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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尝试用“2 + 3 + 4”研究框架分析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 ,以及受物流产业自有特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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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 ,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

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 ,中国在

吸引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2
ment ,FDI)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FDI 物

流企业的强势进入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现状却形成

了较大的反差。

1 　物流产业的典型特征

现代物流业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
业、制造业相比 ,物流产业具有以下特征 :

1)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方面。

物流服务各环节职能的相同 ,使得其在生产和

消费不可分离特征上的表现程度也有所差异。对于

运输、储存、装卸、配送等环节而言 ,物流活动的生产

和消费是不可分离的 ,因为这些生产活动完成的同

时 ,物流活动中需求者的消费目的也达到了 ;对于物

流加工、信息处理等环节而言 ,生产和消费可以不具

有同时性。

2)交易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方面。

物流服务是将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一个连

接 ,不同的消费者甚至同一消费者在不同时期、不同

地点的物流需求都会千差万别 ,这种不确定性造成

了物流服务的需求者无法在消费前看到服务的结

果 ,因此 ,大而知名的物流公司更容易赢得市场。

3)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方面。

现代物流产业属于高端服务业。物流企业的经

营、管理、市场开拓和业务操作等工作需要具有各种

专业知识和较高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因此 ,国外投

资者在对东道国的物流产业进行投资时 ,东道国的

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4)规模生产方面。

物流产业通过规模生产可以降低成本 ,如相同

运输线路的产品可以采用共同配送以降低物流成

本。另一方面 ,物流业务的服务范围一般来说是全

国性的 ,甚至更多时候涉及国际市场 ,因此物流企业

必须拥有一个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网络体系 ,这

样才能顺利完成每一笔业务的收取、存储、分拣、运

输和递送。

2 　物流产业 FDI理论分析框架———
“2 + 3 + 4”模式
　　本文基于的物流产业 FDI 理论分析框架采用

“2 + 3 + 4”模式 (见图 1) ,这是根据物流产业的典型

特征及我国物流产业 FDI 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

一种分析角度。

模式中的“2”代表 FDI 东道国环境和 FDI 母国

环境。对物流产业 FDI 的外部环境应进行研究。

外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对物流产业进行投资 ,要同

时受 FDI 东道国和 FDI 母国两国环境影响 ,只有两

国的环境要素同时具备 ,才可能产生物流产业 FDI

行为。

模式中的“3”是指邓宁折衷论的核心 ———“三优

势范式”,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三优势理论揭示了 FDI 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是

研究物流产业 FDI 规律性的主要依据[1 ] 。

模式中的“4”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投

资条件、投资方式和投资区位。与 Caves 的 6 个标

准问题相比[2 ] ,这里没有将投资主体、投资内容、投

资时机列入本模型的研究范围 ,而是增加了投资条

件。这样处理的原因主要在于 :1) 本模式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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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投资主体为直接

投资物流产业的各母国投资者 ,主体已经明确 ;2)本

模型中 ,外商的主要投资内容就是物流产业 ,投资内

容也是明确的 ;3)投资时机受企业经营状况、行业发

展水平、投资东道国、母国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 ,而

这些因素都属于本分析模型中“4”的研究范围 ;4)而

投资条件是 FDI 的又一个基本问题 ,因为仅有投资

的动因 ,还不能完成投资行为 ,是否实施这一行为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因此 ,“2 + 3 + 4”模式中的四个基本问题也正是

物流产业 FDI 受物流产业典型特征影响的具体表

现。

图 1 　物流产业 FDI理论分析框架

———“2 + 3 + 4”模式

3 　基于“2 + 3 + 4”模式的物流产业
FDI 机理分析
　　根据已提出的模式 ,在东道国、母国环境的影响

下 ,本文将运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优势范式来

分析我国物流产业 FDI 的动因、条件、方式及区位

四个基本问题[3 ] 。

311 　物流产业 FDI的动因分析

31111 　市场导向

对中国物流产业进行直接投资的大部分国家经

济发达 ,但其本国市场相对饱和 ,面对相对落后的中

国物流产业 ,却又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 ,使得中国物

流市场成为国外物流企业投资的热点。

31112 　国际化导向

世界著名的跨国物流企业巨头都在完善其在中

国物流市场的网络布局 ,可以说 ,这是其国际化战略

目标的一部分。D HL 、TN T、U PS 等都出于这种动

机而在中国建立了物流基地 ,大力拓展其在中国市

场的业务。

31113 　物流产业自身特征

物流产业的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性、物流服

务产品的不可储存性和不可转移性 ,使得外国投资

者向中国物流消费者提供物流服务产品 ,必须通过

FDI 形式而选择跨国经营战略。

312 　物流产业 FDI的条件分析

1)所有权优势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水

平、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指标等都远超中国 ,其物流

企业与我国本土物流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

势[4 ] 。

2)内部化优势方面。一些大型跨国制造企业在

原材料、零部件及产成品方面的国内、国际物流需求

持续增长。原来为这些大型跨国制造企业提供物流

服务的物流企业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原有客户 ,必然

将其物流网络作为原有战略联盟关系的一种延伸扩

展到中国。如 ,有“戴尔物料保姆”之称的伯灵顿、英

运物流、日通等公司都是同其原有客户一起进入中

国物流市场。

3)区位优势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多数日资物

流企业。一方面 ,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劳动

力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 ,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引

发了“物流空洞化”[5 ] ,因此很多专业的物流企业都

竞相到中国寻求发展空间。

313 　物流产业 FDI方式分析

在物流产业的 FDI 方式中 ,新设投资和并购是

跨国物流企业选择的主要方式。2005 年底 ,外资企

业的独资倾向愈加明显 ,并购加剧。2006 年 , TN T

以购买方式兼并了我国华宇物流企业[ 6 ] ; FedEx 以

4 亿美元收购了和天津大田合资的快递公司 ; U PS

以 1 亿美元的代价同中外运协议分手 :外资企业开

始呈现出通过并购最终达到独资目标的态势。

并购加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 ,并购能

迅速解决进入新市场的一系列障碍问题 ,不但可以

节约时间 ,而且还可以规避许多风险 ;其次 ,并购后

通过企业垄断优势的维持与提升 ,企业可以充分利

用外部资源 ———专利、商标、供应与分销网络等所有

权资产 ,来获得和创造新的垄断优势 ;最后 ,并购更

容易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将其优势进行强项结合 ;

此外 ,因为物流产业交易过程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

征 ,这也使得选择并购方式的物流企业更容易赢得

客户和市场。

314 　物流产业 FDI的区位分析

物流产业 FDI 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市场容量等[7 ] 。

1)基础设施。物流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商品运

输 ,那么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发

展在物流产业发展中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便利

的运输条件既可以提高物流活动的效率 ,又可以降

低成本。

2)对外开放度。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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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物流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具有吸引力。近年

来 ,日资企业设立物流据点最多的是上海 ,这与上海

浦东新区的开放有密切关系。

3)市场容量。物流市场容量主要是指物流服务

的总需求量。物流市场容量较大的地区一般集中在

以下几类地区 : ①人口密集区。物流提供的是一种

将产品由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服务 ,人口密集区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存在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很多

外资物流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首选在大中型城

市 ,而相邻城市经济一体化发展 ,有助于形成围绕城

市群崛起的“物流带”。②制造业密集区。制造业是

物流需求的重要来源。在市场竞争压力下 ,越来越

多的制造业企业从战略高度实施流程再造 ,积极推

进物流外包。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加强深度合作 ,

联动发展的趋势日益显现 ,如 BRIN K、英运等都在

向制造业中心区集聚 ,从而围绕产业链形成了“物流

圈”。③物流节点区。靠近物流节点有助于提供快

捷便利的配送服务。以普洛斯在中国市场的物流网

络为例 ,它投资的物流园区遍及主要枢纽城市 ,靠近

机场、海港和高速公路等物流节点[ 8 ] 。

4 　物流产业 FDI的效应分析

随着物流 FDI 规模的不断增长 ,对我国经济发

展、产业结构升级、劳动者就业及环境资源的影响日

益显著 ,可以说 ,FDI 的物流产业在我国经济已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411 　国民经济增长效应

41111 　作用机理分析

物流产业 FDI 的进入 ,使得我国本土物流企业

能够更好地与国际物流企业合作与联盟 ,实现优势

互补 ,提高我国物流企业的竞争力。同时 ,物流产业

通过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可以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

的发展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另一方面 ,

当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经济整体水平提高后 ,其对物

流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 ,这样 ,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

场则会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物流产业。这是一

个循环发展的过程。

41112 　数量模型分析

下面 ,我们来验证物流产业 FDI 与国民经济增

长的相关性。本文采用物流产业 FDI 实际使用金

额和我国 GDP 值 ,利用 SPSS 软件 ,来验证我国物

流产业 FDI 与我国 GDP 之间的关系。表 1 显示了

1999 —2006 年我国物流产业 FDI 实际使用金额与

GDP 的统计数据。

　　根据表 1 的数据 ,利用 SPSS 软件 ,采用单尾检

验 ,得出 :在 01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物流产业 FDI

与 GDP 的相关系数为 01685 ,高于 015 ,且显著性水

平为 0103 ,低于 0105 (见表 2 SPSS 分析结果) ,因此

可认为物流产业 FDI 与 GDP 正相关 ,物流产业 FDI

的进入 ,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表 1 　1999 —2006 年我国物流产业

FDI实际使用金额与 GDP的统计数据

年份
物流产业 FDI 实际使用金额

(万美元)

GDP

(亿元)

1999 年 198485 210871

2000 年 181230 1838671 9

2001 年 127285 1598781 3

2002 年 86737 1358221 8

2003 年 91346 1203321 7

2004 年 90890 1096551 2

2005 年 101188 9921416

2006 年 155114 8967711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9 —2006) 。

表 2 　SPSS分析结果

FDI GDP

FDI Pearson Correlation

Sig1 (1 - tailed)

N

1

8

01 685 3

01 030

8

GDP Pearson Correlation

Sig1 (1 - tailed)

N

01 685 3

01 030

8

1

8

　　本文用单位物流需求系数来反映物流产业对国

民经济的重要性。我国单位 GDP 物流需求系数从

2000 年的 1172 逐年上升到 2006 年的 218 ,这表明 ,

我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

412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1)物流产业 FDI 规模的扩大推动我国三次产

业结构升级。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往往对一国国民经济的增

长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一直相对滞

后 ,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 75 % ,而我国仅为

33 %。2001 —2007 年 ,我国第三产业吸收外资的比

例逐年增加 ,物流产业吸收利用 FDI 的数额在第三

产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06 年 ,我国物流产业

吸收外资总额达 4414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物

流企业不仅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快捷通畅的

物流服务 ,而且对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起到了积极作用。

2)通过关联效应推动三次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物流企业的进入 ,使得我国的物

流活动由简单的运输、仓储业务环节转向增值服务

和一体化物流模式 ,大大促进了我国物流业和制造

业的融合 ,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联动发展趋

势开始显现。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有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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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性。外商直接投资的物流企业和我国本土物

流企业的关联效应 ,直接和间接地带动了我国三次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三次产业结构升级。

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

现 ,即示范 - 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源流动效

应。首先 ,外商直接投资物流企业的进入大多是追

随国际制造业而进入的 ,其业务涉及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高的采购和供应链管理等业务 ,范和模仿效应

可以促使我国本土物流企业的进步。其次 ,外商直

接投资物流企业的进入势必加剧了我国国内物流市

场的竞争 ,为了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 ,本国物流企业

必须加快技术改造、树立创新服务理念以提高企业

竞争力 ,这样做最终提升了我国物流产业的整体水

平。最后 ,物流产业对人力资本有着较高的要求。

外资物流企业的员工如果日后受雇于东道国物流企

业 ,其积累的各种技能、知识也会随之外流 ,这也能

有效提高东道国物流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413 　就业效应

物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以大量吸收各

类人员就业。外资对就业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外商

所投资的企业提供的直接就业机会 ,还包括通过产

业关联而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9 ] 。另一方面 ,外商

直接投资物流企业的进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

质 ,物流产业 FDI 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知识

与技能 ,包括诸如设备和工艺流程的硬技术以及管

理、营销等的软技术。由于我国物流产业起步较晚 ,

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技工还十分缺乏 ,而

外商直接投资物流企业会对其雇用的员工进行一系

列的技能与知识培训 ,从而达到逐步提高物流产业

劳动者素质的作用。

414 　环境效应

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 ,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经济

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

用越来越重视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同时 ,逆

向物流、绿色物流也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外

商直接投资物流企业进入中国后 ,我国的物流活动

日益频繁 ,这加大了环境的负担。在运输与配送环

节中 ,剧增的运输车辆会增加对燃油的消耗 ,从而加

重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交通堵塞 ;不当的库存和配

送中心选址 ,在加重污染的同时还会带来土地资源

的过度占用 ;在包装环节 ,塑料、编织袋、绳子等包装

物材料都是不可降解的 ,这些也加重了环境污染。

但另一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物流企业的进入也

相对改善了我国的物流环境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先

进的技术和环保理念。在其影响下 ,我国本土物流

企业也越来越重视物流环境问题 ,更多的企业选择

绿色运输 ,通过有效利用车辆 ,降低车辆运行频率 ,

提高配送效率 ,采用绿色包装并在物流增值服务中

以规模作业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 ,以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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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echanism and Effec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ogistics Industry

Wang Ya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alian 116028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t ries to analyze t he mechanis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in logistics indutt ry based on t he research f ramwork of ’2 + 3

+ 4’ as well as t he inherent laws of motivation ,condition ,mode and reg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in logistics indutt ry affected by t he charac2
teristics of logistics indust ry ,and discusses t he effect 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in logistics indust ry in t he aspect s of economic increase ,opti2
mization and upgrade of indust rial st ructure ,employment and environm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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