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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分析  

19 90至2 00 5年间，武汉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除1996年外，一直持
续增长，由1 990年的1135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33998万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达
37 .443%。  

武汉市利用FDI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 9 8 0 ~ 1 9 9 1年：探索阶段。1991年以前武汉利用FDI处于起步时期，平均每年不到
30 0万美元，且投资集中在第二产业。这一期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缓慢的原因
是：相关政策对外商投资的限制较严，同时外商对武汉市的投资环境缺乏了解。  

1 9 9 2 ~ 1 9 9 5年：快速成长阶段。1992年武汉市被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199 5年武
汉市利用FDI总额为59150万美元。此间雪铁龙、菲利浦等跨国公司开始在武汉进行直
接投资，许多外商参与武汉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4年间武汉市与外商共签订投资
项目合同2 780个。  

1 9 9 6 ~ 1 9 9 9年：停滞阶段。1996年到1999年，武汉市每年利用FDI的总额稳定在
46 000万美元左右，这一阶段三资企业经营规模日渐增大，逐渐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新
的增长源。9 0年代末，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直接投资
减少，FDI增幅有限。  

20 00年至今：高速发展阶段。武汉市在这一时期积极调整外资政策，从被动利用外资
转向主动吸引外资，外商在武汉市的直接投资项目数和金额呈跨越式增长。除20 01年
稍有下降外，武汉市利用FDI平均每年增长20 .2%；截至2005年上半年，千万美元以
上的项目有3 6个。  

二、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  

1、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结构分析。  

从19 99年和200 0年武汉市实际利用FDI的分布情况看，外商独资企业的份额明显高于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份额。采取合资方式的外商逐渐减少，2005年1至6月武汉市新批
外商独资企业6 3家，同比增长8 .6％，新增合同外资额6 .63亿美元，反映出外商对企业
经营所有权要求的提高。  

2、武汉市FDI来源的结构分析。  

据《湖北统计年鉴2 003》，湖北省前6位FDI来源国（地区）及实际投资金额（万美
元）依次是：法国（36023），中国香港（25212），美国（6434），英国
（53 35），新加坡（4743），德国（3200）。由于武汉市吸引FDI占全省60%以上，
由此可以大致估计武汉市FDI的来源国（地区）情况。截至2005年7月武汉市协议合同
外资额前六位的国家或地区及合同金额（亿美元）依次是：中国香港（34 . 7），日本
（11 . 4），英国（含英属群岛）（7 .4），美国（6），法国（5），中国台湾
（4 .5）。  

香港近五年始终是武汉FDI的最大来源地区。截至2006年6月，共有785家香港企业来
武汉投资，投资总额544749万美元，占武汉市外资企业总数的40 .5％ ,目前涉及74个
行业，制造业2 93户，房地产业211户，分别占该行业的37％和27％。  

20 05年，武汉市的外资来源由原来以港台地区向为主向多元地区格局发展，来自欧美
日、特别是日本的投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06年10月，日本在汉投资企业累计16 3
家，投资总额3 6亿美元。据统计，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的57家已来武汉投资。  

3、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析。  

从产业分布的情况来看，武汉市的FDI集中于第二产业 ,但随着九十年代末我国经济产
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于2002年首次超过
第二产业。2 002年，投资各产业的比重分别是：第一产业1 .35%，第二产业49 .82%，
第三产业48 .19%，其他产业0 .64%。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2001年武汉市的FDI新签订合同数和协议投资金额依次是：农、
林、牧、渔业：4和2634；制造业：70和20812；批发、零售贸易类：4和3 825；房地
产业：13和10 659；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类：31和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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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以汽车、电子通信设备、饮料、医药、化学制品等
行业为代表；而急需发展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偏低，1984年到2 004年，
这两个行业的实际利用额分别占全部总额的0 .6%和1 .3%，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房地
产业所占的比重较高，1984到2004年，该产业的平均实际利用额占同期FDI总额的
40 .4%，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金融保险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非常少，截至20 05年，仅
有法国兴业和我国香港汇丰两家外资银行。  

三、FDI对武汉市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从20 03年起，武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一直保持25%以上的水平，占当年武汉
市GDP的平均比重为40%左右，这表明投资是拉动武汉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
武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中，FDI从2001年起维持在50亿元以上，2005年超过100亿
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超过10%，可见FDI对武汉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保
持在两位数起到了积极作用。  

表1    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比例（万元）  

年份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 资额      FDI中投入 固定资产 的金额      FDI投入固 定
资产的 金额增长 率（%）      FDI占全社 会固定资 产投资比 重（%）  

   

20 02      5 70 425 8      502968    8 . 8  

20 03      6 45 064 2      539507      7 . 3      8 . 4  

20 04      8 22 200 9      785559      45 .6      9 . 6  

20 05      1 05 518 08      1127795      43 .6      10 .7  

   

数据来源：《武汉统计年鉴2006》。  

1、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产品制造、市场销售、原料采购、产品研发等基
地设在我市。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四种渠道发挥作用：一是示范效应，即较高的
技术水平和管理体制为东道城市提供借鉴模板；二是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竞争压
力迫使当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联系效应，即外企将相关技术提供给
上游或下游的企业客户；四是流动效应，即外企培训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有可能进
入其他企业。  

但FDI的投资方式会对技术外溢的效果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能
使东道城市的企业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比独资企业产生
更强的技术外溢效果。随着跨国公司纷纷前来投资，对武汉市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日
益加强，我市的电子、汽车、钢铁、化工、医药、轻工等行业通过吸收FDI的先进技
术和设备，已形成一批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相当竞争力的产品群体。  

2、FDI的就业效应。  

从整体上看，外资企业能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FDI通过三种方式来增加就
业机会：一是创业效应：投资者通过建立新的工厂或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而增加就业
岗位；二是保存就业效应：投资者以收购原有企业方式进行的投资，可以保存就业；
三是通过“波浪效应”增加就业。外商在武汉市的投资一般选择制造业等关联性很强
的行业部门，这种投资通过前向、后向和侧向拉动作用能带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
从而增加就业。  

3、FDI的对外贸易效应。  

   

   

表2    武汉市及沈阳市三资企业出口比较（单位：万美元）  

年度      全国出口 总额      三资企业  

出口      比重（%）      武汉市 出口总额       

三资企业  

出口      比重（%）      沈阳市 出口总额       

三资企业  

出口      比重（%）  

19 99      1 94 9 .31      886 .28      45 .47      4 . 83      0 . 85      17 .06      7 . 73      3 . 44      44 .5 6  

20 00      2 49 2 .01      1194 .41      47 .93      6 . 49      1 . 19      26 .50      13 .23      8 . 87      6 7 .01  

20 01      2 66 1 .55      1332 .35      50 .06      5 . 16      1 . 45      28 .10      12 .31      8 . 04      6 5 .30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  

上表显示，1 999年以来，武汉市三资企业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 001年
达到28 .1%；2 001年武汉市外资出口所占比重比全国低21 .96%。2002年武汉地区外
贸出口10 .91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0 .34%，占全市GDP6.1%，在1 5个副省级
城市中排在第1 2位。从表2看，近几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
一直保持在50%左右，但我市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年出口达到100 0
万美元的外企只有8家。机电产品是武汉市出口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规模优势尚未
形成。  

三、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市经济增长效率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武汉市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武汉市的出口结构、产业结
构等由于外商的进入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武汉市FDI的投资规模偏小，对产业结构优



化和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  

近十年来，虽武汉市吸引的FDI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与排名前列的苏州、上海等城市
相比，差距很大。2 003年武汉市吸引FDI合同金额243989万美元，在全国城市中列第
13位；20 05年，武汉市新签外商合同数267个，合同金额166568万美元，合同数在全
国城市的排名降至第20位，排名首位的苏州吸引的FDI合同金额（14702 60万美元）
是武汉市的9倍。  

1、以优化产业结构为FDI准入政策的取舍标准，把利用外资与优化本地产业结构结合
起来。  

长期以来，外商实际投资额最大的是制造业，其次是房地产业，再次是社会服务业；
非生产性项目中，房地产业吸收资金居各项目之首。生产性项目中 ,东南亚客商为主的
格局导致劳动密集型项目占较大比重，而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  

因此，要对武汉市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进行调整，对优化武汉产业结构的项目给予更
优惠的条件 ,通过产业导向把FDI项目引向需求增长快等不易出现垄断的行业领域；而
对已满足市场需求的项目实施更严格的准入措施，改变劳动密集项目占主导地位的局
面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2、提升武汉市当地企业的整体科技水平，实现从引资到引知引智的战略转移。  

从武汉市企业的内部环境看，本地企业的管理水平、生产技术水平和员工素质与外商
投资企业的要求存在差距，制约了其对外企技术的吸收，增强了中方对外方技术的依
赖程度。因此武汉市政府应当把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集中到鼓励技术转移上来。

 

3、全面改善武汉市交通、信用、法律、信息、文化和人力资源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
 

20 03年1 2月1 6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题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
23个城市排名》的调研报告，选取了中国23座城市作为分析中国近两年投资环境的样
本。杭州以总分第一名列各城市之首（取得非正式收费负担最低、劳工技能和科技水
平、融资环境3个单项第一），武汉市列第13。武汉市必须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加快
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建设，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提供高效通
道；应努力完善武汉市的信用环境，保持外资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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