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国际商务运营 

 

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非重点章节，整体考核分值大约 6 分左右。 

 

第一节  国际商务概述 

 

考点一  国际商务的概念、类型及特征  

 

（一）国际商务的概念 

国际商务是指为满足个人或组织的需求而进行的跨国界交易的商业性经济活动。 

 

（二）国际商务的类型与特征 

1、国际商务的类型 

（1）国际贸易 

（2）国际直接投资 

（3）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特许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国际信贷及融资

等活动。 

 

2、国际商务的特征 

（1）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综合反映 

（2）以进入和开拓国际市场为目标 

（3）复杂多变、风险大 

 

考点二  国际商务的主体-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法律组织形式 

（1）母公司 

母公司通常是指掌握其他公司的股份，从而实际上控制其他公司业务活动并使它们成为自己附属公司的公司。

母公司通过制定方针、政策、战略等对其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母公司通常本身也经营业务，但又

区别于纯粹的控股公司。 

 

（2）分公司 

分公司是母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没有独立性，不是法人。分公司没有自己独

立的公司名称和章程，其全部资产都属于母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母公司对其债务负无限责任，分公司

的业务活动由母公司主导，它只是以母公司名义并根据它的委托开展业务活动。 

 

设立分公司的优点包括： 

 ①设立手续比较简单。 

 ②可享受税收优惠，由于不是独立核算法人，其亏损可以在母公司税前利润中扣除，利润汇出不缴纳

利润汇出税。 

 ③便于管理。 

 ④在某些方面受东道国管制较少，东道国对该分公司在该国以外的财产没有管辖权，因此分公司在东

道国之外转移财产比较方便。 

 

设立分公司的不利之处包括： 

 ①对母公司的不利影响。注册时须披露信息，不利于业务保密；母公司对分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退出时不能与其他公司合并，只能出售资产。 

 ②对分公司的不利影响。受母公司严格限制，难以发挥创造性；在东道国被当作外国公司看待，开展

业务有困难。 

 ③对母国的不利影响。常会引起母国税收的减少。 

 

（3）子公司 

子公司是指按当地法律注册成立，由母公司控制但法律上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的企业机构。子公司自身是

一个完整的公司，有独立的名称、章程和行政管理机构；能独立支配财产，自负盈亏；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开展

业务。 

 

设立子公司的优点包括： 

 ①有利于开展业务。 

 ②融资比较便利。 

 ③有利于进行创造性的经营管理。 

 ④有利于收回投资，可以采用与其他公司合并或出售股份的形式收回投资。 

 ⑤有利于母公司开展合理合法的避税活动。 

 

（3）子公司 

设立子公司的不利之处包括： 

 ①手续比较复杂。 

 ②行政管理费用比较高。 

 ③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4）办事处 

办事处是母公司在海外设立企业的初级形式，是为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而设立的一个非法律实体的机构，它

不构成企业。 

办事处登记手续简单。办事处只能开展一些信息收集、联络客户、推销产品之类的活动，不能在东道国从事

投资生产、接受信贷、谈判签约等业务。 

由于不能直接在东道国开展业务，办事处不必向所在国缴纳所得税。 

 

 （二）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式 

▲出口模式：包括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 

▲合同模式：包括许可经营、合同制造、管理合同、技术协议、服务合同等 

▲投资模式：主要是指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 

 

1、出口模式 

出口模式包括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两种形式。 

（1）间接出口 

间接出口是指企业通过设在本国各种外贸机构或国外企业设在本国的分支机构出口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间接出口的有利因素是可以以很少的投入有效地增加企业的产出；而不利因素是企业通过间接出口的方式进

入国际市场的潜力很小，控制海外营销活动的能力极为有限。 

 

（2）直接出口 

直接出口是指企业把产品直接卖给国外的最终用户，而不是通过国内的中间机构转卖给国外顾客。 

这种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①要求企业有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有专人负责出口营销的管理工作。 

 ②与间接出口相比，直接出口投资较多、风险一般也比间接出口大，但回报也较高。 

 



 ③直接出口弥补了间接岀口的缺陷。 

企业从事直接出口活动可以为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对调整经营战略、占领国际市场、

树立企业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④直接出口要求企业投入的资源多，对企业内部专业人才和管理水平的要求也比间接出口高得多。 

 

（3）出口型进入模式的利弊 

从宏观角度来看，出口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一直受

到各国政府的鼓励。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为了打破国内市场限制，打开新市场，增加销售额，提高利润率，以

及进行扩张奠定基础。 

 

出口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国际生产相比，出口缺少灵活性和发展潜力； 

其次，出口对营销活动的控制也较差； 

再次，出口容易遭受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限制； 

最后，用出口模式来实现低成本优势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民族冲突和恶性事件的发

生。 

 

2、许可模式 

（1）许可模式的概念 

许可模式又称技术授权，是指技术许可企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技术受许可企业提供必需的专利、商标

或专有技术的使用权以及产品的制造权和销售权。受许可企业应支付使用费，并承担保守秘密等义务。 

 

许可模式的主要方式是许可贸易。许可贸易是本国专利权所有人、商标所有人或专有技术所有人（许可方）

向国外企业（被许可方）授予某项权利，允许其利用许可方拥有的技术制造、销售该技术项下的产品，并由被

许可方支付一定数额的报酬。 

 

（2）许可贸易的分类。 

从授权的内容看，许可贸易有三种基本类型：专利许可、商标许可和专有技术转让（许可）。 

 

根据使用技术的地域范围和使用权的大小，许可贸易可以分为： 

 ①独占许可，这是指在一定期限和区域内，被许可方对许可证协议下的技术享有独占使用权，许可方

不在该时间、该地区使用此技术，也不向第三方转让。 

 ②排他许可，这是指在一定期限和区域内，除了被许可方可以使用许可证协议下的技术之外，许可方

自己也可以继续使用，但不得将这项技术再转让给第三方。 

 

 ③普通许可，这是指在一定期限和区域内，许可方除可以自己继续使用外，也可以将许可证协议下的

技术转让给第二方使用，还可将这项技术转让给第三方。 

 ④分许可，这是技术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指技术被许可方还可将其被许可使用的技术转让给第三

方使用。 

 ⑤交叉许可，这是指技术交易的双方通过许可证协议相互交换各自的技术使用权，一般不收取费用。 

 

（3）许可模式的主要优缺点。 

许可模式的优点有： 

 ①进入市场的风险较小，要求企业的参与程度和资源投入都较低。 

 ②有利于利用被许可方的市场网络。 

 

许可模式的缺点有： 

 ①这种模式限制了企业对国际目标市场容量的充分利用，企业并未真正地融入外部市场。 



 ②许可方有可能失去对国际目标市场的营销规划和方案的控制。 

 

 ③许可方在控制被许可方保证质量和服务标准方面将受到许多限制。 

 ④技术转让可能制造出自己的竞争对手，从而使技术出让方处于不利地位。 

 ⑤许可方还有可能因为权利、义务问题陷入纠纷、诉讼，使企业得不偿失，事与愿违，耽误企业的国

际化进程。 

 

3、国际直接投资模式 

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设立包括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收购原有企业只是改变一家企业的所有者，对现有资产

进行重组。而新建会导致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新建企业需要进行大量的筹建工作，速度慢、周期

长，与收购相比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不同，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独资和合营两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