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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服务特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其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

复杂多样。 现有文献大都关注其中的一两种特征与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
未能系统、全面地分析服务特征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本文对 ８５ 篇

具有代表性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运用文本数据挖掘，围绕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的主体意图，全面分析了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离、异质性、数字化程度和监管五个特征对

企业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探讨了该领域内现有

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研究缺陷，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服务企业　 服务特征　 进入模式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７６６（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９３—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１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服务业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路径研究”

（１７ＪＺＤ０２０）。
　 作者简介：叶广宇，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国际商务，电子邮箱：ｂｍｇｙｙｅ＠ ｓｃｕｔ． ｅｄｕ． ｃｎ；赵文丽，女，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是国际商务，电子邮箱：ｚｈａｏｗｅｎｌｉｌｏｎｇ＠ １６３． ｃｏｍ；黄胜，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子邮箱：１５４７６１９６２＠ ｑｑ． ｃｏｍ。 通讯作

者：黄胜。

一、 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商务部等七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增

强服务企业国际化能力，积极培育外贸综合服务新业态。 企业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过去几

十年来学术文献中最常讨论的主题之一（Ａｎｄｒｅｕ 等，２０１７［１］，王文超和甘碧群，２００３［２］ ），这是因为，
它决定了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开发程度、控制程度以及成功程度（Ｌａｈｉｒｉ 等，２０１４） ［３］。 虽然学者们从

经济因素（市场潜力、竞争者等）、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国际关系等）、距离因素（文化距离、地理距

离等）、企业因素（产品因素、战略因素等）等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产出

因素在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１９９０） ［４］。 针对服务企业来说，
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不可分离性等特征在企业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中起着核心作用（Ｌｉ 和
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２［５］；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４［６］），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地整理分析（李磊等，
２０１７） ［７］。

本研究动机还被以下三个事实进一步增强：一是虽然现有文献大都强调服务特征在外国市场

进入模式选择中的核心作用（吴晓云和于萍，２０１０） ［８］，但是大部分文献只关注其中的一两个特征，

３９１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１ 期



忽略了其他特征；二是技术进步导致服务特征的快速转变以及出现新的特征，这使得服务特征对企

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新的影响机理；三是服务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面临着不

同的组织和环境因素，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得出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Ｓｔｅｐｈｅｎ 和 Ｔａｇｅ，２０１２） ［９］，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划分和整理，才能更好地厘清服务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外国市场进

入模式选择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服务企业进入模式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服务的特征

及其变革都有哪些？ 服务特征及其变革影响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方向和机理是什么？ 为此，
本文首先讨论了该领域所使用的研究主题、研究理论等；其次，逐篇分析文献中服务特征出现的频

数和影响方向，以便准确地分析服务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再次，分析不同视

角下服务特征在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根据现有文献的冲突观点和知识缺

口，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 数据收集与文献描述

为提高文献选择的严谨性和有效性，本文参考 Ｄｕｒａｃｈ 等（２０１７） ［１０］ 研究中所使用 ＳＬＲ 方法进

行文献检索与统计。 本文首先通过检索 ＥＢＳＣ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ＪＳＴＯＲ 等外文数据库，以 Ｓｅｒｖｉｃｅ 为第一

关键词，“国际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跨国经营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全球 （ ｇｌｏｂａｌ）” “进入模式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出口（ｅｘｐｏｒｔ）”“ＦＤＩ”等为第二关键词，检索在其标题、摘要或关键词中包含“进入

模式”或者“国际化”的文章。 同时，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搜索相关中文文献。 为了防止遗漏

和错选，研究团队人工阅读所选文章全文，剔除与服务特征以及进入模式无关的文献，整合多个关

键词的搜索结果，共获得 ８５ 篇文献。 通过对 ８５ 篇文献依据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编码，总结

出服务特征及其变革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从时间分布来看，有关服务企业进入模式

的研究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自 ２０００ 年至今的文章共 ６６ 篇，占比达到 ７７ ６％ ，这与 ２１ 世纪以后数

字化、信息化的提升促进服务业迅速发展有关。 另外，根据文献的期刊分布，外文期刊中影响因子

超过 ３ ０ 以上的有 ３８ 篇。 中文期刊发表量较少，仅有 １０ 篇相关文献（如表 １ 所示）。 这说明，在服

务特征与外国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表 １ 英文发表数量前 １０ 的期刊和中文文献期刊来源

英文发表数量前 １０ 的期刊 篇数 中文文献期刊 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７ 经济管理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 世界经济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６ 中国软科学 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 南开管理评论 １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４ 华东经济管理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 南开经济研究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从文献的理论基础来看（如图 １ 所示），由于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一项复杂的决策，从任何单

一的视角来解释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都是片面的，用于指导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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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样性和互补性（Ｃｏｖｉｅｌｌｏ 和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 ［１１］。 因此，需要整合多种理论视角来做出全面合理的解

释。 具体来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广泛采用的理论是折衷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分别关注了企业所

有权的转移和回报问题（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８） ［１２］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的问题（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 等，
２０１０） ［１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及以后，随着服务全球化和多样化的加深，学者们逐渐采用组织能力理论、
权变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来解释服务企业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Ｋｕｎｄｕ 和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２００８） ［１４］。 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新的服务特征的出现（服务可以数字化传输），网络理论和天

生全球化理论开始逐渐被学者们采纳，使得该领域内的理论使用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

面。 这也为新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探索和企业进入模式的多样化选择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

图 １　 主要理论出现的频数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从研究方法来看（如表 ２ 所示），实证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而案例研究方法由于其数据获取困

难和研究的规范性仍有一定争议，使用量仍然偏少。 但是，随着案例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其
故事性和理论发现性具有独特作用，使用数量逐渐增多。 从数据搜集方式来看，问卷和二手数据两种

方法的使用频数相当。 但是，问卷搜集由于个体自主性易产生主观性偏差，所占比例呈现逐渐减少的

趋势。 相对于战略管理的实践性和严谨性，二手数据搜集方法近年来更加受到学者的青睐。
表 ２ 各个研究方法使用时间的频率及比例分布

年份
实证研究

二手数据 问卷
案例研究 理论分析 其他 合计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 ０ ０ ０ １（１００％ ） ０ １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０ ２（６６ ７％ ） ０ １（３３ ３％ ） ０ 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３（３７ ５％ ） ４（５０％ ） ０ １（１２ ５％ ） ０ ８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３（３７ ５％ ） ２（２５％ ） １（１２ ５％ ） ２（２５％ ） ０ 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３（１７ ６％ ） ４（２３ ５％ ） １（５ ９％ ） ９（５２ ９％ ） ０ １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８（３２％ ） ９（３６％ ） ０ ６（２４％ ） ２（８％ ） ２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５（３１ ３％ ） １（６ ３％ ） ５（３１ ３％ ） ３（１８ ８％ ） ２（１２ ５％ ） １６

２０１６ 年至今 ２（２８ ６％ ） １（１４ ３％ ） ３（４２ ９％ ） ０ １（１４ ３％ ） ７

合计 ４６（５４ １％ ） １０（１１ ８％ ） ２３（２７ １％ ） ６（７ １％ ） ８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三、 服务特征与外国市场进入模式分类

１． 传统服务特征及其在数字化时代的新特征

作为为客户提供利益的行为、表现和努力，服务及其特征决定了服务是否可以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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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ｅｍａｄ⁃Ｓａｊａｄｉ 和 Ｂｅｚｅｎçｏｎ，２０１２） ［１５］，并最终影响了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策略 （ 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１９９８） ［１６］。 传统上，普遍认可的服务基本特征是异质性、不可分离、无形性、易逝性。 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线传输的属性以及数字化程度也逐渐成为服务企业选择外国市场进入模

式所要考虑的因素（魏江等，２００６） ［１７］。 另外，随着阶段性的逆全球化浪潮和专业服务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服务还具有“监管”的特性，尤其对于金融、信息等专业服务业来说，国家管制尤

为严重（邓志能，２００７） ［１８］。 其中，对于易逝性来说，虽然文献提及次数有 ２２ 次，但大都与不可分离

的特性有关，且受到数字化程度特征的影响而逐渐变弱。 因此，区分服务特征与其他“非服务”最
主要的特征是：无形性、不可分离、异质性、数字化程度和监管。
表 ３ 服务特征出现次数及比例

服务特征 出现频数 定义 代表性文章

不可分离 ５３（６２ ４％ ） 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 Ｋｒｕｅｓｉ 等（２０１８） ［１９］

无形性 ４３（５０ ６％ ） 服务不能被看到和触摸到 Ｖｉｌｌａｒ（２０１４） ［２０］

异质性 ４３（５０ ６％ ） 供给和需求差异大，标准化困难 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１） ［２１］

易逝性 ２２（２５ ９％ ） 服务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费 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 等（２００９） ［２２］

监管 １５（１７ ６％ ） 服务被政府管制的程度 Ｇｏｅｒｚｅｎ 等（２００７） ［２３］

数字化程度 ６（７ １％ ） 服务是否可在线传输 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４） ［６］

　 　 注：由于每篇文章出现的服务特征不止一个，因此文章统计有重叠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服务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分类

作为企业转移产品、技术、人力等资源到其他国家的一种方式，外国市场进入模式是一种制度

安排和战略行为。 关于服务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分类方式，传统教科书通常将其分为进出口、
许可经营、管理合同、跨国并购、建立全资子公司等（Ｃｚｉｎｋｏｔａ 等，２００９） ［２４］。 但是，这种分类方式忽

视了企业的战略意图，即企业的控制权、风险传播和所需的资源承诺问题（Ｒａｍｍａｌ 等，２０１４） ［２５］。
因此，学术界目前更倾向于将企业战略意图纳入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考量范围，即采用是否拥有股

权来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进行分类，包括：契约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特许经营、管理合同和进出

口 ／对销贸易）和投资模式（股权模式，包括全资、合资、绿地投资和战略联盟） （ 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 等，
２０１０） ［１３］。 区分这些进入模式的关键变量包括不同级别的控制、资源承诺和风险（ 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１９９８） ［１６］。 Ｈｉｌｌ 等（１９９０） ［２６］也指出，控制、资源承诺和风险是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三个

潜在变量。 企业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企业在控制程度、资源投入和传播风险之

间进行的权衡（Ｊａｖａｌｇｉ 和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７［２７］；王益民和宋琰纹，２００２［２８］ ）。 根据文献分析，非股权模式

和股权模式的三个潜在变量的水平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三个潜在变量水平

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分类 控制水平 资源承诺 传播风险

非股权模式

股权模式

低

高

低

高

高

低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 服务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分析

结合上文的分析，本文具体讨论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离、异质性、数字化程度和监管五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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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１． 服务的无形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无形性意味着服务在购买之前不能被看到、品尝、听到或闻到（Ｌａｉｒｄ 等，２００３） ［２９］。 对于任何

试图在国际上推广服务的公司来说，无形性给服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带来巨大挑战。 目前，学者

们普遍认为：服务的无形性越高，服务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高承诺的股权进入模式。 具体研究

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服务的无形性越高，服务的质量越难以评估。 消费者对有形商品的满意度可以量化到价

格和性能上，而对服务的满意度更偏重于心理层面，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量化 （ Ｚｈｏｕ 和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７） ［３０］，这使得东道国的消费者在接受服务之前只能通过对服务企业或产品的初步认知来判断

是否购买服务。 因此，众多学者开始不断探讨服务企业或产品的声誉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

择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探讨服务企业或产品声誉对服务企业外国市场进

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国家层面主要指的是原产国效应。 原产国效应描述了消费者对企业母国生产和营销优势和劣

势的认知。 包括：母国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稳定性等（Ｌａｈｉｒｉ 等，２０１４［３］；Ｅｌａｎｇｏ
和 Ｓｅｔｈｉ，２００７［３１］）。 例如，Ｇｅｒｒａｔｈ 和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３） ［３２］ 从母国金融危机冲击程度的角度出发得

出：当原产国形象更为积极时，绿地投资可以对银行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针对原产国效应的影

响学者还仅停留在对宏观经济情况的研究，缺乏对微观角度如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包括咨询

公司、会计公司和各类评估机构等）等的研究。
企业层面主要指的是企业品牌，商业技能或销售能力，例如酒店的星级、广告强度等。 其中，

Ｖｉｌｌａｒ 等（２０１２） ［３３］指出，酒店的品牌和星级是企业的无形资产，酒店为满足服务质量需要施加较高

的控制。 因此，连锁酒店倾向于选择允许更大控制的股权进入模式。 Ｌｉｎ 和 Ｈｏ（２０１９） ［３４］ 指出，广
告强度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具有积极影响，并鼓励企业偏好高水平的资源承诺。 尤其是在广告密集

型的服务行业中，企业需要对合作伙伴进行较高的控制来防止本地业务稀释或混淆品牌的国际定

位，提高消费者对企业无形服务的良好认知。 因此，较高控制和资源承诺程度的股权模式比非股权

模式更加可靠。
（２）服务的无形性越高，服务涉及的隐性知识越多。 与有形商品不同，服务的无形性使得服务

必然涉及大量隐性知识和无形资产，尤其是在无形性的服务技术和服务生态中，隐性知识更具战略

价值（Ｍｏｒｓｃｈｅｔｔ 等，２００８［３５］；Ｋｒｕｅｓｉ 等，２０１８［１９］）。 因此，服务企业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需要着

重考量每种模式下的隐性知识特征，包括隐性知识的保护、转移和转化。
隐性知识保护。 与制造业中的技术专利不同，服务企业中的专有知识较为隐性，且难以获得专

利保护，容易被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模仿（Ｓｃｈｍｏｌｔｚｉ 和 Ｗａｌｌ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１２） ［３６］。 因此，服务企业尤

其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企业，为了提高进入外国市场的效率、保护专有技术服务知识（张诚和赵奇

伟，２００５） ［３７］，倾向于采用较高资源承诺和控制的股权模式进行知识转移和能力交接（Ｇｏｅｒｚｅｎ 等，
２００７） ［２３］。

隐性知识转移。 企业进入外国市场需要进行跨区域和跨组织的知识传播。 但是，由于内部组

织氛围缺失和隐性知识难以有效编码的特性，使得隐性知识难以被合作伙伴有效承接，因而也难以

准确评估和控制合作伙伴的表现（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１９９１） ［３８］。 尤其是在当母国企业能力较强时，合作伙伴

或代理人将无法有效地复制母国企业的资源或能力，其在外部转移中损失的价值就较大（Ｋｒｕｅｓｉ
等，２０１８［１９］；Ｍｏｒｓｃｈｅｔｔ 等，２０１０［３９］）。 同时，相对于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的转移效率较低，且容易

失去控制（Ｍａｋｉｎｏ，２００７） ［４０］。 因此，服务涉及的隐性知识越多，企业通过外部手段转移知识的可能

性就越小。 而通过并购、绿地投资等较高程度的控制和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成为大多数国际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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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选择（Ｋｏｇｕｔ 和 Ｚ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３） ［４１］。
隐性知识转化。 由于隐性知识仅代表企业的知识存量，而人力资本是将企业知识存量转化为

知识动力的关键力量（张骁和钱海燕，２０１２） ［４２］。 现有文献也表明，在服务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

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起着关键作用，因而也不断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研究。 例如

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和 Ｒａｏ（１９９３） ［４３］认为，由于服务的无形性使得企业往往是人力密集型的，企业的竞争优势

往往来源于特定的资产（如对员工的培训和知识的投资）。 随着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增加，企业往往

会内化交易并使用全资模式（Ｄｅｎｇ，２００９） ［４４］。
（３）服务的无形性越高，对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要求越高。 无形性意味着没有物理产品可

以作为催化剂将国际业务部门和业务合作伙伴联系在一起，这导致对内部营销和稳定的合作伙伴

关系的更大需求（Ｂｌｏｍｓｔｅｒｍｏ，２００６） ［４５］。 虽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协议可以获取有关东道

国市场的信息，但也可能导致公司失去对东道国所提供服务的质量控制。 因此，服务企业为了防止

合作伙伴的搭便车行为，倾向于建立能够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合作条款，也就是倾向于较高控制的股

权模式（Ｓａｎｃｈｅｚ⁃Ｐｅｉｎａｄｏ 和 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２００６） ［４６］。
综上所述，服务的无形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服务无形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２． 服务的不可分离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不可分离的特性决定了服务需要与客户面对面接触，迫使企业必须具备较高的控制手段和市

场运作能力才能达到较高的服务质量（Ｓｈｅｎ，２０１０［４７］；Ｍｏｒｓｃｈｅｔｔ 等，２００８［３５］ ）。 因此，不可分离对企

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与市场不可分离。 具体来看，服务与市场的不可分离性表现出市场紧密性、市场潜力、市

场风险、市场扩张度、市场多样化等方面的特征。
市场紧密性。 服务的不可分离决定了服务企业在国际化初始阶段就必须在东道国市场进行较

高层次的市场运作，而不可能像典型的制造企业那样通过渐进地学习来积累海外市场经验（王益

民和宋琰纹，２００２） ［２８］。 同时，与市场更加紧密的联系，使得企业需要较高的控制程度和大量的管

理以及财务资源投入才能建立这样的海外业务（Ｚａｈｒａ 等，２０００） ［４８］。 因此，不可分离的程度越高，
服务企业越倾向于采用高控制的股权进入模式。

市场潜力。 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实际上是企业进入外国市场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动机

（Ｓａｎｃｈｅｚ⁃Ｐｅｉｎａｄｏ 和 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２００６［４６］；Ａｎｄｒｅｕ 等，２０１７［１］），具有高市场潜力的东道国国家中的企

业可以吸收额外的生产能力，从而为企业提供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Ｂｒｏｕ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３） ［４９］。 然而，由
于不可分离的特征，使得服务企业需要在外国市场建立大量实物资产（例如建筑、机械等设施）。
在市场潜力较小的情况下，潜在的销售额不足以吸收大量投资，使得企业不愿承担大量资源承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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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资金压力（Ａｇａｒｗａｌ 和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１９９２［５０］；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１９９２［５１］ ）。 因此，当市场潜力越大，企
业在东道国的运营控制政策就越多，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控制、高资源承诺的股权进入模式。

市场风险。 学者们对此视角下不可分离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尚未形成统

一的认识，一种观点侧重于“内刚”，即企业内部可以上情下达，能够对市场快速响应；另一种观点

侧重于“外柔”，即提升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中的灵活性。 “内刚”的观点认为，不可分离的特性使

得企业需要在东道国市场投入大量资源，增加了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运作风险，迫使服务企业需要

更大的控制权来应对环境的变化。 例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 ［５２］ 认为，当企业使用全资、对外直接投

资等较高控制的股权进入模式时，母国企业可以更快地接受命令，从而能够对东道国环境变化提供

及时的市场响应。 “外柔”的观点认为，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面临着外来者劣势、规模不经济等风

险，这些风险使得服务企业倾向于采用许可经营、管理合同等较为“柔性”的进入模式，以便企业能

够迅速从东道国市场转移（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１９９８） ［１６］。 为此，服务企业倾向于选择资源承诺

和控制程度较低的非股权进入模式来应对外国市场中的不确定性（Ｂｒｏｕｔｈｅｒｓ 等，２００３） ［５３］。 例如，
Ａｎｄｒｅｕ 等（２０１７） ［１］在研究酒店服务业时指出，为了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中保持灵活性，企业将选

择不需要股权投资的进入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分散。
市场扩张度。 对于一个依赖多地经营的企业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和特许经营等较低资源承诺

的进入模式往往有助于企业进行横向扩张。 特许经营在不可分离的服务业务中流行，部分原因是

企业需要保持对以企业名义经营的各分公司进行控制，并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４） ［６］。 因此，当企业倾向于进行市场扩张时，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非股权模式更加

受到企业的青睐。
市场多样性。 不可分离属性加上多样化的市场情境使得服务企业通常需要在东道国市场建立

多个服务站点，以便服务企业能够满足更多的消费者需求（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等，１９９３） ［５４］，这使得不可分

离的服务对文化差异极为敏感。 Ｌａｎｇｅａｒｄ（１９８０） ［５５］认为，提供不可分离服务的企业面临着特殊的

风险。 他们必须从第一天起就面向客户并在国外生产他们的服务，而不能通过渐进式的国际化进

程获得市场经验（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和 Ｒａｏ，１９９３） ［４３］。 一个不可分离程度较高的服务企业如果认识到自己

缺乏对国外市场潜在客户文化风俗习惯的了解，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企业很可能会倾向于采

用低控制和低承诺的合作模式获取市场 ／客户知识（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４） ［６］。 在这种情况

下，众多学者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成为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前必须分析的一个重要

因素（Ｖｉｌｌａｒ 等，２０１２） ［３３］。
（２）与服务人员不可分离。 服务的生产 ／交付通常依赖于高强度的人力资本，包括公司员工的

技能、才能和知识。 特别是在不可分离性较高的情况下，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员工直接影响着企业

能否成功进入东道国市场（Ｂｏｕｑｕｅｔ 等，２００４） ［５６］。 为了保证产品交付的质量，企业选择两种方式来

保证服务人员的质量：一是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详细的合同 ／监督程序，甚至将外国企业纳入

自己企业当中（收购）；二是企业采用全资子公司而不是合资模式将交易保持在企业组织边界的范

围内（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４） ［６］。
不可分离的特征使得服务企业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员工必须具备相应的专

业服务能力（人力资本）才能够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这也是企业有效进入外国市场的信心和能力来

源。 因此，许多学者开始不断探讨服务提供者的质量（管理者经验）和数量（人力资本密集）对企业

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制。
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可分离的服务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因此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更有可能受到管

理者国际经验的推动（Ｖｉｌｌａｒ，２０１４） ［２０］。 学者们认为，管理者经验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也未

能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其中，以 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１９９１） ［３８］ 为代表的 Ｕ 型关系以交易成本理论为研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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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他认为管理者经验与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具有阶段性，并得到众多学者的引用；以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Ｖａｈｌｎｅ（１９７７） ［５７］等为代表的线型关系的学者发现，随着企业管理者经验的增加，企业

为了满足消费者异质性的需求，实现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他们在资源投入和控制方面变得更加

积极。
Ｂｏｕｑｕｅｔ 等（２００４） ［５６］认为，当服务企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与不可分离特征一起考虑时，人力资

本密集度的差异可能会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当人力资本密集时，企业倾向于使用高控

制、高资源承诺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以保护企业的专有知识，同时避免了合资企业中的知识转移有

效性低和搭便车的缺陷（Ｈｉｌｌ 等，１９９０［２６］；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９） ［５８］。
综上所述，服务不可分离的特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服务的不可分离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 服务的异质性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服务异质性 （又称可标准化程度或定制化程度） 指的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程度

（Ｈｅ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１） ［２１］。 在不同的角度下异质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方向不同，具体

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合作伙伴的异质性。 资源基础观认为，资源限制尤其是异质性资源限制导致企业需要寻

求必要的当地合作伙伴才能获得足够的战略性资源和市场信息。 因此，目前的研究重点关注了母

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合作，但是缺乏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研究。
与当地企业的合作。 此视角的影响机制目前还存在悖论。 一方面，相对于制造业而言，资源

有限性和对外部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导致服务企业对合作关系的需求尤为突出 （ Ｈｏｆｅｒ，
２０１５） ［５９］ 。 因此，企业不得不降低控制程度和资源承诺水平，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来获得市场知

识和降低运营风险（Ｇｒöｎｒｏｏｓ，２００１） ［６０］ 。 另一方面，因为不同的进入模式与不同程度的控制有

关，而不同的控制程度对限制合伙伙伴的机会主义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障措施。 尤其在异质性

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必须给予合作伙伴高度的自由化和情境适应，这进一步加大了合作伙伴的机

会主义行为（Ａｒｇｙｒｅｓ 和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７） ［６１］ 。 因此，为了规避传播风险，企业倾向于选择较高控制程

度的股权模式。
与客户的合作。 异质性的特征是针对顾客的定制化服务，因此学者们认为服务企业也可以通

过客户开拓市场，获取市场知识和消费者习惯等数据知识（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 等，２００９） ［２２］；异质性和不可

分离的特征使得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互动较多。 顾客的频繁参与使得服务提供者能够更加适

应东道国的语言、文化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外来者劣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 ［６２］，但是这种灵活性需要建立在与客户相互依存的基础之上。 换句话说，服务企业的一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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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能力需要对客户可见，客户也有可能将自己的能力和需求传递给母公司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

（Ｈｕｒｍｅｌｉｎｎａ 和 Ｒｉｔａｌａ，２０１２） ［６３］。 Ａｂｅｃａｓｓｉｓ⁃Ｍｏｅｄａｓ 等（２０１２） ［６４］ 研究也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

可以投资客户，从客户处获得知识，这使他们能够为客户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 但是，客户作为信

息传递者也可以将信息传递给竞争对手。 因此，企业为了提高影响力和控制力度需要采用高控制、
高承诺和低传播风险的进入模式。

（２）文化的异质性。 客户需求的异质性除了客户自身的原因以外也是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文
化风俗、生活习惯等的异质性造成的。 因此，与不可分离属性一样，现有文献也十分关注文化距离

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 学者们重点关注了文化距离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两种影响：一是

文化距离加强了服务企业选择高控制模式的倾向（Ｌａｈｉｒｉ 等，２０１４） ［３］。 这是因为通过并购、绿地投

资等模式，母国企业能够控制和利用联合资产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快速识别当地市场波动

和做出回应，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效率。 二是文化距离易带来昂贵的信息成本（Ｆｌａｄｍｏｅ⁃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 和 Ｊａｃｑｕｅ，１９９５） ［６５］，迫使企业不得不使用当地加盟商。 同时， Ｇａｔｉｇｎｏｎ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８） ［６６］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迫使服务企业采取低控制模式以增加灵活性。
资源基础观和网络理论也认为，更高的文化距离可能迫使企业寻求当地支持以实现产品快速适应，
分担风险并避免错误（Ｃｈｅｎ 和 Ｈｕ，２００２） ［６７］。

同时，异质性不仅意味着每个国家之间的消费需求差异，现有学者还关注到国家内部异质性也

会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Ｌｅｅ 等，２０１６） ［６８］。 这是因为在服务异质性的影响下，
国家内部异质性意味着东道国顾客的异质性更高，这增加了文化距离的限制作用，提高了市场进入

的难度和广度。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为了提高企业的灵活性，获取更多的地区市场信息，较低控

制手段和较低资源承诺的非股权模式更适合企业的发展。
（３）客户的异质性。 为了满足服务异质性的需求，企业需要保证服务质量标准的统一和对顾

客需求的快速响应。 一方面，服务企业需要严格的质量保证以形成较好的声誉和强大的影响力

（Ｓｈｅｎ，２０１０） ［４７］，这就使得许可经营等非股权模式的可能性降低（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等，２００８［６９］；Ｅｔｅｍａｄ⁃
Ｓａｊａｄｉ，２０１５［７０］）。 另一方面，服务异质性要求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响应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增加与顾

客互动的频率和强度。 因此，需要一种控制模式，使专业人员在日常活动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

（Ｂｏｕｓｓｅｂａａ，２０１５） ［７１］。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学者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寻在不增加资源承

诺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控制，例如，否决权、掌握关键资源等。 服务异质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

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服务异质性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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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服务的数字化程度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是服务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根源，这使得服务可以打破不可

分离的限制，进行数字化传输（Ｗｅｎｔｒｕｐ 和 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１６） ［７２］。 学者们认为数字化程度对进入模式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市场的视角。
市场解耦。 数字化使得服务生产和消费的解耦得以实现（Ｇｅｒｒａｔｈ 和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３［３２］；袁文，

２００７［７３］）。 同时，数字化减少了企业将商品或服务投放市场所需的时间，对企业创建新的分销渠

道，消除公司与客户之间物理距离具有重要作用。 传统上，作为商品交付的一些服务现在可以以数

字形式跨境发送（Ｊａｖａｌｇｉ 等，２００４） ［７４］，这可能会鼓励企业通过选择控制程度较低的进入模式来迅

速地扩大国际业务，例如直接（间接）出口、电子营销等模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等，２００３） ［７５］。
市场规模。 服务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服务，可以开辟巨大的国际市场。

而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数字化程度带来的标准化生产提高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因此，服
务企业为了保住市场占有率，会由原先的出口，跳过许可经营、管理合同等国际化过程理论提出的

渐进的国际化步骤，直接转变为在东道国投资设厂（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等，２００８） ［６９］。 在此视角下，市场规模

的增加会提高企业对市场控制力度的欲望，也就是减弱数字化程度特征带来的较低的控制需求，使
得企业开始选择股权模式进入外国市场。

（２）知识保护视角。 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服务可以采用出口的模式。 这是因为许可经营模式下

的知识传播风险较高（Ｅｋｅｌｅｄｏ 和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４） ［６］。 但是，出口模式被认为是能够保护企业专利

的有效模式。 在一些较为有形的数字化服务中，标准化程度受到重视，对个人互动的依赖减少。 这

种服务几乎不受服务提供人员的影响，能够有效地保护服务的核心知识。 在此情况下，出口和电子

营销等非股权模式由于参与成本低，资源投入较少，更适合进行标准化的服务企业。
（３）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金融等）对服务企业的

进入模式选择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是因为数字化的服务必须依赖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才能进行

国际化发展。 Ｊａｖａｌｇｉ 等（２００４） ［７４］认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越充分，服务企业就越能够专注于其主要

任务，选择较低控制的进入模式。 服务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服务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５． 服务的监管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

近年来影响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监管的增多（Ｌｉ 和 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２） ［５］。
监管的特征是人为赋予服务产品的特征，在此特征影响下学者们主要从市场监管和东道国政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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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两个方面探讨了监管特征对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１）市场监管。 服务企业进入外国市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与明显的非关税壁垒等国家监管相

关因素的影响（克里斯丁，２００１） ［７６］。 例如金融、电信等专业服务行业关系到国家金融和信息安全，
对其他国家的开放会增加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此情况下，全资并购和绿地投资等竞争性较强

的进入模式很难发挥作用（Ａｂｅｃａｓｓｉｓ⁃Ｍｏｅｄａｓ 等，２０１２） ［６４］。 因此，学者们认为监管程度越高，企业

越倾向于选择低控制、低风险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
由于监管特征与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和政策息息相关，使得众多学者从未停止对制度距离与

企业外国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探究。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如果政治风险和市场不确定性很高，企业

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减少制度约束、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 因此，母国与目标市场之间的制度距离起

着重要作用（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和 Ｒａｏ，１９９３） ［４３］。 一般来说，企业为抵消或最小化目标国家中与制度距离有

关的不确定性，会倾向于选择非股权模式或者较低投入的股权模式（Ｌａｈｉｒｉ 等，２０１４） ［３］。
（２）政治风险。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许多国际规则被普遍接受，全球经济市场对服

务扩张的壁垒大大减少（郑吉昌，２００４） ［７７］ 。 但是，逆全球化浪潮的升级，发达国家对服务业尤其

是专业服务业，设置了更多的市场监管障碍。 当东道国政府政策出现变化（从“友好”转变为“敌
对”态度），政治风险就产生了。 因此，如果发生了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完全所有权控制将导致较

高的转换成本（邓志能，２００７） ［１８］ 。 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灵活应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企业普遍

选择非股权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 服务监管特征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服务的监管特征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综上所述，不同特征对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方向和机理均有差异。 其中，无形性

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高控制、高资源投入和低传播风险的股权进入模式；不可分离、异质性和数字

化程度特征使得企业可以采取多样化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监管这种人为赋予的特征使得企业不

得不选取竞争性较弱的非股权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

五、 研究展望

１． 控制的多样化研究有待进一步深挖

在传统的进入模式文献中，所有权等同于控制权（Ａｇａｒｗａｌ 和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１９９２） ［５０］。 但是，受
到服务无形性、异质性和不可分离特征的影响，传统的控制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服务企业

（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等，２００２） ［７８］，“实际”控制可以通过非股权模式在更低的资源承诺下实现，这在很大程

度上解释了非股权模式的普及（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 等，２０１０） ［１３］ 。 多样化的控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多中心”的控制手段，这是为了克服高度不可分离的限制，服务企业的控制并不应该仅仅掌

握在母国，还需要给目标客户市场所在的子公司相当大的控制权，也就是需要多中心的控制模式

（Ｂｏｕｓｓｅｂａａ，２０１５） ［７１］ ；二是“文化”的控制手段，该手段包括关键资源的掌握、派驻管理者等，“文
３０２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１ 期



化” 控制能够使母国企业在保证适当控制的前提下，提供给子公司一定的灵活性 （ Ｖｉｌｌａｒ，
２０１４） ［２０］ 。

２． 需要强化对有关原产国效应的相关因素研究

从文献分析来看，有关东道国因素（包括市场风险、市场吸引力等）明显多于原产国有关（包括

政策、经济水平等）的因素。 显然，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重视有其合理性，但原产国相关因素也是

不容忽视的，这主要取决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服务无形性的影响使得企业形象感知尤为重

要，原产国效应描述了原产国形象的影响，代表了顾客对来自特定国家产品的总体感知（Ｇｅｒｒａｔｈ 和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３） ［３２］，对原产国的好感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二是跨国企业的主要特征，如公司特

定资产，组织决策和领导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国广泛的宏观环境特征的影响，包括各种要素条

件和民族文化（Ｌａｈｉｒｉ 等，２０１４） ［３］；三是加强对原产国相关因素的分析，也有助于相关的研究结论

指导特定国家的企业实践，在以后的研究中除了注重对东道国市场分析以外，还应该更加关注对母

国市场的研究。
３． 需要探寻更有解释力的理论视角

一方面，传统的理论视角大都是从制造业企业中剥离出来的，这使得传统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

服务企业（Ｓａｎｃｈｅｚ⁃Ｐｅｉｎａｄｏ 和 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２００６） ［４６］。 这是因为服务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力资

本而非厂房、大型机械等实物资产。 因此，制造业中观察到的进入模式在服务部门中可能会有所不

同。 另一方面，服务的复杂性使得仅仅使用一种理论视角并不能充分地解释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

择的原因。 鉴于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等的局限性，学者应该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指导服务

企业的国际化实践。 例如，网络理论强调通过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来影响组织间的合作，弥补交易

成本理论重视“契约”，忽视“信任”的缺陷，为服务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寻求适当的合作伙伴提供

理论支撑；天生全球化理论则完全突破了乌普萨拉模型中提出的国际化过程的阶段性，这与服务企

业数字化程度、无形性的特性密切相关。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多样化的理论进行分析。
４． 需要探索新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

信息技术帮助企业收集有关客户购买习惯的数据，指导企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手段进行交

付，进而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等，２００３） ［７５］。 但是，目前相关的文献对

于新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大都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对于服务企业进入模式的研究

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之上，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新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进行展开研

究，具体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电子营销模式的应用，虽然传统的进入模式仍然有效并被广

泛使用，然而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电子商务模式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 需要注意的是电子营销模

式涉及大量知识产权问题、支付方式合法性问题等，使得电子营销的运营面临许多监管问题；二是

天生全球化模式的应用，天生全球化模式以天生全球化为理论基础，以互联网，移动技术和数字化

的发展为支撑。 天生全球化意味着创始公司从一开始便在全球范围内运营，或者至少在其本土以

外的多个市场运营（Ｇｒöｎｒｏｏｓ，２０１６） ［７９］。 因此，探索这种模式的成因、效率和影响是开发新的进入

模式的一个有效途径。
５． 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

增加对案例方法的使用。 从研究统计来看，案例研究（１０ 篇）方法占比仅有 １１ ８％ ，相比于实

证研究仍有较大的差距。 但是，案例研究方法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具体来讲：一方面是由于服务

无形性的特征使得对此问题的研究较难进行量化分析，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能够与实证研究相互

验证，不断完善和拓展现有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普及性的

提升，其易于理解和具有普适性，近年来普遍被广大管理学界的学者所采用（Ｙｉｎ，２０１３）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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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３８，（７）：１１４９ － １１６９．
［２４］Ｃｚｉｎｋｏｔａ Ｍ Ｒ，Ｄ． Ａ．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 Ｒ． Ｇ． Ｊａｖａｌｇｉ，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 Ｓ． Ｍｂ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９，４４，（３）：２７４ － ２８６．
［２５］ Ｒａｍｍａｌ Ｈ，Ｌ． Ｅ． Ｒｏｓｅ，Ｐ． Ｄ． Ｊｅｎｓｅｎ，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３１，（６）：５５７ － ５７５．
［２６］Ｈｉｌｌ Ｃ Ｗ Ｌ，Ｐ． Ｈｗａｎｇ，ａｎｄ Ｗ． Ｃ． Ｋｉｍ． Ａｎ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０，１１，（２）：１１７ － １２８．
［２７］Ｊａｖａｌｇｉ Ｒ Ｇ，Ｃ． 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１，（６）：３９１ －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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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王益民，宋琰纹． 服务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Ｊ］ ． 北京：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２，（１２）：４４ － ４８．
［２９］Ｌａｉｒｄ Ｋ Ｒ， Ｋｉｒｓｃｈ Ｒ Ｊ， Ｔ Ｇ Ｅｖａｎ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ｉｒｍｓ［Ｊ］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３，２４，（４）：１ － １５．
［３０］Ｚｈｏｕ Ｙ，Ｚ Ｃｈ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ＥＥＥ，２００７．
［３１］ Ｅｌａｎｇｏ Ｂ， Ｓ． Ｐ． Ｓｅｔｈｉ．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 ＣＯ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４７，（３）：３６９ － ３９２．
［３２］Ｇｅｒｒａｔｈ Ｍ Ｈ Ｅ Ｅ，Ｍ． Ａ． Ａ． Ｍ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ｃｔｏｒ：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１，（１）：４８ － ６７．
［３３］Ｖｉｌｌａｒ Ｃ，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Ｊｏｓé，Ｌｅóｎ⁃Ｄａｒｄｅｒ，Ｆｉｄ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３２，（７）：１１３７ － １１４８．
［３４］Ｌｉｎ Ｆ Ｊ，Ｃ． Ｗ． Ｈｏ．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４，（１）：３２ － ３７．
［３５］Ｍｏｒｓｃｈｅｔｔ Ｄ，Ｈ． 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ｌｅｉｎ，ａｎｄ Ｂ． Ｓｗｏｂｏｄａ．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ｔｅｒ⁃Ｓａｌ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４８，（５）：５２５ － ５５０．
［３６］Ｓｃｈｍｏｌｔｚｉ Ｃ，Ｃ Ｍ Ｗａｌｌｅｎｂｕｒ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４８，（２）：５３ － ７４．
［３７］张诚，赵奇伟．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组织控制模式：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Ｊ］ ． 天津：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３）：２６ － ２９．
［３８］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Ｍ Ｋ．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１，２２，（３）：４７９ － ５０１．
［３９］Ｍｏｒｓｃｈｅｔｔ Ｄ， 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ｌｅｉｎ Ｈ， Ｓｗｏｂｏｄａ Ｂ．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６，（１）：６０ － ７７．
［４０］Ｍａｋｉｎｏ 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３８，（７）：１１４９ － １１６９．
［４１］Ｋｏｇｕｔ Ｂ，ａｎｄ Ｕ． Ｚａｎｄ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３，２４，（４）：６２５ － ６４６．
［４２］张骁，钱海燕． 服务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整合特性：理论框架及作用机制［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２，（４）：５９ － ６６．
［４３］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Ｍ Ｋ，ａｎｄ Ｃ． Ｐ． Ｒａ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１９９３，５７，（３）：１９ － ３８．
［４４］Ｄｅｎｇ Ｐ． Ｗｈｙ 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０９，４４，（１）：７４ － ８４．
［４５］Ｂｌｏｍｓｔｅｒｍｏ Ａ，Ｄ． Ｄ． Ｓｈａｒｍａ，ａｎｄ Ｊ． Ｓａｌｌｉ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２３，（２）：２１１ － ２２９．
［４６］Ｓａｎｃｈｅｚ⁃Ｐｅｉｎａｄｏ Ｅ，ａｎｄ Ｊ． Ｐｌａ⁃Ｂａｒｂｅｒ． Ａ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１５，（３）：２１５ － ２３２．
［４７］Ｓｈｅｎ Ｃ 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ａｎｋｓ［Ｊ］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

３０，（１４）：２３５１ － ２３６５．
［４８］Ｚａｈｒａ Ｓ Ａ，Ｒ． 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ａｎｄ Ｍ． Ａ． Ｈｉｔ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ｂｙ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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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５，５０，（４）：６９６ － ７０３．
［７２］Ｗｅｎｔｒｕｐ，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Ｏｆｆｌｉｎ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２０１６，１４，（４）：５６２ － ５９４．
［７３］袁文． 基于产业转移视角的我国服务业国际化模式分析［Ｊ］ ． 合肥：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０７，（６）：５３ － ５７．
［７４］ Ｊａｖａｌｇｉ Ｒ Ｇ， Ｃ． 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Ｐ． Ｒ． Ｔｏｄ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４，１８，（７）：５６０ － ５７３
［７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Ｆ Ｊ，Ｓ． Ｋ． Ｋｕｎｄｕ，ａｎｄ Ｃ． Ｃ． Ｈｓｕ． Ａ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３４，（１）：５ － １８．
［７６］克里斯丁·格朗鲁斯．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战略［Ｊ］ ．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１，（６）：４ － ７
［７７］郑吉昌． 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下的服务业国际化［Ｊ］ ． 北京：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４，（５）：１６ － ２２．
［７８］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 Ｍ Ｋ，Ｓ． 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ｎｄ Ｃ． Ｓ． Ｄｅｖ．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Ｅｑｕｉｔｙ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２，３３，（２）：２２３ － ２４２．
［７９ ］ Ｇｒöｎｒｏｏｓ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３０，

（２）：１２９ － １３２．
［８０］Ｙｉｎ Ｒ． Ｋ．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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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ＹＥ Ｇｕａｎｇ⁃ｙｕ１，ＺＨＡＯ Ｗｅｎ⁃ｌｉ１，ＨＵ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６４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４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ｌａｙ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ｎｅ ｏｒ ｔｗ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ｌ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８５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ｘｔ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 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ｎ，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ａ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ｏｎ⁃ｅｑｕ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ｆ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１）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ａｒｅ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３）Ｍｏｒ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４）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ｍｏｒ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ｂｏｒ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５）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ｖｅｒｉｆｙ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１６，Ｏ１９，Ｐ４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１１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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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广宇，赵文丽，黄　 胜　 服务特征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一个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