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商直接投资对现代人才就业影响分析 

文/张素芳 金 疏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现代人才就业现状 
   ⑴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1985年的60.60亿美元
上升到2006年的630.2亿美元。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截至2005
年，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占绝对优势，高达68.69%。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的投
资相对比例有所下降，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发展迅速，截至2005年，第三产业利
用合同外资的份额达到了29.36%。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很不平衡。截止2005年东部地区占
84.85%，中部地区占8.87%，西部地区4.37%，其他相关部门占1.90%。 
   ⑵现代人才就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就业总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自1999年扩招
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队伍也不断壮大，大学生就业日趋困难。  
   2．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现代人才就业规模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规模效应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前者指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以下简称“外企”）直接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后者则指外企的上下游企业为大学生提供
的就业岗位。因篇幅所限, 本文仅分析前者。由于缺乏外企每年实际接受大学生就业的数据，本文
主要从外企招聘大学生情况的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学生就业规模的直接影响进行分析，分为实
际影响和潜在影响两个方面。 
   ⑴外企招聘对大学生就业规模的实际影响分析 
   近几年外企越来越关注高校毕业生这一“人才库”，每年10月初就开始有大量的外企展开校
园行，此外，还推出了实习生计划以吸纳优秀的高校毕业生。 
   外企每年的校园招聘人数增长迅速。如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IBM 2005年
校园招聘中招聘了400名的校园精英，较2004年其招聘的200名高校毕业生整整翻了一倍，同时占到
2005年IBM招聘员工总数的近一半份额。IBM认为，只有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公司才能充满活力，企
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也是外企积极进行校园招聘的一大主要原因。 
   ⑵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规模的潜在影响分析  
   ①从我国大学生就业取向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现代人才就业规模的潜在影响 
   外企一直是大多数大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单位。据2004年大学生首选企业调查显示，在首选
的50家企业中外资或合资企业比例高达48%。  
   ②从外企招聘特点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学生就业规模的潜在影响 
外企在对外招聘，尤其是在一般员工招聘上相对于其他性质企业有较大的比例。根据2005年3月中
国人力资源开发网联合中青在线等网络媒体对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进行的“2005年中国企业招聘现
状”在线调查显示，外企在高、中层管理者和一般员工由外部招聘的比例都比较高。  
   3.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现代人才就业质量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规模产生影响，而且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资水平、就业结构及劳动者素
质三个方面。 
   ⑴外商直接投资对现代人才工资水平的影响 
根据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表明，工作单位性质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起薪有一定的
影响，其中，三资企业的起薪为1987元，位居第一，这比2005年大学生就业的平均薪水1588元高出
25.13%。  
   ⑵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结构的影响 
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包括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如前所述，我国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制造业，而近几年来服务业的比重在迅猛增长中。与此同
时，外商直接投资正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技术密集型行业。  
   ⑶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学生素质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营销、生产技术等理念。外商直接投资是我
国获取外部资源、市场、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有效途径。外企的先进理念一方面通过培训等方式，使
员工获取该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在外企工作的员工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可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在

 



同一行业和地方更为广泛地传播，例如通过参加产品展示和会议等，使内资企业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和管理实践。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⑴政府应在产业及区域分布上加强对外企的引导 
   如前所述，对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发展速度上很快，但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区域等分布上
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各行业中，制造业向来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由于制造业中很大比例的雇
员属于体力劳动者，因此，制造业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过大不利于具有较高素质的大学生的就业。
在区域上，过多的外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鲜有外资的青睐。比较倾向于去外企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相应地集中于东部，造成人才“扎堆”现象，这激化了大学生就业的供求矛
盾。 
   ⑵ 积极鼓励外企与高校间建立合作关系 
   近几年来，外企已经在华掀起一阵研发热潮，但是为防止技术外溢，更多选择独立投入研
发。显然，若其是与高校联合进行研发对大学生的素质影响将是更大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学生更
多的参与到这个研究过程。 
   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外企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如合作研发、合作项目等。这样，一方面使大
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熟悉外企，为未来进入外企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合作，也让外企更
多的进入校园，为以后招聘高校毕业生做准备。除此之外，通过合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大学
生的整体素质，使其适应外企的人才需求（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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