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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过去近十五年发表的４２篇期刊论文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和批判性研究，评估了母国区域导向
的定义、测量、前因、绩效结果等。通过对文献内容的系统分析，总结了现有母国区域导向的研究现状，发
现了理论与实证结果不一致及缺乏中介因素研究等知识缺口，这阻碍了母国区域导向研究的进一步发
展。因此，鉴于要解决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发展，本研究提出了一些研究方向，以期对该
领域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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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经济

的开放，互联网、通信技术与交通的快速发展，

企业从国内走向全球市场已是大势所趋。《哈
佛商业评论》《财富》《经济学家》等受欢迎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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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的文章鼓励企业向全球市场扩张［１］。然
而，Ｒｕｇｍａｎ　＆ Ｖｅｒｂｅｋｅ及Ｅｌａｎｇｏ认为，全球
化现象的普遍性被夸大了，他们发现，随着欧
盟、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
贸易组织的发展，大多数世界５００强跨国公司
从它们的母国所在区域获得大部分销售额，即
这些公司在市场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是区域
化的，而不是全球化的［２－３］。一些研究也表明，

大型跨国公司、国际新创企业等均具有这样的
区域化现象［４－８］。这种母国区域导向（ｈｏｍｅ－ｒｅ－
ｇ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指企业在母国区域内扩张
而不是在母国区域之外扩张的倾向。

正是基于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文献中存在
一个重要争论：究竟是区域化战略（高母国区域
导向）还是全球化战略（低母国区域导向）能给
企业带来更好的国际绩效？区域化战略是指在

一个区域或一组区域内寻求地理整合和协调收
益的战略。全球化战略是指一组有助于广泛深
入渗透世界各地市场的有目的的决策和行

为［９］。有关全球化战略相关方面的文献表明，

这一战略给企业提供了构建和重新配置国际能
力的灵活性，同时也使企业接触到来自全球市

场的广阔知识库，不仅给企业增加了学习机会，

还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全球化战略
有利于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优势及分散投资降

低公司风险，从而让跨国公司具有更高的企业
绩效。然而，Ｒｕｇｍａｎ　＆ Ｖｅｒｂｅｋｅ提出的区域
化假说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区域内的邻国扩

张具有更低的区域外来者劣势及交易费用。因
此，跨国公司在母国区域内扩张比全球扩张具
有更高绩效［１０］。还有学者认为，企业的特殊优

势具有区域限定性，不具备全球部署的潜力，跨
国公司更应发展区域化战略以提升企业绩
效［１１－１２］。

母国区域导向研究存在如下知识缺口：一

是现有文献中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评估不一
致；二是我们对区域化导向通过什么路径或过
程影响绩效了解甚少；三是母国区域导向的现

有综述是在十多年前发表的［１３－１４］，而在最近十
年这个领域涌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四是这
些综述主要回顾跨国公司情境下的母国区域导
向研究，缺乏对国际新创企业情境下的母国区
域导向的研究进行梳理。因此，我们需要整合
现有区域化导向的知识以促进这一研究领域的
发展。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概述现有的母
国区域导向研究，识别理论上不一致的领域，揭
示现有文献中的重要知识缺口，并为拓展未来
的研究方向提供帮助。

　　二、研究方法

为了保证文献回顾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
文采用计算机化方法与手动书目搜索方法相结
合来检索文献。首先，根据ＡＢ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
２０１８中的分类寻找出与母国区域导向相关领
域的期刊分类，最终确定了与“母国区域导向”

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最终筛选出３级以上的期刊共有５０
个。随后再确定中国知网中核心期刊级别以上
的中文期刊。然后，在数据库 ＥＢＳＣＯ，Ｐｒｏ－
Ｑｕｅｓｔ　ＡＢＩ，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和中国知网中搜索
相关文献。由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是母国区域导
向的发展综述，因此，我们检索的文章中应包含
标题、摘要或关键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及全球化、区
域化。因为期刊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经过学术
界验证的知识，所以我们仅选择不带评议的期
刊文献，同时省略出版书籍、报告及会议性论
文，为筛选样本文献减少文章类型。检索时间
以２００４年Ｒｕｇｍａｎ　＆ Ｖｅｒｂｅｋｅ首次强调跨国
公司应该多关注国际销售及运营绩效的区域性
质为检索起始时间，因此，检索时间设定为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根据以上设
定的检索条件，最终检索出６０篇相关论文。

随后，为了确保结果的客观性和避免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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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检索的６０篇论文逐一阅读其摘要、前
言、主要观点及结论并进行人工审查。再结合
本文研究范围和目的，将论文筛选标准（剔除社
论、评论、新闻）明确如下：研究内容不是关于母
国区域导向中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战略概念、实
施前因、影响结果以及调节作用等任一方面的
论文都不予以考虑。严格遵循上述筛选标准，

剔除不相关的以及重复的论文，最终得到符合
要求的中英文文献样本４５篇。中国知网检索
的期刊文献未能达到入选样本要求。

　　三、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可以帮助学者准确掌
握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等。科学知
识图谱是目前文献计量现状的主流研究范式，

它能够通过可视化的手段将研究领域的发展现
状、研究前沿和整体知识架构清晰地呈现出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作为重要科学知识图谱来源的可视
化分析软件，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也在自然科
学领域取得相当成果，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方面
颇受欢迎。本文研究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３版本
对４５篇样本文献进行分析，试图厘清研究脉
络、梳理研究热点和指明发展趋势。

第一步，将４５篇文献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然后选择“其他文件”

导出，导出的记录内容选择“全纪录引用参考文
献”，文件格式选择“纯文本ｔｘｔ”进行目标文献
导出，并保存到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文件夹中ｄａｔｅ的文
件夹，这里是采用了Ｅｎｄｎｏｔｅ文献管理器对所
选文献进行数量、发表时间、作者和机构词频统
计。第二步，在Ｊａｖａ运行环境下导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打开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运行，进入Ｄｏｎｔｅ
页面，选择“Ａｇｒｅｅ”选项，进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Ｄｏｎｔｅ页面。第三步，在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ｏｍｅ选项
导入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文件中的Ｐｒｏｊｅｃｔ文件夹所有
数据，在Ｄａ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选项导入第一步下载
并保存在ｄａｔｅ文件夹中所有数据。这一步是
对所有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及作者和研究

机构合作分析，其中，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得
到关键词的中心性（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进一步可解读
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最终以可视化方式呈
现。具体分析的操作步骤如下：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一
栏中将时间设置为“２００４ｔｏ　２０２０”，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一栏选择“ａｕｔｈ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ｖｉ－
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栏中选择“ｃｌｕｓｔｅｒ　ｖｉｅｗ－ｓｔａｔｉｃ”，最
后点击“Ｇｏ”开始运行。在所绘制的知识图谱
中，节点大小代表出现频次，节点颜色从暖色到
冷色代表首次发文时间的远近，连线粗细代表
着共现关系的强度，连线颜色代表了首次出现
共现的时间，字体的大小也代表了共现的强度
以及出现的频次高低。

（一）按时间段与出版期刊分析
如表１所示，在检索的母国区域导向的样

本文献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发文９篇，占比２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发文１８篇，占比４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发文１２篇，占比约２６．６７％；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发文６篇，占比约１３．３３％，这表明近年
来母国区域导向研究发展比较平缓。同时在表

１中还可看出，母国区域导向研究文献在国际
商务领域有３５篇，占比７７．７８％（发表最多），综
合管理领域有３篇，占比６．６７％，营销领域有２
篇，占比４．４４％，创业、战略等领域占比比较
少，这表明母国区域导向的研究文献在不同研
究领域期刊上的分布并不均衡。从刊登母国区
域导向的期刊统计中发现：在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刊登最多（１８篇），

其后依次为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３篇）、其
他（中文期刊）（３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篇）、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 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２
篇），这表明母国区域导向研究在不同期刊上的
分布存在巨大差异。

（二）研究热点分析
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研究文献的科研共

现网络进行分析，以“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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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序知识图谱，如图

１所示。图中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着关键词出
现的频次，而多个关键词同时出现被称为关键
词共现，对关键词共现所产生的中介中心性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进行分析，可发现及衡
量关键词的重要程度、受关注程度，进一步判断
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图中共有节点１９５个和
连线５３１条，揭示出母国区域导向研究内容较
为集中化，关键词共现强度较强。从连线颜色
可知，在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学者研究的主题大多
是围绕区域化和全球化战略与绩效之间的关

系，这类关键词共现强度较强，是母国区域导向
研究发展整体网络的重要节点。母国区域导向
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形成了Ⅰ、Ⅱ和Ⅲ三个共现
群体，如图１所示。群体Ⅰ是由４个关键词组成，

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战略、区域化战略、国际化与
公司绩效关系等研究主题。群体Ⅱ包含４个关键
词，主要研究在国际新创企业背景下，天生区域
化、天生全球化与绩效的关系。群体Ⅲ由多个关
键词构成，在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和国际新创企业
背景下，母国区域导向与绩效之间受多样性、语
言、创新、技术能力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表１　按时间段间距与出版期刊划分

期刊

时间段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文献

小计

总计

占比

综合管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　 ０　 ０　 １　 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　 １　 ０　 ０　 ２
６．６７％

国际商务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　 １０　 ３　 ２　 １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０　 ０　 ２　 １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０　 ０　 ０　 １　 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　 ３　 ３　 ０　 １１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０　 ０　 ２　 ０　 ２

７７．７８％

创业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０　 ０　 １　 ０　 １　 ２．２２％

营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０　 １　 １　 ０　 ２　 ４．４４％

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０　 １　 ０　 ０　 １　 ２．２２％

其他 ０　 ２　 ０　 １　 ３　 ６．６７％

总计
９

２０％

１８

４０％

１２

２６．６７％

６

１３．３３％

４５

１００％

 

图１　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序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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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要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三）研究机构分析
本研究只统计文献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

经统计，作者共来自３２个机构。其中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发文量排第１位（７篇），表明Ｉｎｄｉ－
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在该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和影 响 力。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的发文量分
别排在第２位、第３位。以“研究机构”为节点
类型，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绘制出主要机构合作知
识图谱（如图２所示）。从图２中机构名字共现
的大小可以看出，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等机构在母国区域导向研究方
面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表明研究团队内部之
间合作关系较强。

（四）研究作者合作分析
作为第一作者发文最多的是 Ｒｕｇｍａｎ（５

篇），其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区域化现象的普遍
存在，并提出区域化假说；Ｂａｎａｌｉｅｖａ（４篇），是
第一个把区域化现象概念化为母国区域导向，

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母国区域导向的驱动
因素和绩效结果；Ｑｉａｎ（３篇），研究方向是区域
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Ｓｕｉ（３篇），主
要贡献是第一个关注到天生全球化与天生区域
化现象，并比较了两种战略的绩效结果。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研究文献的科研合作网络进
行分析，以“作者”为节点类型，根据作者出现的
频次绘制出主要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如图３所
示）。从图３中作者名字字体大小的凸显度可
看出，Ｒｕｇｍａｎ、Ｑｉａｎ、Ｂａｎａｌｉｅｖａ、Ｂａｕｍ 和 Ｓｕｉ
在母国区域导向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力较大，与
其他作者之间的共现关系较强，也比较活跃。

图中５７个节点和５６条连线说明该研究领域的
大部分学者之间学术合作关系不紧密，跨研究
方向之间联系也不紧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
是学者更愿意与身边师生或同事合作，另一方
面可能是由于缺乏合作交流的平台，导致不同
地区和不同学科之间学术交流困难。其中

Ｑｉａｎ是与母国区域导向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合 作 最 多 的，其 次 是 Ｒｕｇｍａｎ、Ｂａｎａｌｉｅｖａ、

Ｂａｕｍ、Ｓｕｉ与另一些学者合作关系较好，但不如

Ｑｉａｎ的关系紧密。最后，由线条的颜色冷暖可
知Ｒｕｇｍａｎ是从事母国区域导向研究时间持续
最长的，而近几年研究母国区域导向的学者都
较为分散，基本都是单独发文，相互之间合作较
少。因此，母国区域导向的创新性研究目前还
是缺乏的，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五）理论方法分析
表２为本研究样本文献使用的理论框架。

在研究母国区域导向的样本文献中主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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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主要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观点分析如下：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国际化理论
观点①（国际化过程理论、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达１６
次之多，表明在母国区域导向的研究中，国际化
理论依然是主流理论。其次是资源基础观（６
次）、组织导向（学习导向、市场导向、技术导向）
（５次）、能力理论（４次）、组织学习理论（３次）、

交易成本理论（３次）、社会网络理论（３次）等。

此外，样本研究中９６％的文献都向读者展示了
清晰明了的理论，并以此作为研究者研究问题
的理论依据。现有文献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主要
是战略理论和宏观组织理论，未来学者可以基
于社会学、经济学及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理论进
行母国区域导向的研究。

表２　样本文献使用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 频率

国际化理论（国际化过程理论、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 １６

资源基础观 ６

组织导向（学习导向、市场导向、技术导向） ５

能力理论 ４

组织学习理论 ３

交易成本理论 ３

社会网络理论 ３

权变理论 １

制度理论 １

国际新创企业框架 １

无指定 ２

　　（六）样本文献的实证特征分析
首先，在所选择的４５篇样本文献中，１１篇

是概念论文，３４篇是实证论文。在样本来源国
方面，研究最多的是美国（１４次），其次是英国
（５次）、加拿大（４次）、中国（４次）、日本（３次）

等国家，这说明在样本文献中关于母国区域导
向的研究，仍然是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同时，

有１０篇文献从多个国家采集数据，目的是提高
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其次，在样本文献研究的行业里，有２７篇
采用的是多个行业的企业数据，考虑多个行业
的数据可使研究者控制特定行业的影响并归纳
研究结果。研究的行业领域中以制造业为焦
点，但也有４篇文献的研究聚焦于软件产业、金
融业等服务业领域。通过对制造业数据的重点
分析，研究者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业更具
有区域化现象，而非全球化。这可能与制造业
的行业特性有关，因为制造业属于劳动力密集
型以及强资源依赖型产业。高母国区域导向可
以保证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且资源共享
度更高，更大幅度降低公司的生产运营成本，提
高公司绩效。但通过对服务业，如软件产业、金
融业等的研究，学者发现这些服务型的行业具
有天生全球化而非区域化特征［１８－１９］。因为服务
型行业的国际扩张比制造业更容易跨越地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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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局限性，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因此，
为了丰富多产业研究以及提供更全面的见解，
学者仍然要对在国际市场上占重要比重的服务
业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最后，在样本文献的数据收集方面，有３０
篇是时间序列，１２篇是截面数据，２篇是访谈，
其余的概念性文献没有数据收集。总的来看，
数据的收集以国家统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收集
的二手数据为主，使用一手数据的样本文献还
是占少数。因此，研究数据还是以二手数据为
主，同时样本文献中有一部分数据选取的是静
态的截面数据。但母国区域导向应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静态数据能否全面反映母国区域导向
的动态过程，有待进一步论证。在分析方法方
面，研究者使用最多的分析方法是回归分析，４５
篇文献中占了３０篇，这反映了大量论文研究了
母国区域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及其影响
绩效的边界条件。Ｔ检验、聚类分析、质性研究、
方差等其他研究方法也在文献中经常使用。母
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
程，但母国区域导向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却没
有学者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

　　四、知识结构分析

（一）母国区域导向对应的战略类型
母国区域导向的高低对应两种不同的战略

类型：高母国区域导向对应区域化战略，低母国
区域导向对应全球化战略。母国区域导向的前
身是乌普萨拉国际化过程模型［１５］，它是阶段性
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其核心机制是经验知识和
资源承诺的相互作用。该模型强调，通过在经
营活动中获得经验知识，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识
别发展机遇，进而增加企业在该市场的资源承
诺，使企业实现渐进化的国际扩张。后来学者
根据乌普萨拉国际化过程模型，将跨国公司情
境下的战略分为全球化战略和区域化战略，将
跨国公司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洲这三
个区域均进行市场贸易的行为称为跨国公司情
境下的全球化战略［１６］；将跨国公司以母国为中

心，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及亚洲中一个或两
个区域进行市场贸易的行为称为跨国公司情境
下的区域化战略［１７］。

虽然跨国公司情境下的全球化战略、区域
化战略遵循传统国际化过程模型，但随着全球
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另一类新兴公司的国际化
路径，其不遵循传统的国际化进程。学者称这
种新兴公司为国际新创企业［１８］。国际新创企
业遵循的国际化路径被称为天生全球化或者天
生区域化。现有研究表明，国际新创企业是指
成立之初就在超过一个国家进行产品销售，利
用当地资源、追逐和利用国外市场机会，并以此
来获得竞争优势的组织［１９］。国际新创企业区
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成立初期，便
走国际化路径，将原料、人员、财务、时间等重要
资源大量投入到多个国家。样本文献中将这种
在国际新创企业情境下的战略类型分为：天生
全球化、天生区域化。天生全球化是指从成立
伊始，试图从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中获得相当大
收入比例的创业型初创企业。天生区域化是指
年轻的国际新创企业在成立不久就开始在母国
区域销售产品并获得相当大的出口收入比
例［２０］。天生区域化的国际扩张特征是追求地
理位置集中优势，利用本国区域公司的特殊优
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外来者劣势。

除上述跨国公司和国际新创企业两种情景
下的战略类型之外，还有两种战略类型是区域
化研究与多样性研究，即区域内多样性与区域
间多样性［２１］。区域内多样性是指利用一种更
接近本土化的地理多样化战略，使跨国公司更
容易建立、整合、重新配置位于地理上不同国家
的资源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和跨越更多与
地理位置管理相关的协调成本［２２］。区域间多
样性是指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地域多元化，以
便利用在本国不易获得的能力和市场，更加灵
活地建立、整合或重新配置国际资源和能力，增
加更广泛的学习机会［２３］。

（二）母国区域导向测量
在进行母国区域导向测量时，先对区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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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界定：区域是指同一个区域贸易集团，同区域
内有共同的货币联盟和地缘范围，区域内贸易
链接强，公司更易于跨境整合扩张［２４］。此外，
在进行母国区域导向测量时，还需引入一个新
概念———三个核心区域（ｔｒｉａｄ）。根据 Ｏｈｍａｅ
的说法，三个核心区域具有低宏观经济增长、类
似技术基础设施、资本集聚、知识密集、需求相
对均一化（所需关键产品属性趋同）及地区保护
主义等特征。考虑到区域间的异质性，Ｒｕｇｍａｎ
将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的欧盟和亚洲划分为
三个核心区域。从地理、文化、经济和管理角度
来看，这种区域划分代表了区域产业集聚以及
区域市场的深度渗透。目前，大多数国际贸易
是在此三个核心区域进行。因此，在样本文献
的实证研究中，对母国区域导向进行测量均采
用了“三个核心区域”的概念。

通过对样本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目前有两
种方法测量母国区域导向。

第一种是定性的测量。研究表明：如果跨
国公司的销售额有一半以上来源于母国所在区
域（如欧洲、北美或者亚洲），这类公司就被称为
母国区域导向型的企业。如果跨国公司的销售
收入在母国区域之外且在“三个核心区域”中的
任一区域市场达到５０％以上，这类公司被称为
东道国区域导向型的企业。如果跨国公司的销
售收入在“三个核心区域”中任意两个区域内
（包括本土区域），每一个区域销售收入都不低
于２０％，而在任何一个区域又没有超过５０％，
这类公司被称为双区域导向企业。如果跨国公
司的销售收入在“三个核心区域”中每个区域都
不低于２０％，而且在任何一个区域又都不超过

５０％，这类公司被称为全球化企业［２５］。
第二种是定量的测量。这是在第一种测量

基础上对销售数据进行细分的测量方法。例
如，国内销售（即母国销售）（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ａｌｅｓ，

ＤＳ）、区域销售（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ＲＳ）、外国销售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ａｌｅｓ，ＦＳ）。测量母国区域导向的指
标是母国区域销售额的剩余部分，即“母国区域
以外的销售额”（ＲＳ－ＤＳ），即母国区域销售额减

去母国销售额之后与外国销售额（ＦＳ）的比率，
比值越高母国区域导向越高，比值越低母国区
域导向越低。

（三）母国区域导向的驱动因素
母国区域导向的驱动因素可从制度基础观

和资源基础观两个理论进行阐释。制度基础观
认为，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时，需要考虑来自
诸如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影响。比如，文献
中的母国区域贸易协定、区域制度多样性对母
国区域导向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资源基础观
认为，公司的优势资源是稀缺的、高价值的、异
质性的，这些优势资源同时也具有难以替代和
模仿以及差异化等特点［２６］。资源的稀缺性、异
质性可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引导企业
选择更远的地理范围进行扩张，不必拘泥于母
国区域内的地理范围。因此，资源基础观主要
从技术优势、绩效和移民企业家背景角度分析
了对母国区域导向的影响。

一是区域贸易协定增强母国区域导向。区
域贸易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者
不同关税同盟之间，为了将彼此之间的贸易关
系进行规范以及消除各成员之间的贸易壁垒而
签署的国际条约。区域贸易协定不仅为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规范文件，还
降低了企业税赋水平及企业运营成本，更增加
了贸易协定成员在自由贸易水平之上的福
利［２７－２８］。跨国公司在权衡了区域贸易协定带来
的好处后，再综合考虑企业和国家的特定优势
带来的影响，会倾向于选择在自己区域贸易协
定的成员国中开展经营活动。如果区域贸易协
定的规模越大，经济环境越自由，那么跨国公司
的区域化选择偏好也会增加。Ｍｉｃｈｅｌｅ等通过
对１１个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实证分析，支持了区
域贸易协定增强母国区域导向的观点［１９］。

二是区域制度多样性减弱母国区域导向。
区域制度多样性是指母国区域内各国制度环境
的差异。区域制度多样性不仅增加了决策过程
的风险，还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例如，由于
区域制度多样性增加，跨国公司在识别潜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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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合作伙伴时会产生搜索成本，在评估这些伙
伴的能力和可靠性时还会产生时间成本［２９］。
区域制度多样性会造成企业资产以完全低于市
场价值被政府征用的后果，以及限制企业识别
商业机会的时效性［３０］。因此，为了规避区域制
度多样性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企业会
倾向于选择低母国区域导向战略。Ｂａｎａｌｉｅｖａ
等利用三个核心区域中１２个国家的跨国公司
数据，支持了跨国公司的母国区域制度多样性
越大，公司的母国区域导向越低的观点［２６］。

三是技术优势减弱了母国区域导向。技术
优势是指跨国公司通过研发或其他方式开发专
有的知识，体现在公司的流程和产品中［３１－３２］。
技术优势不仅能够提升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
的知识整合能力，还可降低产品开发成本及市
场协调的组织成本，使得跨国公司享受溢价定
价优势［３３－３４］。因此，技术优势的高市场渗透能
力让跨国公司偏向于选择低母国区域导向战
略。Ｂａｎａｌｉｅｖａ等基于ＯＳＩＲＩＳ数据库中的上市
公司数据，发现技术优势降低了母国区域
导向［２６］。

四是企业绩效减弱母国区域导向。企业绩
效实质上代表了某种形式的组织效能，或者组
织经营管理结果。企业绩效越高，越有经济实
力和组织资源选择高回报、高风险的全球化战
略［３５－３６］。因此，更好的绩效表现可以选择更高
程度的全球化和更低的母国区域导向。Ｂａ－
ｎａｌｉｅｖａ等基于对三个核心区域的跨国公司数
据统计分析，支持了财务绩效降低了母国区域
导向的观点［２６］。

五是移民企业家背景减弱母国区域导向。
移民企业家大多具有较高的外语技能和文化知
识水平，其自身拥有与国际化相关的优质资源
和能力，这些资源与能力对企业出口的生存与
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如果移民企业家的母语
与东道国相同，则可以克服外来者劣势，并与当
地政府和潜在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获取更多
显性和隐性的市场动态，更好利用人力和社会
资本，有助于开展国际化业务。因此，具有移民

企业家背景以及母语与东道国相同的企业，更
倾向于选择低母国区域导向战略。Ｓｕｉ等以加
拿大３　０７７家中小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
支持了移民企业家背景降低了母国区域导向的
观点［３７］。

（四）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影响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

具有促进作用［３８－３９］，企业可以利用母国区域集
中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来创造和获取价值，进而
对绩效产生影响。同时，在母国区域内，由于市
场的相似性及空间邻近性，跨国公司的经营成
本和管理成本都会得到有效分摊及降低。因
此，在母国区域内各项运营成本的降低势必会
带来绩效的增长。Ｑｉａｎ等利用来自美国１２３
家跨国公司的数据，验证了母国区域导向战略
可实现成本经济和效率效益，提高跨国公司业
绩［３８］。吴冰等学者通过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主板
上市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也验证了母国区
域导向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４０］的结论。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高母国区域导向对绩
效有阻碍作用。因为低母国区域导向的企业比
高母国区域导向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与
学习资源，更易灵活地整合和重新配置优势资
源。低母国区域导向企业将广阔的学习机会转
换成组织学习成果，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ａｍｉｓｈ通过对日本跨国公司的出
口销售数据分析，支持了母国区域导向越高，公
司绩效越低的观点［２２］。

战略选择原理认为，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
的作用不显著。Ｓｕｉ　＆Ｂａｕｍ认为，企业扩张战
略的选择都是仔细权衡资源需求和外部环境条
件的结果，选择哪一种战略对企业的生存影响
并无差异［４１］。由于考虑企业异质资源配置和
战略选择的内生性质，不同的战略选择对企业
绩效 增 长 并 无 太 大 差 异。Ｓｌｅｕｗａｅｇｅｎ　＆
Ｏｎｋｅｌｉｎｘ对比利时中小企业进行数据分析，发
现高母国区域导向与低母国区域导向的战略选
择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和 出 口 绩 效 影 响 不
显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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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整合学派认为，母国区域导向先对绩
效起促进作用，之后对绩效起阻碍作用。因为
在企业扩张的初期，地域多样化扩张的总成本
小于市场份额扩张带来的销售额的增长，因此
会提高公司的绩效水平，并且在地域多样化扩
张的过程中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随着地域
多样化的增加，地域多样化扩张带来的企业经
营成本大于市场份额扩张带来的销售收入的增
加额，再加上外来者劣势所带来的附加成本（管
理协调成本、运输成本及时区差异等）对总成本
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因此，在地域多样化扩
张的后期，综合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入，企业绩
效是不断在下降的。Ｂｅｌｅｓｋａ－Ｓｐａｓｏｖａ等通过
调查英国中小企业发现，中小企业地域多样化
与出口绩效之间呈倒Ｕ型曲线关系［４３］。

由于母国区域导向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
结果不一致，权变理论学派尝试去发掘母国区
域导向影响企业绩效的情境因素。现有文献发
现以下因素对母国区域导向与公司绩效之间的
关系起调节作用。

在个体层面，家族和非家族领导者以及高
管团队多样性对企业绩效具有调节作用。Ｂａ－
ｎａｌｉｅｖａ　＆Ｅｄｄｌｅｓｔｏｎ通过对西欧２０２家跨国公
司的数据分析发现：在低母国区域导向中，非家
族领导者的企业绩效胜过家族领导者；在高母
国区域导向中，拥有家族领导者企业的绩效胜
过非家族领导者［４４］。当企业实施区域化战略
时，除了能利用家族领导者的经验知识和社会
资本，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外来者劣势相关
的交易成本，进而对绩效产生影响。当企业处
于全球化的情景时，非家族领导者比家族领导
者更具备卓越的管理技能，可节约组织管理成
本，进而提升公司的绩效水平。Ｒｕｉｇｒｏｋ等通
过对欧洲２１１家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
管团队多样性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
积极影响［４５］。根据管理者与战略相匹配的理
念，高管团队的国际配置要与公司的内外环境
相匹配才能实现高绩效［４６］，而具有多样性（如
国籍、国际经验等）的高管团队拥有相对有限的

与区域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不能快速处理母国
区域导向内区域环境与组织内部的突发事件，
从而增加组织管理成本，降低企业绩效。

在企业层面，产品多元化和国际化程度在
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影响过程中分别具有正向
和负向的调节作用。Ｅｌａｎｇｏ通过对跨国公司
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母国区域导向和绩效之间
受到产品多元化的正向调节效应［３］。在产品多
样化的调节作用下，跨国公司在母国区域内更
容易转移产品原材料、优化成本和货物价格及
利用利率使劳动力成本降低。这种灵活性的配
置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绩效。

Ａｎｄｒｅｗ等对１　２２９家日本跨国公司数据进行
分析发现，国际化程度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导向
对企业绩效的作用［２２］。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
程度不断加强，研究与开发成本、广告支出和出
口成本在低母国区域导向被分摊，企业成本的
降低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当跨国公司处于
高母国区域导向时，这些成本被分摊的比例变
小，导致成本增加进而降低绩效。因此，国际化
程度越高，在母国区域导向与绩效之间的负向
调节程度越高。

在行业层面，行业环境的富有性在母国区
域导向与绩效之间有负向的调节作用。Ｐａｔｅｌ
等对瑞典６８０家天生全球化企业的数据进行分
析发现，当本国行业环境活力很高时，母国区域
导向对绩效的影响受其反向调节效应越大［３９］。
因为当行业环境更具活力时，区域化战略不能
像全球化战略一样通过规模经济来对冲风险，
也不能利用各种资源来维持动态市场所需的创
新水平和竞争力。同时，当实施区域化战略的
跨国公司身处富有性的行业环境，在处理行业
的突发事件时，由于资源库有限，在面对环境不
确定性方面会表现出能力不足。因此，对于行
业环境富有性的跨国公司，采用区域化战略的
优势没有全球化战略优势明显。

在制度层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母国区域
导向与绩效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Ｂａ－
ｎａｌｉｅｖａ等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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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影响受到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正向调节效应［４４］。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
程度加深，区域内贸易加剧，母国区域导向内的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结
构［４７－４８］，提升企业绩效。相反，区域经济一体化
程度低的跨国企业则无法从区域化中获得优
势。因为区域一体化程度低，该区域经济体之
间相互依存度低，跨国公司不能优化其价值链
活动，从而导致公司具有较高的成本结构，降低
了企业绩效。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

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

　　五、母国区域导向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从国内外研究进展来看，学者们从概念内
涵、影响因素和绩效结果等方面对母国区域导
向展开论述。通过文献回顾，可绘制出母国区
域导向研究的整合框架图，包括全球化与区域
化的主要前因和结果变量以及调节变量，如图

４所示。结合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本研究认
为，现有研究中仍存在以下几方面有待改进之
处，而这些不足也正是该领域研究值得关注的
热点话题。

前因
企业外部：
区域贸易协定
区域制度多样性

企业内部：
技术优势
绩效

母国区域导向
全球化/区域化

绩效结果
+、-、倒 U

调节

影响因素
个体层面
家庭/非家庭领导者；高管团队多样性
企业层面
产品多元化；国际化程度
行业层面
行业动态性
制度层面
区域一体化

图４　母国区域导向研究整合框架

　　（一）识别更多母国区域导向的驱动因素

通过对文献进行回顾发现，母国区域导向

的理论识别目前还不够宽广，具有较大的理论

扩展空间，可从高层梯队理论视角来识别母国

区域导向的驱动因素。高层梯队理论是指高层

管理人员根据其经验和价值观作出决策和选

择，进而对组织结果产生重要影响。高层管理

团队的特征与企业的战略决策有直接联系，企

业战略导向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管理者

个人特性的影响。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可从个体层面研究创

业导向对区域导向的影响。Ｓｕｎｄｑｖｉｓｔ等将国

际创业导向定义为：“一组与潜在创造价值相关

的行为，表现为创新性、先动性、风险承担行为、

自主行动以及强调胜过竞争对手的行动。所有

这些行为都旨在发现、评估、制定和利用跨越国

界的机会。”［４９］创新性、先动性、风险承担性是

国际创业导向的三个主要维度。因此，该领域

研究可从创新性、先动性、风险承担性与母国区

域导向的正相关度方面着手。创新性反映了企

业从事或支持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

等；先动性反映了企业能预测市场环境变化，敏

锐发现市场环境中的机会，相对于竞争对手率

先进入国际市场；风险承担性则反映企业对不

确定的市场风险的承受度。是否创新性、先动

性及风险承担性的程度越强，国际新创企业的

母国区域导向越高？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同时，创业警觉性对母国区域导向的形成

是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创业警觉性是指创业者在没有展开搜寻的情况

下感知到被他人忽视的新机会的能力［５０－５１］，近

乎一种创业直觉或者创业本能。创业警觉性是

一种对周边事物或者环境的本能反应，由扫描

搜索、发散提炼、评估判断三个维度组成。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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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觉性可使国际新创企业的创始人具备更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以及快速识别国际创业机会，提
前进入国际市场，进而对国际新创企业的母国
区域导向产生影响。因此，创业警觉性的扫描
搜索、发散提炼、评估判断这三个维度与母国区
域导向之间的直接效应值得研究。即创业警觉
性的这三个维度是否对国际新创企业的母国区
域导向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否创业警觉性越
高，母国区域导向越强？

（二）母国区域导向的类型及其对绩效的动
态影响研究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母国区域导向对
绩效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的结果，是否与我们研
究的样本选取的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企业有
关，是否要考虑母国区域导向的类型除了文中
提到的四种，还有其他情境下的战略类型？比
如研究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战略类型，它们
对绩效的影响结果是不是也是混合的？同时，
面对当今各种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企业要
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持续不断地创新适时适
度地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因此，在后期研究
中我们是否要考虑企业动态发展过程对绩效的
影响？比如母国区域化速度对国际新创企业绩
效的影响，以及随着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母国
区域导向对绩效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

首先，母国区域化速度是国际新创企业选
择区域化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因此，研究母
国区域化速度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具有前瞻
性的意义。国际新创企业的绩效除了取决于当
前的战略态势，还应与母国区域化速度有关。
母国区域化速度应是企业国际扩张的平均速
度，即自创建以来企业平均每年的国际化状态。
母国区域化速度应包含初始母国区域化速度和
后续母国区域化速度。初始母国区域化速度指
国际新创企业创建初始到企业进人国外市场的
数量与进入时间间隔的比值。根据先发优势，
初始母国区域化速度越快，进入的国外市场数
量越多，进入的时间间隔越短，国际新创企业绩
效增长的速度会因为组织学习的优势而变得更

快速吗？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后续的母国区域化速度应是国际新创企业

在母国区域市场投入的资源（如资本、技术研
发、组织管理等）随时间变化的速度。由于时间
成本增加以及吸收能力的差异，国际新创企业
的后续母国区域化速度会呈现快速到平缓的动
态变化，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也会遵循这
个动态过程，即绩效先出现快速增长然后逐渐
增速变缓趋于稳定，最后再逐渐下滑。因此，母
国区域化速度与绩效的动态变化过程，有待学
者进一步研究。

其次，国际新创企业在国际化扩张中会接
触到多样性及异质性的技术、商业和文化环境，
这些有利的市场环境为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提
供了学习机会。随着国际新创企业的不断学习
成长和发展壮大，由初始阶段的天生区域化战
略和天生全球化战略演变为后续国际化阶段的
一般区域化战略和全球化战略。在国际新创企
业成长的过程中，母国区域导向的选择会从高
母国区域导向转向低母国区域导向，国际新创
企业的绩效是一直保持增长状态，还是在高母
国区域导向时先增长后下降，等到变成低母国
区域导向时绩效又再一次回升呢？因此，进一
步的研究可探讨母国区域导向的演变是否也会
对绩效产生动态变化。

（三）揭示母国区域导向影响国际绩效的中
间过程

从文献回顾中可看出，母国区域导向对绩
效影响的既有研究缺少中介变量。现有的文献
只验证了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效
果，而未涉及中间过程。并且只论述了母国区
域导向对绩效的直接、间接影响，真正的母国区
域导向通过什么中介因素来影响绩效，样本文
献中并未特别说明。虽然有些文献表明，企业
在实施全球化与区域化战略时为其带来了更多
更大的市场份额或者学习国际经验的机会等，
但这些市场份额与国际经验等怎样转换成高绩
效的过程，文献中并未论证这些因素就是母国
区域导向作用于绩效的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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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以上的知识缺口，在以后的研究
中我们可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来揭示母国区域
导向影响国际绩效的中间过程。动态能力是指
企业通过获取、创造和整合知识资源以感知、应
对、利用和开创市场变革的能力。企业为了适
应全球化进程中复杂而动荡的外部环境，动态
能力是必备的。当国际新创企业选择母国区域
导向战略时，企业可以利用动态能力中的感知
能力感知市场机会、感知新技术以及最前沿的
国际经验与知识。随后国际新创企业可以利用
组织学习能力，将感知到的新技术引进自身企
业，利用企业的转化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让企业
在同行业中获得技术优势及新市场份额，进而
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时，国际新创企业可
将学习到的先进的国际经验知识，转化成自身
企业适用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样可以帮助企业
节约管理成本，进而提高国际新创企业的绩效。
因此，学者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母国区域导向是
否可以通过对国际市场机会的感知敏锐、技术
创新能力及国际经验知识学习的转化这一中间
过程，使得企业获得特定优势，占领新市场份
额，节约运营管理成本，从而提高国际新创企业
绩效。

另外，动态能力中组织层面的网络关系管
理能力在母国区域导向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也值得探讨。网络管理能力指企业之间的内部
组合、组合管理、交易关系以及关系管理这四个
相互关系的网络管理。Ａｕｅｒ　＆ Ｒｉｔｔｅｒ提出网
络合作、关系技巧、伙伴知识与内部沟通构成网
络能力，同时指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
关系管理能力可以通过对其感知能力、利用能
力及转化能力进行研究，揭示母国区域导向影
响国际绩效的中间过程。天生全球化企业可利
用这种能力避免网络关系冲突，发挥网络优势，
避免企业运营管理中出现冗余成本，进而对企
业绩效产生影响。天生全球企业在利用某个具
有竞争力的产品开拓新市场时，通常需要寻求
合作伙伴，因此，可以通过构建有效的关系网路
来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自身绩效。

同时，国际新创企业如何使用母国区域导
向战略类型中天生化区域战略和天生全球化战
略来实现卓越绩效？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解决
这一问题。例如，国际化战略不一定利用国际
新创企业现有优势，还可探索和发展其新优势。
在个人层面具有国际创业导向的企业家或创始
人已经作出了关于天生区域化战略或天生全球
化战略的决定。在实施这两种策略的过程中，
天生区域化和天生全球化的企业家或创始人可
以通过组织同构和组织学习分别在组织层面激
发或培养“科兹纳型”和“熊彼特型”创业导向，
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卓越的绩效。

（四）发掘母国区域导向影响国际绩效的情
境因素

从文献回顾中可看出，母国区域导向在绩
效影响上存在不足，即母国区域导向对绩效的
影响结果没有定论。同时，母国区域导向对绩
效的影响有三种不同的表现：直接、间接或者不
显著相关。区域化战略还是全球化战略能够给
跨国公司、国际新创企业带来更好的国际绩效？
这是国际商业文献中的一个争论焦点。要解决
这个争论，可以考虑发掘其他情境因素对母国
区域导向与国际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如从制
度基础观视角和资源编排框架视角来发掘未曾
研究过的情境因素。

制度基础观已成为战略管理的第三个重要
研究视角。企业在实施战略时不仅要分析企业
特定资源及产业组织的特征，还要考虑企业要
进入的不同区域和国家的社会制度因素对企业
经营行为的影响。尤其要从制度理论视角（正
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进行分析。因为企业的经
营行为必须符合当地制度环境的要求，企业的
区域多元化发展必然要面临母国和东道国正式
制度的双重环境压力。当企业进行区域多元化
发展时，必须遵守母国相关制度还要遵从东道
国的制度（国家和行业层面）规范。由于制度背
景是内部化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决定了
公司开发自身企业特殊优势的成本。因此，稳
定的制度环境对具有母国区域导向的企业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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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它既可以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又
可以让企业避免因制度环境不稳定带来的额外
成本以及规避政治风险成本，进而对绩效产生
影响。灵活性的母国内制度，可以让企业规避
外来者劣势以及减少沟通协调成本，对企业的
国际化行为更加包容。因此，具有稳定性和灵
活性的母国制度在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是否
会提高绩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资源编排框架视角是指在动态环境下价值
创造与企业资源管理相结合，其立论出发点是，
资源是企业价值的基础，要将这些资源转换为
价值，需要资源管理的过程。资源管理过程可
细化为资源组织、资源捆绑、资源利用三个过
程。通过资源编排可以构建母国区域导向企业
的资源配置（如资源的获取、积累、剥离等），建
立稳定、丰富、开拓的能力，进而以特殊竞争优
势的能力实现市场机会的调动、协调和部署。
在企业实施母国区域导向战略过程中，通过对
资源的编排，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还可以让企业发现自身独特资源，利用特殊资
源优势实现业绩增长以及积极回报，进而让公
司的特殊优势更加突出，在全球扩张的浪潮中
更具竞争力。因此，学者们可以探索企业在实
施母国区域导向的过程中，在资源组织、资源捆
绑、资源利用这三个情境因素调节下，是否会促
进企业绩效的增长。

　　六、结语

与大部分研究一样，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
限性。如本研究只回顾了 ＡＢＳ中管理、创业、
国际商务及战略领域中评级在３级以上的期刊
论文，难免与其他类似的全球化或者区域化综
述有重合。目前，本文是从母国区域导向的战
略类型、前因、影响结果等方面来阐述母国区域
导向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历程，但我们并不打算
完全定论，因为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丰富我
们的母国区域导向研究［１６］。尽管这些研究都
源于二十多年前，但围绕这些辩论的大部分文
献却都是在过去十多年间发表的，且围绕这些

特定辩论有了意识上的提高。本研究通过文献
回顾，总结归纳了母国区域导向的前因、战略类
型、调节因素以及影响结果，给母国区域导向建
立了一个完善的文献综述框架，并在未来研究
中给出了一些调和母国区域导向全球化与区域
化争论的建议，同时将国际创业导向、创业警觉
以及资源拼凑植入到母国区域导向的前因中，

以期为未来母国区域导向的发展研究提供一个
有益的参考方向。

［注释］

① 由于一些文献涉及两种以上的理论，所以统计数量并不

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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