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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丁 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变化
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前景

口魏后 凯

摘要 本文分析 了近年来尤其是加入 后 外商在华投资的 区位特征及其 变化

趋势
,

在此基础上讨论 了未来 中西部地 区 吸引外资的前景
。

结果表明
,

加入 后 外

商在华投资的
“

北上
”

趋势有所加 快
,

而 “

西进
”

趋势则不 太明显
。

从长远发展看
,

外商在

华投资将会 出现
“ 西进

”

的趋势
,

但这种“ 西 进
” 只 能是

“

渐进式
”

的
,

而 不 可能是
“

大跨越

式
”
的

。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 变化 中西部地 区

中国加人 后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仅总量迅速增长
,

而且产业领域不断扩

大
,

技术层次有所提高
。

然而
,

出乎意料的是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并没有 向中西部地区迅

速推进
,

反而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 中
,

并 出现了
“

北上
”

的趋势
,

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

区 日益成为理想 的投资地
。

尤其是跨国公司在上海和北京等地设立 的地 区总部和

机构不断增加
。

从长远发展看
,

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 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

日益出现
“
西进

”
的趋势

。

但这种
“

西进
”

只能是
“

渐进式
”

的
,

而不可能是
“

大跨越式
”

的
。

一
、

外商在华投资增长及其区位特征

自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以来
,

外商在华投资获得了迅速的增长
。

年
,

中

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 亿美元
,

年突破 亿美元
,

年又突破

亿美元
,

之后虽有所波动
,

但一直维持在 亿美元之上
,

年达到 亿美

元
。

加入 之后
,

中国实

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

长
,

年达到 亿

美元
,

首次突破 亿美元

大关
,

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

投资最多的国家 见图
。

截至 年 月底
,

中国

共 批 准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个
,

合 同 外 资

亿美元
,

实际利用

外资 亿美元
。

目前
,

一令一 合同利用
外资额

一 实际利用
外资额

奋一 实际外商
直接投资

八︸︸卜︵自峭,

︵嗽械孕︶异州书坦东

囚卜明门卜的的伪工

图 中国利 用 外资规模的增长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摘

要 中数据绘制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加人 后外商对华投资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 之专题研

究报告
,

课题负责人为王洛林
、

裴长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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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后 中闯外 商投资 区位 变裕及 中西 部地 区吸 引外 资前景

中阅 区城 经 齐发展击坛

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量
。

年
,

中国
“

三资
”

工业企业实现工

业总产值 已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

实现工

业增加值 占
。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 额 占全

国进出 口 总额的比重
,

年为
,

年

进一步提高到
。

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率先从沿海地 区逐步

向中西部地 区依次推进的
,

因此
,

在 世纪 年

代初期
,

进入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 中在东部沿

海尤其是南部沿海地区 魏后凯
、

贺灿飞
、

王新
,

。

年
,

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

其他投资 占全国各地 区的
,

其中
,

广东省

占
,

而中
、

西部地 区仅分别 占 和

见表
。

自 年代中期 以来
,

随着对外

开放的不断推进
,

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所 占的比重

有所下降
,

而中部地区所 占的 比重有所提高
。

然

而
,

从总体上看
,

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比重却出现了

下降的趋势
。

从 年到 年
,

西部地区外商

表 中国三 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的 分布

投资所 占比重由 下降到
,

几乎减少

了 个多百分点
。

工 年
,

邓 小平同志发表 了重要 的南巡讲

话
。

自此以后
,

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

逐步

开放 了陆地边境城市
、

长江沿岸城市和 内陆省会

首府 城市
,

由此形成 了全方位对外开放 的局

面
。

年
,

中国政府又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

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
,

鼓励港澳台和外国资本

投 向中西部地区
。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
,

东部沿

海 地 区 外 商直接 投 资和 其他 投 资所 占 比重 由

一 年 的 下降到 一 年

的
,

而同期中部地区 由 迅速提高

到
,

但 西 部 地 区 却 由 下 降 到
。

这说明
,

即使是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

下
,

港澳台和外商在华投资的空间扩散也是有限

度的
,

主要是扩散到条件相对较好的中部地 区
,

尤

其是临近沿海的长江中游地区
。

西部地区 由于远

离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

加上投资环境较差
,

外

投投投资金额 万美元 地 区分布

地地地区合计计 东部地 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区

,

‘ 、

教

飞 久气又又
、

一一 加

一 加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贸易物资司编 《 一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 》
,

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

年版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各年度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商投资所 占比重呈下降的趋势
。

为了揭示外商投资区位的变化
,

我

们将东部沿海地区划分为北部沿海
、

中

部沿海和南部沿海 个地 区
。

其中
,

北

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
、

河北
、

北京
、

天津

和 山东 个省市
,

中部沿海地区包括上

海
、

江苏和浙江 个省市
,

南部沿海地

区包括福建
、

广东
、

广西和海南 个省

区
。

从表 中可 以看出
,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随着对外开放 的不断推进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了
“

北上西进
”

的趋势
,

即由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中部

沿 海 地 区 和 中部 地 区 转 移 扩 散
。

从

一 年到 一 年
,

南部

沿海地 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所

占比重 由 下降到
,

西

部地 区 由 下降到
,

而 中

部 沿 海 地 区 由 提 高 到
,

中部地 区 由 提高到
,

北部沿海地 区则 大体保持稳

定
。

年之后
,

南部沿海地区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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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 实际利 用 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的分布

乡感置犷端 一
一

「一 丽丽 一丁一蔽而
金额

亿美元

比重 金额 比重

亿美元

金额 比重

亿美元

比重

月

斗
‘

巧
只‘月内,︶

省市区合计

北部沿海

中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金额

亿美元

注 北部沿海包括辽 宁
、

河北
、

北京
、

天津和 山东
,

中部沿海包括 上海
、

江苏和浙江
,

南部沿海包括福建
、

广东
、

广西和海南
。

资料来源 同表
。

环渤海湾地区区

一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
一一泊尸珠江三角洲地区区

商投资仅 占 左右
。

一

年
,

在各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 及 其 他 投 资 中
,

东 部 地 区 占
,

中部地 区 占
,

西部

地 区 占
,

中西部 地 区 仅 占
。

在沿海地 区
,

外商投资主

要集中在广东
、

江苏
、

上海
、

福建
、

山

东等地 区
,

年这 个省市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

占全国各地 区的“
。

显然
,

这种外商投资地 区分布

的不平衡性特点
,

对各地 区资本形

成
、

工业化进程和外 向型经济发展

都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 魏 后 凯
,

魏后凯
、

贺灿飞
、

王新
,

, , 。

自 世

纪 年代以来
,

东部地区外商直接

投 资及其他 投 资相 当于 的 比

例大体保持在 一 之间
,

中部

地 区大体保持在 一 之间
,

而

西部地区则不到 见图
。

在资

本形成方面
,

年实际利用外资

卜卜曰︸匕︵二八白乙且,且

︵承﹀侧玉异泊
、

凶裂印勺

囚囚仍工的寸的囚

图 沿 海三 大核 心 区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比 重 的 变化

注 表中环渤海湾地区包括辽宁
、

河北
、

北京
、

天津
、

山东
,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

海
、

江苏和浙江
,

珠江三角洲地 区包括广东
。

资料来源 同表
。

资比重继续下降
,

而其他地区所 占比重均有所增

力口
。

我国吸收 的外商投资 以上集 中在珠江

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

特别是 自

年 以来
,

这种集 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
。

年
,

沿海三大核心 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

资占各省市区的比重为
,

年该比重

已增加到
,

提高了 个百分点
。

相 比

较而言
,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珠江三角洲地区

所 占比重在逐步下降
,

长江三角洲地区所 占比重

在不断提高
,

而环渤海湾地区所 占比重则大体保

持稳定
。

这一点可 以从图 中清楚地看出来
。

由

此可见
,

这期间珠江三角洲地区下降的份额主要

是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

总之
,

目前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仍高度

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

中西部地区面积 占全国的
,

人 口 占全国的近
,

而实际利用的外

相当于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

东部地区 已

达到
,

而中部和西部地 区分别只有

和
。

在对工业化的推进方面
,

年
“

三资
”

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
,

东部地区 已达到
,

而 中部和西部地区

分别只有 和
“

三资
”

工业企业实现工

业总产值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东部地区 已

叫卜 东部地区区
, 卜 主部地区区
, 合 四邵地区区

兹 豢 象 象 豪 多 篆 篆 篆 爱

︸月︵二弓八乙︸

︵︶五求冲名小抓霉水卑胆山丸

图 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相 当于 的 比例

资料来源 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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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后 中阅外 商投资 区 位变化及 中西 部地 区 吸 引 外 资前景

中目 区城经 济发展击坛

表 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 口 顺 占地 区进 出 口 总额 的 比 重

进进进出 口 出 口 进 口口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口 进出 口 出 口 进 口口

全全国国

东东部地区区

中中部地区区

西西部地区区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达到
,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

和
。

由此可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

工业化的推进
,

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外商投资来

推动的
,

而 中西部地 区这种作用则不甚 明显
。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
,

到 年
,

外商投

资企业进 出 口 额 占地 区进 出 口 总额的比重
,

东部

地区 已达到
,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只有

和
。

其中
,

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额 占

地区 出口 总额的比重
,

东部地区为
,

而 中

部地 区 只有
,

西部地 区仅为 见表
。

这说明
,

在东部沿海地 区
,

外商投资已经成为

推动对外贸易出口 的最重要力量
,

而 中西部地 区

资金 额 亿美元
,

分别 比上 年增 长

和
,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

分别 比上一年增长 和
。

如前所述
,

在 世纪 年代中后期
,

外

商在华投资曾出现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的

趋势
。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
,

在国家政策

外商投资的这种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

二者之

间形成鲜明的对照
。

显然
,

外商直接投资地

区分布的这种不平衡性特征
,

对改革开放 以

来 中国 区域二元结构 的形成产生 了十分重

要的影响 魏后凯
, 。

二
、

加入 下 后中国外商

投资区位的变化

经 过 长 达 巧 年 一 轮 又 一 轮 的谈 判
,

年 月 日
,

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

组织的正式成员
。

随着中国加入
,

中国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日益加快
,

外商

在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
。

年
,

中国实

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 亿元
,

比上

年 增 长 巧
。

其 中
,

东 部 地 区 增 长
,

中部地 区增长
,

西部地 区增

长 见表
。

年以来
,

由于中国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 长 以 及表现出来的 巨 大

市场潜力
,

境外投资者对华投资进一步高速

增长
。

据外经贸部外资司提供的数据
,

年中国累计批准外资项 目 个
,

合同外

的支持下
,

外商在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略有下降
,

而 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则有所上升
。

然而
,

中国加人

后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并没有像人们所预

计的那样向西部地区迅速推进
,

反而进一步 向沿

海某些地区集中
。

年
,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比

重增幅最大的 个省份
,

除江西外
,

全部集中在沿

海地区
,

包括天津
、

上海
、

浙江
、

辽宁和山东
,

这

个省市外商投资 占全 国各省市 区 的 比重提高 了

个百分点
。

相反
,

外商直接投资 比重降幅最大

的 个省市
,

除河南外也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
,

包

括广东
、

江苏
、

广西
、

北京和河北
,

这 个省市外商

表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及地 区 比 重 的 变化

亿美元 增长率 占各地区比重 比重变化化

⋯ 。。

全全国国 巧 一

省省市区合计计 一

东东部地区区 巧 一 〔〔

中中部地区区

西西部地区区 一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摘要 计算
。

表 年 中国各地 区外商直接投资所 占比 重 的 变化

地地区区 投资金额 占各地区 比上年年 地区区 投资金额 占各地区 比上年年
万美元 比重 比重增减减减 万美元 比重 比重增减减

天天津津 黑龙江江 一

上上海海 内蒙古古 一

浙浙江江 山西西 一

辽辽宁宁 重庆庆 一

福建建 一江江西西 海南南 一

山山东东 安徽徽 一

湖湖北北 吉林林 一

四四川川 云南南 一

青青海海 河北北 一

湖湖南南 北京京 一

陕陕西西 河南南 一

甘甘肃肃 广西西 一

贵贵州州 江苏苏 一

新新孤孤 一 广东东 一

宁宁夏夏夏夏夏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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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西部地 区 实际利 用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全国 西部地区

金额 占全国

亿美元 比重

,

西部地区

金额 占全国

亿美元 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统计摘要 》计算
。

投资占全国各省市区 的比重减少了 个百分点

见表
。

这说明
,

外商投资区位的变化主要是集

中在沿海地区 内部
。

此外
,

江西
、

湖北
、

四川
、

湖南

等长江中上游地区外商投资比重也有所提高
。

年以来
,

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继续呈现较

快的增长态势
,

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则 出现下降

趋势
。

年
,

中部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比上年增长
,

东部地 区增长
,

而西

部地区下降
。

其结果
,

中部地 区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占全 国各省市 区 的 比重提高 了

个百分点
,

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下降了 和

个百分点 见表
。

如果包括广西和 内蒙古

在 内
,

年西部 省市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仅有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

远低

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 见表
。

从 年

到 年
,

西部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占全

国的比重 由 下降到
,

而西部 省市

区 则 由 下 降到
。

这 说 明
,

加 人

后
,

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

向中部某些地 区转移的趋势
,

但西部地区外商投

表 年各地 区 实际 利 用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资 比重不但没有增加
,

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

无论是沿海地 区还是 中西部内陆地区
,

其外

商投资区位都出现 了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
。

在沿

海地区
,

江苏
、

浙江
、

辽宁
、

山东和河北等地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
,

而广东
、

福

建
、

天津
、

北京和上海呈现下降的趋势 见表
。

如果考虑到间接利用外资
,

北京
、

天津和上海实际

利用外资仍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
。

年
,

北

京市实际吸引外资 比上年增长
,

上海市增

长
。

在中西部地区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增长较快的主要有两类地 区 一类是位于长江

中上游地区的省份
,

如江西
、

安徽
、

湖北
、

湖南
、

云

南和贵州 另一类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较小的省份
,

如宁夏
、

青海等
。

四川
、

新疆
、

山西
、

河南
、

甘肃
、

重庆
、

吉林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

这就是说
,

外商在华

直接投资主要是 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

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
。

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

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
,

而且增长速度 比较缓

慢
,

尽管近年来 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

向西部地区
。

加人 后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

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

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

先
,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

外商一般倾向于

在海外寻找一个最有利的生产活动地点
,

并把其

纳人企业 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中
。

在这种全球产

地地区区 高增长地区区 地区区 低增长地区区 地 区区 下降地区区

总总总额 增长率率率 总额 增长率率率 总额 增长率率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江江西西 安徽徽 上海海 一 生生

云云南南 湖南南 福建建 一

内内蒙古古 海南南 北京京 一 〔〔

江江苏苏 广西西 四川川 一 〔〔

浙浙江江 黑龙江江 广东东 一

辽辽宁宁 陕西西 新疆疆 一 乏乏

贵贵州州 山西西 一

山山东东 河南南 一

宁宁夏夏 甘肃肃 一

青青海海 重庆庆 一 〔〔

湖湖北北 天津津 一 万万

河河北北 吉林林 一 闷闷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摘要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

业链体系中
,

外商选择在中国沿海地区

投资建厂
,

不仅有利于加强与公司总部

和海外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
,

而且有利

于各种原料
、

设备和产品等的进出口
。

其次
,

外商制造业投资区位的选择
,

需

要有一个 比较健全的外部配套条件
,

如

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

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制度环境
,

较好的产业配套条件
。

在这些配套条件的提供方面
,

目前沿海

地区要远好于中西部地 区
,

尤其是西部

地区
。

第三
,

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 比较

重视集聚经济
,

一些外资企业特别是大

型跨国公司在某些地 区的成功
,

将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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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后 中目外商投资 区 位 变裕及 中西 部地 区吸 引外 资前景

中目 区 城 经 济发展抢坛

大批相关企业的进人
, , ,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

事实上
,

大量的相

关外资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
,

将可 以降低交易成

本和信息成本
,

减少不确定性 贺灿飞
、

魏后凯
,

。

在沿海地区
,

加人 后
,

外商在华直接

投资 出现了新一轮的
“

北上
”

或
“

北扩
”

趋势
,

即由

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

江三角洲
、

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

海地 区转移扩散
,

由此带来了沿海地 区外商投资

的较快增长
。

年
,

长江三角洲地区吸收外商

直接投资 亿美元
,

占全国各省市区总额的
,

比 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
,

比

年提高 个百分点 而同期珠江三角洲 广东

省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咒 亿美元
,

占全国各

省市区的
,

比 年下降 个百分点
,

比 年下降 个百分点
。

年以来
,

这种
“

北上
”

的趋势进一步加

快
。

年
,

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东省 实际利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亿 美 元
,

比 上 年 下 降

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利用 亿美

元
,

比上年增长
。

其结果
,

珠江三角洲外

商直接投资份额从 年的 下降到

年的
,

下降了 个百分点 而同期长江

三角洲地 区从 提高到
,

增加 了

个百分点
。

在环渤海湾地 区
,

除北京和天津外
,

其

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

势 头
。

其 中
,

辽 宁 增 长
,

山 东 增 长
,

河北增长
。

外商投资增长速度

的这种差异
,

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

逐步发生转移
,

长江三角洲地区正 日益成为外商

投资的
“

热点
”

地区
。

年江浙沪两省一市实际

利用外资总额已达 亿美元
,

占全国的比重

超过
,

达
。

在这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

台商投资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

尤其是最近投资高科技产业 的台商
,

主要集 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

自 世纪 年代

中期以来
,

台商对广东
、

福建两省投资的步伐明显

放缓
,

而对以上海
、

苏州
、

昆山
、

宁波等为核心的长

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则大幅度增加
。

年
,

江

苏省新批 台资企业 项 目 超过 家
,

合同利用

台资达 多亿美元
,

分别 比上年 同期增长

和
,

台商在江苏省的投资额 已 占赴大陆台商

投资总额 的
。

年
,

台商在江苏新投资

个项 目
,

合同资金 亿美元
,

实际到帐台

资 亿美元
,

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长
、

和
。

浙江省新增 台资企业 家
,

合同利用台资达 亿美元
,

总投资达 亿

美元
,

分别比上年增长 和
。

随着

中芯国际等台商的进人
,

目前上海 已建成的芯片

生产线有 条
,

其中国际主流的 英寸生产线有

条 全国已投产和试用 的共 条
,

芯片设计企

业达到 家
,

芯片封装企业有 家
,

成为全国最

重要的芯片设计
、

加工和封装基地
,

形成了研发设

计
、

光掩膜
、

封装
、

测试
、

设备
、

材料
、

气体
、

模具
、

人

才培训
、

技术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
。

由此可见
,

加人 之后
,

外商在华投资区

位的选择 出现了明显 的
“

北上
”

趋势
,

而
“

西进
”

则

不太明显
。

外商投资所以会 出现这种
“

北上
”

趋

势
,

主要有 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
,

从地理位置来

看
,

虽然珠江三角洲临近港澳
,

对外交通十分方

便
,

但其对内经济联系和经济腹地范围远不如长

江三角洲
。

外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设厂
,

不

仅可 以充分利用上海的金融服务
、

现代物流
、

科技

人才以及港 口 等条件
,

而且可以接近中国内地尤

其是长江流域广大消费市场
,

实现产品出 口 和 内

销的低成本
。

其次
,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

进特别是浦东的开放开发
,

过去珠江三角洲一些

地区所享有的政策优势在逐步消失
,

而伴随着外

商投资和各种产业的集聚
,

导致能源短缺
、

环境污

染加剧
,

土地
、

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
,

各类人才

供应紧张
,

由此对外商投资形成一股
“

推力
”

因素

第三
,

以上海为中心 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科技教育

力量雄厚
,

各类人才汇集
,

产业配套条件较好
,

拥

有一批高素质
、

低成本的产业工人
,

再加上上海建

设国际经济
、

贸易
、

金融和航运 中心所显现出来 的

巨大潜力
,

这些都对外商投资形成一股
“

拉力
”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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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加入 后沿海地区

外商投资的新趋势

在沿海地区
,

加入 之后
,

外商在华投资

领域不断扩大
,

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 强企业投资进一步增加
。

目前
,

在

世界 强企业 中
,

已有近 家在华投资
。

其中
,

进入上海的有 多家
,

进人北京的有 家
,

进人

广东的有 家
,

进人广州的有 家
,

进人苏州投

资的有 家
。

年
,

深圳共有通用 电气
、

翠丰集

团
、

吉之岛
、

三星电子
、

索尼
、

艾默生等 家世界

强企业首次来投资或增资
,

使在深圳投资 的

世界 强跨国公 司达到 家 青 岛共有 家

世界 强企业前来落户
,

使在青岛落户 的世界

强企业达到 了 家
。

美 国通用 电气
、

德 国宝

马公司
、

法 国阿尔斯通等著名跨 国公 司也纷纷进

入辽宁
,

与本地大型企业签订合资合作协议
。

外商投资的
“

园区化
”

和集群化趋势
。

加人

以来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一步向各类 园

区集中
,

外商投资的
“

园区化
”

趋势加快
。

年
,

天津开发区签订合同外资额 亿美元
,

保税

区 亿 美 元
,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和
,

占天津市合同外资总额的
。

江苏

省级 以上开发区全年签订合同外资金额 亿

美元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

分别

比上年增长 和
,

占全 省 总量 的

和
。

同时
,

在沿海一些地区
,

随着外

资的大量进入
,

外资企业 出现了集群化的趋势
。

比如
,

广东东莞现拥有 电脑资讯产 品加工企业

多家
,

电脑整机零部件配套率达到
,

成

为全球最大的电脑资讯制造业基地
。

在上海浦东

张江
,

单是中芯国际一家企业周围
,

就聚集 了国内

外 家配套企业
。

在江苏省吴江开发区
,

目前生

产最终产 品的外商 企业
,

其选用的装配料件

中有 以上不用出区就能配齐
。

如再与周边的

一些 企业相衔接
,

配套水平可达 以上
。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成为投资主流
。

尤其是

电子信息
、

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产业
,

日益成为

外商投资的新热点
。

在制造业领域
,

外商投资的

技术层次也在不断提高
,

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

所 占比重逐步提高
。

年
,

上海浦东微电子产

业带在建和建成的微 电子产业项 目 家
,

已完成

投资总额 多亿美元
,

占全国的 强
。

其中
,

中

芯国际投资 亿美元
,

宏力 亿美元
,

华虹

亿美元
,

泰隆 亿美元
。

在北京市新批第

二产业外资项 目中
,

代表高新技术的机械设备制

造业
、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项 目就有 个
,

合同

外资 亿美元
,

占第二产业的半数以上
。

外商涉足服务业领域不断扩大
。

随着对外

开放领域的扩大
,

外商投资设立金融
、

保险
、

旅游
、

航运
、

现代物流和中间机构等不断增加
。

一些跨

国公司还纷纷在上海
、

北京
、

深圳等地设立了采购

中心
,

如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跨国采购机构已

达 家
。

据统计
,

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吸收外

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 亿美元
,

比上年增

长
,

占 全 市 外 资 合 同 金 额 的 比 重 达
,

比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
。

天津市全年共

签订服务业合同外资金额 亿美元
,

增长

倍
,

占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
,

比上年提高

了 个百分点
。

同年
,

广东省第三产业实际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

其 中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电通信业和社会服务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

资分别增长 和
。

跨国公司在上海
、

北京等设立地区总部 日

益增多
。

近年来
,

随着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

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

世界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纷

纷在北京
、

上海等地设立地区总部和投资性公司
,

有 的甚 至将地 区 总部搬迁 到上海
、

北京
。

截至

年底
,

上海 已批准 家外商投资性公司
,

认

定了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

跨 国公司在京设立

的地 区总部 已达 家
,

投资性公 司累计达

家
。

美 国宝洁
、

安利
、

雅芳等跨国公司则在广州设

立了中国总部
。

在金融业方面
,

目前上海共有营

业性外资金融机构 家 含 家同城支行
,

占全

国外资金融机构总数的
,

其资产和负债总额

均 占全 国的
。

各在华外资银行的管理和数据

处理进一步向上海集 中
。

一 一



加 入 后 中目外商投资 区位变化及 中西 部地 区 吸 引外 资前景

中阅 区 城 经 济发展击坛

跨国研发机构不断增多
,

并开始 由应用研究转

向原发性研究
。

据有关部门调查
,

截至 年 月
,

全

球 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共有 家
。

其

中
,

有 家设在北京
,

占 有 巧 家设在上海
,

家设在苏州
,

家设在杭州
,

合计 占 其他城

市为深圳 家
,

西安 家
,

成都和广州各 家
,

青岛

家 赵弘
, 。

最近
,

阿尔卡特公司又决定将上海贝

尔阿尔卡特中心作为其全球研发三大支柱之一
,

未来

阿尔卡特在亚太地 区的原创技术研发
,

将主要通过上

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实施
。

这说明
,

跨国公司在 中国

设立的研发 中心 已开始 由应用研究转 向原发性研究
。

外商投资企业的地位愈益重要
。

随着外商投资

的不断增加
,

外资企业 已经成为推动沿海地 区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
。

年
,

福州市涉外税收突破 亿

元
,

比上年增长
,

涉外税收已 占全市国税税收的
“

半壁江山
” 。

同年
,

青岛市涉外税收达 亿元 含

海关代征税
,

占全市税收总额的
‘

实际利用外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 在外商投

资企业就业职工人数达 万人
,

占全市就业人数的
。

沈阳市 目前税收的
,

出 口创汇的
,

固定资

产投入的
,

以及技术改造投资的
,

也均来 自外

商投资企业
。

外商投资 的地 区分布不平衡
。

在沿海各省 市

区
,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 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

中城市地区
,

地 区分布很不平衡
。

年
,

在广东省实

际利用的外商投资中
,

深圳
、

广州
、

东莞
、

惠州
、

佛山
、

珠

海 市共 占
,

其中
,

深圳市占
,

广州市占
,

东莞市 占 沈阳
、

大连两市实际利用外

资达 亿美元
,

占辽宁省 的 以上 青 岛市 实

际吸收的外资额达 亿美元
,

占山东省 的

而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的 集 中在海 口 市
。

江苏

省吸收外资的近 集 中在苏州
、

无锡
、

南京三地
。

四
、

中西部地区 吸引外资的前景展望

加人 以来
,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

进程的加快
,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也 出现了一些新的

趋势和特点
。

首先
,

一些省区凭借区位优势和 自身努

力
,

外商投资获得了较快发展
。

年
,

江西省实际利

用外资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云南省实

际利用外资也 比上年增长
。

其次
,

大

跨 国公司在 中西部地 区投资有所增 加
。

目

前
,

世界 强企业已有近百家到西部地区

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

其中成都就有 家
。

在武汉投资的世界 强企业则 已达 到

家
。

第三
,

中西部地 区制造业投资成为一个

新的热点
。

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的

增加
,

说明中西部地区所拥有 的资源
、

劳动力

和市场潜力等优势正在逐步 发挥作用
。

第

四
,

外商独资企业所 占比重不断增加
,

而合资

企业 比重逐步下降
。

年
,

河南
、

江西等地

独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均远高于合

资
、

合作企业
。

此外
,

从投资区位选择看
,

外

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主要集 中在武汉
、

成

都
、

重庆
、

西安等大中城市和地区
,

这些地区

交通通信联系方便
,

经济基础和投资环境较

好
。

年
,

武汉市实际利用外资 巧 亿

美元
,

连续第 年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成都市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

在

西部省会城市 中名列第一
。

从发展趋势来看
,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东

部沿海地区仍将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

择的首选地区
。

因为沿海地区经过 多年的

大规模开发建设
,

目前投资环境 日趋完善
,

其

发展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然而
,

也

应该看到
,

在 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
,

今后一

段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

将会逐

步 由沿海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

其原 因

一是加人 之后
,

按照国民待遇原则
,

原

来国家对东部外商投资实行的一些
“

超国民

待遇
”

将会取消
,

而西部却可以享受 国家西部

大开发的优惠政策 二是随着商业服务领域

对外开放的扩大
,

外商在中国设立银行分支

机构
、

各种 中间机构
,

以及从事批发
、

零售和

电信服务的地域限制将逐步取消
,

由此扩大

了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空间 三是随着

产业集聚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东

部发达地 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将逐步

上升
,

生产成本趋于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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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在这种投资
“

西进
”

的过程 中
,

外商很可

能会采取
“

渐进式
”

的地域推进战略
,

而不是像某

些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
“

大跨越式
”

的地域推进战

略
。

事实上
,

从外商的角度看
,

外商直接投资很难

越过那些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中部省市尤其是长

江中游地区
,

而直接大规模地进人到西部地区
。

首先
,

中部一些省市尤其是长江中游地 区
,

在地理

位置上临近沿海
,

对外交通 比较方便
,

投资软硬环

境也要好于西部一些省区
。

因此
,

今后外商逐步

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投资
,

也是理所当然的
。

其次
,

中部一些省市地理位置居中
、

人 口 众多
,

经济发展

已有一定的基础
,

加上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增长
,

正

日益表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

对那些立足中国国

内市场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
,

这种市场潜力将是

十分重要的
。

第三
,

中部地 区劳动力资源丰富
,

不

仅实际工资水平较低
,

而且劳动生产率也要高于

西部地区
。

这样
,

相 比较而言
,

中部地区在效率工

资方面将具有一定的优势
。

对西部地 区而言
,

目前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方面尚存在诸多障碍
。

相 比较而言
,

西部地区改革

开放严重滞后
,

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

人担忧
。

目前
,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至少 比沿海地区

落后 一 巧年
。

西部地 区虽然拥有廉价丰富的劳

动力资源
,

但由于劳动生产效率较低
,

其效率工资

即每实现单位产出所花费的工资成本和福利费用

反而要高于沿海地区
。

对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来说
,

他们往往更关心实际的效率工资
,

而不是名义的

工资水平
。

西部地 区工业 的平均税负也 比沿海地

区高一些
。

特别是
,

在西部一些落后地 区
,

由于改

革开放严重滞后
,

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

地方政府对企业随意干预
,

企业 自主权难以落实
,

“

三乱
”

现象 比较严重
。

此外
,

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

大
,

行政办事效率较低
,

手续复杂繁琐
,

不仅增加

了交易成本和寻租的机会
,

也为政府腐败 的滋生

提供了空间 王洛林
、

魏后凯
, , 。

从长远发展来看
,

随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
,

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
,

外商在西部地区 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

增长
,

西部外商投资在全国所 占的 比重也将会有

较大的提高
。

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

发展战略
,

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

程
。

在近中期内
,

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

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
,

如西安
、

兰

州
、

重庆
、

成都
、

昆明等
。

在产业发展方面
,

由于受

国家政策和投资 回报率的影响
,

外资将会首先投

向西部那些具有比较和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
,

如

基础设施建设
、

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
、

特色农业发

展
、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
、

旅游和生物医药等
。

可 以

预见
,

率先大规模进人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

一类是响应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的号召
,

以利用

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
,

这类企业注重政

策优惠和低成本
,

投资规模较小
,

区位不稳定
,

一

般称之为游移性产业 另一

类是 以 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
、

开发 当地资源等为

主要 目标
,

注重长期发展 的欧美 日等大型跨 国公

司
。

因此
,

对各级政府来说
,

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

型的公司
“

西进
” ,

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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