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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资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服务于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两大政策方针，是重要的地理学研究前沿。本文系统评述了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定义、

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数据和方法，发现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践建立起的经典理论还不足

以解释中资企业行为。相比于快速发展的中资企业跨国研发活动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存在

着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未来应发扬地理学多尺度研究的优势，综合分析企业研发国

际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机制；发扬地理学重视区域差异的优势，开展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资企

业研发国际化的异质性研究；发扬地理学重视实地调研的优势，综合多种方法和数据的相互

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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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发国际化（R&D internationalization）是指跨国公司把研发机构融入到东道国或全
球网络中，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技术研发的行为，可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合作研发
等多种形式实现[1-3]。研发国际化起源于19世纪瑞典科学家兼企业家诺贝尔在其专利的基
础上建立的Alfred Nobel’s Dynamite Companies。但除此家企业之外，更多跨国公司选
择在母国生产知识和技术，然后通过技术转移来使其适用于海外的销售和生产[4-6]。直到
20世纪90年代，知识和创新的过程日益呈现出全球多中心化的特征，跨国公司的海外研
发扩张活动快速增长，以获得顶级的科技资源。继营销和生产国际化之后，研发国际化
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化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7]。

近十年来，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强度日益增强，中资企业研发国际
化蓬勃发展[8]。然而，与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Advanced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
es）相比，中资企业具有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
es）特征：根植于全球创新格局中的赶超区位（Catching-up location）或外围区位（Pe-
riphery location），母国内没有全球卓越创新中心（Excellence center）作为技术支持 [9]；
研发国际化为获取异质性技术知识资源，技术知识的流动多为海外子公司向总部流动
（Reverse technology flow） [10]；企业不仅对发达国家投资，也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
国家投资，研发国际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11]。鉴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复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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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宜对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讨。
迄今为止，国内经济地理学者从地缘战略、制度视角和关系视角等审视中资企业对

外投资的空间过程和作用机理[12-18]，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投资、交
通和区域发展的关系[19-23]。然而，针对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地理学探讨相对有限[24,25]。
因此，本文拟从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数据和方法等方面综合评述中资企业研发国
际化的现状，并预判未来地理学关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研究方向。

2 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国际投资管理、企业研发管理和企业战略管理学者试图解释企业海外研发与生产等
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以及研发中心之间的管理结构，为研发国际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全球价值链与研发国际化

国际投资理论主要从微观尺度上论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区位选择，其
中海外研发中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环节之一，主要探讨海外研发中心的区位选择与
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关系。邓宁折衷投资理论认为区位选择受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投资
动机的影响。海外研发中心的建立与技术的获取密切相关，即具有技术和人才的地方是
研发中心的首选地，这是母国取向（Ethnocentric）和多中心取向（Polycentric）的区位
选择逻辑[26]。相比而言，Uppsala学派的国际投资过程模型中，区位选择方式是全球中心
取向（Geocentric）和地区中心取向（Regiocentric）。该模型将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视为
公司逐步发展国际业务的过程，缺乏本地知识是国际化运营的主要障碍。企业按照投资
链的顺序逐渐调整其在投资国的业务：无规则的出口、通过独立代表出口、销售分支、
生产和研发中心的建立，因此更易在已经建立生产环节的区位建立研发中心[27,28]。

新的全球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生产的标准化和专业化，很多跨国公司不再包含所有
环节，而是通过离岸分包等形式将生产环节剥离。全球商品链 （Global commodity
chain）、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s） 和全球生产网络 （Global production net-
work）理论将管理学、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融合在一起，解释了生产和研发
环节在地理上分离，设计和研发等技术和价值含量高的环节保留在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
内部，而生产环节则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由本地企业承担[29-31]。然而，来自全球生产区位的
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行为对这些理论产生了一定的质疑，理解中资企业研发区位与现
有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商品链、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空间格局与管理机制的互
动关系，成为全球商品链、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理论研究新的创新点。
2.2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治理、全球创新网络与研发国际化

除了研发环节与生产环节之间的关系外，学者还探讨了研发中心的类型和全球管理
结构。Kuemmerle根据分支机构的功能和研发类型，将研发中心划分为两类：母国基地
扩张型 （Home- base- augmenting），和母国基地开拓型 （Home- base- exploiting） [32]；
Gassmann和Zedtwitz基于市场和技术两种动因，将研发中心分为四种类型：国家财富、
市场驱动、技术驱动和全球化研发中心[33]。跨国公司研发组织结构研究关注跨国公司内
部研发中心之间的网络层级（Hierarchy）、分工和知识流动。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
段 [34]：第一阶段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讨论从母国R&D中心到分支结构的技术扩散，分支机构对技术进行修正以满足
当地市场的需要[35]。第二阶段为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学者主要研究不同国家、部门、
产业的研发国际化差异，例如Taggart用向心、离心差异描述国际化战略的不同[36]。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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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为90年代，研发中心国际化的研究集中在管治结构类型的建立和完善。相关研究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的考量：技术诉求与市场诉求、中心化与分散化、母国内集中与国
际化分散、内部研发与外部资源吸收。Bartlett和Ghoshal根据市场差异，将研发国际化
管理战略分为四类：集中服务全球（Central-for-global）、地方服务地方（Local-for-lo-
cal）、地方联合开发（Locally linked）和全球研发开发（Globally linked） [37]。Brockhoff
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结构归为三类：① 星型或中心-边缘型。公司总部的研发中心
作为中心，是创新的主要执行者，另有若干海外研发机构，其重要职能是进行技术搜
索，将公司技术向海外转移或围绕子公司所服务的市场条件进行产品开发，海外研发机
构间很少发生联系；② 多区域能力中心，公司总部有中央研究院，海外有多个区域性能
力中心。区域性能力中心由若干研发机构组成，相互之间有密切的协调关系，为地方性
市场或全球市场进行研发，或以接近知识中心为目的，进行某种基础研究或基础性应用
研究，区域性能力中心间联系很少，活动由中央研究院协调；③ 全球互连型研究组织机
构。中央研究院与所有海外研发机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协调的全球性研发网络 [38]83-107。
Gassmann等将技术创新国际化的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五种：本土集中化、地区集中化、多
中心分散化、中央研究院和整合的研发网络[33]。

美国管理学者Dieter Ernst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创新网络（Global in-
novation network）的概念，全球创新网络是以跨国公司为出发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
内搜寻知识资源为己所用，在创新过程中，与企业外部的用户、供应商、大学或科研机
构等行为者建立起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关系的网络化组织。全球创新网络具有不对称
性，其所创造出的全球知识地理格局也是不对称的，形成了全球四种级别的创新中心：
美国硅谷、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全球卓越中心；色列、台湾等先进区位；中国北京、上
海、印度班加罗尔等赶超区位；中国、印度的二线城市等新外围区位[39]。然而，来自赶
超区位或新外围区位的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行为会遵从星型、多区域能力中心还是全
球互联型组织结构？其区位选择和研发行为会对既定全球创新网络产生何种影响？中国
案例研究将为跨国公司内部研发资源组织和全球创新地理格局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

3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内容

目前关于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呈现，相关的专著书籍
尚不多见。Brockhoff 的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8] 和 Belitz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ome Recent Trends》 [40]等国外专
著分别对发达国家企业和新兴国家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现象进行了追溯。其研究主要基于
专利数据从国家层面进行较为宏观的分析，几乎未涉及中资企业的深入研究。国内学者
陈劲早在2003年《创新全球化——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范式》一书中对中资企业技术创
新国际化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基于此提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发
展规律和管理要点，富有前瞻性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和积极探索[41]。这些工作为进
一步深化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些研究或未涉及中资企业
的案例研究，或数据资料较为陈旧，已难以解释日新月异的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现象和
作用机理[42]。

鉴于此，本文主要集中于相关学术论文的梳理和总结，及时且全面了解把握国内外
关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实证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作者在Web of Science上以 Internation-
alization of R&D、Globalization of R&D、Foreign R&D、Offshoring R&D、Global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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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Global innovation作为一级检索关键词，以Chinese或Chinese firms作为二级检索关键
词，在中国知网上以研发国际化、海外研发、离岸研发或创新国际化为一级检索关键
词，以中资企业、中国企业或中资跨国公司为二级关键词进行搜索，剔除不符合条件的
条目后共得到相关文献119篇。

从研究主题的时间演进来看，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践背景相一致，国内外关
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研究始于90年代末，一直到2010年，在此期间相关研究主要为
基于“现状-问题-对策”的事实描述性文章。虽有学者对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因
素和发展模式等进行初步研究，但关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却集中涌现在
2010年后[7,25]。根据这119篇文章的其他关键词统计，动因、进入模式、区位因素和创新
绩效是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实证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3.1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动因

现有实证研究均肯定了技术驱动是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重要动因。中资企业既可
以通过和国外企业或研究机构进行研发项目的合作接近国外的研发环境，接受正向知识
溢出，从国外对中国的技术转移中学习，获得国际研发的前沿技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
技术资源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拓展和增强公司潜在的技术能力，也可以通过设立技术
检测点、判断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提高公司对未来的预见性[43]。

学者关于市场驱动在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重要性则存在分歧。杨震宁等通过对通
讯行业、家电行业、食品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中6家典型的中资企业进行跨案例研究后
发现市场开拓和信息获取是中国研发国际化的两大驱动力，市场开拓的重要性不亚于技
术获取[44]。而景劲松等学者通过对国内25家企业研发国际化情况的分析认为，与发达国
家跨国公司相比，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还处于起步期。以技术搜索和基于项目的技术
学习是其主要战略动机。由于中资企业大部分还只限于在国内市场经营，只有部分领先
企业正对欠发达国家市场进行开拓，所以市场因素对中资企业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因
素[45]。Minin等通过5家中资企业的案例研究得出了与景劲松等相似的结论，对于拥有较
强技术基地的中资企业而言，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可能是海外研发向先进国家扩展的第二
重要动力[46]。

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动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学习和逐渐深入的过程。Chen
等将中资企业的海外研发活动划分为初始、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47]：在初始阶段，企业
主要任务就是监测国外先进技术，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发展阶段，企业既
要注重先进技术的吸收，同时又要根据东道国市场特点，偏好进行本土研发来开拓东道
国市场；在成熟阶段，实现资源互联互通，服务全球市场成为企业海外研发的主要动
力。Minin等则通过5家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案例研究表明伴随着中国研发国际化的逐
步成熟，其动机也将从单纯的技术追寻向市场开拓方面调整。在研发国际化初期阶段，
大多数中国公司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较低，在这一阶段吸收利用外部技术知识，增强母国
科技创新能力往往是中资企业进行研发国际化活动的最初动机。而随着技术能力的不断
提升，东道国市场竞争参与的深入，实现产品和工艺在海外市场的本地化，以获取国际
竞争优势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形成与技术搜索并存的状态[46]。
3.2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进入模式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进入模式主要包括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合作研发。企
业的进入模式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行为，由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
对最终企业海外研发活动的成败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48]。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是中资企业比较常见的进入方式。早期中资企业技术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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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短时间内模仿目标企业的独特组织资源，利用内部资源开发新技术较为困难，此时
企业海外进入多采用并购的模式，原因在于并购的一个重要优势是进入新技术领域的速
度非常快，能够帮助企业快速超越组织学习边界，重新再造企业，打破现有组织学习和
研发管理实践[49]。而近些年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更多中资企业海外研发机构倾向于自建
模式为主，并购模式为辅[50]。相比于并购，绿地研发投资模式需要的资金较少，风险更
小，同时能够实现对企业已有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已有的竞争优势，学习东道
国的先进技术、吸纳当地的研发人才，从而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51]。

合作研发是指企业与海外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行业组织甚至竞争对手在研发
方面的合作行为。在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快速增长的需求同企业落后
内部研发之间存在矛盾，为了有效地处理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中资企业很早就采取了
全球性技术战略，例如加入国际技术标准组织、与全球参与者进行联合研发，弥补有限
的全球知识资源获取权力，对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52,53]。Duysters等在研究新兴跨国
公司国际化过程中发现，海尔集团很早就注重利用其技术基础与众多国外领先企业开展
合作研究项目。这一过程不仅为海尔提供了全球技术发展的领先知识和经验，并且为其
缩短技术追赶路径提供了跳板[54]。

企业技术水平、海外研发经验和东道国政策制度环境是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的
主要影响因素。企业技术、经济资源越丰富，对外技术依赖程度越低，国际化经验越丰
富，即企业既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又能应对东道国研发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这种
情境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自建研发机构以避免核心技术丢失[2]。反之则以合作为主来整合
东道国的资源。而政治关联可以调节企业技术资源与海外进入模式的关系，即相对于没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治资源会弥补技术资源的不足，使企业海
外研发中更倾向于自建研发机构[55]。因此，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进入模式也是动态发
展的过程。
3.3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区位因素

受投资动因的驱动，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东道国各种要素禀赋状况，跨国公司选择
不同的研发区位。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研发国际化的区位选择首先基于其主观动因，
市场驱动型的海外研发机构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接近东道国生产基地的区位；技
术驱动型的海外研发机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接近竞争对手、著名大学或研发机
构的位置[56]。此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址，母公司创新能力越
强，研发国际化也会选择在靠近在顶尖科研中心等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57]。

东道国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和开放程度等对中资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显
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对于研发人员成本的影响看法却并不统一。陈衍泰等学者认为研发
人员成本对于中资企业海外研发区位选址有着显著的消极影响[58]。而王小燕通过研究发
现中国海外研发企业主要动力是为了获取知识，知识远远高于工程师成本的吸引力，所
以研发人员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59]。而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水平既吸引中国跨国公司进
入，又调节了研发人员成本过高和海外经验不足与区位选择之间负向关系。除了企业自
身特征和东道国要素，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空间和制度文化差异同样影响企业区位选址
决策。早期对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心理距
离”会影响企业海外研发的选址[53]。而国内学者把国家距离细化为文化、制度、经济、
地理四个方面，通过对中资企业长时间的分析研究发现中资企业研发投资倾向于选择与
中国存在较小文化距离、较大地理距离的东道国，并且制度距离和经济距离过大或过小
都会对海外研发企业区位选择造成消极影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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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创新绩效
综合所选文献发现，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很关注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

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作用机理、调节因素等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分析探讨。首先，针对
两者关系，大多数研究认为中资企业的海外研发活动显著促进了母公司创新绩效提升；
而Hsu等学者的实证分析则发现，企业研发国际化与其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最
初，随着研发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资源限制以及全球管理和协调研发活动的成本增加会
对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效益最终会超过成本，从而实现公司创新绩效的全面提
升[61]。此外，关于研发国际化如何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一些学者认为海外研发机
构通过逆向溢出效应将发达国家技术知识转移到母国公司，而国内公司会加大国内研发
投入提高其吸收和利用海外先进知识的能力，以便将外部知识其与现有知识进行整合实
现创新水平的提升 [62]。而部分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进入模
式、所有权和技术水平的差异也会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63]。已有文献证明研发国
际化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而一些潜在因素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基于中国

“后来者”国家的特点，企业研发能力、吸收能力、国际化经验及高管素质是被探讨较多
的因素。一般而言，前三个因素正向调节海外研发和创新绩效的关系，而高管素质对于
不同动机的海外研发行为存在着差异化影响[3,64,65]。
3.5 小结

综上所述，现有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研发国际化的动因
（Cause）、过程（Process）和结果（Consequences）。作为研发国际化的后来者，中资企
业研发国际化行为呈现出渐进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动因分析中，由于中资企业
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局限和不足，海外先进技术资源获取仍是中资企业早期研发国际化
其主要驱动力，而随着中资企业的不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开拓、服务东道国乃至世
界市场则会成为其向前发展的动力；进入东道国时，随着企业核心技术优势的建立，国
际化研发经验的丰富，自建模式进入更能够满足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有保护核心技术的需
要；区位选择时，受海外先进技术获取的驱动，并结合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因素，目前中
资企业仍主要布局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上，大多数研
究显示，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影响，但同时一些企业内在特征因
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二者的关系。

4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指标、数据与方法

为深化今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本文还对相关实证研究的指标、数据
及方法做进一步的梳理。现有研究对象已经从单纯的典型企业案例分析研究开始走向案
例分析与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回归并存为主的研究态势，部分研究还通过企业调研获取相
当样本数据，揭示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发展规律。
4.1 指标选取

结合相关的具体研究方向，现有实证研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测评指标体系。就
其测评指标而言，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动因及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可分别从东道
国、企业所在国的国家宏观尺度乃至所处城市的区域层面以及企业自身特性的微观层面
不同指标进行测度；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进入模式主要包括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绿地投
资、研发合作和跨国并购；研发国际化与创新绩效则体现在海外研发的投入和产出的衡
量上，具体来说，包括海外研发经费、海外研发机构和海外研发人员的投入量，国际专

1061



地 理 研 究 39卷

利的产出量。基于利用专利数据得出的申请量、合作关系、研究方向、家族规模以及前
后向引用等可进一步衡量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网络和创新效益等（表1）。

4.2 数据与方法
根据研究数据和方法，可将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大致分为三类：基于企

业访谈的案例调查研究、基于大样本企业数据库的模型研究和基于专利的社会网络分析
法及模型研究。在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研究探索初期，受数据可得性所限，相关研究
多以企业访谈和典型案例为主。近五年，研究数据和方法日益多样化，不仅有基于企业
调研获取的大量一手资料数据，还包括利用各种企业数据库如上市公司数据库、Thom-
son SDC和高新技术企业库等，和不同专利数据库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和欧洲专利数据库（EPO）等获
取的二手数据，这些均为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表2）。

上述三大类数据立足不同研究方法，各具优势。基于大样本企业数据库的模型研
究，有利于归纳发现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概况和一般性规律；而基于企业访谈的典型
案例研究对于解释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过程和机理则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社会网络分
析法的引入研究在反映企业研发国际化产生的知识流及其产生的互动关系方面则具有明
显的优势。不同实证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将有利于更好揭示研究现象的本质。

表1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测评指标
Tab. 1 Evaluation indexes of Chines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research

研究主题

动因

进入模式

区位选择

创新绩效

一级指标

经济规模

与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质量有关的要素

市场可得性

建立独立海外研发及技术研发中心

与海外其他跨国公司、大学及科研院所
开展跨国研发联盟活动

跨国并购海外子公司

研发动因

企业微观层面因素

东道国因素

投入

产出：专利创新

产出：新产品创新

二级指标

由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

包括劳动力、中间投入和资本

距离最近的海港的距离作为区域市场可得性的指标

建立独立海外研发及技术研发中心数量

联合研发项目数量

并购海外子公司数量或经营规模

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

企业规模、年龄、性质、行业类别等自身特性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研发资源数量、研发人
力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制度保障，以及中国与东道国
之间的地理距离等

海外R&D经费支出及其占总R&D经费的比例

企业海外R&D机构的数量

从事R&D工作科技人员的数量

企业累计专利申请数

当年专利申请量

滞后1年的企业专利授予数

用企业每年新增的专利总数

发明专利申请量

专利的前向引用和后向引用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预期目标

和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新产品开发项目是非常成功

新产品销售额占企业员工总人数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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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理论基础，之后从国际化动因、进入模式、区位
因素和创新绩效四个方面对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研
究方法和数据进行了简要概括。研究显示，由于中资企业发源于全球创新格局中的技术
追赶区位，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是由技术势能低的国家向技术势能高国家的逆向投资（Re-
verse FDI），追逐的是高端知识资本，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践建立起的经典理论还不
足以解释中资企业行为，因此应推进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证发展。

新的经济活动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应在其他学科分析企业
海外研发与生产等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以及研发中心之间管理结构的基础上，推动企业
研发国际化的理论发展：① 基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在动因、进入模式和区位因素等方
面的动态特征，推进研发国际化的动态性理论研究；② 基于中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
创新要素的实践，构建东道国-知识通道-母国的分析框架，探索创新全球化时代逆向知
识流动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响应；③ 基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过程中构成的组织网络，在
地方蜂鸣和全球通道（Local buzz and global pipeline）、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
tion network）、产业集群网络（Cluster network）和全球创新系统（Global innovation sys-
tem）等概念下，对其进行类型研究，推进关系地理学的发展[79-82]。

相较于快速发展的中资企业跨国研发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存在着以下局限：侧重
于企业视角，忽视了企业研发国际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侧重于在发达国家的
研发国际化，忽视“一带一路”沿线的情况调查；侧重于现有企业数据库的开发，缺乏

表2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主要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Tab. 2 Main 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sources of Chines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research

数据来源

企业调研

企业数据库

专利数据

资料文献和企业访谈

基于浙江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收
集的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工博会调研数据

上市企业面板数据

Thomson SDC数据库

中国创新型企业的面板数据

基于中国科技部提供的 400 余家高
科技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

由中国大陆的 577 个投资项目组成
的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剑桥计量
经济学数据库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国际合作司
的海外投资企业（机构）登记网站

SIPO数据库

WIPO数据

USPTO、EPO和SIPO专利数据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法

层级回归分析

Logistic模型

Logistic 模型；负二项回
归分析

层级回归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EGLS估
计方法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离散选择模型

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
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多元
回归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案例
分析法

广义线性模型、泊松对
数模型、负二项模型

典型文献

Fan[24]; 杨震宁等[44];Duysters等[54];
Yeung等[66]; Sun[67];Si[68]

刘洋等[69]

司月芳等[70]

陈衍泰等[3]；李正卫等[71]

Zhang等[72]

陈岩等[73]

王晓燕等[74]

Karreman等[75]

胡曙虹等[11]

曾德明等[76]；柳卸林等[77]

司月芳等[25]

Schaefer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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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企业问卷作为数据基础。结合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建议从以下三个方
面深化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实证研究：

（1）发扬地理学多尺度研究的优势，综合分析企业研发国际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机
制。将地理基本单元由国家细化到省（Sub-national）、城市和地方尺度，深入研究母国
区域特征对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区域内外资企业研发中心
与中资企业海外研发的竞争合作，区域内已开展和未开展研发国际化的中资企业之间互
动关系，以及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与对区域创新提升的贡献等。在此基础上，提炼不同
尺度因素的互动机制。

（2）发扬地理学重视区域差异的优势，开展在特定东道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在现有国际投资管理学者关于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
化行为模式总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特定东道国的政策环境、经济水平、创新系统和社
会文化交互作用下，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探讨中资企业在发达国家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行为的竞合关系和异同以及对全球创新网络的重塑作用，
丰富和完善从东方到西方的反向知识流动和南南技术转移的理论探讨。

（3）发扬地理学重视实地调研的优势，综合多种方法和数据的相互印证（Triangula-
tion）。受数据可得性和国际投资管理界研究传统所限，目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互分
离。定性研究以单一案例或多案例分析为主，且分析对象多以华为、中兴等少数行业领
头企业和所在行业企业为主，样本数量较少，研究结果难以再次验证；定量分析又多采
用企业数据库截面/面板数据，对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知识流动等特定研究领域涉及不
足[83]。未来可结合特定的研究路线，综合统计数据、专利数据和问卷数据，对中资企业
研发国际化进行更专业的讨论，例如调查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知识流动方向（境外研
发分支向总部、总部向境外研发分支、双向）、知识类型（知识学习和经验学习）、知识
传播途径（业务联系、人员流动、咨询/培训）和知识沟通频率等，全面理解中资企业研
发国际化的格局、过程、机理和调控。

致谢：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研究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完善精进提出的建

设性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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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irms'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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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refers to the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road.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to
acquir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s well as create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NCs serves two
major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China as well:“full improve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strategy”
and“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an essential frontier of geography research
which should arouse more scholarly attention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N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fini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search themes, data and methods of literature about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NC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vities operated by Chinese MNCs over the past decades, we find that
the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ie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MNC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could not fully explain th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MNCs, and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in research perspectives, content, and methods have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focusing on firm perspective, lack of regional perspective related to th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vities; focusing on R&D in developed economies,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R&D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focusing on analysis of existing firm
database, and lack of targeted firm surveys.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traditionally examined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refore, we argue that firstly the geographers should
carry out multi- scalar research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secondly geographers should carry out case
studies on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NCs in focal countries,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to promote the heterogeneity of Chines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empirical studies and to unpack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the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MNCs; thirdly geographers should carry out multi-
data and multi- method 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strength of field study in
geography discipline. The multi- data and multi- method approach provides a goo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hinese MNC’s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firm;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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