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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余永定 

    一、中国FDI流入的基本特征与国际比较 

    80年代，中国的FDI主要来自香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FDI流入来源地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香港、台湾

以及新加坡等一些华人地区(或国家)尽管对中国的FDI保持较大的规模，但是在FDI总体中仅占到50％，相对重要性降低

了；而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的FDI在90年代以后有非常突出的发展，相对重要性也在逐步提高。FDI流入

的产业结构变化也非常明显。80年代来自香港的FDI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部门，少部分流入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90年代以后，FDI迅速向各个部门全面扩张，最集中的是制造业部门，达到了FDI总流入的60％。制造业流入的FDI当中，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了加工行业。 

    如果做国际比较，会发现中国FDI在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10％，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中国FDI

存量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则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约在30％，而中国则接近一半。尽管流

入中国的FDI多数集中在制造业，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FDI流入中国的产业集聚程度和其它国家相比并不是

非常高。 

    二、中国吸引：FDI的主要决定因素 

    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FDI流入可以区分为推动因素(外部因素)和拉动因素(内部因素)，这两个因素有时候很难区

分。关于来自中国国内的拉动因素，总体来看，拉动FDI流入中国的主要有五大因素，分别是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较完

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FDI的优惠政策、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吸引FDI流入中国的最终驱动力量还是取决于FDI带给跨国公司的利润，或者说是跨时期利润。90年代，中国带给FDI

的利润率大约在13％～14％，与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持平，但是大大高于印度的6％。跨国公司从

中国得到的利润不断增多，1996年FDI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大约在60亿美元，2002年达到了270亿美元。支持FDI流入中国的

另一重要因素是，尽管不是所有的公司到中国投资都能赚钱，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了盈利。 

    三、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DI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创造就业、贸易扩张、技术升级以及推动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方面，在过去时间里FDI对于推动中国的就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6-1990年、1991-1996年、1997-1999

年三个期间，外资企业分别创造了6万、375万、72万个新增就业，分别占到了当期全部新增就业的0.43％、9.62％、

6％。与FDI在中国资本积累中的地位相比，FDI在创造就业方面并不十分理想。需要认识到，外资企业在创造就业的同



时，也通过竞争破坏了原先由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与当地公司相比更倾向于使

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因此，FDI对创造新增就业的贡献适中。 

    外资企业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1985年，外资企业涉及的出口仅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1％，近期，这个数

字达到了45％-50％。外资企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以2000年为例，外资企业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达到了外资企业总

出口的82.99％，占中国总出口的4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企业尽管对出口做出了贡献，但是在1997年之前对于中

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影响是贸易赤字。如果考虑到未来外资企业的大量利润回流，外资企业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带

来巨大的黑洞。 

    FDI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非常复杂，而且难以度量。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有42％的企业使用了

企业最先进的技术，而另外58％的企业则使用相对先进技术或者是原始技术。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相比，在生产技术、管

理以及国际营销网络上具备优势，因此，势必会带来一些技术转移与技术外溢。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与出口结构的迅速变

化都反映了这一点。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首先是FDI对资本积累的贡献，其次是FDI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贡献。衡量FDI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最大的困难在于剔除FDI对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在外资企业最集聚的10个行

业中，外资总资产占的比重达到了10.18％，大致与东亚其它国家的情况持平。考虑到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以及FDI对于资

本积累的挤出效应，FDI通过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FDI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于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方面。国外学者估计，90年代，FDI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2.5个百分点，中国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半要归功于FDI。 

    以上，仅是粗线条地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目前还很难非常精确地评价FDI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这项研究还需要更多细致、全面的研究工作支持。 

    四、对中国吸引外资政策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需要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既然要有自主性，就要对发展外资重新考虑。过去吸引外资政策的成绩要肯

定，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根据形势有所变化。目前吸引外资政策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内资、外资的

公平待遇问题；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行业垄断问题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吸引了大量的FDI，这些资本目前把大

部分的利润都转化成了再投资，所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还不算很大。如果外资企业把更多的利润向外转移，国际收支平衡

会面临持续的巨大压力。为了偿还外资要求的利润回报，必须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弥补。贸易顺差、经常项目逆差是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特征，干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外债。中国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到FDI对中国经

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论坛演讲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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