时外商

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因此我们推测 ,国家越发达 ,其投资越倾向于集中在

高技术制造业。

　　①　因来华投资企业的母国人均 GDP 全部大于中国 ,我们以其与中国人均 GDP 比率的平均值 14 作为分界点将其分为两类 :美国、日本、

德国、法国、英国、荷兰、芬兰、瑞典、瑞士 9 个国家人均 GDP 与中国的比率大于 14 ,为欧美日发达国家 ;我国香港地区、我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韩国、泰国、巴西 6 个国家、地区人均 GDP 与中国的比率小于 14 ,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②　因中国人口基数大 ,人均 GDP 排名与 GDP 总量排名相差悬殊 ,本研究中绝大部分东道国人均 GDP 大于中国 ,因此选择 GDP ratio = 2 作

为分界点。这样 ,伊朗、突尼斯、厄瓜多尔、泰国、约旦等人均 GDP 比率略大于 1 的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等小于 1

的国家作为一类即发展中国家 ,其数量也能和另一类即较发达国家的数量接近均衡。

3)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和来自新兴工业化

国家地区①的外资企业 ,在中国进行投资时行业选

择有差异。

从占据份额 80 %的前五集中产业来看 ,两类国

家对中国的投资产业重合部分不多 ,主要是 C40 (通

信电子) 和 C37 (交通设备) 两个产业。表 3 中 ,针对

全部 209 个来华投资项目的卡方检验更加有力地说

明了这一点 : P 值为 01003 显著 ,说明欧美日发达国

家和以亚洲为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对中国进行直

接投资时 ,两类国家的产业技术选择是有明显差异

的 ;同时 ,每个单元格内的计数都大于 5 ,显示了该分

类数据适合进行卡方检验。卡方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3 　外商来华投资的产业类别与母国类型

的相关性检验

国家类别

新兴工业化
国家

欧美日
发达国家

Total

产业 非制造业 16 6 22

类别
低技术制造业 23 7 30

高技术制造业 75 82 157

Total 114 95 209

　　以投资项目数为纵坐标的分群条图 (见图 2) 更

加直观地显示了这一点 :发达国家在非制造业和低

技术制造业的投资都少于新兴工业化国家 ,但高技

术制造业的投资却多于后者 ,说明来自发达国家的

外资企业的确更倾向于对高技术制造业进行投资 ,

即产业选择和东道国选择具有相关性。

表 4 　卡方检验结果

Value df
Asymp . Sig.

(22sided)

Pearson Chi2Square 111761a 2 01003

Likelihood Ratio 121292 2 01002

Linear2by2Linear

Association
91367 1 01002

N of Valid Cases 209

　　注 :“a”: 0 cells ( 010 %)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 han 51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101 00.

图 2 　不同类型国家来华投资的产业选择差异比较

　　4)中国企业去较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投资和去发

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 ,行业选择没有差异。

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进行的产业选择和地点选

择的相关性分析 ,出现了和外商来华投资企业不同

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中国对较发达国家地区和发

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产业一直到前七都是完全一致

的 ,除家电、纺织等优势产业外 ,大量集中在石油炼

焦、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产业。因为前七产

业累计占总体大部分份额 ,所以这种一致性已经很

能说明问题。
表 5 　中国对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 ②

投资产业前七比较

排序
对较发达国家

投资的产业选择
百分比

对发展中国家

投资的产业选择
百分比

1 C40 (通信电子) 311 9

2 C25 (石油炼焦) 917

3 C33 (有色金属) 917

4 C32 (黑色金属) 813

5 C39 (电气机械) 619

6 C17 (纺织业) 516

7 C36 专用设备) 412

累计

7614

C25 (石油炼焦) 411 3

C39 (电气机械) 171 4

C32 (黑色金属) 101 9

C33 (有色金属) 81 7

C40 (通信电子) 81 7

C17 (纺织业 ) 61 5

C36 (专用设备) 21 2

累计

95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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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中 ,针对全部制造业的 118 个对外投资项

目的卡方检验进一步说明 : P 值为 01426 ,不显著 ;

考虑到分类数据中有单元格计数小于 5 而采用确切

概率法校正 ,Fisher 值同样不显著。这说明 ,产业选

择和地点选择没有相关性 ,即对于中国对外投资企

业来说 ,不管是到较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还是到发展

中国家进行投资 ,其选择的产业类别没有明显差异 ,

都集中在前述几个同样的产业中。表 7 为卡方检验

结果。
表 6 　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类别与地点选择

的相关性检验

国家类别

发展中国家 较发达国家
Total

产业 非制造业 2 6 8

类别
低技术制造业 12 24 36

高技术制造业 32 42 74

Total 46 72 118

表 7 　卡方检验结果

Value df Asymp . Sig. (22sided) Exact Sig. (22sided) Exact Sig. (12sided) Point Probability

Pearson Chi2Square 11 705a 2 01 426 01460

Likelihood Ratio 11750 2 01 417 01460

Fisher’s Exact Test 11584 01481

Linear2by2Linear

Association
11 687b 1 01 194 01225 01 125 01053

N of Valid Cases 118

　　注 :a . 2 cells (331 3 %)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 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3112.

b. The standardized statistic is 211299.

　　以投资项目数为纵坐标的分群条图 (见图 3) 更

加直观地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企业不管是在高技术

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上 ,其对外投资

都是投入到较发达国家的比发展中国家的多一些。

也可以说 ,中国企业不管是去较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投资 ,产业选择上都是高技术制造业多于低

技术制造业 ,也多于非制造业 ,产业选择和地点选择

没有相关性。

　　①　Dunning 曾如此归纳 ,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1998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也以此为基础对 FDI 动机进行了认定。

图 3 　中国企业到不同类型东道国进行投资

的产业选择差异比较

5)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战略和地点选择战略之

间具有相关性。

推而广之 ,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战略和地点选

择战略到底有没有相关性 ? 前面以外商来华投资企

业作为样本的分析是有的 ,但在以中国对外投资企

业作为样本的分析中这一相关性又不存在。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比较特别 ,其投资行业和投资动机高度集中。中石

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中化工、中航油、五矿集

团、有色集团、宝钢、鞍钢、首钢、中钢等中国骨干企

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高度集中在石油炼焦、黑色金

属、有色金属等几个资源类产业上 ,在 FDI 的 4 个

主要动机[19 ,20 ] ———市场寻求 ( market seeking) 、资

源寻求 ( resource seeking) 、战略资产寻求 ( st rate2
gic2asset s seeking)和效率寻求 (efficiency seeking)

中① ,自然资源寻求成为中国企业的最主要目的。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哪些国家和地区

能够满足这一资源寻求动机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

投资就倾向于在哪里进行 ,所以在不同的地点选择

中没有体现出行业选择的显著差异。因此 ,关于跨

国公司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的相关性 ,外商来华投

资企业母国的分析结果 ,不管从数量还是代表性上

都更有说服力。

5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首先体现在独特的研究路径

上 :将 IFDI 和 OFDI 在一国之内对比、将跨国公司

的行业选择战略和地点选择战略结合起来进行研

究 ,证明两者是存在关联的。由于采用了东道国与

母国的人均 GDP 比率作为指标 ,该研究结果可以扩

展到中国之外 ,对任何一国在接受比自己发达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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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投资时给出了一个行业选择的初步结

论。

综合本文研究结果 ,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和中国

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选择差异明显 ,外商来华投资

企业更倾向于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进行投资 ;外商

来华投资的母国和中国对外投资的东道国也存在明

显差异 ,来华企业母国的人均 GDP 水平更高且更接

近。外商来华投资企业行业选择和母国类型的显著

相关性表明 ,较发达国家的确更倾向于在中国进行

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行业

选择和地点选择缺乏关联 ,不管是去较发达国家还

是较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均集中在资源型行业上 ,

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缺口和中国企业的全球

寻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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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05 年 209 个外商来华投资的 15 个母国(地区)

国家 (地区)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中国香港 47 2215 2215 221 5

中国台湾 34 1613 1613 381 8

美国 31 1418 1418 531 6

日本 31 1418 1418 681 4

韩国 23 1110 1110 791 4

德国 11 513 513 841 7

新加坡 8 318 318 881 5

荷兰 7 313 313 911 9

法国 6 219 219 941 7

芬兰 3 114 114 961 2

瑞典 3 114 114 971 6

英国 2 110 110 981 6

巴西 1 015 015 991 0

瑞士 1 015 015 991 5

泰国 1 015 015 1001 0

Total 209 10010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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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个中国对外投资项目的 49 个东道国(地区)

国家 (地区)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中国香港 21 171 8 171 8 118

澳大利亚 10 81 5 81 5 2613

美国 10 81 5 81 5 3417

伊朗 6 51 1 51 1 3918

俄罗斯 4 31 4 31 4 4312

厄瓜多尔 4 31 4 31 4 4616

印度尼西亚 4 31 4 31 4 5010

巴基斯坦 3 21 5 21 5 5215

哈萨克斯坦 3 21 5 21 5 5511

韩国 3 21 5 21 5 5716

阿联酋 2 11 7 11 7 5913

澳门 2 11 7 11 7 6110

法国 2 11 7 11 7 6217

加拿大 2 11 7 11 7 6416

南非 2 11 7 11 7 6611

尼日利亚 2 11 7 11 7 6718

日本 2 11 7 11 7 6915

泰国 2 11 7 11 7 7112

突尼斯 2 11 7 11 7 7219

印度 2 11 7 11 7 7416

越南 2 11 7 11 7 7613

阿塞拜疆 1 01 8 01 8 7711

安哥拉 1 01 8 01 8 7810

巴西 1 01 8 01 8 7818

波兰 1 01 8 01 8 7917

续表

国家 (地区)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朝鲜 1 01 8 01 8 801 5

丹麦 1 01 8 01 8 811 4

德国 1 01 8 01 8 821 2

哥伦比亚 1 01 8 01 8 831 1

荷兰 1 01 8 01 8 831 9

柬埔寨 1 01 8 01 8 841 7

马来西亚 1 01 8 01 8 851 6

美属北马 1 01 8 01 8 861 4

蒙古 1 01 8 01 8 871 3

孟加拉 1 01 8 01 8 881 1

秘鲁 1 01 8 01 8 891 0

缅甸 1 01 8 01 8 891 8

瑞典 1 01 8 01 8 901 7

苏丹 1 01 8 01 8 911 5

委内瑞拉 1 01 8 01 8 921 4

西班牙 1 01 8 01 8 931 2

叙利亚 1 01 8 01 8 941 1

意大利 1 01 8 01 8 941 9

英属开曼 1 01 8 01 8 951 8

英属维尔京 1 01 8 01 8 961 6

约旦 1 01 8 01 8 971 5

赞比亚 1 01 8 01 8 981 3

智利 1 01 8 01 8 991 2

中国台湾 1 01 8 01 8 1001 0

Total 118 1001 0 1001 0

Correlation of Industry Selection and Location Choice of MNE

Chen Limin
(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hool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China)

Abstract : Indust ry selection and location choice are bot h t he main topics of MN Es’ent ry st rategy ,but t here is lit tle study on whet her t hey are

correlative or not .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IFDI and OFDI as examples ,and studies t he differences on indust ry selection of China between when

China’s att racting invest ment and when China’s investing abroad. Furt hermore ,considering t he location choice ,it studies whet her t he indust ry

selection of Chinese firms going abroad to developed count ries is different f rom t hose to developing count ries , and whet her t he indust ry selection

of MN Es f rom developed count ries to invest in China is different f rom t he indust ry selection of t hose f rom developing count ries. Through t racing

t he invest ment indust ry ,home count ry and host count ry of IFDI top 200 firms and OFDI top 40 firms (118 invest ment project s) of China ,t his

paper draws empirical conclusions by using t 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t hod and Chi2square test :t here are discrepancies in bot h indust ry selection

and location choice between IFDI and OFDI ,and t 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echnological content between IFDI indust ries of developed

count ries and t hose of developing count ries ,which means t hat MN Es’indust ry selections are correlative wit h location choices. However ,t here

are no differences on indust ry selection between Chinese firms wit h OFDI to developed count ries and t hose to developing count ries because of

st rong resource2seeking motivations in China’s OFDI.

Key words : indust ry selection ; location choice ; MN E ; correlation ; st 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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