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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际化视野审视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 

——张宏伟在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内容。下面我就“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这一专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重点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供与会的委员和

同志们参考指正。 

   通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用国际化的视角来制定其发展战略。我们要看到，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其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各国在这场全球经济结构

大调整中将重新定位，中国在这次经济结构调整中属于边缘化经济，而中国

的民营企业更是边缘化中的边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开放并不

意味着没有限度地全面放开。中国的开放是有时间表的，要在保证经济安全

的情况下实施对外开放，对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行业和领域

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一、正确看待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下面，我们作一些背景分析。从大格局上看，当我们在欣喜于对外开放

的成果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外资对中国民族经济的

挤压与冲击。数据显示，20年来，外贸、外资已数倍于的GDP高速增长，我

国经济已明显出现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现象，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外资对

中国经济的控制和影响日益增加，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掌控呈加速发展的趋

势，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形成制约，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不断增

大。 

   市场控制力的削弱。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对外

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61％。这一比重大大超过我国这样一个大陆型经济体

所应有的正常水平。从国际上看，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美国的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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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其GDP的20%；而日本作为海岛型经济，且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外贸

依存度也未超过30%。 

   可以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为最高的之

一。如此之高的外贸易依存度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严重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式的

变化，抗风险能力大大削弱，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着潜在威胁。 

   从我国对外贸易的控制权来看，到2002年，外国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已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2.5%。我国大部分重要出口产业中，外资企业都拥有了

绝对控制权，因此，我们在牺牲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并未得到应有的利益。在

我国对外贸易中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等贸易方式占比达50%以

上。这种“三来一补”对外贸易的控制权与绝大部分利润都掌握在国外企业手

中，我国企业仅仅是赚取少量的加工费。这样大量的加工企业出现，无助于

我们自己产业能力的提升，相反因产业受制于人而无法形成自己的强大产

业。 

   社会资源控制力的削弱。从投资角度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国

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到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已占

全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尽管从吸引外资总额上看，中

国与美国在2003年大体相当，但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七倍，外资在中国

经济中的比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从外国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

例来看，1992年至2000年，中国经济中外资投资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

的之一，达到13%，而同期韩国为1.2%，印度为2.2%，美国为6.9%。 

   长期的、持续的、大量的外国投资造成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外资逐渐形

成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

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的控制权。 

   外国投资在中国的过度发展，导致了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占据了国内市

场，垄断了产业的核心技术，制约了中国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从国家

竞争力提升的深层考试，由于我国主要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多为外资所

控制，核心技术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民族产业在外资的打压下又无力创

新。所以，中国几乎所有产业都丧失了原创力。因此，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

有了很大增长，但技术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差距却并未缩短。 

   我国国际竞争力排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在国际权威的

国家竞争力排行中，与同是发展中大国印度相比，2003年印度商业竞争力的

全球排名是第38位，中国是第46位，落后印度8位，那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就进一步拉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强盛，最重要

的是经济的强大；而经济的繁荣根本在于拥有一大批自己的强大企业。美

国、欧洲、日本甚至韩国之所以强盛，其原因在于具有一大批自己的世界级

的企业。因此，我国要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关键是培育出自己的具有强大

竞争力的企业，由此构筑我国的产业核心。 

二、用国际化视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 

   我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关

键是要用国际化视野审视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正确把握“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机遇与挑战。 

   “引进来”必须先研究了产业导向，对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点行

业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对引进来的核心技术、管理方式和经营模

式分有明确的要求和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标志之一，也是我国更加对外开

放的象征。因此，“走出去”的目标一是要培育出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

业实力，利用自己的品牌资源及核心技术形成产业核心，占据国际市场；二

是控制和引进国家需求和紧缺的自然资源、市场资源和管理资源，为增强国

家竞争力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 

三、几点建议与措施 

   第一，尽快制定符合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制

定，要将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放到首要位置考虑。要重点确立一

些具有良好发展空间的大型民族产业，在税收、土地等生产要素和人才引进

等各项政策上向这些民族重点产业倾斜。对外要立即着手研究后WTO时期对

外资产业的调控手段，参考他国经验，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突出对民族产业

的政策支持，快速构建我国民族流通产业体系。 

   当前，外资对中国经济中重点行业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政

府部门将引进外资，尤其是将引进500强企业作为政绩指标来考核，甚至实行

一票否决权。这种短视行为导致了新一轮盲目的引资热，同时也导致了新一

轮的隐性的不公平竞争，所以，希望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

态势的危险性和不可预见性，迅速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制止盲目引进外资的

政绩考核这种错误做法，保障中国经济的稳定。 

   此外，要立即全面调查外资在我国产业的发展控制情况，深入分析其对

我国民族产业造成的损害，研究按照目前情况发展，五至十年后外资在我国

经济产业的格局，以及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的危害，做到心中有数。同时，

要对那些违规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给予严厉处罚。 

   第二，提升中国企业的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走出去”是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的必然阶段。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企业要有市

场实力；二是产品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参

与国际化竞争，就必须培育和提升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从而实现占有市场

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尤

其是有原创核心技术的企业，率先以自有品牌打到国际市场上去，政府不但

要把这些优秀的民族企业领到国际市场，还要想尽各种办法帮他们站住脚。

因为，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要的是中国企业立足于国际市

场。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渠道，注重引进外资水平，提高利用外资质

量。资本的国际化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中国企业一

方面要打通与国际资本相融合的渠道，通过国际资本自身的输血功能以及随

之而来的先进管理文化来提升自己。另一方面，要在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



上，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和调控方式，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合理

引导外资投向。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外资在并购和一些

行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通过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市场

环境，使中外投资者有序竞争与合作，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健康、快速、持续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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