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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际化的提升与开放观的革新 

 

内容提要  本文以长三角经济国际化为例分析了迄今我

国开放观的成效与局限。接着，提出了新开放观的核心问题

是经济增长理念和方式。最后，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树立新开

放观的基础与目标要点：对跨国公司实行“参与”和“承

接”并举策略、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由“引资”转向

“选资”、“走出去”建立战略资源基地、工业化形态与景

观形态的关系。 

关键词  经济国际化外向型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作者简介  朱乃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所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研究员。 

 
经济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的重大发展

战略选项。这一战略选项以及相关促进政策体系极大地推进

了这些省市及所在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的工业

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同时，开放观初级化和增长方式

粗放化又使得这些省市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支撑力和

环境承载力出现极限化趋势，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受到

日益凸现的制约。因而，以科学的发展观调整和革新开放

观，具有理论和现实的迫切性。 

 

一、我国经济国际化与迄今的开放观 

沿海开放省市提出经济国际化战略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现

实的需求性，但迄今的发展观和开放观也有一定历史局限和

非理性增长冲动因素。 

 

经济国际化是指各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和相互依存关系

日益扩大和加深的一种客观趋势和进程，其实质是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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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化。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本和技术缺口巨

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长期闭关自守的发展中大国。国家

实行对外开放之后，各地把引进外资作为区域发展的重中之

重，这是符合规律的发展。实证研究文献表明，FDI是包括

资本、技术和知识、管理的综合体，特别是来自国际产业

“旗舰”500强的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主要是产业结构效应、

技术外溢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①]从发展的实际进程看，

以发展加工贸易出口和引进FDI为重点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区

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2004年，长三角两省一

市进出口总额达417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2亿美元，分

别占有全国36％和37％的比重，并且形成了以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目前这两类产品出口在

全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58％和31％；实际利用外

资直接投资253亿美元，占全国42％的比重。[②] 长三角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国际化率先地区，接轨世界经济体系的前沿

平台。 

 

同时，这个区域经济的进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外

资依存度分别达到了89.5％、47.5％和5.4％。对外依存度

与风险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我国主要以劳动

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当今的国际分工由国

家和产业间的分工深入到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分工，以产品价

值链为国际产业化的基本单元。但是，以知识和资本支配劳

动的基本性征并未改变，且继续强化。而我国以劳动量资源

比较优势为主参与国际分工必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具有相

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的

易转移性和国外进口商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力，加剧了国内出

口商品生产和经营者以价格为主要手段的竞争。二是收益分

配的微薄性，加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其他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挤压和国内各地的无序竞争，又进一步加剧了这

两性。美国媒体关于罗技国际集团在苏州工厂收益分配的报

道，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价格“残酷”低廉的广为流传的典

型。苏州罗技每年向母公司出口2000万只“旺达牌”鼠

标，每只40美元的销售收益中母公司拿8美元，美国原材料

及零部件供应商和批发零售商各拿15美元，苏州工厂只剩2
美元，要支付工资、运输和其他管理费用。[③] 此外，有关

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做加工贸易的厂家，工人劳动条件和缺

乏安全保障的报道也时见于报端。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地方政府和企业从发展当地经济的

需要和相互竞争出发，不乏非理性冲动和追求政绩的动因，

招商引资饥不择食，“追高逐低”（过分放宽对外资的监

管，以牺牲环境和劳工利益来吸引外资），恶性竞争。这样



的结果，一是扩大和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控制和垄断地位，削

弱了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在竞争中处在被动和不平等的地

位。二是扩大和强化了外商投资对本地产业结构的扭曲、对

关联企业发展的压制、对本地品牌的挤兑和比较优势动态化

的阻碍。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因对跨国公司和FDI的过度依

赖，出现我国比较优势被锁定致使产业技术水平长期低端化

的威胁。三是资源严重浪费和流失。突出表现是层层级级大

办开发区，对外商投资实行低价甚至零价格供地，有些技术

档次并不高的外商投资企业，圈大片地建“花园工厂”。沿

海地区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到了近乎枯竭的地步。有的

外商利用各地引资的无序竞争，搞“候鸟企业”；有的设备

投资“以次充好”，虚报天价，项目尚未开工，投资成本已

经赚回；有的利用公司内部定价和利润转移机制，高进低

出，把账面做成亏损，实际上大发其财。对此，相关文献是

有过对外资过度依赖的批判性结论的，不应把FDI视为“净

增加的金融和技术资源以及促进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结构或

体制因素。”[④] 

 

二、新开放观的核心：增长理念与增长方式 

以科学发展观革新开放观，核心是转变增长理念和增长

方式。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量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

果。投入产出比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指标，生产过程

及产品消费对环境造成的负荷和污染（绿色GDP）和资源循

环利用（循环经济）是愈益重要的评价因素。经济学家强调

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作用。库兹涅茨

研究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增长（人均GNP增长）25%来自投

入要素量的增加，75%来自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⑤] 他还

指出，科技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它必须与物质资

本、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相

结合，才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舒尔茨指出，经济发展

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

多寡。[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很多，作用机理复杂，

它既是一个微观的“技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的“社

会经济”问题。增长方式决定增长能否带来发展和带来多大

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合理、产业技术

水平高，法制健全，竞争有序，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强保

护的生态环境意识。在那里，增长总会带来发展。发展中国

家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种种缺陷，增长未必导

致绝大多数民众满意的发展，甚至可能出现“有增长而无发

展”。“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命题，就是发展经济学家在上

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对我国仍有现实的针对性。作为就

业压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



理”的理念。但是，经济增长要集约化的，发展要协调和可

持续，以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前提，以

科技进步为主动力，在总量的扩张中实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

级。经济发展还要用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尺度来衡量，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要协调同步，实现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 

 

三、树立新开放观：基础与目标要点 

新开放观要求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

“两个市场”，加快构建外向型经济发展与经济集约化增长

的良性互动的机制。 

 

改革开放26年来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首先是沿海地

区基本上突破了发展初期的储蓄和外汇“两缺口”的约束。

如“长三角”，上海人均GDP超过了5000美元，国际经

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构架基本成型，苏南和浙东人均

GDP也达到30004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

业基地雏形已现。总体上，“长三角”区域经济具备了必要

条件，可以实现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向人力资本竞争优势转

变，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和竞争，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

置，拓展发展空间。通过进一步调整发展思路，优化区域资

源整合，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构成外向型经济

发展与经济集约化增长的良性互动的机制的充分条件。目

前，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切入： 

 

第一，因应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实行“参与”和“承

接”并举互补对策。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一是以跨国兼并

和建立战略联盟的方式巩固和扩大垄断地位。二是充分利用

国际分工突破传统的国家和产业边界向产品生产“价值链”

层面的深化，通过产权性和非产权性联系，把发展中国家那

些具有突出比较优势和竞争潜力企业和生产环节整合进其全

球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主

要是以“强强联合”的产业整合和产品与服务“价值链”的

分拆“外包”这两种形式推进的。沿海地区是发展中大国中

国的发达地区，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乏技术

先进、有相当实力和竞争力的公司和企业集团。这类企业凭

借自身实力，依托大国市场和发展潜力优势，是有条件因应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实行“参与整合”和承接转移并举和互

补的对策。通过与跨国公司的战略结盟，加快崛起，填补我

国在世界500强中制造业企业的“空白”。一旦实现“零的

突破”，崛起为世界量级的集团企业，就能为我国本土中小

企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宝钢”、



“扬子—巴斯夫”等国际级企业集团，就是世界500强的近

期“候补者”。中小型企业也要抓住机遇，承接转移，加快

发展。“沙钢”集团利用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布局调整，

整体拆迁购买该公司的炼钢设备，迅速提高了技术层次和市

场竞争力。“参与”和“承接”并举互补，加快静态比较优

势改造成动态比较优势，就能逐步解脱在国际产业链低附加

值环节的锁定。 

 

第二，加快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和能力建设。外向发展

对跨国公司的依附和低附加值输出，根源在于自主技术创新

能力弱，出口产品本地品牌少。目前，我国一般贸易多为

“贴牌生产”，加工贸易用的是外国品牌。高档产品主要依

赖国外核心技术引进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加工组装。我国是

DVD生产和出口大国，由于使用了国外专利，出口扣除专利

使用费后利润微薄。江苏高新技术产业的附加值为23%，

传统产业的附加值为25%，与发达国家这两种产业70%和

50%的附加值相比，差距甚大。自己不掌握产业高新技术

部分和环节，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高新技

术产业。加强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和能力建设，关键要加大

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技能培训的投入以及R&D投入，不但要重

视培养有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创意、设计、研发的尖端人才，

还要重视训练出数量更多的精于操作的技能型人才。要破除

“唯学历、唯资历、唯职称、唯身份”的狭隘人才观，建立

起不拘一格、选贤用能的机制，形成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

才的环境和氛围。要加快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

变、科技和教育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变、人力资本和人才优

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变，把这“三大转变”作为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关键和基础。 

 

第三，以资源集约、产出效益和环境效应为标准，从

“引资”转向“选资”。我国石油、煤炭、铁矿石和其他金

属矿藏等战略资源可开采储量越来越少，人均资源占有率极

低，土地人均占有率低于0.8亩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发展的

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趋大，资源瓶颈约束趋紧。经济技术

开发区本来是产业集聚、集约发展的有效载体，太多太滥就

失去了它原来应有的作用。去年的清理整顿切断了开发区泛

滥，相互攀比，恶性竞争的根基，创造了回归其作为“成长

核”原点环境，从而保证了国家级和省级以上重点开发区能

够以尽量用最少的土地占有、最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

用尽量高新的技术，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发展。许多城市和

地区以这一次宏观调控为契机，积极探索“零土地”招商引

资途径，开始从“引资”向“选资”的转变。招商考核办法

也进行了修改，从原先注重资金到位率，增加了对项目质量



的评价，项目甄别增加了成长性、投入产出率、资源消耗、

污染等标准，充分发挥人力、人才和人文资源优势吸引外商

投资，发展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高、环境污染小的集约

型工业和环保型产业，成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导向。提高产

业集中度，建设节约型社会，推广循环经济模式，提高可持

续发展能力。 

 

第四，“走出去”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我国要

成为“世界工厂”，“长三角”要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

地，必须有海外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的支撑。2003年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外电报道，中国和印度

这两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加入了与美、欧、日的全球石油争夺

战，中国和日本开始了未经宣战的石油战，中国正积极开展

“资源外交”，等等。我国加入WTO的“后效应”，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机制，为我国有实力的企业

“走出去”提供了比以前更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中东、

中亚、西非、俄罗斯等石油富集和拉美、大洋洲等矿产资源

富集的区域，是我国“走出去”的重点目标区。我国不必讳

言“走出去”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的目标，因为中国

的经济崛起，奉行尊重别国主权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互利

互惠、共同开发、利益共享、实现双赢的经济技术合作原

则，愿意让其他国家合理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这完全不同

于历史和现实的霸权国家的强取豪夺，以损害资源国的发展

谋求自己的垄断发展。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是提高

我国“走出去”水平的战略举措，也是“走出去”的战略重

点和难点。国家发展战略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协调，国有资

本和民间资本要形成合力，国家级企业集团要“走出去”，

地方级企业也要努力“走出去”，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第五，工业化形态与景观形态的关系。新兴工业化产业

形态是明晰的，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兼有规模、效

益、品牌和国际竞争力，形成园林化国土与集聚化产业协调

和谐的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农业和农村在现代工业化和城

市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作为不可或缺

的景观和生态平衡空间升华到极其重要的高度。在人口密

集，土地和水等资源和环境支撑力不足、承受力脆弱，尤其

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

坚定不移、始终不懈地努力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能给后

人留下赞叹，而不是遗憾。 

[①]  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世界经

济》2004年第1期，作者在论文中还提到了陈国宏、沈昆荣、萧政等人的研究成



果。 

[②]  据全国及两省一市200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③]  参见《扬子晚报》2003.2.2.的转载。 

[④]  卢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载《经济研究》2003/9。 

[⑤]  程极明主编：《世纪经纬—20世纪世界经济的总结与展望》，南京师

大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7页。 

[⑥]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当代外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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