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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创业对我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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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创业目前是国际商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国际创业的过 

程。学术界认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线型、U 型、倒 U 型、S 型等不同关联。结合国际三 

阶段理论以及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实际情况，从增值收益、增量成本的角度来探讨不同阶段企业国际创业对其绩效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对国际三阶段理论进行拓展，认为可能存在第四甚至第五个阶段，并据此对我国企业提出 

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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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创业目前是国际商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 

题。Schumpeter 将创造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新 

的生产方式、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以及构建新的 

组织形式等都视为是创业 [1] 。Knight 将创业视为经 

历不确定性的过程 [2] 。根据  Schumpeter 和  Knight 
的定义，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以已有 

产品进入新市场或者拓展原有市场，销售新产品， 

开展新业务，拓展新渠道等都面临极大不确定性， 

因此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国际创业 

的过程。 Zahra和 George(2002)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 

顾，提出国际创业的整合模型，将国际创业分为国 

际化程度、速度和范围三个维度 [3] 。因此本文选择 

国际化程度、范围来探讨企业国际创业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 

并得出企业国际化创业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线 

性、U型、倒 U型、S 型等不同观点。由于对该领 

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本 

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 

理，对此进行理论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至今未得出一 

致的结果。不少研究认为国际化能够给企业带来利 

益，如通过国际化会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范畴经 

济与相互学习（Kogut，1984 [4] ，1985 [5] ），共享彼 

此特有的能力或核心竞争力（Hitt 等，1997 [6] ），从 

而提升企业利益。部分实证研究证明企业国际化与 

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Grant，1987 [7] ； 

Delios 等， 1999 [8] ）。 Gomes 和 Ramaswamy （1999 [9] ） 

认为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国际化程度对经营绩 

效有正的影响，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深入，其对绩 

效的影响有一个逐渐递减的边际收益，会呈现出一 

个正的但边际效率递减的模型。企业国际化在给企 

业带来利益的同时，相应地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 

本。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外市场，面临着陌生的环 

境，文化的差异，加之消费者购买心理及偏好的迥 

异，以及管理、监督上的困难，会给企业带来一系 

列学习成本，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部分学者得出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存在负向线性相关关系（Michel 
等，1986 [10] ；Collins，1990 [11] ）。也有部分学者认 

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明显，真正有助于 

提升企业绩效的因素为企业自身的优势， 如 Shaked 
（1986） [12] 在针对 58 家美国跨国企业和 43 家非美 

国跨国企业，Buhner（1987） [13] 对德国 40 家企业， 
Sambharya（1995） [14] 对美国 53 家多国企业进行研 

究都发现，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关 

系。Morck 和 Yeung（1991） [15] 在国际化对投资人 

的价值研究中发现，研发支出与广告支出对企业绩 

效的正向影响可借由国际化予以强化，但是国际化 

本身对绩效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些学者综合考虑企业国 

际化的成本与收益，以曲线关系来研究企业国际化 

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 U型关系模型和倒 
U型关系模型。近年又有学者综合各方面的观点， 

得出了 S 型关系。Ruigrok和 Wagner（2003） [16] 认 

[收稿日期]  20120313；[修回日期]  20120401 
[作者简介] 唐靖（1985），女，湖南益阳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助教，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创业.



理论研究 唐靖，陈小波，刘筱韵：国际创业对我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19 

为企业在国际化早期因为对国外环境的不熟悉，存 

在着文化差异、资源和能力不足等因素，国际化的 

成本会高于国际化的利益，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国际化经验的积累，进一 

步的国际化会对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从而得出 U 
型曲线关系。Sullivan（1994） [17] 认为海外市场的 

扩张可以立即给企业带来正面的利益，但当其国际 

化程度超越某个点之后，由于协调成本大幅提高、 

管理日益复杂、组织资源的能力跟不上企业国际化 

扩张的速度等原因，导致过度的国际化程度对企业 

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 Hitt， Hoskisson和Kim （1997） 
[6] 认为，虽然国际化可以为组织带来很多利益，但 

随着国际化的增加，将伴随大量的成本，成本逐渐 

大于其获取的利益，从而令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出现 

倒 U型关系。Contractor，Kundu和 Hsu（2003） [18] 

对美国 103家服务企业研究后发现，国际化扩张存 

在三个阶段。由于存在国外不利因素、初始学习成 

本、未达到规模经济等，初级国际化企业随着国际 

化的开始，企业绩效是不断下降的。对于中级国际 

化企业而言，由于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的作用，获 

取低成本的资源，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等，企业绩效 

随着国际化的扩张是不断上升的。对于高级国际化 

企业而言，文化距离的扩大，过于分散的市场会产 

生大量的协调成本，其绩效是随着进一步国际化扩 

张而下降的，呈现出 S 型曲线。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不多，且 

结论各不相同。台湾学者乔友庆、于卓民和林月云 

（2002） [19] 以台湾大型制造厂商为样本，发现国际 

化程度与绩效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 王国顺和胡莎 

（2006） [20] 以 329 家拥有出口业务的制造业上市公 

司为样本数据，发现中国目前制造企业的出口行为 

对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以出口比例衡量的国际化 

程度与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利率显著负相 

关。薛有志和周杰（2007） [21] 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 

司 20022004 年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企业国际化对 

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鲁慧玲（2008） [22] 通过 

对 374 家有出口业务的 A 股上市公司 2005、2006 
两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验证了国际化程度 DOI与绩 

效 ROA（总资产收益率）之间的 U 型曲线关系， 

并发现 DOI 与绩效  ROS（销售利润率）之间关系 

不显著，但方向(正向或负向)与 ROA一致，同时计 

算出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绩效最低时的国际化程度 

是 37%。杨一尘和余颖（2008） [23] 以 150 家制造业 

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国际化程度对公司经营业绩 

有影响，且当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时 ，两者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王辉、张俊玲通过对我国彩电行 

业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化经营，充分 

融入国际领先的创新环境，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同 

场创新、合作创新等来提升企业内在的创新能力， 

借此实现新的绩效增长契机。 [24] 王福胜、孙妮娜、 

王虹妹(2009) [25] 从沪深两市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行 

业中选取  30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绩效、结 

构和态度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得出 

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呈正向线性相关关系，企业可以 

通过增加国际经营的涉入程度来实现提高自身经 

营绩效的目标。 

三、企业国际化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再结合我国企业进 

行国际化创业经营的实际，笔者认为，国际化经营 

的三阶段理论对大部分企业都是适应的，甚至不管 

是之前得出的线形、U形，倒 U形关系都可以在三 

阶段理论中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契合点，也存在与之 

对应的解释 [26] ，只是不同的结论可能正好处于企业 

国际化经营的不同生命周期中。国际化经营的三阶 

段理论从增值收益、增量成本的角度为企业国际化 

创业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纵向的深度解释。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一阶段（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 由于交易双方处于不同国家或 

地区，经济、政治、气候、文化等多方面的先天差 

异，使得其初始国际化进程异常复杂及不确定，这 

会大大加大企业获取其市场信息的成本。其次，交 

易双方因为彼此的不熟悉，双方的商业信用、财务 

状况、履约能力的不确定会增加交易谈判与监督履 

约的成本，预防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也会 

提高企业事后履约的成本。因此在企业国际化初始 

阶段，出口导致的增量成本远大于出口带来的收 

益，从而会使得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一开始呈现 

负相关。 

当企业克服初始阶段的困难，步入企业国际创 

业经营的第二阶段（Later  Internationalization），国 

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会使得企业的单位增量收 

益大于其成本，企业绩效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进 

一步加深、国际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逐步提高， 

呈现正相关关系。尽管在这一阶段中，企业仍然存 

在着相应成本的增加，但是企业克服了初始的交易 

困难，通过熟悉国外环境，加深交易双方的了解， 

建立更多稳定、信任、长期的交易往来，改变自身 

在国外市场网络中的位置，形成国外市场上广泛的 

企业关系网络，从而更容易获取有利知识、优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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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商业机会，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企业出口规模 

的持续扩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达到了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企业交易成本内部化，这会使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的获利能力进一步提高，使得收益的增量 

远大于成本的增量，从而表现为企业绩效的提升。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三阶段（Exce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即企业国际化扩张达到一定程 

度脱离了国际化经营的最佳状态后，国际化经营的 

进一步扩大， 范围更广， 涉及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市场严重分散，文化距离扩大，管理成本加剧，全 

球市场的协调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成本的增加以 

及所带来的风险大于企业的收益，企业国际化的进 

一步加剧会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并且在这一阶 

段，部分企业因为在享受第二阶段国际化所带来的 

长期超额收益后或因为本身其他长期的战略追求 

或企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扩张上反应不够迅速，并 

不会意识到自身的过度国际化问题 [27] ，也不会及时 

采取行动来抑制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的负面影响。 

笔者对企业国际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企业在经历第三个阶段后，在国际化的继续扩张过 

程中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企业对内能充 

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主动式管理，进 

行相应的内部变革，实现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匹 

配；对外能对国际经营环境保持高度敏感，从企业 

所处环境和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并能 

敏锐地从中发现所存在的机遇，充分把握利用，对 

企业目前的经营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避免逆国际 

化发展，并在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 

提高，企业则会进入一个循环的周期。因此，在企 

业国际化三阶段后可能存在第四阶段甚至第五阶 

段，如图 1所示。 

图 1 企业国际化阶段示意图 

四、总结及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三阶段理论和我国企业的实际 

情况，深入地探讨了不同阶段企业国际创业会对企 

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企业国际创业的初始阶 

段，国际化经营并不带来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反 

而使之降低，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在国际创业 

之前，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本 

土业务的盈利能否承受初始国际化带来的国外业 

务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积极地熟悉外国市场，开展 

充分的前期调查，做好充足的准备。在国际创业的 

第一阶段，企业应更进一步了解目标市场，熟悉目 

标市场顾客的喜好，获取更多的经验知识，争取在 

外国市场构建广大的关系网络，与当地政府部门、 

经销商、客户等构建强关系连结，并积极拓展弱关 

系连结，为企业第二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第二 

阶段，国际化的加深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企业应充分利用前期的经营成果，提升企业本身的 

网络能力，并注重改革创新，发现并利用这一阶段 

的有利机遇，开辟新的市场，拓展新的客户，研发 

新的产品，并注重本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以适应越来 

越广大的外部市场，以避免或者延缓第三阶段的负 

面影响。在第三阶段，国际化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 

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企业则不应该按照原有 

模式进行经营，应该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 

题，采取积极主动的超前行动，加大研发投入，保 

持高度警觉，更好地利用国际经营环境中可能存在 

的政策机遇或商业机遇，从而减轻这一阶段中国际 

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在国际化程 

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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