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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投资一直被看成是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实施了众

多的优惠政策，包括低价供地、减免税收等。从实施效果看，中国利用外资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截至2005年年底，

中国共实际利用外资8091.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6224.3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638.1亿美元，是

1985年的28.20倍，1995年的1.7倍。外资大量涌入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5年，外商及港澳

台投资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8976.7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8.6%；实现进出口总额8317.20亿美元，占全国

的58.5%；其中出口额4442.1亿美元，占全国的58.3%，与1999年相比提高了12.8个百分点，比1991年则高出了12.8个

百分点。 

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填补了过去国内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有力地推

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升级和

技术创新。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国内资金短缺状况已得到缓解，目前出现了庞

大的银行存贷差额，闲置资金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逐年攀升，过去资本与外汇的双缺口已被双剩余所取代，此时外资作

为资金补充的功能越来越弱。随着国内经济拉动因素从出口向内需转变，外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进一步弱

化。在这种情况下，早期以填补资金缺口为导向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致使外商投资没有限制地

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对国内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加剧通货膨胀；技术水平低、环

境污染问题突出；导致国民财富流失与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造成行业垄断，制约民族产业的发展

等。 

中国利用外资战略调整的思路 

外资大量流入虽然造成了各种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其正面意义，更不能因此否定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和

所取得的巨大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生产能力过剩、资金相对充裕

的时代，必须对利用外资的功能重新定位，及时调整国家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战略，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质

量。 

（一）降低外资在资金补充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从国内资金供给来看，1995年以前，中国金融机构各种存款总额一直小于贷款总额，外资在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但199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内各种存款总额超过贷款总额，并且存贷余额不断上升，

200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92479亿元。在1995-2005年，中国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以年均近40%的速度增长。在国内资金

供给充裕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应更多地注重其技术、品牌、人才、制度与经验等载体的功能，逐步削弱其资金补充方面

的功能。为此，必须尽快推进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工作，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普惠制优惠和超国民待遇，按

WTO的要求给外商投资真正的国民待遇，以便使内外资企业能够相对公平地开展竞争。 

（二）有选择地吸引外资，全面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设立技术标准，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依据产品的技术含量、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前景、生产技术与效率

水平的高低等设立技术指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鼓励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的流入。这种以技术为导向的利用外资政策

将可以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水平。 

设立产业标准，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今后引进外资的重点将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

颈”产业以及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对外商投资应放弃普遍优惠的方法，实行差别化的有限

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以上重点领域，而一般性的外资企业仅可享受国民待遇。为此，需要与上述外资进入的技术标

准相结合，明确外资优惠的产业范围。同时，以引进技术和管理为核心，合理控制优惠尺度，优惠政策的实施不能导致

行业垄断，不能制约内资企业的发展，要做到既鼓励投资也促进竞争，从而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保障民族产

业的健康发展，不致长期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成为跨国企业攫取垄断利润的场所。 

设立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证引资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一致性，当前亟须从资源集约度、投入产出效率和环境效应等方面出发，设立外资进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

如果说技术标准、产业标准是优惠政策的实施标准，是鼓励与限制外资进入的软约束，那么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就是外

资进入的硬标准，达不到要求的产业、企业绝对不能进入。要严格禁止引进那些严重污染环境而又无有效治理措施的项

目、工艺和设备，对一些国内需要而又缺少配套技术治理污染的项目，外商必须同时引进先进环保设备。在限制甚至禁

止“环境不友好的”产业和企业进入的同时，也要鼓励外资流向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高、环境污染小的集约型工业

和环保产业，鼓励外商向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生态农业开发、国内危险废弃物处置和利用以及国内高污染产业和

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领域投资。 

（三）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国家对外资的区域性优惠大都集中在各种问题区域，如落后地区、萧条地区等。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资实行的区域性优惠政策恰好相反，过去主要集中在相对发达、增长迅速的东部地区。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这种向东部倾斜的区域性优惠政策虽有较大改变，但目前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方面实际获得

的诸多优惠仍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其结果，国家的外资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为促进地区经

济协调发展，当前必须对过去那种向东部倾斜的区域性差别引资政策进行调整，采取多方面综合措施，积极引导外资投

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一是积极推进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工作，取消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同时在一定

期限内保留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鼓励外商投资参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二是采取“胡

萝卜+大棒”的办法，鼓励东部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方面，对东部地区利用外资要设置更高的市场准入标

准，限制其发展资源消耗高、能耗高、排放高、产品档次低的一般性产业和产品；另一方面，对到中西部投资的东部外

资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土地、信贷、财政贴息和税收刺激等。三是进一步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鼓励边境城

市利用境外资源和边境口岸优势，以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建立一批边境资源开发和出口加工基

地，带动沿边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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