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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

结构的形成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本文利用 1985 —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

断面数据 ,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这期

间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引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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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现有研究的简要回顾

最近的研究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 ,Firebaugh (1992) 比较了国内和外国直接投

资的经济效果。他发现 ,尽管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外国资本 ,但二者都有助于国家的

经济发展。Borenztein、Gregorio 和Lee (1998)则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 ,其对

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国内投资。Amirahmadi 和 Wu (1994) 甚至将经济衰退部分归因于外国投资

的缺乏。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 ,因此 ,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

多方面的。作为一种资本存量 ,外资的流入可以增加用于投资的总体财政资源 ,缓解潜在的发展瓶

颈 ,如储蓄和外汇短缺。通过缓解这些瓶颈和限制 ,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当地的资本形成和经济

增长 (Chenery and Strout , 1966) 。

同时 ,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人文资本集聚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在发展中国家 ,一

般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员工素质较差 ,缺乏现代管理经验和营销技能。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

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 ,将可以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转移到东道国 ,从而改善东道国的生

产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增强东道国国内部门技术效能的这种作用可能是巨大的 ,

虽然这种作用有时难以衡量 (Helleiner , 1989) 。

此外 ,通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 ,外商直接投资也能够刺激国内部门的增长。这种产业联系 ,既

包括前向联系 ,如为当地企业提供中间投入 ;也包括后向联系 ,如从当地购买投入品。很明显 ,外商

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这种诱导性要素需求 ,将对国内部门产生多方面的需求 ,由此对国内投资、产出

和就业增长产生乘数和加速作用 (Jansen , 1995 ; Sun , 1996) 。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越过边界的跨国投资和跨国并购迅猛增长 ,许多

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 ,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其产品。在这种新的

形势下 ,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加。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还将有利于东道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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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国际市场 ,增加东道国的出口 ,而这种出口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事实上 ,在过去

20 多年中 ,出口的扩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而这种出口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外商投资 (三资企业)来推动的。

正因为如此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

研究。例如 ,Lee、Rana 和 Iwasaki (1986)研究了 9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外国私人投资和外国援助对经

济增长和国内储蓄的影响。他们发现 ,外国私人投资对 GDP 增长具有重要的有利影响 ,但对国内

储蓄有着不太显著的正的影响 ;而外国援助对 GDP 增长具有一个不显著的正的影响 ,对国内储蓄

则有着负的影响。Tu (1990)和 Schive (1990) 以中国台湾为例 ,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私

人固定资产投资、私人消费以及进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刺激私人固定资产投

资和增加出口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 ,但对私人消费和进口没有显著的影响。

Jansen (1995)在对泰国的研究中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水平和出口有着直接而强烈的

正的影响 ,并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率 ,由此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Athukorala 和

Menon(1995)发现 ,在过去 20 年中 ,外商直接投资在马来西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中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De Mello (1997) 则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产出增长的最终影响 ,取决于

其对国内公司所产生的效率溢出的大小 ,而这种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产生国内生产报酬递增以及

外商投资相关生产附加值的增加来实现的。

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方面 ,Kueh (1992)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

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 ,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沿海地

区重要的工业生产商和出口商。Sun (1998) 则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他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

要的因素。在国内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地区收入和增长率差距进行了许多研究 ,但这些研究

大多集中在地区差距的衡量及其变动趋势方面 ,而很少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外商投资对中

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二元结构特征

自 1979 年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 ,中

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以至于一些学者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奇迹”(林毅夫等 ,1994) 。

事实上 ,光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 ,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称之为“中国的奇

迹”并不过分。1979 —1999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916 % ,人均 GDP 平均每年增长

812 %。在 20 年来的时间内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高的平均增长速度 ,这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

的。

根据世界银行 (World Bank , 1999) 发表的《1999Π2000 世界发展报告》,1980 —1990 年中国 GDP

平均每年增长 1012 % ,1990 —1998 年为 1111 %。而在这两个时期 ,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

312 %和 214 % ,其中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只有 315 %和 313 % ,高收入国家分别只有 311 %

和 211 %。可见 ,在 80 年代 ,中国 GDP 平均增长速度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12 倍 ,90 年代则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 416 倍。

当然 ,也应该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这种高速增长是通过不平衡的增长途径来实现的。虽

然从省级地域单元来看 ,80 年代以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一定程度上在趋于收敛 (魏后凯 ,1997 ;宋

学明 ,1996) ,但从大的地带范围来看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和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在 70

年代以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种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上 ,而改革开放以来则逐步转变为

东西差异 (陆大道、薛凤旋等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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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分析这种二元结构特征 ,我们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 ,即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相对落后

的西部地区。前者的典型代表有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含海

南) ,而后者的典型代表有广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 (含重庆) 、贵州、云南、西

藏。所以把广西和内蒙古列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典型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省区同属少数民族

自治区 ,且在地理上临近西南和西北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优惠。从图 1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 ,这两类地区之间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一直在

趋于扩大。

图 1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人均 GDP及相对差距

当然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东西二

元结构的形成是历史和自然因素、地

理区位、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社会文化

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但毫无疑

问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外

商和港澳台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部沿

海地区 ,对于东西二元结构的形成以

及东西差距的扩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很明显 ,由于东部地区拥有或者

临近主要海港 ,比邻港澳台、日本、韩

国等国家和地区 ,对外交通条件方便 ,

加上国家实行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 ,外商投资最先流入东部地区。而这种早期的外

商投资的进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产生一种累积因果效应 ,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进入和集聚。据外

经贸部提供的数据 ,截止 1999 年底 ,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85175 %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

区 ,其中广东为 28125 % ,江苏为 12113 % ,福建为 9178 % ,上海为 8119 % ;而西部落后地区仅占

5148 % ,如果不包括广西则只有 3139 %。

外商投资地区分布的这种高度不平衡性 ,给各地区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

的影响。从资本形成来看 ,在 1983 —1991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相当于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平均为 4104 % ,而西部落后地区平均只有 0178 %。1992 年以后 ,随着对

外开放的不断推进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其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日显重要。在 1992 —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平均已达到

19168 % ,而西部落后地区仍然停留在东部发达地区 80 年代的水平 ,该比重平均只有 4135 %。很明

显 ,外商投资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这种巨大差异 ,对东西二元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外商投资相当于 GDP 的比重有着很大的差异。

上述这种方法对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有些高估 ,因为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并没有完

全形成固定资产 ,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流动资产使用的。事实上 ,在 1999 年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 ,

东部发达地区利用外资只占 1011 % ,西部落后地区由于对外借款所占比重较高 ,实际利用外资比

重为 316 %。除了资本形成之外 ,外商投资对各地区就业、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从

工业产出来看 ,1999 年“三资”工业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东部发

达地区为 3411 % ,而西部落后地区只有 714 % ;“三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 ,东部发达地区为 3114 % ,而西部落后地区只有 613 %。再从商品出口来看 ,1999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东部发达地区为 4819 % ,而西部落后地区只有 1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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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983 —1999 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的重要性

年

份

外商直接投资及

其他投资 (亿美元)

外商投资相当于

GDP的比重 ( %)

外商投资相当于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 %)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1983 5130 0144 0136 0107 1157 0135

1984 8134 0141 0155 0107 2116 0128

1985 11153 1101 0179 0118 2175 0160

1986 14159 1157 1105 0129 3134 1101

1987 15134 1172 1100 0129 3103 1102

1988 27120 2108 1139 0128 4129 1103

1989 30154 1190 1141 0123 5136 0199

1990 31166 1143 1171 0119 6147 0186

1991 40160 1169 2109 0122 7142 0189

1992 98164 3195 3190 0143 12124 1156

1993 230103 19196 7101 1176 17182 5128

1994 283184 23111 9168 2136 24142 7131

1995 319169 18175 8134 1150 21184 4188

1996 358182 17136 7189 1117 21159 3199

1997 390151 25144 7161 1154 21196 5113

1998 404148 23151 7125 1133 20146 3186

1999 358156 18140 5198 0199 17113 2181

　　注 :本表中的比重按当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价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79 —1991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

大全》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 —1985)计算。

显然 ,采用三资企业数据来衡量外商投资的作用 ,同样会出现一定的高估现象。因为在目前我

国三资企业的注册资本构成中 ,外方只占 68 %左右 ,其余部分均为国内资本。即使如此 ,还是可以

看出 ,外商投资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 ,在东部发达地区 ,外商直接

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和出口扩张 ,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相反 ,在西部落后地

区 ,外商投资的这种影响则较为微弱。

三、研究方法、模型设计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 ,可以假定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投资的区域差异直接诱致了各地区经济增

长率的差异。换句话说 ,外商在华投资分布的不平衡性是导致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加剧的重要原因

之一。下面着重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 GDP 增长率差异的影响。假定各

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 ,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区域投入

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成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 ,而国内投资又可分为政府

投资和民间投资。其中 ,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看成是经济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且还将通过国外

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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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 GDP 代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 DK 代表国内投资 (亿元) , DFK 代表国内政府投

资 (亿元) , DPK 代表国内民间投资 (亿元) , FDI 代表外商投资 (万美元) , L 代表劳动力就业人数

(万人) ,那么 ,区域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为 :

GDP = f ( DK , FDI ,L ) (1)

　　上式也可以表达为 :

GDP = A DK
α

FDI
β
L
γ (2)

　　由于 DK = DFK + DPK ,因此 ,区域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为 :

GDP = A DFK
α1

DPK
α2

FDI
β
L
γ (3)

　　两边取对数 ,模型 (2)和 (3)可以写成为 :

L nGDP = c +αInDK +βL nFDI + γL nL + ui (4)

L nGDP = c + α1 InDFK +α2 L nDPK +βL nFDI + γL nL + ui (5)

　　式中 : c 为方程估计的截距 , ui 为统计误差 ,系数α、β、γ、α1 、α2 分别是 DK、FDI、L、DFK、DPK

增长对 GDP 增长的估计弹性。

该模型是在 Kmenta (1996)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它是一个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模型 ,比较适

合于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 ,因为它考虑到了横断面的余值异方差性和时间序列的自

相关。

根据前面的分析 ,国内投资、外商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 GDP 增长有着正的影响 ,因此 ,可以期

望各种投入对 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值为正。然而 ,可以设想 ,外商直接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在

三大地带将具有较大的差异 ,而且东部发达地区要比西部落后地区强得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外资在东部发达地区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中

的作用较大。

直到 1991 年 ,中国才开始公布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因此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 ,

我们统一采用全国 GDP 缩减指数作为价格指数 ,以消除物价因素对 GDP 和国内投资增长的影响。

各地区劳动力就业系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数 ,外商投资则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

数据 , ① 并采用美国的 GDP 缩减指数作为价格指数。GDP 缩减指数的计算 ,系采用按当年价格计

算的 GDP 增长指数除以按可比价格或者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指数。其中 ,中国采用 1985 年可比价

格计算 ,美国则采用 1996 年不变价格计算。

国内投资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则采用各年

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 (中间价)进行折算。国内政府投资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

内投资和国有单位银行贷款之和来表示 ,而国内民间投资则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外商投资

和国内政府投资来表示。所以将国有单位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投资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银行绝大

部分为国有银行 ,各级政府对银行资金的投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各

种经济甚至行政手段等措施 ,调节和引导银行贷款的投资方向。

除特别说明外 ,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改革开

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79 —1991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

(1950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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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在 1997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了各地区对外借款的数据 ,但 1998 —1999 年只有全国的总体数据 ,而缺乏各地区的

数据。



四、对 1985 —1999 年的实证分析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 ,这里我们将选择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

响。首先 ,采用 1985 —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 ,分别研究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外

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 ;其次 ,采用 1996 —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 ,并将国内资本分为政

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个部分 ,对区域增长模型重新进行估算。

考虑到海南省和重庆市设立时间较短 ,在进行时间序列和横断面分析时 ,仍将海南包括在广东

省 ,将重庆包括在四川省之内 ,以保持各年度统计数据的一致性。西藏自治区几乎没有吸收到外商

直接投资 ,因而不在模型分析之列。这样 ,在 1985 —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各有

10 个省市区 ,15 年合计共有 150 个分析样本。由于甘肃在 1987 年和 1989 年、青海在 1986 年、

1989 —1991 年和 1998 年、新疆在 1987 年和 1992 年没有吸收到外商投资或者缺乏这方面的数据 ,所

以这期间西部落后地区实际有效分析样本只有 141 个。在 1993 —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有 40 个

分析样本 ,西部落后地区有 39 个分析样本。表 2 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2 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 lnGDP 的回归结果

1985 —1999 年 1996 —1999 年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常数
01367 3 3 3

(21911)

- 01181 3 3

( - 21129)

- 01495

( - 11410)

01465 3 3

(21677)

lnL

01361 3 3 3

[01391 ]

(20172)

01365 3 3 3

[01383 ]

(20107)

01415 3 3 3

[01594 ]

(121924)

01292 3 3 3

[01313 ]

(5139)

lnDKΠlnDFK

01481 3 3 3

[01609 ]

(21181)

01703 3 3 3

[01655 ]

(28130)

01253 3 3 3

[01200 ]

(3160)

01353 3 3 3

[01253 ]

(51097)

lnFDI

010775 3 3 3

[01187 ]

(71454)

0100493

[01012 ]

(01577)

01159 3 3 3

[01205 ] (5195)

010385

[01074 ]

(1128)

lnDPK - - - - - -

01252 3 3 3

[01249 ]

(31721)

01403 3 3 3

[01417 ]

(61153)

样本数 150 141 40 39

调整后的 R2 01963 01980 01958 01978

误差 011354 011297 011169 011310

F值 129716 228515 222199 43113

F的显著性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注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 T检验 ,方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3 3 3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01 ; 3 3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05 ; 3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10。

分析结果表明 ,在 1985 —1999 年间 ,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西部落后地区 ,模型调整后的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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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0196 以上 ,F 值均在 0100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说明 ,两个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

义 ,大体可以解释 GDP 变化的 96 %以上。在这期间 ,东部发达地区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具有十分

显著的正的影响 ,其弹性系数为 01078。进行 T检验的结果表明 ,ln FDI 在 0100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在西部落后地区 ,尽管 ln FDI 的系数值为正 ,但即使是在 0110 的水平也缺乏显著性。这说明 ,

外商投资对西部落后地区 GDP 增长具有不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各要素投入的标准回归系数来看 ,

对 GDP 增长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国内资本 ,其次是劳动力投入 ,而外商投资的影响则比较小 ,即使在

东部发达地区也是如此。然而 ,如果对两个地区进行比较 ,则可以发现二者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

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在东部发达地区 ,ln FDI 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1187 ,而西部落后地区则只

有 01012。这一点恰好证明了前面我们提出的假设。事实上 ,如果采用上述模型中 GDP 对L、DK和

FDI的估计弹性系数 ,则可以推算出两个地区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 (Sun ,1998) 。

在 1986 —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 GDP 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 11134 % ,L、DK和 FDI 的实际平

均增长率分别为 1140 %、16114 %和 24164 %。同期 ,西部落后地区 GDP 实际平均增长率为 9140 % ,

L、DK和 FDI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172 %、11137 %和 19196 %。根据前面估计的 GDP 增长方

程 ,东部发达地区 GDP 估计增长率为 101545 % ,西部落后地区为 81538 %。其中 ,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东部发达地区为 18111 % ,西部落后地区为 1115 %。据此推算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

部落后地区之间的 GDP 估计增长率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引起的。这一点与

Sun(1998)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差异。按照 Sun (1998)的分析 ,在 1985 —1995 年间 ,东部地区外商直

接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2815 % ,而西部地区为 1215 %。

如果将国内投资分解为国内政府投资和国内民间投资 ,并采用 1996 —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

面数据进行分析 ,则同样可以发现两地区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在东部发达

地区 ,ln GDP 对外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 01159 ,显著性水平为 01000 ;而西部落后地区该系数只有

010385 ,且在 0110 的水平缺乏显著性。这两个模型均具有统计意义 ,调整后的 R2 均在 0195 以上 ,

说明模型可以解释 GDP 变化的 95 %以上。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 ,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技

术基础较好 ,已经吸引了进入中国的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 ,将通过

增加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 ,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 ,东部沿

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又将提高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扩大市场的容量 ,并有利于改善外部条件 ,

产生集聚经济效益 ,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这样 ,就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增

长之间形成一种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这种由出口和外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

应 ,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单纯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 ,外商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 GDP 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对西部落

后地区的影响缺乏显著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 1985 —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

区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这说明 ,在当前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

然而 ,可以预见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 ,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 ,投资软硬环境较好 ,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因此 ,要促使外商投资向中

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 ,将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西进 ,今后除继续搞好能

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外 ,更重要的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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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配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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