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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

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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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至关重要!本文以
$!!4

(

$!"/

年中国
6

股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运用
HUh

比例风险模型和
NU

Z

(E

模

型检验了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海

外背景能够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此外"进入模式在高管海外背景和海外子公司生

存绩效二者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即高管的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更倾向于以独资的模式

进入东道国"独资模式下母公司对于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投入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

!关键词"

"

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生存分析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 %

QBÈCV*7UV̀CV*;(VGHE.)[GPEOG)E

!

Q7;.

&

的规模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 (走出去)

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然而这些 (走出

去)的企业生存效果却令人堪忧!每年都有大量的

海外子公司在消失$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影响因素

已成为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高管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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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X

&是公司集结了

价值性#稀缺性以及难以复制性为一体的核心资

源!是公司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高管在公司创新投

资#经营多元化或者战略联盟等国际化活动相关的

运营和战略决策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这些决策

对海外投资的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高管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海外子公司经营的成败$高阶理论认

为高管的人口统计学背景影响着他们的感知#认知

价值和偏好!因此高管的人口特征会通过影响其制

定的战略反映到组织的绩效当中 %董直让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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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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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管特征对跨国

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由于海外的特殊经历!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在

思想观念#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上都深受海外文化

环境和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其拥有的国际化知识

使得他们对海外市场的认识更加深入!更能理解和

包容来自文化方面的冲突!更有能力应对国际市场

不确定性!处理海外子公司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挑

战$因此!在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

企业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就必须借助具

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这一重要的核心人力资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开始着眼于

X5X

海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及其绩效的影

响!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CP

%

$!"$

&检验

了董事会和高管国际化经验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

"



"

衣长军等$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的关系!结果发现董事会和高管的国际化经验都会

显著提升公司的国际化程度$李巍和席小涛 %

$!"&

&

以
$#4

家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
X5X

的

国际化经验通过关键战略要素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

的国际化绩效$

:CBV>_B

%

$!"!

&则指出高管的

国际化经验会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生存$以往所

拥有的经验会导致管理者形成固化思维!从而限制

了其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以及面对突发情况的解决能

力!因此高管以往的国际化经验反而可能会降低子

公司的海外生存率$还一些学者认为!

X5X

海外

背景对海外子公司生存并无影响$如
:(CVVCEC)C>

XUVV(P(

%

$!"!

&以印度#爱尔兰和以色列等国家

的跨国企业在美国的子公司为样本!研究技术水

平#国际联系和国际化经验与海外子公司生存之

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以往的经验与海外子公司的

生存并无太大的关系$此外!还有学者试图从时

间的维度出发!研究
X5X

海外背景对企业短期

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如王雪莉等人 %

$!"&

&

等通过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研

究!结果发现
X5X

海外背景无论是对公司国际

化的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黄登仕和祝晓斐 %

$!"#

&进一步对

企业绩效进行划分!发现
X5X

海外背景除了对

于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外!对于创

新绩效和海外绩效也有积极影响$

本文认为!关于
X5X

海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

绩效之间关系莫衷一是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绩效指标的度量方式存在差异 %于飞和刘

明霞!

$!"1

&$目前文献大多关注的是母公司的经

营绩效!如母公司的资产报酬率#经营利润#市场

份额等会计指标或者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然而这

些衡量方法过于主观!而且海外投资传导到母公司

的经营绩效链条特别长$而公司的绩效不仅包括经

营绩效!还包括公司的生存能力等因素$我们认

为!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是跨国企业最直接#最有

识别度的首选绩效指标!没有生存就无法谈论资产

报酬率#经营利润等绩效!而且该指标相对于会计

指标或者调查问卷而言!生存与否是客观事实不需

主观判断!更能够客观地反映出海外子公司的绩

效,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检验高管对跨国经营

绩效的直接影响!没有考虑高管海外背景与子公司

生存之间的中介传导途径!缺乏更为深入的机制机

理探讨$如果缺乏对高管海外背景影响海外子公司

生存的内在机制的探讨!显然不利于我们更为深入

的解析高管对海外子公司生存影响的黑箱$我们认

为!高管在海外投资时面临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

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进入模式作为企业
Q7;.

的

重要战略决策之一!对其选择的不同决定了跨国公

司对于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后续资源承诺等决

策$进入模式将会直接影响到海外子公司所面临的

风险和自身的竞争能力!并最终影响到他们的生存

成败 %

6)*GVPU)> :CE(

Z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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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

文引入进入模式这一中介变量!依据高阶理论尝试

揭示
X5X

海外背景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

效之间的传递黑箱$

本文以
$!!4

'

$!"/

年中国
6

股 (走出去)的

上市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为样本!结合高阶理论!剖

析
X5X

海外背景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之间的内在机理关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

X5X

海外背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生

存绩效!并为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利用
X5X

海外背

景这一战略资源提供参考$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

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

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

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131

海外背景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

司生存绩效的影响

""

企业
Q7;.

是由决策者做出的一系列战略选

择!作为决策者的高管与企业
Q7;.

息息相关$根

据高阶理论!高管的行为会通过战略决策反映到公

司的绩效当中!高管的海外背景也会影响跨国企业

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国际化过程中!与区位相关

的国际化知识有多种!包括东道国市场#竞争者#

地方政府等$国际经验有利于跨国企业快速获取#

积累和协调分散的区位特定知识!缓解国际化过程

中面临的管理资源约束$企业国际经验可以来自于

国际化运营!对于尚处于国际化早期阶段的新兴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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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来说!高管的海外经验也是重要的国际经验

的来源$当个体具有在不同国家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时!该个体便具有了国际经验与知识!这种国际经

验使个体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也促进了个体对不

同文化#习俗#惯例的开放性态度与整合能力$具

有国际经验的高管更能洞察海外市场环境的复杂性

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他们解决国际化运营活动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能力也更强$具有国际经验的

高管在海外市场的关系网络也提高了企业获取当地

市场深层次信息#知识的能力$国际经验对培养高

管的全球化思维方式#提升高管的信息加工能力极

具价值$具有国际经验的高管还可利用其在海外市

场中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来获取当地市场知

识!这有利于高管制定国际化战略决策!进而使得

具有国际经验的高管所制定的国际化战略具有更多

潜在收益$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国际市场的环境更

加的复杂多变!企业面临着更加多元化的文化#制

度等挑战!这一情况导致
X5X

成员需要处理大量

多样且相互矛盾的信息 %

=([CP

!

$!"$

&$丰富的海

外背景使得高管对外部环境尤其是国际市场环境有

着天然敏锐的注意力和洞察力!凭借着这种能力和

对多元文化的理解!高管们能更好地把握住机遇!

从而做出更准确的决策来保证公司的良好经营

%

:BU

!

$!"/

&$

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进入东道国

时!往往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文化#经济以及市场环

境等!从而面临着 (外来者劣势)$这种 (外来者

劣势)使得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他

们在与当地企业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面对

这种风险与挑战!企业也难以通过简单的学习得到

克服$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能够利用自身以往的知

识和经验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地了解国际市场所存在

的风险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更好地利用当地的

文化实践和法律规章制度来处理国际化进程中可能

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情况!从而消除由于 (外来者

劣势)带来的风险$

因此
X5X

海外背景不仅仅是企业的一种稀缺

资源!更是企业的动态能力!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能够

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提高

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假设
"

"

X5X

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

的生存率越高$

&二'进入模式的中介作用

企业行为理论 %

2

W

GVE> 5CVHY

!

$!!&

&指出!

战略决策研究的重点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如何制定决

策$已有大量的研究将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职能背

景#任期#年龄和性别等特征与企业的战略和绩效

联系起来$而海外背景作为反映高管认知的一个重

要因素!它能够为高管带来新的视野和先进的管理

能力!因此其对于跨国企业的战略制定有着重要的

影响 %

KO(EY!"#$8

!

"++1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

具有海外背景高管倾向于以高资源投入的股权模式

进入国际市场$如
-(GNPG)

%

$!"!

&,

KV(PCRB)>.)EBM

NBHR

%

$!"+

&分别以瑞士公司和越南中小企业为例

进行研究!发现高管的国际化经验使得他们能够承

担将大量资源投入国外市场的相关风险!并且能够

更有效地处理海外市场上的问题$这使得高管对于

海外的业务越来越熟悉!对海外市场业务的控制意

愿也越来越强!从而导致海外投资从非股权投资转

向股权投资$那么在股权投资模式中!拥有海外背

景的高管是否也会更倾向于更高的股权控制模式

呢3 本文认为!这种控制权的选择在股权模式中同

样适用!即拥有国际化经验的高管更可能选择独资

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申舒萌和葛玉辉!

$!"$

,吴建

祖和关斌!

$!"%

,

\GVVOC))>;CEEC

!

$!!$

,

\GVM

VOC))>;CEEC

!

$!!#

,

-(GNPG)> -(GNPG)

!

$!""

,

,(G

!

$!"1

&$

企业的战略反映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价值观

和认知基础$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动态而复杂的!高

管一般以自身的价值观和认知基础作为 (过滤器)!

有选择地感知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做出战略决策$

-(GNPG)>-(GNPG)

%

$!""

&指出!高管的海外经历

有助于高管发展出全球化思维的认知$这种全球化

思维的认知使得他们拥有更强的关注信息和解释信

息的能力!并对外部环境尤其是国际市场环境有着

天然敏锐的注意力和洞察力 %

J(C)

Z

!"#$8

!

$!"/

&$

这提升了他们分析国际经营环境的能力!使得他们

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海外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并能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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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长军等$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从海外市场的风险中寻求机会!将其视为 (机遇)

而不是 (威胁)$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机会!避免他

人的干预!他们会选择更高的控制权进入$此外!

与
Q7;.

相关的外部不确定性是制约进入模式选

择的主要因素 %

_q

c

GSM;BCVEG > e(*CNMKBrVGS

!

$!"!

&$外部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更倾向于与当地

的企业合作来获得东道国的市场信息$而具有海外

背景的高层管理团队由于他们工作或学习经历跨越

不同的国家!相比于无海外背景的高管!他们拥有

更多的跨国社会网络 %

jYC)

Z

!

$!"/

&$这种社会网

络能够帮助他们充分评估东道国的环境和市场信

息!使得他们不必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来降低进入

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降低能够帮助高管降低

市场感知风险!增强对于投资的自信心!从而选择

更高的控制权进入模式 %李巍和席小涛!

$!"&

&$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
$

"

X5X

海外背景越丰富!越倾向于以

独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进入模式作为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战略选

择 %

3G*GVPG)!"#$8

!

$!!$

&!它影响着公司的资源

承诺#风险以及退出成本等因素 %

bVUBEYGVP!"

#$8

!

$!!/

&!而这些因素通常都与海外子公司的生

存息息相关 %

bG)(EU

!

$!!%

,

bVCBGV

!

$!!#

&$从资

源承诺的角度来看!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拥有着

各种资源!这些独有的#不可模仿的且难以复制资

源能够转化为企业独有的能力!这是企业保持可持

续竞争力的源泉 %

bCV)G

W

!

"++"

,

bCV)G

W

!"#$8

!

$!!"

&!也是企业拥有优良绩效的基础$现有研究

表明!公司的股权水平越高!母公司对企业的资源

承诺也就越高 %

;GN(UP> bGCO(PY

!

"+++

,

;YC)M

CVC

@

>bGCO(PY

!

$!!1

&$而若是与合作伙伴合资创

办企业时!母公司对该子公司的资源投入倾向会更

低 %

:UOGPM2CPPGVGP

!

"++!

&$资源投入将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竞争能力$在全资进

入模式之下!跨国公司将更倾向于将其资源转移给

海外子公司!也更倾向于认为子公司不会滥用资源

并且有能力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而赋予海外子公

司更强的竞争力$

而资源的投入除了有形资源外!还包括人力等

无形资源$在全资模式下!母公司拥有着更大的控

制权!可以任命 (自己人)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而这些人员一方面能够更好的理解母公司的战

略!执行母公司的命令 %

TUDV()

!

"+//

&,另一方

面!母公司可以直接委派管理人员给全资子公司!

因而具有拥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权和完全控制本地运

营的优势 %

:CE(

Z

)U)>6)*GVPU)

!

"+//

&!使母公

司与国外市场和客户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全资子公

司还可以避免合资进入模式下由于合作伙伴的能

力#兴趣和目标各不相同导致的管理冲突$这种人

力资源的转移也将提高全资海外子公司的竞争力!

从而提高生存率$

从退出成本的角度来看!独资模式相对于合资

模式需要相对较大的前期投资!这些投资通常是不

可逆的 %

KU)

Z

!

$!"1

&$因此!全资模式下海外子

公司退出面临着更高的机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

跨国企业会更倾向于推迟退出时间并鼓励海外子公

司继续经营以减少损失或者达到最终的投资目的

%

TBOCV

!

$!!%

&$因而与独资模式相比!合资模式

下海外子公司更容易退出$综上!无论是从资源承

诺的角度还是退出成本的角度来看!独资模式下的

海外子公司的生存能力都强于合资模式$

;GN(UP>

bGCO(PY

%

"+++

&,

\G))CVE!"#$8

%

"++/

&,

_(

%

"++%

&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独资模式下海外子

公司的生存率更高$由此!

X5X

海外背景对中国

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不仅有直接作用!

还能通过进入模式选择产生间接影响$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

"

进入模式在
X5X

海外背景与跨国企

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
$!!4

'

$!"/

年中国 (走出去)海外子

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匹配 *境外投资企业 %机

构&名录+与 *沪深上市公司名单数据库+中的公

司!得到 (走出去)的上市企业名单,其次在巨潮

资讯网收集名单中上市公司的年报信息!通过手动

翻阅年报!获取本文的海外子公司样本数据$在此

基础上!本文还删除了以下三类数据"

"8

由于本

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工作论文
"

文只考虑海外实体企业的生存情况!因此本文删除

了注册地在香港#澳门#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百慕

大群岛等 (避税天堂)的海外子公司样本,

$8

基于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删除了金融行业的样本,

&8

由于生存分析方法只能处理数据右删失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删除存在 (左删失)问题的数据的观察

值!即选取 (走出去)时间为
$!!/

'

$!"/

年的企

业$删除本文所用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得到包括

"&&%

家上市公司数据!共计在
/&

个国家 %地区&

设立
##"$

家海外子公司!观察值为
"+&+%

$

&二'变量测量

"8

被解释变量"海外子公司死亡风险率 %

HG)P

&$

通常计算该指标需要具备两个变量$一是海外子公

司的生存状态!若海外子公司被终止清算#被收购

或者退出海外市场!则视为运营失败和死亡!赋值

为
"

!若海外子公司继续运营!则赋值为
!

$此

外!由于某些海外子公司停止运营是因为已经达到

了投资目标或者是因为投资的资金已经全部收回!

因此本文经营时间超过
"!

年的海外子公司不视为

经营失败 %

;GN(UP>bGCO(PY

!

$!!"

&$二是生存

时间!海外子公司的生存时间指海外子公司从进入

东道国到退出东道国所经历的时间$

$8

解释变量"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

本文采用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代昀昊和孔东

民!

$!"4

,文雯和宋建波!

$!"4

&!或外籍的高管成

员的比例进行衡量 %黄登仕和祝晓斐!

$!"#

&$

表
7

"

变量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测量指标 变量符号 数据来源

海外子公司风险率 海外子公司死亡风险率
E!9<

上市公司年报

X5X

海外背景 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占高管团队的人数比例
Y6!%<!#<

国泰安数据库

进入模式 独资取值为
"

!合资取值为
! QC

上市公司年报

研发水平 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I3

锐思数据库

董事会持股比例 全体董事会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
XLO

2LQ

二元性 若
2LQ

同时担任董事长!则取值为
"

!否则取值为
! G&#$

公司规模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

绩效水平 总资产收益率
IY,

经营杠杆 %销售收入
0

变动成本&-%销售收入
0

变动成本
0

固定成本&

GY'

国有持股比例 国家及国有法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
O"#"!2:9!3

行业 公司所在行业为制造业!取值为
"

,为非制造业!取值为
! 0

B

国泰安数据库

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的
:;3

增长率
QE2

东道国市场规模 东道国人口数
@Y@

东道国外资开放度 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所在国
:;3

比例
Y@QN

营商环境距离 东道国和母国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得分之差的绝对值
GXG8O"

世界银行

文化距离
TU

Z

BEMK()

Z

Y

综合指标和东道国与中国建交时间的乘积
RG

YEE

c

P

"--

`̀ F̀

Z

GGVEM

YUdPEG*GFHUO

-

""

&8

中介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

L5

&$

本文采用
;GO(VDC

Z

!"#$8

%

$!"!

&,

5C)(!"#$8

%

$!!4

&的做法!将进入模式划分为独资和合资!

以
+%9

作为分界点$采用虚拟变量!当母公司持

有海外子公司
+%9

以上的股权时!视为独资!赋

值为
"

!当持股比例小于
+%9

时!视为合资!赋

值为
!

$

18

控制变量"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和数据的

可得性!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研发水平#

董事会持股比例#

2LQ

二元性#公司规模#绩效

水平#经营杠杆#国有持股比例#行业#东道国经

济发展水平#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外资开放

度#营商环境距离#文化距离$

&三'分析方法

本文根据
bCVU)>TG))

W

%

"+/#

&的中介效应

检验程序检验进入模式选择的中介效应!并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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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

比例风险模型和
NU

Z

(E

模型对所提假设进行检

验"首先!检验
X5X

海外背景对海外子公司生存

绩效的影响,其次!检验
X5X

海外背景对进入模

式的影响,最后!在主效应检验的基础上控制进入

模式!检验进入模式的中介作用$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

$

表
.

"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值 最小值 最大值

Y6!%<!#< !8"$! !8"4$ ! "

QC !84## !81$1 ! "

%3 !8!&$ !8!1/ ! "8%"#

XLO !8"&$ !8"+! ! !8/+$

G&#$ !8&&! !814! ! "

,<<!"< $&8!% "81&" "/8%& $/8$%

IY, !8!11 !8!#$ 0!8$1" !8$"#

GY' "811! !8/$+ ! #8%"#

O"#"!2:9!3 !8!&" !8"!+ ! !8+!!

0

B

!8$+# !81%# ! "

QE2 $84"% $8!!4 0"184# "48$+

@Y@ "48// "8%4/ ""81" $"8!"

Y@QN !8!%& !8""1 0!81/& $8%$&

GXG8O" "$8## "!8%# 0&+8+" $/8&$

RG $8#"& "8$#4 !8$+! %8#"%

&三'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

可知!

2;

和
;b;.K"

这两个变量相关

系数最大!为
!8#%1

$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

较小$

e.7

%方差膨胀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平均

e.7

为
"8$#!

!小于
%

的经验阈值$

2;

的
e.7

最

大!为
$8!+!

!也小于
%

的经验阈值$总的来说!

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

行后续的实证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生存曲线的描述性分析

为了探究
X5X

海外背景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

司生存的影响!本文按照高管海外背景均值!将海

外子公司划分为高海外背景和低海外背景!考察其

生存函数是否有差异!如图
"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高管海外背景更丰富的海外子公司生存率整体

高于海外背景匮乏的海外子公司$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
1

汇报了检验结果$列表 %

"

&列示了回归

系数和风险比率!风险比率
!̂;

=

系数
$若回归系数

大于
!

!则风险比率大于
"

!即该变量增加
"

单位!

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增大!生存率降低,若回归系

数小于
!

!则风险比率小于
"

!即该变量增加
"

单

位!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降低!生存率增大$由列

"

可知!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的系数为

0!8$4$

!风险比率则为
!84#"/

!在
"!9

的水平上

显著!即
X5X

海外背景每增加
"

单位!海外子公

司的瞬间死亡风险率变为原来的
!84#"/

倍!说明

X5X

海外背景正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

假设
"

得到验证$海外经历使得高管受到国外政治

环境#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赋予其全球化

思维认知!这种全球化思维认知有助于增强高管的

洞察力!进而快速对海外复杂的环境做出反应$高

管的这一能力!弥补了企业对海外市场认知的 (空

白)!使得跨国企业能够获取到更多关于海外市场

的信息并增强其对于海外市场 (机遇)的感知能

力!更容易抓住海外市场机遇和应对 (外来者劣

势)!从而增强海外子公司竞争能力并提高其生存

绩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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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Q[GVPGCP L5 V* b\K ;BCN 6PPGEP =Q6

Y6!%<!#< "

' ' ' ' ' '

QC

!8!"1

!!

"

' ' ' ' '

%3

!8!&4

!!!

!8!#+

!!!

"

' ' ' '

XLO

!8"$&

!!!

!8!&&

!!!

!8"/#

!!!

"

' ' '

G&#$

!8!&%

!!!

0!8!"#

!!

!8"!%

!!!

!8$!%

!!!

"

' '

,<<!"<

0!8!1+

!!!

0!8!$"

!!!

0!8$%/

!!!

0!81!&

!!!

0!8"%1

!!!

"

'

IY,

0!8!&"

!!!

!8!$/

!!!

!8!#"

!!!

!8"!#

!!!

!8!"#

!!

0!8!1"

!!!

"

GY'

!8!+&

!!!

0!8!$4

!!!

0!8!!$

0!8!#$

!!!

0!8!$"

!!!

!8!#%

!!!

!8!$+

!!!

O"#"!2:9!3 0!8!!%

0!8!&1

!!!

0!8!#&

!!!

0!8"#$

!!!

0!8!+$

!!!

!8"&&

!!!

!8!""

0

B

0!8!%$

!!!

0!8!!/

0!8!4%

!!!

0!8"!"

!!!

0!8!%1

!!!

!8"4$

!!!

0!8!!/

QE2 0!8!"!

0!8!1"

!!!

0!8!$%

!!!

0!8!14

!!!

0!8!$#

!!!

!8!$&

!!!

!8!!/

@Y@

!8!1"

!!!

!8!&"

!!!

!8!4&

!!!

!8!+$

!!!

!8!1#

!!!

0!8""+

!!!

!8!1%

!!!

Y@QN

0!8!$/

!!!

0!8!!! !8!!4

0!8!%!

!!!

0!8!"1

!!

!8!#"

!!!

0!8!&$

!!!

GXG8O"

!8!"+

!!!

!8!#4

!!!

0!8!!+

!8!//

!!!

!8!%!

!!!

0!8!"+

!!!

0!8!!/

RG 0!8!!!

!8!/1

!!!

!8!&%

!!!

!8!4/

!!!

!8!"1

!!

0!8!#&

!!!

!8!$1

!!!

变量
;Q_ KECEGÙ )G* Y

W

LHU 3Q3 Q3L- ;b;.K" 2;

IY,

' ' ' ' ' ' ' '

GY' "

' ' ' ' ' ' '

O"#"!2:9!3

!8!"$

!

"

' ' ' ' ' '

0

B

0!8!#%

!!!

!8!+#

!!!

"

' ' ' ' '

QE2

0!8!"$

!

0!8!!$

!8!#/

!!!

"

' ' ' '

@Y@ !8!!&

0!8!&%

!!!

0!8"&$

!!!

0!8!//

!!!

"

' ' '

Y@QN 0!8!!1 !8!""

!8!/!

!!!

!8!/1

!!!

0!814"

!!!

"

' '

GXG8O" !8!!%

0!8!%+

!!!

0!8!!#

0!81&1

!!!

!8"#&

!!!

0!8"##

!!!

"

'

RG !8!!"

0!8!$#

!!!

0!8!%!

!!!

0!8%"+

!!!

!8$!+

!!!

0!8$1/

!!!

!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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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按
131

海外背景分层的
O@3

生存函数图

""

由列 %

$

&可知!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

的系数为
!8$$/

!在
%9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X5X

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越倾向于以独资模式

进入东道国$高管丰富的海外背景使得他们分析海

外市场环境的能力更强!更容易抓住机会,而高管

独特的国外经历也使得他们拥有跨国网络!这种网

络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情况!从而

更全面地掌握东道国的市场信息$高管对信息掌控

水平越高!他们对自己的决策能力就越自信!从而

更乐于 (冒险)%

:BU

!

$!"/

&!在进入东道国市场

时更倾向于独资的进入模式$由此假设
$

得到验证$

由列 %

&

&可知!进入模式 %

L5

&的系数为

0!8$4&

!在
"9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海外子公司

以独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其死亡的风险率更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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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表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

资源投入会更高!从而有助于公司良好地经营,另

外!母公司人力资源投入也有助于母公司与海外子

公司保持紧密的联系!随时掌控他们的情况!并减

少由于合资模式下的管理冲突问题$这有助于提升

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进而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生存

能力$与列 %

"

&相比!在加入进入模式 %

L5

&

后!列 %

&

&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的系数依

然负向显著!而且
Q[GVPGCP

系数的绝对值也有所

变小$以上检验结果说明!进入模式在
X5X

海外

背景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

用!即跨国企业的高管团队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

子公司更倾向于以独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进而提

升了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由此!假设
&

得到验证$

表
:

"

131

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列 %

"

& 列 %

$

& 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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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风险比例 系数 系数 风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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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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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8

二元选择模型$

根据以往研究!离散时间风险模型除了可以使

用
HUh

模型进行估计!也可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

进行估计 %白涛等!

$!"&

,

JG)R()P

!

"++%

&$为了

验证本文结论稳健性!本文改变回归模型!采用二

元回归
c

VUD(E

模型重新检验
X5X

海外背景#进

入模式与海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

表
%

所示$

表
;

"

二元选择模型

变量
列 %

"

& 列 %

$

& 列 %

&

&

HG)P L5 HG)P

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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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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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

!

%

0"8//

& %

$8&&

& %

0"8/&

&

QC

' '

0!8"#%

!!!

%

0%8%1

&

5

E29<

0&8""!

!!!

0&8""#

!!!

0&8!&$

!!!

%

0"!8"!

& %

0"!8"$

& %

0+8/$

&

控制变量
IGP IGP IGP

'2

.

$1V!$10223 0%%"%8%/$0"!&+#8&+& 0%%!!81/+

N "+&+% "+&+% "+&+%

""

说明'限于篇幅"表中未详细列出 #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

列 %

"

&显示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对海

外子公司死亡风险的影响系数负向显著$说明跨国

企业
X5X

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的风险死

亡率也就越低!其生存能力也就越高!与假设
"

结

果一致$列 %

$

&显示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

对进入模式的影响系数正向显著$说明跨国企业

X5X

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越倾向于以独资

的模式进入东道国!与假设
$

结果一致$列 %

&

&显

示进入模式对海外子公司的死亡风险的影响系数负

向显著!说明以独资方式进入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

的死亡风险率更低$而列 %

&

&在加入进入模式变量

之后!

X5X

海外背景 %

Q[GVPGCP

&对海外子公司死

亡风险的影响系数依然负向显著!而且
Q[GVPGCP

系

数的绝对值也有所变小$以上检验结果说明!进入

模式在
X5X

海外背景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

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与上文检验结果一致$

$8

改变进入模式的衡量方法$

现有研究中!关于进入模式中独资和合资的

划分大多是基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来进

行划分!划分方法集中在以下三类"第一种是以

+%9

为界!第二种是以
%9

和
+%9

为界!第三种

是以
"!9

和
+!9

为界 %李竞等!

$!"4

&!本文通

过改变对进入模式的划分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定

性$前文采用第一种划分方法!在此本文将改用

第三种划分方法来检验结论的稳定性$即删去股

权比例低于
"!9

的样本!将股权比例大于
+!9

划分为独资!赋值为
"

!将股权比例在
"!9

和

+!9

之间划分为合资!赋值为
!

$研究结果如表

#

所示$

X5X

海外背景对海外子公司的死亡风险

率的系数显著为负!

X5X

海外背景对进入模式

的系数显著为正!进入模式对海外子公司的死亡

风险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在控制了中介变量

%

L5

&之后!

X5X

海外背景对海外子公司的死

亡风险率的系数同样显著为负!说明进入模式在

X5X

海外背景与海外子公司生存之间发挥着不

完全中介作用$由以上可知!无论是改变模型还

是分样本回归!各假设检验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4

'

$!"/

年 (走出去)上市公司海

外子公司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将进入模式这一

跨国企业战略决策纳入研究框架中!检验了
X5X

海外背景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以

及进入模式的中介效应$本文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

X5X

海外背景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第二跨国企业中
X5X

海

外背景越丰富!其在进入海外市场时更倾向于独资

的模式$第三!进入模式在
X5X

海外背景与海外

子公司生存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本文理论贡

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的战略

体现高管的认知!海外背景是反映高管认知水平的

一个重要的特征$根据高阶理论!企业战略是连接

X5X

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纽带!然而目前

的研究大多聚焦于
X5X

海外背景与企业战略或者

+



"

衣长军等$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X5X

海外背景与企业绩效!将这三者的关系割裂

开来$本文通过高阶理论!将这三者纳入同一模型

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高阶理论的内涵$

另一方面!高管行为特征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

话题!但是目前关于高管行为特征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高管的性别#任期#职能背景等特征!本文通过

探究进入模式在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和海外子公司生

存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但拓展了高管特征的研

究内容!还丰富了高管特征对企业
Q7;.

行为影响

机制的理解$

表
<

"

改变进入模式的衡量方法

变量

列 %

"

& 列 %

$

& 列 %

&

&

HG)P L5 HG)P

系数 风险比例 系数 系数 风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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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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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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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 (走出去)开拓市场$然

而国际市场复杂多变的环境及其激烈的竞争导致跨

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 (走出去)的结果

并不理想$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有助于企业快速适

应海外市场!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进而提高跨国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质量和绩效$基于本文结

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8

在政府层面!政府应出台引进各种海外背

景人才的 (引智)制度!为海外人才引进创造优越

的环境!鼓励更多海外人才加入 (走出去)的企

业$很多海外人才归来之时!可能会由于不适应环

境而出现水土不服问题!面临发展瓶颈$因此在引

进海外人才和外籍高管之后!政府各部门也应同时

制定对海外背景人才的引导和扶持政策!为其提供

一系列特定的生活保障!以解决这些海外高管遇到

的实际问题并充分发挥其对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促

进作用$

$8

在企业层面!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应

该重视对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的招聘和培养$我国

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一般面临 (外来者劣势)和

(来源国劣势)#跨文化管理障碍等问题!加大对拥

有海外背景高管的培养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此

外!企业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于海

外人才的培训!帮助他们快速地适应环境!更好地

发挥其能力$

&8

进入模式作为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重要

决策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着母公司对海外子公

司的资源承诺!还影响着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

效$因此!在选择进入模式时!企业应当根据自

身的优势合理选择进入模式!以提高海外子公司

生存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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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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