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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需要增加本国的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竞争关系。中国与东盟国
家就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关系作一些分析，最重要的
是针对分析对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提出建议。 
东盟 FDI 竞争 

中国与东盟国家是邻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了将有限的资金吸引到本国来，中
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来说明这种引资竞争关
系，并且分析了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由于引资存在着竞争关系，而投资是经
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如何将不利形势引导向有利的形势发展？本文提出了中国扩大引资
的对策建议。 
陈德铭和鲁明泓（2000）指出中国外资流量和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较小，应扩大引资力度，中国
在投资硬环境中大部分经济指标方面拥有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方面尤其突出，但在基
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第三产业方面明显居劣势，投资软环境中等。陈志昴和缪仁炳（2001）认为中
国的周边国家引资竞争力得到加强，中国引资的最大挑战是投资软环境。汪威毅（2003）认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经济结构雷同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重大障碍，由于经济结构互补性差而成为
劣势。李占卫和李皖南（2004）指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带动区外资本流入中国，其中包
括有一部分原先投资于东盟后转移到中国的投资，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规模。杨宏
恩（2006）以日本国际直接投资为视角，说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引资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分析了
东盟国家的多种博弈策略和中国的对策。许宁宁（2006）认为在国际经贸领域，中国与东南亚间的竞
争性和合作性正发生着新的变化，由竞争走向合作将带来“双赢”。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有些文章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但没有深入分析原因和
中国在引资竞争关系的优势和劣势；有些文章提出引资的策略，但只是针对全球经济环境提出很宽泛
的措施，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
的原因；从实证上说明了引资竞争的现状；分析了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针对
中国和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原因 
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引资竞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主要有地理因素、经济结构雷同等。 
（一）地理因素 
中国与东盟都处在亚洲东部沿海，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上的邻近，
使得价值观和人文氛围存在相似。因此地理因素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经济结构雷同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着相同的发展经历。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两个阶段，首先是进口
替代战略（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是出口导向战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和东盟国家
也是循着这条路走过来的。纺织品服装、鞋类、机电产品、农产品等行业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相竞争
的行业。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现状 
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在绝对数量和规模上，中国吸引FDI的流量远远高于东盟
各个国家。在相对比例上，中国吸收FDI数量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FDI的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东盟
国家的比重相对下降；中国吸收外资流量的增长率上升或保持高位稳定，东盟国家则停滞不前或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 
（一）绝对量上中国引资数量高于东盟各国 
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1991年为43.66亿美元，1992年达到了111.56亿美元，是上一年的2.56倍，这种增
加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96年，引资额为401.8亿美元。1993年中国为275.15亿美元，而整个东盟十国加
起来才159.13亿美元，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96年，虽然东盟十国总引资额在这三年里一直在增加，
但每年的绝对数额少于中国的吸引外资的总数额。 
（二）相对量上中国引资的份额超过东盟各国 
1985年到1996年期间，中国引资总量占发展中国家引资总量的比例从1993年开始高于同期东盟十国引
资总量占发展中国家引资总量的比例。从吸引FDI相对量上来说，不仅是考查中国引资占发展中国家引
资的份额还是考查中国引资占全球引资的份额，中国引资的份额历年均超过东盟各国。 
四、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与劣势 
发展中国家多利用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不例外。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
除了运用优惠政策，还有哪些自身的优势？并且有什么劣势？认识到了这些，中国在引资竞争中就可
以扬长避短。 
（一）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 
1.巨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和巨大的现实市场。中国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消费能力将不断提高，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点已经成为外商投资中国
的最主要考虑因素。 
2.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一国吸引FDI的基本保障。中国的政治环境是稳定的。东盟国家
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如领土纷争、军事政权更迭、宗教矛盾，民族纠纷和种族冲突等。 
3.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近30年以9%以上的速度发展，近3年又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
（2005年GDP增长10.2%，2006年GDP增长10.7%），创造出很多的高利润投资机会，并且在经济扩张的
背景下，这些投资机会风险较小；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消费能力的扩张，为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4.生产要素丰富。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劳动者素质不断提
高，高科技人才储备充足，是发达国家转移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乐土。中国工人的优秀程度普遍压倒东
盟各国。中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总量丰富，是发达国家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二）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劣势 



应该看到，虽然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存在优势，但是也有劣势，这一点不容忽视。具体说
来，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健全，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外商投资造成了最大阻碍。有
关政策变化幅度大，透明度低．统一性差，给外商投资及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其次中国人才结构性
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因此有很多跨国公司将其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如越南、老
挝等。最后，基础设施有待完备。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相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不
够，交通运输、水利、能源、城市设施方面都有待完备。 
五、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 
鉴于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着重要扩大优势，创造条
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提高自身的引资能力，将引资的重心逐渐从优惠政策转向优化国内投资环境，
加强国际合作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增强中国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力。 
（一）优惠政策调整 
现行的外资政策给予外资过多的优惠政策，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因
此，中国扩大引资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要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严格审查外资，提高引资质量。现阶段，对外资不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去引
进外资。对那些重污染、高能耗、投入产出效率低的行业，我们应拒绝引入。从长远利益出发，从提
高国民的整体福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重视外资的质量，改变过去一味追求引资数量的做法，利用外
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优惠政策。在制订优惠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其促进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
的功能，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需要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在吸引外资时不应再给予超国民待遇。 
3.对东、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不同。我国现行优惠政策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
的差距。为了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优惠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山区，区分
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优惠政策，东部对外资企业应尽量减少甚至取消超国民待遇。中西部相对来说吸
引外资的条件不利，可以在一定时期适当地应用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 
（二）优化国内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硬环境）和社会环境（软环境）。硬环境包括地域、要素禀赋、基础设施等
与投资密切相关的外部物质条件。软环境是指对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如人文、法律、制度、政府行
为、员工素质、行为习俗等方面的外部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投资环境中的硬环境有了
很大的改进，中国要扩大引资，主要是要在软环境上下功夫。首先要转换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运作效
率，为扩大引资创造有利条件。其次，要大力完善法制环境，使经济行为建立在法律和法规的基础
上，维护和改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三）进一步开放市场，拓宽外商投资领域 
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业、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
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
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形成新的投资热点，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六、结论 
中国与东盟国家确实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而且引资竞争对中国和东盟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
响。有很多影响是目前可以观察和分析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隐性的影响会显现出来，这一
点有待读者深入地研究。中国在这种竞争局面中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优势和劣势是动态的，可以
转化也可以消失。对策建议的根本原则就是要保持优势，减少劣势，提高我国的引资能力。本文给出
的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没有面面俱到，只是针对目前中国引资过程中存在整体的比较突出的问题而提
出来的，没有针对不同的行业提出细化的建议，这一点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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