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跨国公司与加中投资国际会议 
部分演讲摘要1

 
 
卡尔·萧万博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投资计划常务主任、原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

技术与企业发展局局长：“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中加对外投资” 

 

此讲演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分析和概要, 并侧重于有关中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 

 

布赖恩·艾美特先生，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原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副署长：

“加拿大和中国：可持续性发展” 

 

中加之间复杂的经济，环境以及政治关系将会引起许多需要机智冷静处理的日常双边和多

边议题。一系列相关题目是本大会的主题：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在我们的经济以及

国家关系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潜在的值得加拿大重视而有争议的议题。首先，

资源开发，定价和调控以及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其次，资源利用，环境影响以及可

持续性发展与加拿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最后，加拿大的经济结构以及加拿大认为有战

略性意义的未来产业。 

 

曼弗雷德·贝尼费尔德 博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崛
起：机遇和挑战” 

 

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事实已经被全世界普遍认可，但是这一现象对全世界， 对加

拿大，甚至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喻示目前还并不明显和为大众所知。此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会

侧重于分析发展中加之间贸易的共同合作机会。然而，同样重要的关于这些机会存在的体

制和系统的分析也会被涉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国决定协调其长期利益发展需求

和逐渐分化的全球系统之间的关系，三个挑战必须被面对和解决： 1）贸易及其调整；

2）环境；3）金融。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中国和其他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不试图合作去创

建一个允许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的可持续的国际政策体制，这三个挑战是不会被解决的。 

 
蒋殿春 博士，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本国产业 TFP 的增长：是外
国直接投资的外溢还是机构效应?” 

此演讲结合中国本土经济的强有力过渡特性来重新考虑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现象。当

考虑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现象时应该谨慎地划分机构效应，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过渡

两者都可以提高本土公司的效率。通过利用工业标准数据，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在考

虑机构变数和不考虑的两种情况下被分别测试。测试结果发现当加入机构变数时，外国直

接投资系数显示不重要甚至呈负数。这一结果说明本土公司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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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外溢的后果。然而，此结果也指示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会通过干预中

国的机构改革而非直接地影响本土公司的生产率。这些发现暗示早先的研究有可能过度地

夸大了由于机构失控效应而产生的外国直接投资外溢的现象。 

凡·萨摩尼斯博士，注册专业咨询师：“虚拟交互 FDI 智囊在中国：现代发展中的应用
工程知识” 

 

新兴市场与 FDI 的政策研究，制订和执行迫切地需要由行为经济，新体制经济和全面知识

管理观念提供联想式的创新以及现代改良。这些新体制经济和全面知识管理观念往往是以

知识/信息在市场运行的现代理论中的作用为预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是支持

这一观点的重要依据。 

 
Hafiz Mirza 教授，联合国贸展会议投资、技术与企业发展局处长：“亚洲先驱：中国
以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 

 

通过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实现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从亚洲，已经在过去的十五年迅速

扩大并且在目前形成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之一稳定成分。然而，这些外流投资的集中取

决于原国和产业。本文寻求发展中国家公司，尤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新生现象

的实现方式，原因，以及出处的解释。同时, 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如何获取包括技

术和专业所有权在内的允许它们在海外操作并且与外国公司竞争的优势问题也将进行分

析. 许多亚洲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多年孕育的精密并且与众不同的优势方面。总体来说, 

试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覆盖了比主流理论注重的技术和专业更广的范

围。最后, 中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情况也会在演讲中进行对

比和对照。 

 
茹冬燕 博士，加拿大里贾那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少数民族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
发展: 政策和实施的挑战” 

 

本演讲侧重于分析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实施及其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演

讲首先介绍有关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事项； 三个在中国的

主要改变说明现有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已不再产生最好的效果。此演讲最主要的论点是：

把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中并使其分享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成果，不但

对于这个边缘化人群是重要的, 更对中国的总体政治稳定, 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影响是

至关重要的。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改变的相关信息和建议也在文中提供。作者期望文中提

供的分析和观点可以对了解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并且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贡献。 

 
张彦仲 博士，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总经理、中国工程院院士“全球化和研究发展: 一
个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的重大影响; 研究发展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新舞台; 发达国家的动

力;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 跨国公司研究发展在中国的飞速发展; 研究发展全球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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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不同国家针对研究发展全球化的不同政策和方

式; 不同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研究发展的主要政策; 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研究发展的政

策; 鼓励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研究发展中心; 鼓励发展中国家投资海外研究发展行为; 外国

直接投资研究发展成为东道国创新系统的主要部分。 

 

赵景峰 博士，中国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与

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演讲在对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及其制约因素进行理论研究的基

础上，对跨国公司、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总体

分析和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技术外溢与人力资本的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尤为显

著的作用。 

 
迈克·达齐 先生，加拿大渥太华创新研究中心全球市场拓展部主任 

 
“加拿大作为知识经济体系的个例分析” 
 

中国将着眼于加拿大作为天然资源的一个主要提供国。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地大人稀并且

富有可供出口的天然资源的国家, 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然而, 这一看法只是加

拿大被殖民时期的残留, 中加关系实际上可以更宽广并且更加互惠互利。  

 

全球化目前已成为跨国公司针对成本压力, 创新压力以及市场需求而发展物流不得不考虑

的一个现实。全球化应该利用新的经济现实状况而不是重复过去的行政关系。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欧盟以及其他类似协议都是针对这些跨越国界的全球需求而产生的。虽然在自由

贸易的环境中得以存活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繁荣发展, 加拿大同样经历了艰难的经济调整时

期。 

 

这个事实对中国和加拿大都是有利的。对前者, 加拿大理解到如何受利于美国的经济而免

除成为其第五十一个州。加拿大的许多知识产业是在很少美国介入的情况下繁荣发展起来

的。同时, 美国的许多公司也受利于用加拿大作为其资产基地。微软最近在加拿大的扩张

以及戴尔在渥太华和埃德蒙顿的投资都是最好的例子。许多非北美的公司愈加认识到加拿

大的相对优势。这对中加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意味着什么呢? 很简单, 由于到位的市场基

础构造，加拿大可以为中国提供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软着陆。中国公司可以更快地受

利于这个大市场并且同时获得北美的技术和创新。而对于加拿大来说, 这意味着其经济基

础的多样化以及获得进入中国和亚洲市场的准许证。中加的对外直接投资流为两国创立双

赢的局势。 

 
乔安妮博士，加拿大农业部科技合作局局长：“中加农业和农产品科技合作: 机遇和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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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部与中国有长久的合作历史。双方政府在 2007 年 1 月签订了中加科

技合作的新协议。此举动创立了新的双方合作方式。此讲演会总结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部

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历史, 并描述在未来更深一步提高此合作的收益所需要的战略行为。中

国政府在中国科技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从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部的角度进行分析。 

 
戴金平 博士，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

“跨国并购：在中国的集中产业与发展” 

 

在中国, 从食品、饮料、汽车、家用、化学用品、电子器械到存储和零售等各种不同领域, 

新的跨国并购正在形成之中。家用和机械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目标。大量在发展中国家

的实验研究已证明跨国并购会改变本土工业框架和性能。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和经济为著

称, 跨国并购在中国会是怎样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又有什么区别? 本文

会阐明跨国并购与市场集中的相关系数。同时, 并购同工业利润, 就业和产品的关系也会

一并进行说明。做为总结, 作者认为跨国并购在中国已经扩大了市场的垄断和集中, 以及

工业的平均利润, 就业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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