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国际化经营战略

考点 3 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国际化经营★★★

一、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与概念（3 个角度）

1、产品内国家分工

（1）概念

是用以描述产生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种特殊分工形式的术语，体现特定产品不同的生产环节在地理空间

上分散到不同国家（地区），由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跨国家（地区）生产的一种生产组

织形式。

（2）特征

①产品生产环节分解为多个过程

②生产环节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进行

③至少一国（地区）使用了进口产品生产并出口使用了该进口产品的产品

2、全球生产网络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用以描述跨国企业运用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非股权安排等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

分工，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联关系。

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跨国企业的价值链，不同跨国企业价值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全球生产网

络，因而全球生产网络具有明显的地理分散特征。

3、全球价值链

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定义：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和服务价值而链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国企业

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材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

包括了所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伙伙

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

二、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全球价值链构建

1、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角色定位（4 类）

（1）领先企业：

①全球价值链通常由领先企业主导

②领先企业拥有产品、技术、品牌、营销渠道、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具有较强的营销力

③领先企业灵活运用企业国际化经营三种主要方式—贸易、直接投资、非股权形式，以获得增值

（2）一级供应商：

一级供应商可以通过其拥有的非核心极速创新以及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相对较高的地

位与增值价值。

（3）其他层级供应商：

其他层级供应商由于缺乏对关键资源的掌控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的地位，也只能

获得较低的价值增值。

（4）合同制造商：

存在于全球生产网络中，它们能够为领先企业提供除关键环节设计和营销外的配套服务，具有一定的技术能

力，能够承接一定的技术生产

2、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5 种）

（1）实现方式（3 种）



①通过领先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子公司或分支结构，海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与

国内剩余的生产环节共同构成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

②领先企业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市场机制获取其生产环节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③领先企业是通过非股权方式与分布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供应商进行合作

（2）模式类型（5 种）

①科层型价值链

当产品的生产规格不易编码、产品结构非常复杂、又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供应商时，领先企业最可能采用

的分工模式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或新建适宜的供应商，在企业内部设立产品制造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

▲必须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各种复杂的生产活动及其交易

▲为了提高企业组织、协调和管理分散在全球各生产环节的运营，往往要求构建诸如人力、财务和运营管理

等“总部功能”来管理。

②市场型价值链

如果产品规格编码容易、产品结构简单、领先企业具备从完全独立的分散在各国的企业获得服务或服务于这

些企业的能力时，将产生市场型分工模式。

②市场型价值链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模式适合标准化产品，能够以一种简单的市场交易方式在采购方与供给方之间交换诸如价格、规格和质

量保证等商品或服务的信息。

③俘获型价值链

当产品规格和结构的复杂度都很高，为减少内部分工模式难以避免的交易复杂程度，领先企业会寻求一些自

身核心能力不强的供应商进行“锁定”，因而产生了俘获型分工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要对供应商提供清晰的、已成文的指示，并在必要时提供技术支持。

▲在领先企业明确的调控下，才能生产出满足复杂规格需求的产品。

▲在这种分工模式中，供应商向其他类型价值链或其他领先企业转换的成本很高从而选择停留在已有价值链

中，即被“俘获”

▲俘获型的供应商的生产活动通常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企业间的联系通过领先企业的主导权来控制，同时也为被“俘获”企业提供了获取更多资源和市场机会。

④模块型价值链

模块型分工模式产生于对复杂产品的规格进行编码的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当产品结构具有模块型特征，

可以通过减少零部件之间的差异性而实现对零部件、产品、过程等规格的标准化，从而降低信息编码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

▲模块分工模式可实现全球价值链协调成本最小化、选择和更换供应商便利化

▲标准化意味着领先企业能够获得定制产品，而不必与供应商发生复杂的交易

⑤关联型价值链



如果产品规格难以编码，交易复杂且供应商的能力较强时，将产生关联型分工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买卖双方必须要对那些难以编码的知识进行传递，且竞争力较强的供应商可以分为领先企业提供具有

竞争力的辅助性功能，从而形成相互依赖。

▲复杂而难以描述的信息交换通过高频率的当面交流或高度明确的调控来实现的，这使得关联双方向其他类

型价值链或其他企业转换的成本也很高。

三、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

1、企业升级的类型（4 种）

（1）工艺升级

（2）产品升级

（3）功能升级

（4）价值链升级

一般认为，企业升级遵循从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价值升级的循环渐进法发展进程。

2、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与企业升级

相关研究从参与领导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角度考察，发现不同的分工模式对于四种升级类型有着

不同的影响。

（1）在科层型价值链中

跟随企业由于能够快捷的通过内部技术扩展和知识转移获得领先企业的现成资产，其工艺升级很快能够发生

（2）在俘获型价值链中

被“俘获”的企业能够通过旨在提高效率与部分产品改进的知识共享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

（3）在关联型价值链中

领先企业选择可以与自身建立长期供应关系的供应商。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分工关系中，跟随企业的工艺升级

和产品升级可以在领先企业的协助下在短时间完成。

（4）在模块型价值链中

模块型供应商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构建与领先企业的供求关系，因此，早期难以获得领先企业的现成资产，工

艺升级与产品升级较为缓慢。

但模块型供应商一旦形成了与领先企业的供给关系后，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领先企业的产品供应获取对方的益

处；另一方面可以基于自主核心能力发展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最终成为领先者。

（5）在市场型价值链中

与模块型供应商相类似，市场型供应商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早期难以获得领先企业

的现成资产，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较为缓慢。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占据价值链高端位置或者建立自主价值链。

企业应依据自身能力与产业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分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注重在分工合作中，最终实

现升级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