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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

内容概要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安排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在结合中国外资政策演变进程的基础
上介绍了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性影响。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对GDP、固定资本形成、工业产值、出口、税收等各方面）贡献巨
大，但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如对本土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威胁、引资成本上升等。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则分别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变化、投资来源结构变化、产业布局变
化和地区分布变化这四个方面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结论是
外商直接投资特征出现明显的变化，主要包括：在投资方式上，仍以绿地投资为主，但并购方式呈现
快速上升势头，且外资独资化倾向很高；在来源结构上，从香港一方独大，到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涌
入，再到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但近几年来自美欧
日的投资有所停滞；在产业布局上，外商直接投资仍以工业为主，但比重有所降低，且制造业外商直
接投资的结构逐步优化，同时第三产业引进外资发展迅速，跨国公司对我国服务业投资日益活跃；在
地区分布上，外商直接投资仍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但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政策效应正在逐步显
现。上述变化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对中观产业和微观企
业的影响；既有积极效应，也有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与正在转型中的国内经济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中
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轨迹。
第六章在宏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包括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
应和外贸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1983—1994年，FDI每增加1％，GDP将增加0.203351％
；1994～2007年，FDI每增加1％，GDP将增加1.909221％。所以，1994～2007年，FDI对GDP增长的促
进作用要显著大于1983—1994年这个期间。就业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以使
外资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约增加1.54％。外贸效应的协整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9我国进出口贸易总
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的自然对数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方向变
动0.475个百分点。
第七章在企业和产业层面从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重构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外部效应。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潜力来看，在独资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趋势下，技术
外溢渠道会更多地受阻。产业重构效应通过对FDI的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一方
面，国内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过程中，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困境以后，随着国内外资政策的适时调
整，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孕育，一些行业中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起来，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在逐渐趋于上升之中，但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的一体化经
营战略的实施和国内企业配套能力的限制，导致大量FDI进入却未能有效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理论上的关联效应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它的效用，反而由于跨国公司配套企业的跟进投资导致在
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产业间的挤出效应。但从趋势上看，也已经出现好转迹象。
第八章则分析和比较了主要国家（地区）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包括对华投资规模、投资战略、投资产
业和投资绩效的比较，以把握相关国家（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更有针对性地提高
我国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第九章分析总结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首先，FDI加剧了国内经济结构的
失衡；其次，对国内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占效应；第三，FDI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问题。
第十章则从引进外资的适度规模和可能风险角度分析了中国引进外资的适度规模的确定方法，并对引
进外资中的规模风险和结构性风险作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并不高，尚存
在进一步扩大引进外资的空间，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规模风险基本上并不存在；但引进外资的结构
性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包括：金融风险、产业和市场结构风险、资源和环境风险以及经济不协调
性风险。
第十一章从中国整体对外经贸关系入手，全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现状与问题、面临的外部
环境以及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引进外资的现实需要提出了未来引资战略调整目标
和战略政策，调整的主导思想和方向是从更加重视扩大引进外资规模转向更加重视引进外资质量，从
数量扩张型引资战略向质量效益型引资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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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沿革及总体情况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中国引进外资的实
践和政策调整  第二节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资的全面开放及引资战略的调整与优化  第三节  中国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情况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变化及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  第一节  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变化的动因及其演变趋势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及
其动因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三章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变化及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变化及其动因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变化及其动因  第
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四章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变化及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变化趋势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变化及其影响因
素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布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五章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变化及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变化及其原因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六章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
接效应：实证检验  第一节文献综述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
资的就业效应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外贸效应第七章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  第
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外部效应及其分类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
的产业重构效应第八章　主要国家（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比较  第一节  主要国家（地区）对中
国内地直接投资战略比较  第二节  主要国家（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规模、产业及区域比较  第三
节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经营业绩比较第九章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合意性凸显  第一节 
FDI加剧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  第二节  FDI对国内经济产生挤占效应  第三节　FDI加重外部经济失衡
第十章　中国进一步引进外资的适度规模和可能风险  第一节  中国引进外资的适度规模  第二节  引进
外资的可能风险第十一章　中国对外经贸战略转型及未来引资战略调整  第一节  中国对外经贸战略转
型与政策调整的背景  第二节  中国未来引资战略调整：从追求规模到重视质量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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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沿革及总体情况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当今的世
界已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性加大，各国通过利用外资来缓解国内资本短缺，
填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储蓄缺口、外汇缺口及要素缺口，以加速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各国金融市场的
封闭性已逐渐为开放性所代替，资本的国际流动使各国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　　我国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吸引和鼓励外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利用外资是中国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之一，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获取比较利益的重要途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贸出口的
重要增长点。外资经济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推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
的质量。　　中国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20世
纪末中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和政策调整　　中国的外资政策是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随着对外商直接投
资认识的逐渐深入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和调整的。为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好地为
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更好地促进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在利用
外商投资之初，就对其不断进行政策性的调控。　　一、1979—1991年：中国引进外资摸索阶段的政
策“试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变了基本不借外债、不引进外资的做法，从国情出发，
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发挥我国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外资。　　1979年
中国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此，中国吸引外资从少到多，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由于缺
乏经验，我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先是在沿海地带，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及
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直接投资。1980年我国开始接受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由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为避免外商进入对
某些产业的巨大冲击，我国对允许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做了明确的规定。例如，1983年9月20日国务院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的第三条就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
资企业，应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允许
设立合资企业的主要行业是：（1）能源开发、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2）机械制造
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海上石油开采设备的制造业；（3）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制造业
；（4）轻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和医疗器械工业、包装工业；（5）农业、牧业、养殖业
；（6）旅游和服务业。1984年我国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
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地市，1985年后又陆续将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广西开辟为经济开发区，1990年中国政府决定
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并进一步开放一批长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这使得外
商在我国利用优惠政策投资的地域不断扩大。　　我国将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分为中外合资经营、中
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和合作开发等四种形式。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在华投资的外商主
要采取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两种方式。对外资开放初期，中国不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但很快制定
和修改了有关法律，允许外商在华设立独资企业。此后较长时期内，在华投资者仍然主要采取中外合
资和中外合作的方式。这是因为我国刚刚开始体制改革，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不得不借
助中方合作者，以适应传统计划体制的许多特点。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缺乏了解，外商对
我国的直接投资采取了观望、试探、摸底的态度，投资数额较少。1979～1991年的13年间，中国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数额只有233.5亿美元，平均每年不到18亿美元。这一时期来华投资的外商多
数是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对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二、1992
～2001年：中国引进外资大发展阶段的政策调整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经济增长势头更加强劲，这使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
后，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高潮。中国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经济活
动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这意味着我国经济更大程度地融入了国际市场，中国以更加开
放的心态开始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当时的许多对外经济政策，包括
外资政策，开始以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为目标，进行重新审查和调整，减少了对外商投资的一些限制性
规定。由于我国的外资政策在税收优惠、审批制度等方面不断向国际规范靠拢，并且在企业外汇平衡
、地区倾斜和产业倾斜等方面给了外资更加优惠的政策，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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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192.0亿美元，1993年更是增加到398.6亿美元，这一数额，超过整个80
年代中国利用外资的总和。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及国内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中
国的投资环境也逐步与世界资本流入所需条件相接轨，1994年起中国启动了新的外汇管理体制，给予
外资企业更宽松的外汇政策：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或结售汇，或保留外汇。中国利
用外资政策的稳定和优惠，使得1994年外商对华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的大关。　　20世纪90年代中期，
虽然外商对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工业部门投资所占比重明显提高，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却存在下
列突出问题：一是以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新经济迅猛发展，而外商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投
资微不足道；二是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而我国吸引的外商投资项目中，有
碍环保的项目依然存在；三是重复引进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改变这种局面，我国于1995年6月28日公布
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等四类。这一规定
实施两年半以后，1997年国家又颁布了添加了新内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旨在对外商投资
的产业做更具体地规定，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但对外商来说，这些规定则增加了他们来华设厂的难度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华投资的积极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对
外开放一直在很小范围内试点，对外资的限制较多，影响了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1995年以后，由
于国家开始注重利用外资的质量，对外资投向进行引导，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也逐步稳定完善。外商
投资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资金、技术密集的大
型项目开始增加。外商投资的行业开始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尤其是航空运输、商业、保险等第
三产业也开始试点引进外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不断增加。　　1997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外资
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经验，从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高度分析了形势，部
署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任务。　　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
业改革做了新的安排：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要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是吸收外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允许外商以更多的方式参与，包括兼并、收购
和其他方式的重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及更加宽松的外资政策，使得外商将中国视为投资
的最佳经济区位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发展规划中，给了高新技术产业以特别的重
视。高新技术是高度全球一体化的产业，如信息、通讯设备、生物工程和制药、光机电一体化、航空
航天产业等。对于这些高度全球一体化产业，跨国公司是主要的技术提供者和全球分工体系的组织者
，也是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就要加快引进大
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引进了许多属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大
力发展的大型跨国公司的项目。跨国公司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有：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讯设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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