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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与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产业群的发展
 

闫二旺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2)

摘　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1984 年 12 月 6 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它在盐碱荒滩上起步 ,通过营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 , 大力引进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 , 并

以跨国公司为核心发展产业群 ,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 形成强大的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目前 ,

电气产业群 、生物医药产业群 、机械制造产业群 、食品饮料产业群已初步形成 , 集群集聚了外资

企业3315 个 ,内资企业 8359 个 , 其自我强化机制已初步形成。文章在对天津经济技术产业区产

业群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论述了该产业群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 , 希望对中国其它开发区产

业群的形成和发展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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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国公司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

在“投资者是帝王 、项目是生命线”的开发政策指导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创建

“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项目。20世纪 90年代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项

目引进工作进入跨国公司引进阶段 。摩托罗拉 、雅马哈 、顶益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朗讯科

技 、艾默生电器 、霍尼韦尔 、约翰迪尔 、伊腾忠商事 、丸红 、住友 、松下电器 、丰田 、佳能 、德国大

众 、瑞士雀巢 、法国阿尔卡特 、拉法基 、施耐德 、罗纳普朗克 、韩国三星 、现代 、LG 、泰国正大 、

台湾统一 、台湾大霸电子 、新加坡伟创力电子等跨国公司相继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创

办生产企业 。[ 1]目前 ,在天津开发区投资的跨国公司已达 200多家 ,投资总额 60多亿美元 ,

占全区投资总额的 70%以上 。跨国公司的生产性企业具有规模大 、技术先进和产品竞争力

强等特点 ,它们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造了可观的税收收入 ,成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济的骨干企业。而且作为推进性单位 ,它们在企业经济关系网络的传导下 ,带动和促进了一

大批相关企业的成长 ,形成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产业群 。

1.1　跨国公司选择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原因

　　跨国公司投资决策是相当慎重的。它们选择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生产区位主要是

从长期占领北方市场出发 ,同时考虑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港口位置 、经济基础和投资环

境。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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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基于北方市场

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 ,半径在 500 公里的范围之内分布着北京和天津在内的

11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 ,人口约有 2亿人 。可见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的北方市

场是一个人口密集 、城市集中 、交通便利 、工商业发达 、市场容量大 、购买力高的黄金地带。

天津市与北京市相距 110公里 ,两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国各省市的前列 , 2000年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市 ,处于全国第二位和第三位 。北京市和天津市总人口在 2000年

已达到 2383万人 ,是上海市的 1.41倍 。因而 ,由北京市和天津市组成的联合市场容量远远

超过上海市。[ 2]

1.1.2　港口优势与便利的交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濒临天津港 ,距港口仅 2公里 。天津港水域面积 180公里 2 ,主航

道长 27.3公里 ,水深 11米 ,万吨级轮船可双向航行 ,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中国第二大集

装箱码头 。天津港是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国际港口 ,拥有 40多条国际航线 ,与世界 17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联系 。同时 ,天津港也是中国重要的水陆联运枢纽 ,

有多条铁路和公路与之相接。目前 ,天津新港年吞吐量已超过 7000万吨。天津港的强大物

流功能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的原料和产品的运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1.1.3　生产成本控制优势

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 ,天津市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高质

量的工业用地 、熟练劳动工人的价格比上海 、广州低。而且 ,在用地 、劳动力 、用水等方面的

费用也比北京要低。在 2000年国家级开发区经营成本比较中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指

数高于上海虹桥 、上海闵行 、广州。与北京相比 ,也具有相对优势 。
[ 3]

1.1.4　优越的投资环境

创建“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的综合实力跃居全国之

首。与全国其他的开发区相比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雄厚

的经济实力 ,先进 、齐全的基础设施 ,丰富的熟练技术工人 ,灵活的经济政策和制度 ,现代化

的管理理念和效率 ,全程式和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1.2　跨国公司企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过程

跨国公司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和发展一般要经过试探性阶段 、实质性发展两

个阶段。在刚开始投资时 ,跨国公司的投资额一般较小 ,主要是探索市场的竞争环境和进一

步全面了解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状况 ,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大部

分的企业经过这一阶段的探索后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再投资 ,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跨国公

司的增资速度加快 ,企业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如 1986年摩托罗拉开始与天津开发区接

触 ,并于 1988年投资建立了一个总投资为 30万美元的天津摩托罗拉电子试验有限公司 ,着

手对中国市场进行调研 ,并开始将组装产品打入中国市场 。经过长达 4年的市场评估和社

会调研之后 ,摩托罗拉公司肯定了天津开发区完善的投资环境和光明前途 ,最终选定天津开

发区为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1992 年第一期投资 1.2 亿美元 ,注册成立摩托罗拉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商独资企业 。1995年摩托罗拉增资 7.2亿美

元 ,在天津建设新厂生产芯片及对讲机 。到 2000年摩托罗拉增资 19亿美元 ,使其成为中国

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 ,也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国内最大的半导体芯片

生产中心和通讯生产基地之一 。1991年 9月顶新集团正式在天津开发区立项 ,组建天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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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资本总额 800万美元。到 1995年资本总额迅速增加到 2亿美元 ,其生

产线从初期的三条增加到 30条 ,增加了 10倍。现在每条生产线的年产量可达 1.2亿包。
[ 5]

1.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跨国公司企业的特点

从跨国公司的母国分布来看 ,美国公司是投资主体 。2000年美国公司在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投资达到 409287万美元 ,占同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部外资金额的 36.60%。

而且 ,美国的生产性企业已经成为四大产业群中的推进性企业 ,如:摩托罗拉与电子产业 、

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与食品工业。香港 、台湾 、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也占有

重要地位 。近几年来 ,欧洲国家的公司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 ,丹麦的诺和诺德 、瑞士的雀巢

也属于推进性企业。从企业的素质来看 ,跨国公司企业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一是企业生

产规模大;二是拥有领先的技术;三是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

涌现出一批知名品牌:摩托罗拉手机 、康师傅方便面 、统一食品 、雅马哈电子琴等产品 ,在国

内市场具有很高的占有率 。跨国公司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使其具备了强大的带动和辐射能

力 ,这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

2　跨国公司的本地化经济关系网络

2.1　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生产协作关系网络

跨国公司生产规模大 、专业化程度高 ,因而存在大量的纵向联系 。回顾联系和前瞻联系

刺激和引导了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型企业的发展 。由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跨国公

司的大部分产品处于产品生产链的末端 ,因而其回顾联系产生的带动效应尤为明显。本地

化的纵向联系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吸引区外甚至国外的协作配套企业到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办厂。摩托罗拉入区后 ,吸引来了美国的绿点公司 、模泰公司 、英国的

BOC集团 、韩国富川 、新加坡富裕 、日本三井高科技 ,为摩托罗拉提供零部件 。可口可乐公

司进驻开发区 ,其上游厂商-香港美特公司分别设立三个合资企业(美特容器 、美特制盖 、美

特包装)与之配套 ,投资总额近 1亿美元 。二是引导和刺激了本地的配套企业。跨国公司大

量的协作需求对当地资金的流向产生强大的引导作用 ,吸引这些资金投向跨国公司的零部

件生产行业 。同时 ,跨国公司也倾向与本地供应商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对那些有能

力达到公司产品质量标准的配套企业进行帮助 ,如:制定设备计划 、改进生产工艺和管理 、建

立质量控制系统等等 ,并实行网络组织生产。[ 6]

跨国公司的本地化经济关系的演化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 。当跨国公司刚刚进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 ,公司与本地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联系

少 ,其主要的经济关系对象是公司总部及其他公司分厂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只是一个良好的生产场所 ,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合意的生产平台 ,因而具有“卫星平台

产业区”(Markusen ,1996)的特征 。在这种本地化经济关系状况下 ,跨国公司并不依赖本地

化的协作关系与产业氛围 ,因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特别是国内各区域的投资环境质量差

距趋于缩小 ,跨国公司在国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 ,其流动性也明显提高。假如某些重要的

跨国公司撤资或缩减生产规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可能出现相关产业的空洞化现象 ,整体

经济的发展极易受到冲击 。随着跨国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与之相关的产业在本地迅

速成长起来 ,跨国公司的本地化生产协作网络初步形成。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跨国公司

在进行全球化供应链管理时开始重视本地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的管理 ,对那些有能力达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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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品质量标准的本地化配套企业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支持 ,如:制定设备计划 、改进生产工

艺和管理 、建立质量控制系统 、进行人员培训等等 ,并实行网络组织生产 。当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围绕跨国公司形成紧密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网络时 ,跨国公司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依赖性就明显增强 ,公司的流动性明显减弱 ,公司的发展战略能够更多地考虑区域的整

体利益。这样的一种本地化经济关系就具有了“轮轴式产业区”的特征。跨国公司对企业网

络的依赖性减少了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7]

2.2　区域创新网络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间的交流和学习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相关企业的指导和帮

助。跨国公司的生产企业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 ,它们通过供应链管理技术向

相关企业发出技术要求信息和一系列产品性能指标 ,迫使协作配套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步伐 ,

改进管理手段和方法 ,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对于有长期和稳定联系的企业 ,跨国公司还派

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 ,甚至通过参股等资金纽带加强对供应链上企业的指导和控制。另一

方面 ,跨国公司的许多企业都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明星企业 ,它们不仅有大规模的生产

能力和先进的管理手段 ,而且创造了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明星企业的示范效应使相关企

业明确了方向 ,增强了学习动力。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创新突出地表现为大企业

创新模式 ,即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在创新过程中形成一种单向的 、松散经济关系 。由于

大量的中小企业资源有限 、技术开发能力差 、信息渠道狭窄 ,在区域创新活动中处于被动地

位 ,其互动创新的要求往往被跨国公司所忽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广泛的互动创新并没

有形成。这种经济关系对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都产生明显的约

束。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创新成为一种企业内部行为 ,不能获得大量的创新信息和其他资

源。对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来说 ,单向的创新不能保证区域创新的竞争优势 。同时 ,由于

创新过程的外部性较低 ,而不能对跨国公司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因而没有产生对跨国公司的

粘滞作用 。所以 ,在产业组织发展中 ,即要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 ,也要重视中小企业的

发展 ,不断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 ,形成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 、互动发展的企业

创新网络 。进入 21世纪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开始大力推动企业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

建设 ,特别是对原生地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特殊扶持 。同时 ,民间风险投资组织 、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及一些中介组织等经济及社会组织开始关注和参与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 ,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成功 ,并开始运营。同时 ,大量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在这一活动中迅

速提高。随着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上升 ,与跨国公司的创新反馈机制将建立 ,双向的创新互

动逐渐形成 ,区域创新网络将逐渐发展和完善 。

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跨国公司产业群

3.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结构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是以一组跨国公司企业或大型外资企业为核心的专业化企

业集群。跨国公司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 ,其产业性质 、技术水平 、生产规模和本地化战略决

定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发展和演变。产业群的形成往往与某个跨国公司的大型

项目投资直接相关。跨国公司进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其大量的业务供给和知识外溢效

应吸引来众多的相关企业 ,包括生产协作配套企业 、互补性企业及横向关系企业 ,形成一种

非均衡的本地化的分工协作网络。外围的企业随跨国公司企业的发展和本地化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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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渐壮大 ,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为跨国公司企业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外资企业 。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本土企业因政策限制起步较晚。建区之初 ,内资企业主要经营服务行业 ,没

有相关的制造业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内资企业也开始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与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相关的一批内资大型企业入区 ,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资和合作成为产业

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专业化特征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专业化部门的形成是在跨国公司和区域产业政策的互动中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根据投资环境 、产业基础和市场容量及潜力选择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 ,产生大量的项目供给;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则在普惠制的基础上 ,根据区域功能定位

和产业政策来实施差别化扶持战略 。那些科技含量高 、关联程度高 、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获得

更优质的发展空间而迅速成长 ,并以强大的带动作用形成一个专业化生产的企业集群。摩

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诺和诺德(天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EW-传动设备(天津)

有限公司及天津可口可乐有限公司等跨国公司的发展 ,推动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电子

电气产业群 、生物医药产业群 、机械制造产业群 、食品饮料产业群的形成 。跨国公司与相关

企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 ,形成所属产业的竞争优势 ,直接影响本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

度。2000年四大支柱产业群完成工业产值 650.07亿元 ,占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

值的 88.80%。
[ 8]
目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 、齿轮变速机 、家

具和方便食品的工业基地 ,人工胰岛素和工业用酶剂 、高性能减速机等填补了国内空白。

3.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3.3.1　企业间尚未形成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

从总体上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内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一定的协作配套关系 ,但

也存在明显的问题:①配套生产的领域狭窄。跨国公司的产品生产具有广泛的纵向联系 ,

在许多生产领域都要求配套服务。而目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群只提供少部分的配

套项目 ,本地化的专业化配套率较低。主要原因是企业之间分工并不细密 ,企业间协作的范

围和方式受到极大约束 ,从而影响了产业群的内聚程度和稳定性 。②配套企业数量少。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 ,其数量占开发区总数的 92%以上。但许多中小

企业纯属出口加工型的“三来一补”企业 ,与本地企业没有任何技术和生产上的联系。跨国

公司产业群内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薄弱的协作网络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本地化配套规

模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处于较低的地位。

3.3.2　产业群的创新能力较弱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创新能力不足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原生地企业创

新能力弱 。处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企业 ,虽然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但是它们只是跨国公

司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 ,其技术进步依赖于公司总部的研发部门。各跨国公司设立于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相当薄弱。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则缺乏技术开发的资金

支持和主动意识 。其二 ,互动创新网络发育缓慢 。产业群创新的最大优势在于企业间的创

新互动。由于地理上的靠近和共同的专业知识 ,企业间存在着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接触

机会 ,这就为企业相互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条件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

互动创新网络中缺乏的是一种产业氛围 ,即专业化的知识和信息在产业群中自由流动的一

种无形气氛和环境。产业氛围的缺失成为互动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 。分析天津经济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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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产业氛围形成的行为主体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症结所在:①跨国公司创新的外倾意

识。跨国公司企业的技术创新依赖于区外的研发机构 ,具有很强的创新主体意识和创新独

立性 。它们并不注重本地中小企业创新的作用 ,也较少考虑产业群互动创新的意义。 ②中

小企业创新能力弱。本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较差 ,不能引起跨国公司的足够的重视 。而且 ,

中小企业间的学习互动也不足。 ③社会资本不足。社会资本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制

度上企业间长期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关系和默契 。从《2000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报

告》的统计结果来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项目投资来自世界 63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包括

北美洲的美国 ,东亚的香港 、台湾 、韩国 、日本及新加坡 ,欧洲的英国 、丹麦 、荷兰 、瑞士 、德国 、

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在语言 、交流习俗 、价

值观念乃至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的负面效应是影响企业间相互

接近的速度和程度 ,因而制约群体间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当然 ,产业氛围形成过程

中的制度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

3.3.3　产业群发展过分依赖核心企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企业组织结构明显地表现为核心企业和外围企业间实力

差距悬殊 ,使产业群甚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跨国公司企业或大型外

资企业。2000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各种规模的企业 11080家企业 ,其中工业产值超

过10亿元的 9家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工业产值的 67.00%(见表

1)。这些核心企业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但是 ,过分依赖

跨国公司的企业组织结构对区域的稳定增长是可能有危险的。跨国公司企业布局战略的调

整能够控制分布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子公司和分公司的发展 ,甚至可能将这些企业转移

出去 。因而产业群的建设和整个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这种潜在的危机。
表 1　资金来源与生产规模的分布对比

资金来源
绝对数

(个)
比重

(%)
产值平均规模

(万元)
职工平均规模

(万元)

以本地资金为主的企业 5 16.13 4466 61

其中:完全的本地资金企业 3 9.68 5610 47

以国内资金为主的企业 1 3.23 1200 200

以国际资金为主的企业 25 80.65 18227 235

　　资料来源:2002年天津开发区企业经济联系调查问卷。

3.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发展对策

3.4.1　强化产业群整体意识

尽管四大产业群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中的地位十分突出 ,但产业群内企业的群

体意识还比较薄弱。在 2002年天津开发区企业经济联系问卷调查中发现 ,企业并不重视企

业间的生产联系 。在回答企业存在的问题时 ,28.57%的企业选择市场开发作为首要问题 ,

而将供应商及配套商的稳定程度作为最不重要因素考虑的企业占 57.14%(见表 2)。可见

强化企业的产业群意识 ,提高企业生产协作的本地化倾向 ,对推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

群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 ,引导跨国公司形成产业群意识 ,促进其加快实施本土化战

略 ,提高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厂商的重视程度 。其次 ,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功能 ,开

展多种形式的行业交流和活动 ,培养企业对行业集体活动的兴趣 ,逐渐形成一些行业的意识

和规范 ,树立起产业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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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津开发区企业发展中的问题(%)

统计指标 资金 人才 市场 技术 配套商的稳定程度

作为首要问题考虑的企业 23.81 23.81 28.57 9.52 14.29

作为次要问题考虑的企业 19.05 9.52 33.33 19.05 19.05

作为最不重要问题考虑的企业 14.29 0 4.76 23.81 57.14

　　资料来源:2002年天津开发区企业经济联系问卷调查。

3.4.2　提高产业群企业的集聚程度

在产业政策上继续强化对现已形成的四大产业群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一 ,在招商工作

中 ,加强引进跨国公司的配套协作企业 ,尤其是那些没有发展起来的配套领域 ,逐渐细化专

业化分工 。其二 ,重视产业群内中小企业的发展 ,特别是内资企业的发展 ,提高它们的生产

水平和配套能力 ,形成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体系 。内资企业的发展是

建立在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基础上 ,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它们的发展对于粘滞跨国

公司也十分有效 。从长远来看 ,内资企业通过向跨国公司的学习将成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充分借鉴广州 、深圳等开发区的内资

企业政策 ,对有发展潜力的内资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 ,使其与外商投资企业具有相对平等的

竞争条件 。

3.4.3　建设企业互动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产业群内企业的互动创新网络深深根植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共同的价值观念 、良好

的人际关系 、正式的学习制度和非正式的学习惯例及社会规则等社会文化因素使得企业间 、

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间能够相互协调 ,实现互动创新。对于象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一

个多元文化交织的区域来说 ,社会文化环境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①创建和谐的人际

关系是贯穿人文环境的主线。通过开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文化活动不断促进人际交

往 ,推动不同文化人群间的文化融合与观念趋同 ,逐渐积淀泰达文化特色 、树立泰达人意识 、

培养泰达理念。 ②学习制度和学习惯例是产业群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政府 、各行业协会 、企业家协会及教育机构在推动制度化的学习和交流方面已经形

成一定基础 ,受到多数企业的欢迎和支持。非正式的学习和交流惯例是一种随机的 、非强制

性的自由交流 ,其有赖于一种普遍存在的相互交流氛围 。③建设科学的法规和制度以维护

信誉环境 。科学的法规和制度可以有效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有助于维护相互信任的信誉环

境。完善的制度约束降低了由道德风险导致的损失 ,增强了企业间合作的诚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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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ianjin Eco-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is a countryw ide development
zone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1984.Although built in w asteland , i t absobs

internationally famous M 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y its imitativ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s competi tiveness rely ing on development of indust rinl clusters basing

on M ultinationals Co rporations.At present , there have been four clusters:electrical ,

medicine , machinery and food -making , with 3315 foreign co rpo rations and 8359 local

corporations in total.Based on analy 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se clusters , this paper

elaborates problems of the clusters and the w ay to cope with.

Key word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ianjin Ec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cluster;economic network

(上接第 24页)

On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YUAN Kai-guo , 　CHEN Chang-chun , 　YANG Hong , 　ZOU Jia-hong
(Department of Geog raphy ,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 Hunan 411201 , P.R.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globalizat ion trend and socioeconomic

spat ial st ructure , this paper discusses spatially st rategic problems that fac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w ard g lobalization , with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backg round , theoretical basis ,

contents ,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and key items which require reasonable solutions.It indicate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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