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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

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到21世纪初期，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工业

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1．外商投资在中国工业投资中的地位 

  工业是我国对外资开放较早、开放领域较宽的产业，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产业。截止2000年底，外商在工业领域的投资，

占全部合同外资金额的60.87%。见图1。  

图1 外资在不同行业中的投资比例 

  外商集中投资于工业领域，使外商直接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明显高于其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2000年，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为32917.73亿元，其中投向工业的比重为29.1%，金额为9579.06亿元；同年工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77.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304.5亿元，由此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4.06%。 [1]  

  外商集中投资于工业领域，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已经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占有一定的份额。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合计占全

部工业资产的10.18%，而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合计占

全行业资产合计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表1是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在全行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最高的10个行业。 

表1 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占全行业资产比重最高的10个工业行业（2000年） 

行 业     全行业资产合计 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合计 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占全部资产的份额（％）  

全部工业     126211.24    12849.54         10.1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7518.79   2814.99         37.4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516.01     178.98          34.69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939.10  319.43         34.01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1758.77   493.78        28.08  

家具制造业         363.48   97.25         26.7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984.52  237.10      24.08  

塑料制品业           2052.16  453.64       22.11  

金属制品业           2545.63  547.88        21.52  

食品制造业           1684.43 296.54       17.60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694.94  121.17        17.4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中表13-13、13-14、13-15和表13-16中的数据计

算。 

2．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产出的贡献 

  外商持续较大规模对工业领域的投资，使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已经在全国工业产出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占

全部工业产出的份额是：总产值占27.39%，工业增加值占23.98%、工业销售收入占26.79%，均已占到四分之一甚至更高的比重。在一些

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出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外商投资企业在总产值、增加值和

销售收入中所占份额已高达71.57%、65.39%和72.21%。在上述三项指标中所占份额均超过40%的行业还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

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占全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也超过了30%。下面表2、表3和表4，是分别以工业总

产值计、以工业增加值计和以产品销售收入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超过30%的工业行业。 

表2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份额较高的工业行业（2000年） 

行 业 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份额（％）  

全部工业 85673.66 23464.55 27.39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7549.58 5403.41 71.5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617.94 368.73 59.6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867.91 492.51 56.75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1345.17 759.40 56.45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2291.16 1112.06 48.54  

家具制造业 370.18 166.17 44.89  

塑料制品业 1899.70 828.86 43.63  

食品制造业 1442.52 564.06 39.10  

金属制品业 2539.76 964.98 37.99  

橡胶制品业 812.70 286.75 35.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1243.07 436.46 35.1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834.68 1603.06 33.1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616.71 198.21 32.14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656.77 207.76 31.63  

造纸及纸制品业 1590.36 502.23 31.5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364.83 1624.85 30.29  

资料来源：同表1。  

表3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所占份额较高的工业行业（2000年） 

行 业 全行业工业增加值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份额（％）  

全部工业 25394.80 6090.35 23.9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824.31 1192.97 65.39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55.30 92.34 59.46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323.62 176.77 54.62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14.36 105.88 49.39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592.02 289.07 48.83  

塑料制品业 464.43 205.84 44.32  

家具制造业 94.86 41.62 43.8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95.78 116.17 39.28  

橡胶制品业 218.98 77.92 35.58  

金属制品业 609.46 212.24 34.8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31.50 421.69 34.2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323.61 408.25 30.84  

资料来源：同表1。 

表4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所占份额较高的工业行业（2000年） 

行 业 全行业销售收入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份额（％）  

全部工业 84151.75 22545.74 26.79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7363.27 5317.06 72.21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588.09 355.58 60.4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849.59 488.35 57.48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1238.19 708.98 57.26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2133.01 1046.25 49.05  

家具制造业 344.59 158.38 45.96  

塑料制品业 1799.73 791.66 43.99  

食品制造业 1353.07 552.17 40.81  

金属制品业 2369.79 930.72 39.27  

橡胶制品业 731.78 261.77 35.7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192.80 423.39 35.5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527.29 1532.97 33.86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621.00 203.47 32.7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588.00 191.21 32.52  

造纸及纸制品业 1503.09 473.74 31.5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229.58 1613.32 30.85  

资料来源：同表1。 

3． 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利税的贡献 

外商投资企业对利润和税收的贡献较大。 

  外商投资企业对利润的贡献份额，高于对工业产出的贡献份额，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效益好于全国工业的总体水平。表5是2000

年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占全行业利润总额比重超过30%的工业行业，可以看出，以全部工业计，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所占比重为29.19%，高

于其占销售收入26.79%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比重超过30%的行业有19个，销售收入比重超过30%行业为16个。 

表5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占全行业利润总额比重较高的行业（2000） 



行 业 全行业利润总额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占全部利润总额的份额（％）  

全部工业 4393.48 1282.48 29.19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38 7.22 303.3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497.13 350.23 70.4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8.21 25.67 67.1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94.76 127.85 65.6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2.79 12.85 56.3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86.44 43.54 50.37  

塑料制品业 70.82 34.32 48.46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34.86 16.17 46.39  

化学纤维制造业 63.53 29.15 45.88  

食品制造业 54.79 24.04 43.88  

普通机械制造业 96.76 42.05 43.46  

家具制造业 15.96 6.86 42.98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47.31 20.33 42.97  

煤炭采选业 0.50 0.21 42.00  

金属制品业 71.65 29.63 41.3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95.40 80.74 41.32  

造纸及纸制品业 59.52 22.96 38.58  

专用设备制造业 60.89 22.18 36.4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70.95 56.62 33.12  

资料来源：同表1。 

  截止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全行业应交增值税的比重低于其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2000年，以全部工业计，外商投资

企业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为23.98%，增值税所占的比重为20.05%，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过，外商投资企业

在全行业增值税中所占的份额，仅略低于其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表明优惠的幅度并不大。表6是外商投资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全行

业应交增值税的比重超过30%的工业行业。 

表6 外商投资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全行业应交增值税比重较高的行业（2000） 

行 业 全行业本年应交增值税 外商投资企业本年应交增值税 外商投资企业本年应交增值税占全行业本年应交增值税的份额（％）  

全部工业 3685.20 738.88 20.05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79.69 103.30 57.49  

食品制造业 64.34 32.24 50.11  

家具制造业 9.89 4.55 46.00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26.40 11.98 45.38  

化学纤维制造业 42.16 17.67 41.91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55.11 22.53 40.88  

塑料制品业 50.46 20.15 39.9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02.50 78.45 38.74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3.89 9.02 37.76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20.83 7.41 35.5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3.05 4.60 35.25  

橡胶制品业 26.97 9.08 33.67  

饮料制造业 108.06 33.93 31.40  

金属制品业 68.50 21.48 31.36  

资料来源：同表1。 

4．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 

  在我国利用外资的较早时期，外商主要将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加工组装基地，零部件主要靠进口，在中国制造和增殖的比重较低，

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较低。这种状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与跨国投资相关的研究中，东道国的产业与外商投资企

业融合度较低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 

  我国以往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跨国公司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定位为加工组装基地；二是国内产业的技术

水平相对较低，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合格配套产品的能力较低；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海外的配套企业进入我国的较少，即跟随性配套投资

较少。 

  然而，上述问题在近几年有明显改善。近几年，国内产业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与我国国内产

业的关联度明显提高。据笔者对127户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在华配套率超过50%的企业已占64%。 [2]  

  下面图2是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国内配套率的变化情况。1992年，日资企业在我国国内的配套率仅为20%左右，到2000年，日资企业在

我国的配套率已上升为57.3%。 



图2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当地配套率 [3]  
过去几年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国内配套率，加强与我国产业的关联程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内产业的配套能力增强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国内有相当一批企业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推动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技术，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水平迅

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很快，形成了一大批能够为国内外知名品牌产品配套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寻求国内配套企业的努力，也促进

了国内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产品配套能力的提高。例如摩托罗拉在中国已有700多家供应商，其中400多家是国内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

国内配套产业的产值已达75亿元人民币以上。 

2．配套型外商投资增加 

  外商进入中国，往往从某个产品、单个工序开始，在中国运营良好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发展前景继续看好后，就会进行新的配套投

资。例如日本东芝公司，最初在华投资电子零部件项目，如东芝大连有限公司，生产电视机的零部件，运营一段时间后，又建立上海新芝

电子有限公司、无锡华芝半导体有限公司、上海金芝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了完整的彩色电视机零部件供应系统，之后，东芝在大连

建立了东芝大连电视有限公司，生产彩色电视机，至此东芝在华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生产体系。 上述情形是同一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在华投

资范围、形成自身配套生产能力的方式，另一种提高国内配套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其它外商投资企业的跟随性配套投资。跟随性配套投

资，是指一家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以往在国外有大量的配套企业为其提供中间产品和相关服务，这些配套企业为了保证继续为客户企业

提供最有竞争力的配套产品，会进行跟随性投资，即跟随这些企业来我国投资。这种跟随性投资在各个国家都大量存在，但在发展中东道

国表明得尤为明显。由于发展中东道国缺乏高水平中间产品和相关服务的提供者，那些已经前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会引导、鼓励、支持其原

先在海外的配套企业前来投资。我国的情况很典型。例如，为了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配套，德国大众在全球的配套企业中已有100多家前

来我国投资。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投资伊始，就吸引了44个相关的汽车零部件配套项目前来投资，投资总额高达22.3亿美元。再

如重庆与五十铃公司合资建立了庆铃汽车公司后，吸引了其原有的国外配套企业来重庆投资，配套投资的数量和比例都很可观。目前，全

球最大的50家汽车零部件厂商超过一半在华建立了合资企业，给在华生产整车的合资企业配套。 

5．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根据一项大样本调研，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突出。 [4]  

1．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 

  以外方母公司为参照系，我们将外商投资企业使用的技术划分为母公司先进技术、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和母公司一般技术。为了避免

在判断技术先进性时产生歧义，我们以技术和产品投入使用的时间作为判断标准。母公司的先进技术，指在母国企业使用不足三年的技术

或投放市场不足三年的产品；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指虽然在母国使用时间已达三年以上，但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技术或生产的产品；母

公司的一般技术，指在母国已经不使用的技术或不生产的产品。如果企业同时使用两种或三种技术，以其主要产品为主；如果几种技术水

平的产品销售额大致相等，就以其水平最高的技术为准。 我们的调研发现，外商投资企业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57

户；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53户；使用一般技术的最少，仅有17户。 

2．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 

  当以国内企业作参照时，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被划分为填补国内空白技术(指国内没有使用过此类技术或生产过此类产品)、国内先进

技术（指居国内先进水平、但已有国内企业使用同类技术和生产同类产品）和国内一般技术(指在国内已经不属于先进水平的技术)。与前

面类似，如果企业同时使用两种或三种技术，以其主要产品为主；如果几种技术水平的产品销售额大致相等，就以其水平最高的技术为

准。 

  被调研企业中，使用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共83家，占样本企业的65%；其余为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44家，占总样本的35%；没有企

业使用国内一般技术。由此可见，多数外资企业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 

表7是按上述两种分类方法计算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表7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样本企业 127户） 

企业数 

占样本企业比例（%） 

与母公司相比 

使用最先进技术 

53

42

使用比较先进技术 

57

45

�  使用一般技术 

17

13

与国内企业相比 

使用填补空白技术 

83



65

使用先进技术 

44

35

  其它一些调研也得出类似结论。一项对33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表明，有17家企业提供了填补空白的技术，占被调研企

业的52%。另有一项对日本在华40家企业的调研表明，这40家企业绝大多数技术先进，产品有竞争力， 如果将新技术、填补空白技术和

先进技术三种类型的企业加在一起，共有39家，占全部调查企业的95%以上。 [5]  

  上述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我国同类企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进技

术，并填补了我国的技术空白。 

6．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贡献 

  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因此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资项目要有效地运转，必定要和

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研究表明，第一，几乎所有在华有较大型投资项目的跨国公司，都在我国设立了培训基地。许多

企业为其在华雇员提供的培训机会和培训设施，与母国公司的雇员相差无几。第二，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支出要远远超出我国

国内同类企业，在我国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愈高，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就愈大。第三，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生产与经营网络以及庞

大的全球信息系统，使其人力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效率很高，其在华投资企业的雇员，有些到公司总部受训，有些到其它海外子公司受训，

还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教育、培训中心进行系统学习。第四，对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来说，选拔在华雇员到总部或其它子公司接受培

训，既是公司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的内容，也是可以激励我国雇员努力工作的有效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对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帮助当地管理与技术人员提高对商业机会的把握能力以及判断知识、技能优先性

的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知识与信息呈现爆炸性增长，国内外正规教育提供的知识，往往远离开发商业机会和适应市

场需求等实用性目标，国内企业提供的培训，又缺乏对全球趋势的理解和把握。对学习者来说，通过上述两种类型的学习和培训，难以判

断各种可供选择的知识在增强其商业能力方面的重要性。跨国公司由于其产品、技术和管理体现着本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保证其培训计

划与员工自身发展需求的高度一致性。跨国公司对其雇员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也可以为我国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示范作用。 

具体分析，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来实现。 

1．与中国科技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和技术开发 

  一些视中国为重要战略性市场、在中国进行多个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的跨国公司，出于利用中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树立公司在华

多方面的良好形象、培养中国高级科技人才对其技术与产品的认可态度等多方面的战略目的，采取与我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研究

中心、实验室和管理学院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者在企业内部设立技术开发部门。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在为其战略目标服

务的同时，也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通过合作研究，我国一些有较强研究能力、但将成果产业化、市场化能力较弱的科技人员的潜

能得到极大发挥，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高水平科技人才。 2．为在华企业培养本土化的高级管理人才 

  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普遍采取送往公司总部或全球性培训中心进行培训的方

法。一些在华运营时间较长的企业，已经对中层以上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普遍进行过海外培训。通过这种培训，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经营

理念、技术要求、管理特点、营销方式等被这些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所了解和掌握，使他们开拓了眼界，掌握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管理

和技术知识。以摩托罗拉公司为例，2000年底摩托罗拉在华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已经占到72%，而在1994年企业

刚刚开始运转时，这个比例仅为12%。 

3．在企业内部对员工进行多层次的培训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普遍对其内部员工进行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这种培训可以分为对各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对各类专业人员如财

务、营销、生产、质管、人事等人员的专业培训，对普通员工的培训等多个层面，针对性很强。尤其在财务、管理、营销、质量控制等方

面，由于这些专门领域的业务不能分解，不可能将“高水平”的业务留在母公司而只将“中低水平”的业务转移给在华企业，因此在上述

方面，所有的管理理念、专有知识和决窍都要向子公司传递。 4．为本土企业培训人才提供支持 

  有些跨国公司还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摩托罗拉公司与国家计委合作成立了企业优化中心，向国有企业提供各种培训手段、

方法和适用的规章制度。到2001年末，摩托罗拉已经为400多家企业培训了1400多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7．计量分析：FDI与分行业增长速度 

  前面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增长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节将用定量方法，分析各个工业行业的增长速度和这个行

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关性。 

1．高速增长行业的相关性 

  如果仅看几个增长较快的行业，增长速度与外商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表8和图3是90年代增长最快的几个工业行业及这些行业中

外商投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除个别行业如普通机械行业外，外商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较高的行业，增长速度也相

对较快。 

表8 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值份额(1991-2000) 

行业 年均增长速度（%） 外企工业增加值占 

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  

普通机械制造业 25.18 22.1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2.37 65.3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8.61 30.8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4.77 5.7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3.59 49.3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40 14.92  

化学纤维制造业 13.17 39.2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29 34.24  

饮料制造业 12.21 27.86  

医药制造业 11.91 24.5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4和2001年版提供的数据计算。 [6]  

注：标*号的表示由于自1993年起行业划分方法改变而采用近7年的数据计算而得的行业平均增长速度。 

图3 增长速度与外商投资的相关性  

2．全部行业的弱相关性 

  但是，如果不仅仅以几个增长最快的行业为对象，而是以全部工业行业为对象，则各个行业增长速度与这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增加

值所占比重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表9和表10是各个工业行业增长速度以及相应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占全行业的比重，表9按行业增长

速度排序，表10按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比重排序。 

表9 各个行业增长速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1991-2000) 

行业 年均增长速度（%） 外企工业增加值占 

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  

普通机械制造业 25.18 22.1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2.37 65.3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8.61 30.8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4.77 5.7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3.59 49.3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40 14.92  

化学纤维制造业 13.17 39.2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29 34.24  

饮料制造业 12.21 27.86  

医药制造业 11.91 24.5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01 4.7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18 11.1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68 21.54  

煤炭采选业 7.61 0.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5.45 28.77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5.42 27.99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4.82 0.55  

塑料制品业 4.55 44.32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 4.52 54.62  

橡胶制品业 4.46 35.5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4.15 59.4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08 0.8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07 17.30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2.85 29.36  

金属制品业 2.16 34.8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94 4.13  

纺织业 0.62 20.73  

食品制造业* 0.39 4.19  

食品加工业* -2.96 20.68  

家具制造业 -3.80 43.8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9.15 48.83  

资料来源及注同表2-7。 

表10 各个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及增长速度(1991-2000) 

行业 外企工业增加值占 

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 行业增长速度（%）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65.39 22.3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59.46 4.15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 54.62 4.52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49.39 13.59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48.83 -9.15  

塑料制品业 44.32 4.55  

家具制造业 43.88 -3.80  

化学纤维制造业 39.28 13.17  

橡胶制品业 35.58 4.46  

金属制品业 34.82 2.1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4.24 12.2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0.84 18.61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29.36 2.85  

造纸及纸制品业 28.77 5.45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27.99 5.42  

饮料制造业 27.86 12.21  

医药制造业 24.56 11.91  

普通机械制造业 22.18 25.1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1.54 8.68  

纺织业 20.73 0.62  

食品加工业* 20.68 -2.9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30 4.0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92 13.4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15 10.18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5.70 14.7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71 11.01  

食品制造业* 4.19 0.39  

非金属矿采选业 4.13 1.9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88 4.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55 4.82  

煤炭采选业 0.15 7.61  

资料来源及注同表2-7。 

  表9和表10表明，各个行业的增长速度与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9按照工业各行业平均增长速度

排序，除排名较前的几个行业外，其余行业的增长速度与外资增加值比重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如普通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

增长速度较快而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并不高。表10按照外资企业在工业各行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排序，同样可以看出，除电子、仪器行

业等排名靠前的行业外，外资比重较高的行业增长速度未必快，如文教、服装、家具等行业，而外资比重较低的行业，如煤炭采选业、黑

色冶金、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却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 

  下面部分，我们对工业各行业1990-2000年10年中的平均增长速度与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做横截面的相

关性分析。 

  在相关分析时，我们剔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木材几竹材采运业、烟草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

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6个行业，因为它们不对外资开放或开放很有限，作此相关分析没有意义。 

  剔除上述几个行业后，将工业各行业的增长速度与外资增加值比重的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直线拟合，进行线形回归分析，计算结果，

两者相关系数为0.0285，仅微弱相关（ r〈 0.3为微弱相关, r为相关系数〉，表明二者相关性较差。 

3．弱相关性的原因分析 

  工业增长与外商投资企业比重的弱相关性，与人们的直观感受有很大差距，不完全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实绩。对其进行

解释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提出的假设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存在进入壁垒 

  某些高速增长但外商投资企业产出比重低的行业，有可能存在外资进入壁垒，包括自然壁垒和政策壁垒两种壁垒。例如，石油加工行

业增长速度较快，但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出中的比重低，是因为这个行业对外资来说存在政策性进入壁垒：较长时期内，我国自然资源采掘

业对外资不开放或实行有限开放，国内资源开采企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石油进口又基本上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石

油加工领域很困难，缺乏有竞争力的原油资源。煤炭行业和其它采掘业的情况与石油加工业相似。再如普通设备制造业，增长速度排名首

位，但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是因为这个行业国内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在中低档产品层面，国内企业的产品有较强的

竞争力。 2．存在挤出效应 

  某些低速增长但外资比重高的行业，有可能存在挤出效应，即外资具有某种明显的竞争优势，它们的进入排挤了内资企业或排斥了国

内新投资者，产生外资替代内资的结果，导致整个行业的较低增长速度。例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增长速度并不快，但外商投资企业比重

高，其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行业的产品出口比例高，外商投资企业有品牌优势及国际营销网络，与内资企业相比有明显优势。 

3．某些行业跨国投资不活跃 总量上看，跨国投资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很不相同。一般而言，加工组装

型制造业是跨国投资最活跃的行业，加工组装的特性，使跨国公司能够形成全球生产体系，一种产品多国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等行业都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的制造业。然而在另一些行业中，跨国投资并不活跃，因此跨国投资在在这些行业中的重要性，远



远低于其在加工组装型制造业中的地位。冶金行业的情形就比较典型，这个行业中的跨国投资不够活跃，各国的冶金行业都以内资企业为

主，大国中的冶金行业更是如此。过去10年，我国几个冶金类行业的增长速度不算低，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出中的比例较低，可能与全球冶

金行业跨国投资不够活跃这个大背景有关。 8．简短的概括 

  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工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合计仅占全部工业资产合计的10.18%，但其所提供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

27.39%、工业增加值占23.98%、工业销售收入占26.79%，工业利润总额占29.19%，应交增值税占20.05%。对比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

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产出效率明显高于我国工业部门的整体水平，外商投资企业以十分之一的资产，创造出五分之一的增值税，四分之

一的产值和销售收入，三分之一的利润。见图4。 

图4 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各项指标的贡献比较 

  结论是，过去20年，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外部资金来源，对中国工业的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

率，改善资产形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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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工业所占比重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工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由外经贸部外资司提供。 

[2] 2000年到2001年，笔者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

其中当面访谈的企业有67户，占全部调研企业的一半以上。 

[3] 感谢日本朋友今井键一先生和大谷次郎先生提供的数据。 

[4] 见脚注3。 

[5] 两项调研均由王志乐先生组织，第一项调研见王志乐主编，《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第

二项调研见王志乐主编，《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6] 石油加工业增长速度排名第5，但由于这个行业对外资开放有限，不具备比较的意义，因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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