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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外资：威胁还是受益 

作者:赵晋平 时间:2005524 17:00:02 阅读:384

 

    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最具活力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但为中国带来了强劲的

经济增长动力和实际效果，也为世界的跨国公司乃至资本输出国提供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和机遇。 

       关于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轨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话题的背后，正是我国规模庞大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流入量。庞大的

外资规模，是威胁，还是受益？从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积极参

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正是一条成功经验。  

   ＦＤＩ在华呈现五大特点  

       ２００４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达６０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１

３．３％。这是从２０００年以来连续第四年的增长，标志着流入中国的跨

国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定增长阶段，且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

到位金额累计达５６２１亿美元；实际存量估计为２６００多亿美元，按照

目前汇率水平计算，相当于２００４年当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１／４。  

       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具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来源广泛。目前世界

上１７０多个国家（地区）都有在华投资企业，其中七成投资额来自东亚国

家（地区）；１５％左右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二是企业数量多。目前正在运

营的企业大约为２３万家左右。三是投资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正在运营的

企业中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各占４０％左右，中外合作企业占１７％，

其他为合作开发、股份制公司等投资方式。四是投资领域多样化。从投资额

来看，工业比重接近７０％，服务业占２３％左右。五是分布地区集中。８

６％左右的外资企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不到１５％。  

       随着ＦＤＩ流入的持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各项业绩指标在中国经

济指标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最新年度统计表明，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约

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８％；完成的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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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２７％；涉外税收占全国税收的２

０％；吸收的劳动力达到２３５０万人，大约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员的１

０％。ＦＤＩ为中国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这些统计数字上的表现。２５年

来，跨国公司投资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参与

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经验，使得中国的企业获益匪浅。实践表明，外商投资企

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  

   在国际比较中见差距  

       据贸发会议的初步估计，２００４年中国吸收ＦＤＩ的规模仍高居

全球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多。  

       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优势在于：首先是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基

本政策，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放开行业准入限制，为跨国公司提供

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加入ＷＴＯ为中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融入世

界经济、进一步开放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按照国际规范和市场经济

要求改善投资环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招商引资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体系，明

显提高了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第三，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具有长期

的经济增长潜力，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长期发展的巨大市场空间。第四，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劳动力要素价格是中国的特殊比较优势，为跨国公司

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更大可能性。第五，经过长期的改革

开放和发展，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条，大批外

资和本地企业得到培育和成长，具备了为跨国公司当地生产提供基本配套的

能力。  

       但是，在中国目前吸收的外资企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加以

解决的问题。例如地区分布差距日趋扩大、技术转移程度低于预期、出口加

工附加值较低等。即使是吸收ＦＤＩ的相对规模，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

一定差距。  

       首先，从年度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ＧＤＰ）的比

例来看，中国目前不到４％，仍然低于新加坡、南非、越南等１至３个百分

点，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家相近，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  

       其次，进入中国的ＦＤＩ，６０％左右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地

区），其他地区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入规模并不高。截至２００３年末，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在全部对外投资存量中的比重仅为０．７％，低于墨

西哥的３．４％、巴西的１．２％、新加坡的３．２％等。欧盟的主要成员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对外投资中仅有０．２％～１．５％进入中

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１９５１年～２００３年累计的比重仅为３．１％，

低于东盟４个百分点。  

       因此，不论是从中国经济中ＦＤＩ的相对规模，还是从发达国家对

华直接投资的份额来看仍然相对有限，今后仍然具有继续与其他国家共同分

享国际ＦＤＩ资源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ＦＤＩ输出方与中国都是赢家  

       首先，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累计获

得了大约５６２１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投入和资金，目前仍有大约２６００亿

美元左右的资本存量在运转；每年的ＦＤＩ实际投入相当于当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７％～１０％，ＦＤＩ成为中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次，大量的ＦＤＩ投入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与资本要

素结合并发挥有效作用的机会，推动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目前大约有２３５０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相当于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

１０％。  

       第三，２００４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跃居全

球第三，其中离不开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目前中国的出口中５７％是由外

商投资企业完成的。  

       第四，目前正在运转的２０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大约有一半左右

属于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因此，至少有１０万多家本地企业通过与跨国公

司合作，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大批国内企业从中获得了技术与现代管理经

验的学习效果和知识积累。而各国企业通过在中国的投资，不仅获得了进入

中国市场的机会，而且能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自身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和国际市场份额，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以汽车产业为例，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分析，２００３年美国通

用在中国的生产量仅占其全球产品的３％，但是创造的利润却相当于全球的

２５％。该公司在华企业的税前销售利润超过了２０％，远远高于世界汽车

产业平均５％的水平。另据高盛公司估计，在中国领先的外资汽车制造商大

众公司，２００３年每股收益的７０％～８０％来自中国。  

       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进口公司内部的设备、零部

件和关键技术、材料，通过向其母公司的全球营销系统提供廉价加工组装产

品，同样能够赚取更多的商业利益，而且带动了本国面向中国的出口增长。  

       以韩国为例，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增长很快，２

００４年当年韩国对华投资规模甚至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

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韩国在华企业多数采取进口

本国设备、零部件，然后加工出口到其他市场的经营模式。随着投资规模的

不断扩大，韩国对中国出口也出现快速增长，并导致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１０年来的贸易顺差累计金额已经相当于韩国累计对华投资额的１０倍左

右。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接

受调查的５９５家日本企业中，４９．７％的企业表明对外投资使得本企业

的出口进一步扩大，只有１２．３％企业回答出口有所缩小。日本对中国的



直接投资同样带动了日本企业零部件和设备对华的大量出口，成为拉动日本

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之一，这也是日本各界近年来达成的一项共识。  

   寻求降低风险的有效模式  

       中国经济中的外资成份已经占有较大份额，独资企业在全部外资企

业中的比重正在逐渐上升。这是否意味着企业撤资、中国国际收支严重失

衡、跨国公司垄断国内市场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经济安全受到更大威胁？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汇出规模有限，并不构成经常项目

收支失衡风险。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外商直接投资收益每年大约为２０

０亿美元，其中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占５０％左右，即在国际收支表中投资收

益贷方的一半左右还要在直接投资项下以借方的形式流入。即使目前的存量

成倍增加，实际的投资收益净汇出仍然十分有限，何况外商投资企业连续多

年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都占全部贸易顺差的１／３左右，远远超过了投资收

益净汇出部分。  

       其次，外商在中国投资的９５％左右采取新建企业、即“绿地投资”

方式，少量购并也是通过购买企业资产或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权的方式进行

的，外资股权流动性很低，如果大规模撤资会导致其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因

此，市场可以抵消外资撤资风险，不会冲击国际收支。  

       再次，外资形成垄断的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在一些外资集中的

行业，外资企业占行业销售额比重较大，但是往往出口比重也较高，扣除出

口后实际上外资占国内市场的份额远远低于其销售额所占比重。即使外资在

国内市场份额较高的行业，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大，大量外资企业相互竞争，

也并未形成垄断。而对于一些因规模经济原因具有垄断可能的行业，应主要

依靠《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手段和竞争政策来规范企业竞

争行为。  

       此外，独资企业比重比较高并不是外资企业可能形成垄断的直接原

因。目前中国存在大约２０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这些投资来自世界１７０

多个国家，利益主体和决策系统千差万别，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独资只

能提高企业内部决策的一致性，并不是企业间行为协调统一的直接成因。国

际经验表明，外资企业采取一致行动，动摇经济安全的风险主要来自危及外

资企业共同生存环境的急剧的制度与政策波动。而这种急剧变动在中国并不

会发生。  

   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应成为长期政策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多元化市场主体结构的初步形成，逐步

建立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成为一种必然，也是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和

促进合理竞争的客观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改变了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

资的政策，反而是市场经济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之一。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资本要素的投入和积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在国内资金供给相对充裕、投资主体

趋于多元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所特有的市场营销资源、巨大资本实力和良

好运营机制、现代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仍然是中国转变增长方式、承接现代

产业转移和加快结构调整与升级所需要的。  

       实际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最主要的方

式，对于中国提升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中国迄今为止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越是市场准入限制少、开放程度高

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越强。如电视机、冰箱、空调等消费电子行业就是如

此。因此，长期坚持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政策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

利益，也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２００４年正式发布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改审批

制为核准制，进一步简化了核准内容，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核准权限；经过重

新修订并于２００５年起实施重新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也进

一步放宽了外资行业准入范围，加快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步伐。  

       此外，近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效

果已明显显现。这些最新举措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将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吸

引更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态度。  

       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环境过程中的具体政策调整会充分考虑到不同

经济主体可能受到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补偿性措施和过渡性安排。根据以

往的经验，事实上在减少部分企业优惠待遇的同时，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方

面也会相应取得进展，进一步降低这些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企业的实际收益

并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对于具备很强国际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来说，规范的

和市场化的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企业赢得竞争和获得长远发展空间。□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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