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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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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回顾和分析企业边界与规模以及跨国公司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概念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对

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进行了探讨。从静态方面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讨论了跨国公

司边界与规模的确定；从动态方面分析了静态交易成本理论的局限性，结合企业能力理论探讨了跨国公司边界与

规模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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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日益

成为世界经济 重要 活跃的行为主体。近些年来，

跨国公司购并案不断涌现的同时，众多跨国公司纷纷

采取业务外包、资产出售等方式缩小企业的边界与规

模；还有大量的公司实行战略联盟等中间性组织形式。

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在理论

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相关研究 

 
对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研究，源于企业性质的

探讨，即对企业形成的原因及其规模与边界的分    
析[1−2]。亚当·斯密(1776)认为：企业规模受到市场规

模的限制，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生产力的要求不

断提高，分工会越来越细，于是协调分工的企业的规

模也不断扩大。马克思(1848)在《资本论》中认为，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协作的范围会逐步扩大，企业

的规模相应地也会扩大，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企业

的存在取决于协作关系，企业的规模决定于生产的技

术条件。马歇尔(1890)将企业视为一个利润 大化的

实体，企业生产的 佳规模是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

低点上。企业要使自身的规模达到长期平均成本曲

线的 低点所对应的产量水平，在这一点上，企业的 

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均衡，企业会实现利润的

大化，即形成 优的企业规模。奈特(1921)认为：现

实世界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因而企业的经营存在不确

定性，这就是企业产生的原因。没有不确定性就不会

有企业的产生，企业的规模受不确定性程度的影响[3]。 
1937 年，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发表《企业

的性质》一文，开创了企业基本问题研究的新阶段。

基于交易成本的思想，科斯对企业的产生得出了自己

的解释：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才会出现。

企业的内部交易也有成本，当企业扩大时，企业组织

内部交易的成本会上升。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和

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的大小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与规

模，企业的 优规模必须达成以下条件：在企业内部

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

所需要的成本[4]。科斯成功地运用边际交易成本的分

析方法对企业边界与规模进行了探讨，开创了企业研

究的新领域与新视角。但是，科斯的研究也存在不够

完善与缺乏深度的缺陷。科斯指出交易是有成本的，

却没有说明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也没有对交易成本

进行深入的分析；此外，科斯只强调交易成本对企业

边界与规模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企业的边界与规模

对交易成本的产生与大小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科斯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企业的性

质与规模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5]。阿尔钦(Alc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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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姆塞茨(Demsetz)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

织》(1972)一文中从团队协作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产生

的原因。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认为，企业产生的原因主

要是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

势，如果通过团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在减去组织成本

(内部交易成本)之后大于单个生产的产出之和，私产

所有者就会利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管理费用(内部交易成本)越低，在企业内

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企业的规模也就越大
[6]。1983 年，张五常撰写了《企业的契约本质》一文，

张五常认为，企业与市场都是契约的表现形式，企业

关系也是一种市场关系，甚至是高级的市场关系——

要素市场关系。企业并不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只

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或者说用一种契约取代

另外一种契约，在两者中的取舍决定于各种交易成本

的大小。如果契约的替代确定了，企业的边界与规模

也就确定了。威廉姆森(1985)对影响企业存在及合并

的因素作了分析，认为企业的边界可以用资产专用性

表示出来。威廉姆森与科斯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企

业是用来节约交易成本的交易形式。威廉姆森将资产

专用性与机会主义作为交易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详

细地讨论了形成交易成本的原因及对企业的影响[7]。

随后，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1986)进一

步发展了威廉姆森的上述思想。他们认为，市场交易

有成本，通过企业合并能够减少这种成本，但同时企

业合并也会带来成本。他们从财产控制权的分析入手，

探讨了企业的一体化问题[8]。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发现，对企业产生原因的解释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企业的边界与规模问题。因

此，对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研究，也可以上溯到早

期的研究学者对跨国公司成因的研究。对跨国公司成

因的研究，其实就是对对外直接投资诱因的研究[9]。

1960 年海默(S.Hymer)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一家

公司之所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拥有东道国企业所缺乏的独特优势，足以抵消东

道国企业的优势以及本身在陌生环境中进行经营所增

加的成本；二是市场为一个不完全的市场[10]。渥特

尔·艾萨德(Walter Isare)将索思钠德(F.Southard)的国内

区位理论发展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理论，他

认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因为被投资的地区具有某

种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区位优势，从而能够给投资者带

来更大的收益。 
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asson)在 1976 年

出版《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将交易成本的有关理

论运用到跨国公司发展动因的研究中去，创立了内部

化理论，用以解释跨国公司的成因。所谓“内部化”是
指：将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的过程，以内部市场取代

原来固定的外部市场。巴克利和卡森指出，实行内部

化的动机主要是减少交易成本。由此可见，巴克利和

卡森的理论其实就是科斯理论的国际版本，是科斯理

论在国际化领域的应用[11]。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宁(Tohn.H.Dunning)出版了

《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生产折

中理论。邓宁认为，跨国公司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因

素：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其中内部

化优势主要来源于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失效。邓宁所指

出的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失效，可以理解为利用市场是

存在高成本的，有时这种成本高到让企业无法利用市

场进行交易，而与此同时利用内部化却可以完成交易，

尽管这种交易也存在较高的成本。此外，邓宁还认为

跨国公司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也可以理解

为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也是一个动态优化的过  
程。[12] 
 

二、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 
交易成本的静态分析 

 

就其本质而言，跨国公司与一般企业并没有什么

不同。在基本层面上，对一般企业边界与规模的研究

也适用于跨国公司。当然，跨国公司有着自身的特点，

其交易成本的构成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 

(一) 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 

回顾跨国公司的有关理论，对研究跨国公司的产

生、边界与规模有着重要的意义。海默(Hymer，1960)

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利用不

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首先

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

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

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

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

营[10]。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

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但

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企业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贸

易的方式利用垄断性优势，也不能说明当时美国企业

的对外投资为什么集中在汽车、石油、电子、化工等

领域。 
维农(Raymond Vernon，1966)以美国企业对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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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工业

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

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做出的决策。该理论首次

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或时间因素，

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

位选择。但维农的理论不仅存在与海默同样的不足，

而且无法解释日本的对外投资起初是以低收入低消费

的东南亚地区为重点的这一现象。 
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1973)以美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寡占行

为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理论。该理论认

为，战后美国企业大举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寡占反应

行为所致，投资主体是寡占行业少数几家寡头公司，

它们的投资又大都在同一时期成批地发生。对外直接

投资分为“进攻性投资”与“防御性投资”，决定这类投

资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防御性投资是由寡占反应行

为所决定的。尼克博克的理论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

主体及其投资特点，但没有从 本质的因素对跨国公

司的性质进行解释。 
巴克利(P.J.Buckley，1976)、卡森(M.Casson)与拉

格曼(A.M.Rugman)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
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

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内部化理论。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

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

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

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

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内部化理

论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强调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

全竞争使得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实

现其资产价值，企业不得不选择内部化的方式使用自

身的核心资产，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

业[11]。内部化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

的基础，是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前

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

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

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

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企业国际分工

的组织形式。这样，跨国公司的性质就与科斯眼里的

企业一样，是对国际市场的替代。跨国公司与国际市

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交易成

本理论对跨国公司的性质可以进行合理的解释。 

邓宁(John H.Dunning，1977)一方面采用国际经济

活动实证分析方法，对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跨国公

司的兴起与发展，导致的国际生产格局的变化进行实

证分析；另一方面，采用逻辑综合方法，对国际生产

理论的发展进行逻辑分析，并以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

直接投资理论的日益合流为起点，提出了他的国际生

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满足企业优势、内部化

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条件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

资[12]。邓宁的理论不是对内部化理论的否定，而是补

充。邓宁所提到的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

都和交易成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区位优势在很大的

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在特定的区域，其交易成本更低、

交易效率更高。而企业优势，则既可以体现为较低的

内部交易成本(管理能力、企业文化等)，也可表现为

较低的外部交易成本(规模、品牌等)。 
(二) 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构成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进行资

源的配置，是因为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即存在市场

交易成本(外部交易成本)。所谓跨国公司的外部交易

成本，是指跨国公司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活动所付

出的成本。跨国公司利用市场取得各种生产要素、零

部件等，通过市场销售自己生产的各种产品。由于跨

国公司的跨国性，其外部交易成本(即市场交易成本)
也显得更加多样与复杂。跨国公司外部交易成本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因市场障碍而付出的成本 
现实中的市场是不完全的，国际化的市场更是如

此。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活动中，面临着种种市场障

碍，如关税壁垒、配额限制、有针对性的国内税收、

汇率政策、政府干预、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五花八门

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复杂的法律法规等。这些市场障

碍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要么使得企业的相关经济

活动进行不下去，要么大大提高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2. 搜寻成本 
企业只有和各种各样的潜在交易对象接触以后，

才能确定 合适的交易对象与交易价格，这一过程称

为“搜寻”，其过程付出称为搜寻成本。跨国公司在全

球范围内展开经营，市场范围广泛，潜在交易对象繁

多，交易量也大，因此搜寻成本很高。 
3. 讨价还价的成本 
国际商务谈判在国际业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

广泛的认可。在交易行为中，只要对交易双方有利，

任何价格都是可能的。因此，讨价还价将会延续到一

方的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讨价还价需要专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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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人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讨价还价的频率高，

讨价还价的过程长，这些都增加了相应的成本。 
4. 中间产品直接定价成本 
跨国公司往往具有垄断性的知识优势，需要在更

大的范围内进行使用。而中间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其

质量与数量都很不容易进行衡量与判断，这就使得中

间产品直接定价的成本大大增加。通过市场进行中间

产品的交易，还存在着泄漏知识或商业秘密的危险，

这需要企业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于是交易成本更

大了。 
5. 因契约不完备形成的成本 
而现实中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契约会

产生种种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成本。在国际交

易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由于各国在语言、文化、

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对契约相关内容的理解会产

生重大的不同。于是无休止的争论便开始了，通过内

部的协调解决产生了成本。有时，内部协调不能解决

问题，必须通过第三方机构，如仲裁、起诉等，这样

成本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交易也有成本，即存在组

织成本(内部交易成本)。一般而言，企业内部交易成

本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管理成本。从管理的基本职能来

看，包括了计划、组织、控制与协调，因此企业的内

部成本也相应地包括了这些方面的付出。从跨国公司

的具体情况来说，内部交易成本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 产权成本 
产权成本即度量、界定、保证产权的费用。跨国

公司是由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母公司与子公司或

分公司构成的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为了保证公司的正

常运作，跨国公司首先必须对所属的各子公司或分公

司做出基本的界定与度量。另外，跨国公司为了保证

产权的稳定与发展，也有不少的花费。 
2. 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形成的成

本。詹森和麦克林(1976)将代理成本分为：①监督成

本，由委托方规定代理方行为而产生。②契约成本，

由委托方向代理方保证他不会采取不适当的行为而产

生。③误差成本，由代理方按照自己而不是委托方对

信息的把握采取行动而产生的。 
3. 影响成本 
影响成本是为了影响企业内部利益分配而产生的

活动成本。跨国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较一般国内企业

的利益分配更为复杂，在人员配置、人员绩效考核、

薪酬确定等问题上就要做出更加复杂的决策，再加上

激励方面的问题，跨国公司在此方面的成本大大增加。 
4. 信息成本 
使用市场存在信息成本，使用企业进行资源配置

也同样存在信息成本。由于跨国公司普遍规模大，组

织层次多，信息的流动复杂，相应的信息成本也高。

此外，在跨国公司内部，上下级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

称的，下级往往出于利己的动机向上级隐瞒或传递错

误的信息，从而增加信息的判断成本。 
5. 监督与激励成本 
在跨国公司治理中，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

(信息隐匿)，逆向选择导致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导致

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导致公司效率损失。如何避免信

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永恒的难

题。于是高昂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便产生了。 
(三) 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确定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分

为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其中，外部交易成

本(X)＝因市场障碍而付出的成本(X1)＋搜寻成本(X2)
＋讨价还价的成本(X3)＋中间产品直接定价成本(X4)
＋因契约不完备形成的成本(X5)；内部交易成本(Y)＝
产权成本(Y1)＋代理成本(Y2)＋影响成本(Y3)＋信息

成本(Y4)＋监督与激励成本(Y5)，即： 
X＝X1+X2+X3+X4+X5 
Y＝Y1+Y2+Y3+Y4+Y5 

企业是否替代市场，即跨国公司是否应该成立，

根据前面的论述，这取决于 X与 Y值的大小。当 Y>X
时，应由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当 Y<X时，应由企业

进行资源的配置，即跨国公司应该成立。 
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的大小，根据科斯的论证： 

S*＝S1，若 C1<C2 
＝S2，若 C1>C2 

在上式中，S1 和 S2 是可供选择的两种企业边界

与规模，S*是被选择的安排，C1 和 C2 是 S1 和 S2 所

对应的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很难进行量化的观察

与度量，因而用比较的方法进行优化选择，即在两种

不同的安排下如何选择。 
综上所述，从静态的角度看，跨国公司的边界与

规模取决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的大

小比较。由于企业与市场是静态的，交易成本只对企

业产生影响，而企业本身并不影响交易成本，这样，

决定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因素就集中到市场交易成

本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成本的比较以及不同跨国公司

内部交易成本的比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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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 
交易成本的动态分析 

 
长期以来，关于企业边界与规模的探讨都是建立

在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成本静态分析或比较静

态分析基础之上，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也不例外。这种

分析方法虽然解释了企业替代市场的一般原因，却无

法在动态的层面上说明企业边界与规模的变化，因此

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13]。 
(一) 对静态交易成本理论的批评 
由科斯提出，威廉姆森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①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元；②无论

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交易，都是有成本的；③造

成各交易存在成本差异的关键是交易的频率、不确定

性和资产专用性；④各种交易方式都由一系列属性所

界定，每种方式都表现为成本、效率上的比较性差异；

⑤交易的决策者是以交易成本 小化为目标；⑥无处

不在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对可行的备选方案所作的比较

制度分析。 
威廉姆森认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在于使交易成本

小化，其批判者针对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个个人

化属性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交易行为，需要考虑信

任的问题。努德海文(Noorderhaven，1993)提出了情景

信任和品质信任两个概念，认为人的本性既有机会主

义的一面，也有值得信任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更

有可能出现值得信任的行为，当交易一方持续得到另

外一方值得信任的信息时，信任关系将得到强化[14]。

林登伯格(Lindenberg，1993)强调了引入社会认可理论

的必要性，将社会认可理论纳入交易成本的分析体系，

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在机会主义和信任行为之间进行

选择的方式和原因。由于存在有限理性，长期的复杂

的契约不可能是完备的，但只要引入“远见”的概念，

交易双方就可以事先解决契约的不完备性问题[15]。 
威廉姆森认为，“条令”和“自我约束”是企业的基

本特征，条令反映企业内部的不对称性，自我约束意

味着层级组织是它自己的终审法庭，使得其成员必须

尽量地自我控制。梅纳德(Menard，1994)超越了这一

特性上的区分，他指出高度的资产专用性与强层级关

系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对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分析

来进行解释。由于交易者很难观察交易的另一方，这

会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但频繁的交易减少了观察的

问题，进而降低了不确定性 [16]。 
保罗·贝杰(Paul Beije，1994)解释了引入动态过

程的方法以及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贝杰分析了技术

学习问题，指出能力、战略和路径依赖对交易成本分

析的重要性。正确的问题不是什么治理结构能使交易

成本 小化，而是什么治理结构能使技术学习成为可

能。由于每个企业的知识基础不同，而且这一基础是

由企业专用性资产构成的，企业将确保能够监控技术

开发，并从其它企业的不同知识基础中加以学习。 
巴特·怒特布姆(Bart Nooteboom，1994)进一步发

展了网络中的学习问题。他从构成主义视角深入地解

释了有限理性，即不同主体的认知存在差异，而不是

他们在不同环境下形成了各自的范畴。代理人通过主

动学习，改善他们在认识与行动方面的能力，从而优

化了交易决策过程。 
迈克尔·迪屈奇(Michael Dietrich，1995)指出传统

的交易成本理论有两个缺点：在组织上相对来说静态

的方法，依赖于一种共同效率的推理。在这种静态的

框架中，权力可以理解为在双方都希望交易成本 小

的假设前提下，对事先预期的经济收益的谈判能力。

这样一来，企业就被缩小为交易成本效率。这种构想

忽略了权力作用的实质，也没有考虑成本之所以产生

的根本目的。迪屈奇将由交易成本所产生的效益引入

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中，认为组织形式的适合性不一

定取决于交易成本，更可能决定于不同交易成本下所

取得的效益[17]。 
豪森(Hodgson，1994)认为，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它

们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受保护的文化，在其中可能出现

更为广泛的群体和个人学习。相反，市场化的关系将

减少人际关系和个人、群体学习。在动态的情况下，

企业的边界是持续变动的。导致企业边界与规模变动

的因素，不仅要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去理解，也应从学

习、路径依赖、技术机会、选择和互补资产等角度看。 
从以上各种对静态交易成本理论的批评来看，基

本上可以把握两点：第一，交易成本对企业性质、边

界与规模的解释是无法否认的。虽然不一定说交易成

本是解释企业相关问题的唯一理由，但至少也是无可

替代的重要理由；其它的各种理由，大部分可以转化

为交易成本的范畴，成为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的一部分。

第二，这些批评在特定的方面发展了交易成本的有关

内容，解释了交易成本尤其是动态的交易成本受到影

响的各种因素，在某些方面克服了静态交易成本的局

限性。总之，批判者没有否定交易成本分析的积极意

义，相反还发展了交易成本分析范式，使之进入动态

交易成本分析层面。 
(二) 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边界与规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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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发展，

企业的边界与规模决策日益受到企业能力的导向。企

业核心竞争力理论是基于从企业内部分析企业竞争优

势来源、战略目标、企业边界、绩效的战略观。企业

能力理论对企业边界与规模的解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 
首先是企业的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特殊

的资源束，是异质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是有形的、

人力和无形资产等组合的行政组织。资源难以复制的

属性作为经济租源泉、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基本驱动器。

企业产生短期的租金和持续的竞争优势，是由于其所

拥有的独特的资源状况，因为该资源状况创造了低成

本、高质量或超额绩效的产品。企业的资源不仅包括

了有形资源，也包括了各种无形资源，如品牌、声誉

以及企业文化等。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规模、边界更多

地与无形资源联系在一起，企业声誉、企业文化作为

重要的无形资源也必将影响到企业边界与规模的决

定。 
其次是企业的能力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动

态能力，它是指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建立、整合

和重构内外竞争力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从这一

概念出发，企业是一个能力的体系和集合，能力决定

了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的规模与边界。企业竞争力和

能力能够提供竞争优势或产生租金，它们基于难以模

仿的惯例、技能和互补性资产的集合体的基础之上。

1990 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发表了《企业的核心能力》，

能力理论进入应用和实践领域，对动态能力的探讨又

转向对核心能力的分析。 
第三是企业的知识理论。该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能

力和资源理论的观点，将知识视为企业 重要的资源，

认为企业的知识存量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组织吸

收、整合、应用、创新、外溢知识的不同导致了企业

边界、结构与行为、绩效的差异。具体来说，该理论

认为企业在合并知识作用方面胜过市场，能够更好地

创造和共享知识资本和建立知识库，企业绩效的差异

是因为创造和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不同。知识可以划

分为两类：可复制、便于交易的显形知识和无法复制、

难以交易的隐性知识。企业的知识理论强调了企业存

留隐性知识的能力，认为高度隐性知识只能存在于企

业，而企业的边界由交易成本和隐性知识的复制性决

定。 
企业能力理论虽然是从企业能力的角度对企业边

界与规模进行的解释，但它与我们前面运用交易成本

对企业边界与规模进行解释并没有矛盾和冲突。企业

能力的建立、发展与利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了

降低交易成本。企业能力的发展使得交易成本成为可

以因企业的能力而变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交易成本的

动态性，进而使得企业的边界与规模呈现出动态的特

征。这里论述的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边界与规模的解

释，同样也适用于跨国公司。 
(三) 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动态化 
由于交易成本的动态性，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成

本与外部交易成本在不断地变化，企业对市场的替代

性也因此而变化。这样，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就不

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动的，表现为在不同时间的不

同的“点”的组合。因此，对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的研

究就不能说是多大，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其边界与规模

会扩大，在什么情况下会缩小。 
动态边界可从当今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

企业与虚拟企业的行为中观察到。当今的一些企业，

对所需的投入品，有时既不是从市场购买，也不是与

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实现一体化，而是购买生产该产品

的企业的生产能力。它体现了市场与组织的模糊性。

又如一家生产企业，需要上游的某种产品，如果该产

品的生命力越强，就越可能采取一体化战略。反之，

对新替代技术的预期越强，与上游企业的关系就会越

接近市场。甚至，即使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

如果上游企业技术进步步伐较慢时一体化程度就会削

弱。总之，随着市场的快速变化，技术的快速更替，

企业在适应这种快节奏上将会采取动态边界策略。 
一个跨国企业的动态边界必然涉及到另一企业的

动态边界。这是因为只有在企业间的互动中才能实现

动态边界。一个企业的内部性减弱，意味着另外一个

企业的市场主体性增加。这样，当把视点从观察系统

里的一个企业扩大到观察一群企业时，就会看到企业

由于协调方式所确定边界的模糊性及动态性关系而形

成的耦合，还可以观察到企业之间的 “分”与“合”。 
 

四、结语 

 
总之，交易成本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跨国公司的

边界与规模，而且是解释这一问题 好的工具。交易

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成本，利用任何机制进行资

源配置都是有成本的。通过市场进行，存在市场交易

成本即外部交易成本；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源配置，则

产生组织或管理成本即内部交易成本。在静态层面上

对跨国公司边界与规模进行研究，是建立在科斯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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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基础上的。企业的边界应确定在边际外部交易成本

与边际内部交易成本相等之时，同时企业达到 优的

规模。跨国公司同样遵循这一基本定律。所不同的是，

跨国公司与一般企业相比，在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

易成本的构成上有所不同。跨国公司的特殊性，集中

体现在跨国的特征上。对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进行

静态分析，就是在市场－企业两种制度上如何进行比

较分析与选择，并在不同的边界与规模间进行优化决

策。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对跨国公

司边界与规模进行动态分析，其基本前提仍然是当边

际外部交易成本等于边际内部交易成本时，企业的边

界得以确定并达到 佳规模。跨国公司的外部交易成

本与内部交易成本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可以分为不

同的组合状况，在不同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边界与规模

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扩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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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firm’s boundary and sca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oundary and scal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with transaction cost. On the static level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static boundary and scal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on the dynamic level it criticizes the static theory of transaction cost, discusses the dynamic boundary and 
scal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with ability theory of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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