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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优势吸引了外资(史月英；2004年6月22日)

文章作者：史月英

近年来，我国吸引外资迅猛发展，外商对华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03年，这种增长势头继续加快。但由于突如其来的SARS，对我

国吸引外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后4个月连续出现两位数负增长，外商投资增长速度也由2002年的12.51％下降到2003年的1.44％。

尽管增长速度不尽如人意，但全年吸引外资仍保持了较大规模，达到535.05亿美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排在美

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国。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策和形势的变化，今后一段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将出现一些变化。 

对东北投资潜力看好 

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所以外商在我国的投资也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

洲、闽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外商对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增速加快，尤其是去年在全国利用外资增幅下降较

大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达到255.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5％，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8.1个百分点，占外商投资总额

的47.8％。随着长三角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和竞争优势的逐渐显现，外商对长三角地区的投资力度将不断加大。 

在外商向沿海地区投资的同时，对东北地区发展潜力相对看好。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国家启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改造战略计划，吸引

了众多海外投资者的目光。来自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分析指出，在中国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后，相当多跨国公司将转移产

业重心，把更多装备制造业项目和集成设备项目带到东北。目前日本东芝公司已投资两亿元人民币在东北建立了在华最大的电梯生产基地。

德国维茨曼公司筹划在东北建立机械管材设备制造工厂，将在华产业重心从产品生产转向相关高端设备制造。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投资1370

万美元，与沈阳鼓风机厂合作，主要是依托东北高技术工人多的优势，为石油天然气设备提供维修、保养和部件升级服务并从事零部件生产

与出口。日本索尼公司也利用东北科技人才和研究机构多的优势，为形成生产基地，在大连建成了技术研发中心。  

服务业投资增速快 

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仅占GDP的1/3，发展水平也相对滞

后，现有服务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但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对外商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随着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实施，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更加宽松，外资进入服务业的意向和进度将进一步加快，第三产业和社会服务

业，将成为外商新的投资热点，外商对服务业的投资增幅将明显快于其他行业。据统计，去年外商实际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如

金融保险业增长117％，批发零售贸易业、文化艺术业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从合同投资情况看，增长幅度最快的是交通运输和通信，增长了

228％，教育文化广播业增长了159％，社会服务业增长了40％以上。这表明，外资看到了我国第三产业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在大规模

进入我国。 

制造业仍是投资的重点领域 

随着我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产业转移将为制造业发展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尤其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

成长阶段，这就决定了制造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由于中国制造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种拥有比

较有利的地位，在一些行业中，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拥有了与世界同行竞争的实力。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有80％以上的比重，这

些都显示出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巨大潜力。随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投资规模的扩大，外商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在中

国研发项目的水平也将迅速提升。目前在华的外资研发中心已达到4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累计投入的研发金额约30亿美元。随着我国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以及新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颁布和实施，制造业引资的重点也将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深加工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倾斜，引导外资向电子、航天、生物和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注资，外商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将会加

大。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比例上升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港澳台地区的中小型投资者为主，即使是美、日、欧等国家的投资也是以中小型企业

居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增长很快，截止到2003年底，世界500强企业的跨国公司已经有400多家在华投资，

有92％的跨国公司计划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已设立的研发机构达100多家，其中有近40家已具备相当规模。由于港澳

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并且长期享受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入世贸后，我国将实行国民待遇，优惠政策将被取消，这将使一些

小企业无法在竞争中生存。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不仅资金充足，而且具有先进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港澳台地区的中

小企业将难以与之相抗衡。大型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因此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将相对增加。 

并购投资将更常用 

并购投资由于具有周期短、收效快的特点，在国际上被跨国公司广泛采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并购投资作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主

要方式，比例一般要占到80％。而在我国并购投资所占比例仅为％，说明并购投资在我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市场条件的不

断完善，整个市场经营条件，包括整个法律环境，为外商并购，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我国已经实施的《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将促使外资并购在中国进一步展开，进而挖掘我国吸引外资的潜力，扩大引资规模。随着我国经济同市场经济运行

规则的接轨，国际通行的跨国并购方式会逐步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常用方式。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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