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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本文以上海为实例, 依据创业模式的相关理论, 分析了华侨华人在大陆投资创业的主

要模式划分、基本特点以及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华侨华人成功创业与其选择正确的

创业模式密切相关, 创业模式的选择与行业的关联程度较高, 同时, 创业模式的选择也与创业者对物

质资本、技术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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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ase studies in Shangha,i th is artic le analyzes the m ajor investm en t

pattern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 f Overseas Ch inese businesses in m a in land China w ith

re levant theo ries draw n from the disciplines o f socia l sciences. It exam ines the im pact factors in

choosing the investm ent patterns. The authors conclude by po inting out that the investm en t

patterns are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Ch inese businesses in Ch ina, w hich to a large

ex tent are up to the secto rs or businesses to be invested, in addition to the m ateria l cap ita,l

technical cap ital and hum an resource cap ita l ow ned by the investors.

� � 创业是一个发现和捕获机会并由此创造出 价值的过程。本文所指的创业是指以企业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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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以正当地获得更多利益为目标的活动。跨

国创业系指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新企

业、合作企业或分公司等创业行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

化进程的加快, 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数量快速

增长。国家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

以来, 自 1978年到 2008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的数量累计已经达到 8669亿美元。

相关学者的估算结果则表明, 在我国 1978�

2005年累计吸收的 6224亿美元境外投资中,

至少有多达 4170亿美元, 即全部外商投资的

67%, 是由华商或华商主导的企业带来的。
[ 1]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以新华商企业为

代表的新一轮海外华商企业对华投资热潮正在

兴起。以上海为例, 近几年, 来沪创业和就业

的新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急剧增加, 截止

2005年年底, 总数达 6万余人, 在沪创办企

业 3250家, 约占全国同类企业的三分之一,

总投资超过 4�5亿美元。[ 2]

华侨华人在大陆投资数量不断增长的同

时, 部分行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创业成功率不

高等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些外来资本。
[ 3]
深入分

析华侨华人的创业模式, 剖析其成功创业的影

响因素, 有利于我们把握华侨华人在祖 (籍 )

国创业的发展规律, 从而为扶持更多的侨资企

业成功创业提供实际指导, 也可为进一步做好

 引智引资! 侨务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一、研究回顾

� � (一 ) 跨国创业理论

国外对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起源于 20世

纪 60年代, 西方学者试图用各种理论来解释

跨国直接投资者的动因、行为和影响, 并逐渐

形成了  垄断优势理论 !、  国际生产折衷理

论 !、  学习期权理论! 等跨国直接投资理论。

其中英国学者约翰 ∀邓宁 ( John H�Dunning)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动因

的一个经典理论。折衷理论认为, 当投资主体

具备了企业优势 (资本优势和管理优势 )、内

部化优势 (内部交易优势 ) 和投资区位优势

时, 就会导致国际直接投资行为。
[ 4]
加拿大学

者本森 ∀霍尼格 ( Benson H on ig ) 则对跨国直

接投资者的身份进行了剖析, 他认为跨国企业

家是那些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 并在

他的母国和移民国之间开展跨国创业活动的

人。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经历, 使得

他们拥有更广泛的知识体系并能调动更多的资

源, 这是跨国创业者的优势。同时, 他还认为

影响跨国创业活动效果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制

度、竞争环境、创业者的不断实践等。
[ 5]

从法律上讲, 华侨华人属于两个不同的群

体, 华人为现已加入或已取得居住国国籍者,

其回祖籍国直接投资的行为属于跨国创业; 华

侨作为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其在国内的投资

行为本质上不属于跨国创业, 但其创业的经历

及模式与华人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故一并讨

论。上述关于跨国创业的理论为我们了解和掌

握华侨华人回祖 (籍 ) 国创业的动因提供了

理论基础, 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他们创业

成功的影响因素。

(二 ) 创业模式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创业模式的研究侧重于

从不同维度对创业模式进行划分, 从而表明不

同角度创业模式的特点。理论上, 创业模式的

划分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创业的盈利性质。创业包括盈利

性质的创业和非营利性创业。谢里尔 ∀约翰逊

( Sherrill Johnson )
[ 6]
和加农 ∀ 坎德 ( Cannon

Cad)
[ 7 ]
将创业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社会目的

的创业, 也即以公益为目的, 为谋取公众社会

利益的创业行为; 非盈利企业创业, 也即不以

营利为目的创业行为; 慈善事业的创业, 系指

为了发展慈善事业而进行的创业行为; 社会企

业创业, 也即依托组织建立的企业, 透过商业

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公民创业,

即公民个人以谋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创业行

为。

二是基于创业主体 (又称创业起点 )。盈

利性质的创业可进一步划分为新创企业, 也即

个人或几个人组成的创业团队创业
[ 8]
和组织

内创业, 也即由一家相对成熟的企业创建一家

新企业。
[ 9 ]

三是基于创业者角色。根据创业者进行创

业的个性特点、对市场机会把握的类型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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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分为创新者、
[ 10 ]
利润机会的察觉者

[ 11]
以

及不确定的风险承担者。
[ 12]
创新者是具备技术

或市场上的创新能力, 一定程度上促成市场机

会的发生; 利润机会的觉察者是发现并且抓住

已有的市场机会; 而不确定风险的承担者则是

因为偏好风险, 喜欢进行挑战性的事业, 即使

市场机会很小也会进行创业。

四是基于创业的创意来源。克里斯丁

( Christ ian) 将创业模式分为复制型创业、模

仿型创业、演进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四种。
[ 13]

复制型创业指复制自己熟悉或工作过的某公司

经营模式; 模仿型创业指模仿已取得创业成功

的新创企业; 演进型创业指以自己拥有的专业

特长或已有技术成果为核心竞争力来进行的创

业活动; 创新型创业具体而言只是根据一些创

新构想所进行的创业活动, 属于一种开创性价

值创造型创业。

五是基于创新层次。我国学者刘健军将创

业模式分为产品创新、市场营销模式创新以及

企业组织管理体系创新三种模式。
[ 14 ]
具体而

言, 产品创新既可能是基于技术创新的成果,

也可能是基于工艺创新等非技术创新的成果。

基于市场营销模式创新而创建的企业, 则采取

了有别于已有厂商的市场营销模式。基于企业

组织管理体系创新而创建企业, 则采取了有别

于已有厂商的企业组织管理体系, 能够更高效

地实现产品商业化和产业化。

六是基于创业者出身和创业企业的行业特

性。汪少华和佳蕾按照创业者的出身和新创企

业所属行业特性加以分类, 如知识分子类型

(技术、教师、海归、学生等身份 ) 创业者,

集中在高新技术行业。
[ 15]

上述理论研究成果表明, 创业模式的划分

基于创业发生的组织类型、创业者角色、创意

来源、创新层次及行业特点等多种维度。同

时, 创业组织对不同创业模式的选择也受制于

特定的环境, 如组织所在地特定的经济环境、

创业组织或个人的特殊经历与文化特点等。

(三 ) 华侨华人创业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研

究日渐趋多, 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表

明, 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发表的以华侨、华人投

资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共 115篇。研究内容大多

侧重于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特点, 创业的动

因、作用和地位, 创业者的人口学特点, 有关

华侨华人创业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尚不多

见。
[ 16 ]
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自 20世纪

90年代后形成了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创业的热

潮, 从人员构成考察, 以改革开放后出国留

学、学成后留居当地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为主

体。
[ 17 ]
海外华人资本投资中国, 资本逐利的规

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海外华人资本家对

祖籍国亲缘、地缘等个人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

用。
[ 18 ]
较高的学历、领先的专业技术以及先进

的管理理念是华侨华人成功创业的优势, 而资

金不足、核心人才缺乏、对国内创业环境认识

不足则是其创业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 19]

二、华侨华人的主要创业模式

及其基本特点

� � 限于资料的可得性, 本文的分析基于上海

部分高科技园区的实地调研数据, 包括对 46

家华侨华人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及其中 12家

企业的个案访谈记录。调查和访谈的时间为

2007年 12月至 2008年 3月, 大部分接受调查

的企业落户在张江高科技园区, 另有一部分企

业则集中在松江创业园区和闵行紫竹工业园

区, 被调查企业大多已经成功创业 #。下文主

要从创业主体、创业者角色、创意来源、创新

层次以及创业者与国内联系密切程度等五个维

度来研究华侨华人在大陆的创业模式。

(一 ) 华侨华人的创业主体

从创业企业的主体来看, 华侨华人企业个

人创业与公司创业两种类型并存, 但不同时期

创业主体也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初期, 由老一

代华商创业的企业大多采用公司创业的模式,

主要表现为在海外成功创业的华侨华人企业在

国内投资, 建立子公司。这种创业模式由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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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在资金上的支持以及经营管理人才和模

式都趋于成熟, 相当于母公司的复制, 创业风

险不大。如菲律宾著名的跨国企业上好佳集团

于 1993年入驻上海, 进而扩展到宁波、苏州、

哈尔滨、昆明、徐州、长沙、郑州等地, 先后

建立了 12家工厂, 总投资达 1�04亿美元。近

十年来, 来华投资创业的新华侨华人 #以个人

创业为主, 主要采用  团队创业 ! 和家庭式

创业两种模式, 公司创业者只占被调查企业的

12�5%。团队创业一般由来自不同国家或地
区、不同专业背景的个人组合, 主要包括研发

层和管理层两个部门组成, 典型的有展讯通讯

(上海 ) 有限公司, 在总经理武平的带领下,

38人集体回国创业并获得成功, 其事例已经

为业界所广泛传扬。不少公司还在国内和国外

分别有创业团队, 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上海 ) 有限公司在国内的北京、武汉和美国

的硅谷都设有研发中心, 团队成员之间分工合

作, 国内外成员之间密切配合, 使得公司产品

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除了组成  创业团队 ! 回国创业之外,

部分华侨华人还与伴侣一起回国创业, 形成

 夫妻创业! 或  家庭创业 ! 模式。夫妻双方

一方负责技术, 一方负责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可以算作是小型的  创
业团队 !。上海龙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李 夫

妇、大道计算机 (上海 ) 有限公司赵箭夫妇

都是  家庭创业 ! 模式的典型代表。

(二 ) 华侨华人的创业角色

创业者的素质与能力是创业成功的第一要

素。基于创业者角色, 华侨华人大多为具有技

术创新能力的创新者。改革开放初期来沪发展

的华侨华人, 大多受中国打开国门后的巨大商

机所吸引,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利润的察觉

者。近十年来沪的华侨华人创业者, 则主要扮

演了创新者的角色。其主要特质为具备技术或

市场上的创新能力, 一定程度上促成市场机会

的发生。新华侨华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产品技

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创新两个方面。通过对访谈

的企业案例的整理, 我们发现, 大部分的华侨

华人创业企业都认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上海三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EO陈必寿认为,

 真正要进入良性循环,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这

一推进器, 因为只有不断创新, 企业才能始终

充满活力, 企业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持续不断

的创新过程。! 上海睿星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罗楹指出,  创新是企业的出路。! 微创

医疗 CEO常兆华则表示,  创业者经常是见常

人之未见, 有一定远见和超前意识的人, 是遇

见和创造市场需求的人。!  创业者有超人的

意志力, 有专注于一点的力量。!

(三 ) 华侨华人的创意来源

从创意来源划分, 华侨华人企业大部分以

 国外先进管理模式 +自主创新成果 ! 的  演

进型创业 ! 为主。演进型创业模式表现在管

理模式的演进与产品技术的演进等方面。跟在

国外创业模式相比, 大部分回国创业的华侨华

人企业都是在上述一个或者两个方面有了改

进。在管理模式上, 华侨华人海外创业或工作

经历以及生活经历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了国

外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 并将这种

先进理念带到中国, 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相结

合。大部分华侨华人企业也都在国外先进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做了或多或少的演进。如上海禹

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在谈及探索适合企

业发展的管理模式时说:  禹华一开始就借鉴

了硅谷的人事策略 � � � 分配期权, 谁知在硅谷

被广大工程师喜爱的这种报酬方式, 在中国却

碰了壁, 禹华的中国工程师不愿意接受这种报

酬方式。面对这一新情况, 我及时调整了策

略, 给员工一些分红并提高工资, 以高薪留住

人才。! 大道计算机 (上海 ) 有限公司赵箭在

推广国际领先的 DM S配电管理系统时发现,

感兴趣的多, 签合约的少, 致使企业经营曾一

度陷入危机。在重新定位后, 决定在公司发展

初期主推 DMS系统中的一部分, 即大屏幕显

示系统, 从而赢得了国内电力系统客户的认可

和青睐。

(四 ) 华侨华人的创新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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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层次分析, 华侨华人企业多表现为

产品技术的创新以及开辟新市场。大多数新华

侨华人当初的出国动机为留学, 且留学国家多

为发达国家, 他们掌握了世界高端的技术, 且

怀有拳拳报国之心。因此, 引进先进的技术,

开辟新的产品销售市场, 是回国创业的新华侨

华人企业最基本的创新层次。大道计算机

(上海 ) 有限公司、上海英塔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等都是基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在国内开

辟新市场的创业模式。华侨华人企业创新的另

一个特色就是基于产品技术的自主创新, 即在

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的创新。很多华侨华人

在回国创业之前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加上雄

厚的研发力量, 申请了众多专利, 从而极大地

激发了其自主创新的热情, 创新产品层出不

穷, 企业蒸蒸日上。这一类企业共同的特点是

都与国外科研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 都有一支

来自国内外的研发队伍。

(五 ) 华侨华人在创业地的发展方式

从创业者与国内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即

 落地! 方式考察, 华侨华人企业多为  哑铃

式 ! 创业模式。按照创业者与国内联系的密

切程度来划分, 可以将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模式

划分为  落户式 !、  哑铃式!、  候鸟式!、

 遥控式 ! 和  风筝式 !。  哑铃式! 经营模

式是指手持国外居住  绿卡 ! 的华侨华人在

国内、国外来回飞。在国内工作的时间从 3个

月到半年, 甚至 9个月不等。  哑铃式! 创业

模式使得华侨华人企业一方面能够及时获得最

新的技术信息、管理信息和国际市场的信息,

确保企业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的技术和清

晰的研发方向; 另一方面, 便于熟悉国内环

境, 了解国内市场需求, 为高科技企业在其领

域长期保持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基础, 这也是华

侨华人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的

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新华侨华人多采用这种创

业模式, 并逐渐开始向国内倾斜。如展讯通信

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在上海和硅谷两地同时成立

了研发团队, 展讯通信 CEO武平认为, 这种

方式充分发挥了硅谷和上海两地的资源优势,

同时弥补了各自的不足。这种优势互补的模式

加上客观的时差造就了展讯  一天 24小时、

一周 7天, 太阳永不落 ! 的工作状态。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新时期

华侨华人的创业模式描述为:  创新者 !、  团
队!、  演进!、  自主创新!, 即一群具有创新

精神的创新者所组成的创业团队, 将其在国外

所学的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引入中国, 并与

中国国情相结合, 研发新产品和开辟新市场。

其创业模式兼有高新技术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特

点, 又有其独特性。华侨华人创业模式之所以

呈现出独特性, 是与华侨华人本身浓厚的

 侨! 的身份分不开的。他们首先是一群热爱

祖 (籍 ) 国, 希望祖 (籍 ) 国真正能够摆脱

低级劳动力市场, 成为拥有高端科技力量的爱

国者; 其次是一批掌握了国外甚至世界顶端科

学技术的科技精英。他们愿意为了祖国的发展

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 充当中西科技

交流的桥梁。有关部门应该了解华侨华人的基

本创业模式, 宣传其成功创业模式, 提高华侨

华人创业成功率, 从而吸引更多的华侨华人回

国为祖国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

三、华侨华人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由于创业模式划分所依据的维度不同, 从

而导致同一家企业可能属于几种不同的创业模

式。为了更好地反映华侨华人创业模式选择的

影响因素, 笔者在设定可能的影响因素 (创

业者的最高学历、所学专业、注册资金、工作

经历、创业团队、专利数量、项目类型 ) 的

基础上, 依托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松江创

业园区及闵行紫江工业园区的 46家华侨华人

企业的问卷调查资料# , 在通过相关检验的基

础上, 对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分

析, 结果表明, 影响华侨华人企业创业模式选

择的主要因素可聚焦为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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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于篇幅, 在此不对主成分分析的过程加以描述。

人力资本, 三大资本的贡献率达到 83�6%。#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对三大资本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 但三大资

本的占有程度与创业模式呈现出紧密的联系。

(一 ) 创业模式的选择与行业的关

联程度较高

由于不同行业对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

力资本的要求不尽相同, 因此创业者对三大资

本的拥有量直接影响其对创业模式的选择。具

体表现为:

1�高科技企业创业者三大资本的占有水
平都比较高, 是选择创新型模式的必然结果。

三大资本高度集聚的源动力在于创新。从华侨

华人企业影响因素的综合评分可以看出, 综合

评分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几乎全部是高科技企

业。高科技企业以创新见长, 无论是原始创新

还是集成创新, 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

和物力, 需要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保证。同

时, 就创业者本人而言, 也必须具备创新技术

能力的智慧和特质。因此, 高科技产业的创业

者不仅在文化程度方面的优势较其他类型企业

更加明显, 而且其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远远

高于其他类型的产业, 很多高科技企业的创业

者在创业前都有自主知识产权, 这对公司走高

端化路线贡献巨大。

2�生产经营性企业及服务型三大企业资
本占有水平较低, 从创业者角色划分, 利润觉

察者创业模式为多。从调查结果看, 服务型企

业和生产经营性企业的创业者三大资本的占有

程度较低, 尤其是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说明创

业者自身并不具备技术创新的能力。这部分创

业者进入大陆的时间较长, 大多是得益于中国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商机, 通过市场扩张获取盈

利, 创新型的创业者数量较少, 因此从创业者

角度划分, 多属于利润觉察者。

(二 ) 创业模式的选择与创业者的

资本拥有量密切相关

由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

响创业的重要因素, 也是学界划分创业模式的

重要依据, 本文的分析结果同样表明, 华侨华

人对创业模式的选择与其三大资本的拥有程度

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1�模仿型创业模式对个人人力资本的依
赖程度比较强, 且在创业主体上更多表现为个

人单独或家庭式创业。调查结果表明, 从事信

息技术类的华侨华人企业的综合得分虽然不

高, 对物质资本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人力资

本也相对缺乏, 但对技术资本的占有水平相对

较高。这主要与这些企业采用模仿型的创业模

式有关。也就是说, 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相对较为薄弱, 因此较少采用原始创新的方

式, 通过模仿进行二次创新是这些企业的生长

之道。由于模仿型创业模式相对其他高科技产

业, 用于研发的投入较少, 因此创业初期资金

的压力也相对较少, 按创业企业的主体考察,

以个人或夫妻家庭创业的居多。如龙方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早期采用的就是这种发展模式。

2�团队创业和依托公司创业的模式, 技

术资本的占有量大, 产品创新型企业居多, 哑

铃式创业模式是常采用的模式。调查结果表

明, 生物医药行业、微电子和软件类企业对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占有水平

较高。这是由其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类企业

投入比较大, 研发周期也比较长, 其对资金的

依赖性很强, 为了解决融资上的问题, 企业创

始人更多采用团队创业的模式, 有的则直接依

托公司创业, 以免日后资金不足。此外, 为了

掌握最新的技术水平, 需要了解国际上最新的

技术信息和研究动向, 因此, 部分公司不仅在

国内建立了强大的研发团队, 而且在美国等一

些发达国家也部署了很强的技术力量, 如展讯

通讯和微创医疗分别是通讯设计和生物医疗中

的佼佼者, 创业模式均采用的是团队创业模式,

展讯通讯在美国硅谷设有独立的研发中心。

结语

� �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华侨华人成功创业与

其选择正确的创业模式密切相关, 同时也说

明, 成功的创业模式并不是唯一的, 也没有固

定的模式。能否最终取得成功, 与其创业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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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行业及创业初期三大资本的占有量有着密

切的关系。以下是我们对成功创业模式的研究

总结, 希望能为更多的华侨华人来沪投资企业

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 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除了具备一些

必备的创业素质外, 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创

新能力, 在创业模式中扮演创新者的角色。

(二 ) 个人单独创业和家庭式创业的华侨

华人企业, 由于物质资本相对匮乏, 在创意来

源上, 适合从事信息技术等国家主导但并非靠

创新才能制胜的行业, 换言之, 走模仿型发展

道路更容易获得成功。

(三 ) 产品创新是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设

计等企业的生命力, 因此选择这些领域创业的

华侨华人, 本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同

时必须充分理解这些行业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

的涵义, 除了创业初期通过团队创业提升资本

的实力以外, 还应该注意到中国目前风险基金

不愿前期介入的事实, 从而主动与已经发展成

熟的大公司合作, 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充分依托发达国家的技术

人才力量, 构建强大的研发团队, 提升自主创

新的能力, 确保在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的地

位, 增强同行中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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