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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主席的总结 

 1.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根据议程讨论了跨国公司的研究

与发展(研发 )全球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一议题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日益认

识到创造发明和研发对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创造发明和研发对于技术更新换代，在

发展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并追赶发达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发展中国家欢迎在全球研发

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跨国公司参加技术的创造、转让和传播。  

 2.  专家会议主席在开幕词中强调，将研发与跨国公司这两个题目挂钩是很及

时的。他指出，不但若干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研发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这一

外国直接投资的性质正在不断改变，它不再仅仅针对当地市场的采用。关键的问题

是这一现象今后是否将扩散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事情果真如此，又会在什么条件

下出现。(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在许多国家参与研发的还有许多主要角色，即公共部

门和当地私营部门)。由此引申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各国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利用跨国

公司的活动促进其自身的发展目标。关于这一点，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研发是

否只是较富裕的社会享用的奢侈品？他指出，总体而言，研发如何被发展中国家作

用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意愿和政策。  

 3.  专家们讨论了这一议题所涉重要术语的定义。一些专家强调，应扩大讨论

范围，从研发扩展到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发明。一些专家指出，鉴于目前世界上国内

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服务业创造的，而研发本身也是一项服务活动，因此强

调不应只局限于制造业，还应研究服务业的研发案例。  

 4.  几位专家强调，跨国公司只是国家创造发明系统中的一个角色，其他的角

色还包括大学、研究中心、国内公司和其他政府机构。跨国公司通常不开展基础研

究，推动它们进入这一领域甚至也是不可取的。针对跨国公司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

动，关键是看发展中国家如何能通过充分调动跨国公司的活动，使之与国内的工作

相辅相成，从而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的知识创造和传播。  

 5.  研发和创造发明活动总的来说远比制造业活动更多地局限在跨国公司的母

国。通常的解释是，因为研发活动的复杂性和需要地理上的接近。然而，近年来研

发活动变得日益具有国际流动性，发展中国家已开始成为全球创造发明网络中的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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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实际上，一些专家利用芯片设计等非常复杂的研发活动的例子强调指出，复杂

性不再是创造发明国际化的一个障碍。会议还注意到知识型劳工和技术的市场也日

益国际化。  

 6.  一些专家强调，有必要分清研发国际化的不同阶段。直到 1960 年代，研发

大多非常“粘着”，主要留在母国。从 1960 年代开始，第一波研发国际化浪潮主

要是利用和开发资产的研发，主要目的是调整产品以便在当地市场销售。第二波浪

潮出现在 1970 年代，主要是为特殊的当地市场的需要改造具体的新产品。第三波

研发国际化浪潮始于 1980 年代，其驱动力是公司需要在海外，特别是在其他发达

国家寻求为其提供补充的技术专长。从 1990 年代开始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

直到第四波浪潮对科学技术专长的需求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非得在国际上扩张

才能满足这种需求。在这一阶段，“增扩资产”研发已经更加重要。  

 7.  尽管大多数研发活动仍然留在发达国家，但专家们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

家作为研发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和母国正日益变得更加重要。近年来，中国和印

度已成为发展中世界研发外国直接投资的先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市场庞大并

日益迅速增长，以及它们拥有大批低成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缘故。专家们指出，

在发展中世界的所有地区都可以找到外国子公司研发的重要例子，但这两个国家在

吸引为全球市场开发流程和产品的“增扩资产”研发方面特别成功。  

 8.  专家们注意到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相对有限，尤其是与

亚洲相比。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注重吸引大

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并不太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性质。对于区域研发相关的外国直

接投资属于改造类型，也有一些根据当地或区域条件的新产品开发。然而，最近巴

西等国已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以全球应用(例如汽车零部件的研发)为目标的研发领

域的外国直接投资。  

 9.  专家们还注意到非洲吸引的一般外国直接投资不多，与研发相关的活动更

是微不足道。极少数的研发活动局限于对现有知识的应用，而非新构思的开发和应

用。这是由于三个主要原因造成的：第一，科学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不协调(在

许多非洲国家，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尚未纳入发展战略主流)；第二，在投资促进

政策与研究政策之间缺乏联系――实际上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注重金融资本而

非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例如，促进投资机构更重视包建项目)；第三，缺乏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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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伙伴关系的文化。强调应制定适当的技术和发明创造政策。在这方面，敦促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作出努力，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并为该区域制定完善的科学、技术

和发明创造政策。  

 10.  各位专家提到东道国的规模是吸引研发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因素。最

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是一例，因为它们通常只有非常狭小的研发基础。然而，也指

出存在一些可以发展研发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例如，尼泊尔农业部门就有

一些机会(茶园和草药)。会议确认，应当特别重视最不发达国家，为它们提供援助，

协助它们解决在这一领域面临的困难。  

 11.  会议提出了目前研发国际化的一些驱动因素。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是自由

化和技术进步 (相当重要的是信通技术方面)使竞争压力日益增加，促使公司要在研

发方面增加开支，并加快创造发明进程，同时也要力争降低成本和寻找必要的技能。

这为某些发展中国家开拓了与全球发明创造网挂钩的新的机会。各种供应和需求因

素加上政策是作出研发全球化选址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包括开拓庞大和迅速

增长的市场的愿望；拉近与全球制造基地的距离；寻找较低成本的海外研发人员，

新颖构思和创造发明的能力。供方设计方法和组织方面的巨变也是造成更为需要将

研发工作全球化的原因。例如，印度的国家研究机构和当地公司的管理方法为人称

道，也是吸引研发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的独特因素。印度国民不少在发达国家的研发

中心工作，也是影响跨国公司选择将其海外试验室设在印度的原因。  

 12.  专家们指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再是研发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唯一来

源。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如来自大韩民国、中国和印度的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

的外国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尽管起点较低)。总体而言，这类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与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相关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相似 (例如支持在海外当地市场

的销售，拉近与全球制造业基地的距离，聘用外国专家)。然而，在发展中地区选址，

主要目的似乎是利用现有的知识，通常这是第二代技术；而在发达地区选址，主要

动机是通过获取当地的知识和技术增强发明创造的能力。一些专家的结论是，对于

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而言，成本优势似乎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驱

动因素。专家们认为，需要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发相关外国直接投资作进一步研

究，以便对这一个较新的现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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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会议提出了对东道经济体的一系列有利和不利的潜在影响。提到的主要直

接有利影响包括：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创造收入较高的就业；对当地的材料给予更好

的利用；技术转让(新设备、试验室等等)；设计出更适合国内需要的消费产品。间

接的有利影响包括：对当地公司的溢出效应；为当地公司传授研发文化；在当地大

学设立新的学科和专业；发展研发集群；开发出跨国公司自己不想开发的连带副产

品。  

 14.  至于研发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不利影响，专家们指出包括有可能造

成劳动力市场的过份拥挤，使当地公司更难以吸引有才干的人员；并有可能将当地

研究单位排挤出去；外国子公司与当地公司和机构的联系有限；由于外国公司的进

入，尤其是因为收购可能造成本国研发活动的停止。对东道经济的净影响取决于研

发的性质和东道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会议指出，必须开发当地技能和革新发明能力，

不仅是为了吸引研发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是为了从这种投资中获益。  

 15.  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知识的传播和发明创造中获益也取决于

一个跨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融入包括国内公司和公营部门在内的研究工

作的更广泛的网络。这种互动的形式也很重要，有的是采取非股本形式或是股本形

式；还有的是与供应商、顾客、竞争者和大学的互动，有的是通过外包和离岸外包；

也有的是采用建立研究财团的形式。  

 16.  专家们一致认为，政府采取积极政策有助于创造和促进吸引和从研发方面

外国直接投资获益的适当条件。专家们提到的主要手段包括科学、发明创造和技术

政策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不少专家强调，随着进一步转向知识型活动以及发明

创造活动的进一步国际化，要制定旨在吸引研发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从中获益的

政策，就需要采取全面和连贯的方针处理这两个政策领域的问题。几位专家指出，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将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与科学技术政策结合起来。  

 17.  在一般政策手段中，一些专家提到，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松绑和加强国家科

技基础，包括研究机构。可加以考虑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手段包括奖励措施，业绩要

求，投资定向以及提供公益设施(尤其是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一位专家指

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研发相关的进口投入产品征收高关税妨碍了这些国家为创

造和发展研发能力所做的努力。各位专家还强调了必须重视教育和技能培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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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努力加强国家的发明创造系统。同时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作出适

当的职责分工。  

 18.  在这方面，应特别重视促进投资机构的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促进投

资机构不够重视吸引有助于积累知识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只注重有形资产的资本积

累。有人指出，应当将促进投资机构融入国家总的发明创造体系内，并使促进工作

与国家总体发展和发明创造战略相配合。例如，在捷克共和国，促进投资机构的任

务包括促进外国和国内公司的研发工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倡导对该国的技术基

础设施作出改进；并与现有和新的投资者合作，鼓励在研发方面作出新的投资；并

促进外国子公司的研发与国内公司和大学的研发之间增强联系。  

 19.  各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进一步密切跨国公司与研发的其他角色，包

括国内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从而使东道国从知识创造和传播

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若所有这些角色之间缺乏良好的联系，知识就难以得到传播，

创造发明就难以得到推进。一些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能够从研发全球化

中获益，但未能利用研发全球化直接提升其科技能力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由当地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作出努力，对研发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给予辅助。

就此特别提到中国和某些非洲国家。一些专家强调，应当在公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平

衡的伙伴关系。  

 20.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讨价还价能力弱以及市场规模小，因此难以有效地制

定吸引研发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在这方面一个主要的政策难题是如何根据它

们的相对优势或竞争优势制定优先事项并集中精力搞好专长领域。这些国家还必须

发展当地能力和技能，以便利用知识进一步流动可能带来的机会。开发这样的技能

和能力(尤其是在工程领域)并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利用各种机会是一个需要二、

三十年的长期过程，但成功的回报是很高的。一些专家指出，这是已经有人走过的

路，表明规模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制肘。甚至小的发展中国家也能为自己找到专长

领域，并根据自己的优势有的放矢地开展专门的研发活动。一些专家强调，政府在

有关领域的目标应当抓重点。一些人指出，区域合作可能为较小的国家提供机会，

使自己更具吸引力。其他人建议，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可以超越具

体区域界线。国际合作和与其他国家交流经验有助于协助较小的经济体增强设计和

执行适当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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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专家们讨论了如何利用业绩要求在尽可能为发展中国家与研发相关的外

国直接投资争取最大的收益。尽管对业绩要求的效用缺乏共识，但几位专家指出，

必须区分强制性和自愿业绩要求。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并未禁

止使用与研发和技术转让相关的强制性要求，但这类要求在各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

定中已日益受到限制。然而，凡这些要求与奖励措施(或其他优惠)的提供挂钩时通

常是允许的。一位专家提到为了鼓励大型基础设施产业中与研发相关的外国直接投

资以抵消上述协定的重要性。  

 22.  专家们还讨论了优惠措施对于吸引研发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一些

人认为，这类措施有利于吸引打头阵的公司到东道国开展研发投资，随后其竞争者

也会尾随而至。其他人则对研发优惠措施的效用提出质疑，认为跨国公司在作出这

方面的投资决定时更看中的是其他因素，如获得技能的机会。有人认为，各国应认

真权衡所涉及的成本和效益。在这方面，一些专家指出在评估接受一项奖励措施的

公司所获得的收益时应当考虑到东道经济体所得到的效益，尤其是通过外溢效果获

得的效益。外国子公司的研发活动在一些国家催发了国内研发活动，有助于大学找

出需要开展技能培养的新领域，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报考技术领域。  

 23.  各位专家提出了知识产权问题。专家们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研发活动

的跨国公司通常要求提供很多的知识产权保护，但知识产权对研发方面外国直接投

资的影响的实际证据并没有明确指向。一位专家谈到世贸组织在《涉贸知识产权问

题协定》方面的讨论和开展的工作，并回顾说该协定第 7 条指出保护和推行知识产

权应有助于推动技术发明创造和有利于技术的转让和传播。  

 24.  一位专家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这样的意识，即知识产权是可以登记

和加以利用以创造收入的资产，而在迈向知识密集型经济的过程中，将知识产权作

为资产加以利用对于发展是很重要的。  

 25.  一些专家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制定更好的智力资产战略，其中包括当地开

发的研究成果的创造、所有权和商业利用。这就包括协助每一个研究人员和科学家

进一步了解智力资产的重要性和价值，同时为他们建立适当的奖励结构，以保护新

的发明创造。有人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进一步利用其知识产权制度也可以成为跨

国公司更乐于合作的伙伴。一位专家提出了将知识产权概念应用于民间知识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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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一些专家强调在发展初期阶段需要发展公共研究机构。这类举措有助于促

进培养技能和提高一个国家的吸收能力。例如，喀麦隆为农业研究设立了一个公共

支助的研究所，政府希望借以创造公私营伙伴关系。  

 27.  会议还讨论了母国鼓励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研发政策的作用，以及

由此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收益。一些专家提到母国在促进到发展中国家开展研发外国

直接投资方面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例如通过降低跨国公司在国外发展中国家开展

研发活动的风险就可以做到。例如，欧盟以通过鼓励发展中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

交流科学家和大学之间更密切的互动协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明创造制度。另一方

面，一位专家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忧的是发达国家并未全面履行《涉贸知识产

权问题协定》(第 66 条第 2 款)规定的全面履行其技术转让义务，为其企业向最不发

达国家转让技术提供奖励措施，尽管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例

子。  

 28.  一些专家呼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有关机构开展更多的双边合作，以

便促进有关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加强创造发明制度。法国与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就是

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母国与其发展中东道国之间互利合作的例子。它们合作培养出

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可在当地研究机构和公司以及法国跨国公司子公司内就业。  

 29.  由于发明创造和研发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根据《圣保罗共识》，

突出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经济发展层面，有人提出应制定一系列指标，评估和衡

量跨国公司在为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这样一份清单将对分析研发

全球化作出新的有利贡献，评判现在什么可以称作公司的“企业发展责任”。  

 30.  一些专家感到遗憾的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没有订出关于科学、

技术和发明创造的具体目标。强调国际社会有必要探讨是否有可能为加强发展中国

家的国家发明创造制度提供支助，包括为发展中国家从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全球化中

获益提供更多的机会。这种支持可包括技术和财政援助。  



   TD/B/COM.2/EM.16/3 
   page 9 

第 二 章 

组织事项 

A.  专家会议开幕  

 31.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于 2005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32.  在开幕会议上，专家会议选出以下主席团成员：  

  主   席：    Enrique Manalo 先生(菲律宾) 

  副主席兼报告员：  Luciano Barillaro 先生(意大利) 

C.  通  过  议  程  

    (议程项目 2) 

 33.  在同一次会议上，专家会议通过了 TD/B/COM.2/EM.16/1 号文件所分发的

临时议程。会议的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  

 3.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  

 4.  通过会议报告  

D.  文   件  

 34.  为方便对实质性议程项目的审议，贸发会议秘书处向专家会议提交了一份

说明，题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TD/B/COM.2/EM.16/2)。  

E.  通过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4) 

 35.  在闭幕会议上，专家会议授权报告员编写会议的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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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出席情况  * 

 1.  贸发会议的下列成员国的专家出席了会议：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安哥拉  

阿根廷  

阿塞拜疆  

喀麦隆  

加拿大  

中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及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洪都拉斯  

匈牙利  

意大利  

日本  

约旦  

黎巴嫩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尼泊尔  

荷兰  

巴拿马  

菲律宾  

波兰  

卡塔尔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塞内加尔  

斯洛伐克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里南  

瑞士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  与会者名单请参阅 TD/B/COM.2/EM.16/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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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南方中心  

3.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4.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世界劳工联合会  

5.  下列专题小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研发全球化：来自北方  

Mr. Dieter Ernst, East-West Center, United States 

Mr. Armin Sorg, Siemens AG, Germany 

Mr. Harpreet Khuran, Columbia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研发全球化：来自南方  

Mr. Andrea Goldstein,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Ms. Myra Abdul Mutalib, Ingenuity Solutions Berhad, Malaysia  

Mr. Max Von Zedwitz,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Prof. Yan Zhong Zhang,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Beijing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亚洲  

Mr. Yuan Zhou,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S&T for Development, China 

Mr. Prasada Reddy, Lund University, Sweden 

 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研发的影响：拉丁美洲和非洲  

Mr. Robert Grosse, Thunderbird, Garv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United States 

Ms. Ionara Costa, UNU-INTECH, Netherlands 

Mr. John Mugabe, NEPAD,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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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国际政策的作用  

Mr. Thomas Andersson, Jönköping University, Sweden 

Mr. Marek Tiits, Institute of Baltic Studies, Estonia 

Mr. Robert Hejzak, CzechInvest, Czech Republic 

Ms. Olga Spasic, WIPO, Geneva 

Ms. Jayashree Watal, WTO, Geneva 

Ms. Daniela Zampini, ILO, Geneva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