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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资  功德无量  

——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的两个

根本观点  

 
李罗力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不少媒体上掀起了一股否定和质
疑引进外资的风潮。有人认为要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来看待我
国利用外资问题，关键是不能使我国的制造业处于对外资的依
附地位，特别是不能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还有人认为，目前阶
段跨国公司转移到我国的制造环节许多处在产业链条的下游，
我国所输出的实际资源有相当多的部分成为外国人的收益而被
外国人占有。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外资已经使我国投资收
益逆差逐年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严重不对称所致，而我国货物顺差相当部分只能用
来抵消外国投资者投资收益的汇出，这大大降低了利用外资的
价值及意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不仅人民币资金不
缺乏，外汇资金也比较充裕。而中国外汇资源的绝大部分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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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被外部使用，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中国利用外部资金越多，
国内资金的剩余可能越多。因此，是否需要继续大规模利用外
资值得进行深入思考。还有观点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
建立自己的技术体系和技术发展战略，不能指望外部的技术进
步来推动本国的发展，否则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再发展了。
也有外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
赖反映了国内民间投资不旺的病症，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
可能会导致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压抑，等等。 

其实，上述种种观点对于我们来说，绝大多数并不陌生。
许多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出现，只不过是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整个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面目和声音出现而已。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观点都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但
是我认为它们的根本弊病都在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看
到了引进外资中局部的负面的因素，而丢掉或忘记了引进外资
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巨大和正面的作用。更何况他们所担心的那
些局部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已被证明并不是无法逾
越的，而是可以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规避和加以克服的。 

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究竟有多大的正面作用呢？
我的看法是“功德无量”。也就是说，没有引进外资就没有中国
经济的今天，或曰引进外资才是中国这 20 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根
本推动力。 

 
一、 引进外资才是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凡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从上世纪 80年代改革

开放伊始，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几大瓶颈问题：如国有企业改
革问题、银行呆帐坏帐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政治体制
改革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就始终在困扰着我们。这些问题今
天解决了没有呢？我看没有一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但仍然
在困扰着我们，而且有些甚至还越来越严重。然而，令人深思
不解的是，中国何以在存在这么多严重的瓶颈问题，且并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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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根本或很好解决的条件下，还能连续二十多年保持经济健康
高速的增长呢？为什么还会创造出全世界都为之叹服的中国经
济奇迹呢？为什么还会在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新经济崩溃所导
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保持“一枝独秀”呢？有人认为这是一个
难以破解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我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困难重重的条件下，
取得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其最根本和最直接的推动力，就是
在引进外资（主要是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
的且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成
功。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总是联
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但这其中包括了两层截然不同的含
义。实际上“改革”不等于“开放”，“开放”也不等同于“改
革”。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处于封闭集权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来说，改革确实是一切转变的前提，特别是从计划经济转
向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从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教条和保守观念
转向观念不断革命和创新的前提，是从一切服从领导主观意志
的人治社会转向服从客观规律、尊重民主法制社会的前提。但
是严格地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直接
动力。当然我们不否认，在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
个进程中，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改革都是一种巨大
的渗透力量和内在的动力，都在指导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是从改革措施的直接效果来看，除了 80 年代初中国农村土地
承包制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空前地调动起几亿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并把中国的历史进程
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之外，其余的重大措施都很难做出这
样的评价。特别是 80年代中后期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后，改革就
开始处于胶着状态，当时提出的几项主要重大改革任务，包括
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直至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大多至今都没有取得
理想的成效，有些甚至还没有破题，因此很难说上述哪一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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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十分明显的巨大推动
作用。 

相反，中国的“开放”过程却是把中国推向经济增长高峰
的主要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大战
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
之路，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出要摸着
石头过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开发区
和沿海开放城市等这一系列大政方针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一条
以改革为动力，从点到面不断扩大开放的发展之路。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只
有极个别的地方，比如说沿海几个特区、几个经济开发区开放
的局面。那时候，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开始抛弃计划经济并走上
市场经济的轨道，但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那种自我循
环的封闭思维和封闭运行方式，包括那时候所采取的改革思路
实际上都没有脱离这种思路和这种运行方式。在当时中央主要
领导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开放”并没占有太大的地位，
“开放”和“改革”实际上是脱节的。但是后来发现走不出去
了，或者说是走到“死胡同”里了。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
应清楚地记得，“六四”风波的一个经济导因，就是 1988 年的
物价改革“闯关”，导致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潮，致使当时
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广大民众对现实强烈不满，最后成为导
致“六四”风波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所谓的物价改革“闯
关”，就是典型的用封闭的经济思维模式来处理开放的市场经济
运行的失当举措，最后酿成重大恶果。而“六四”风波又在经
济政策上引发了另外一个更糟糕的直接后果，那就是长达三年
的“治理整顿”。这三年是中国经济的大停滞和大闷局，再加上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封锁和包围，如果不是
邓小平南巡打破这个闷局和僵局，中国的经济发展真不知会出
现怎样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邓小平南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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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最大的功效
之一就是彻底地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就是真正把中国
的“开放”与中国的“改革”联在了一起。我讲这点是有根据
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南巡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把深圳
的经验和模式传播到全国，引发了全国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浪
潮，而且树立起中国开放的第二个典型——上海浦东，为中国
进入第二轮更高层次的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再回头来
看，由小平南巡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开放和引资浪潮，特别是
各省市各地区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各种方法和条件
大量引进外资，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十多年经济大发展的一个
起点。尽管后来出现了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但这些都不能抹
煞小平南巡在中国引发的巨大历史转折作用和历史推动作用。 

回顾这段历程，实际上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地方政府巨大
的热情和积极性，第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进。这两个要
素的结合，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要
动因。 

中国的引资成功还有一个重大的独特因素，就是港台华人
资本（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资源）直接投资的重
大示范效应。从 70 年代末起港资率先大量涌入珠三角，整个
80 年代成为香港制造业北移的过程；而后 80 年代中后期台资
也开始大量涌入。这个时期港台投资尽管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而且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但是它们对造
就中国最基本的外商投资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条件、劳工队
伍、开放观念、市场需求等等）居功至伟，特别是它们在中国
大获其利，使其他国外资本看到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好处。
因此也才会出现 90 年代后的欧美日等国际资本包括港台大资
本对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直接投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印证了我的这个观点，
它在 2003 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挑战》的研究
报告，最后的结论是：“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才是促
进中国 25 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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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大就业才是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贡献 
 
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什

么呢？有人说，是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由于技
术引进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企业在内地和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增加了国内企业的产品品种，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和档次。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劳动力和管理及技术人才在外资
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流动，导致了跨国公司技术和管理外溢，
从而带动了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观点认为，外商
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使国
内许多领域与行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大大促进了
产品与服务形态的多样化，质量的显著改善以及运营效益的提
高。也有学者著文指出，引进外资带来的不仅是一般的资金、
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观念和文化，一
种新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这种个人和社会观念的解放，使中国
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追求和动力，并对其各种管理制度、运行
机制、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和长期的影响。
还有人认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
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对外国文化的辩证吸收和对本国文化的
创新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还在继续产生作用。凡此各
种观点，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没有外资的参与，中国社会根
本不可能出现如此迅速和惊人的发展变化。 

上述学者们提出的观点我都同意，但是我认为他们都疏漏
了引进外资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它对解决中国就
业问题的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而在我看来，只有这一点才是它
对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贡献。 

不过，我估计之所以这个问题很少被人提起，可能还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经合组织
（0ECD）2003 年的研究报告中讲到，以 2000 年年底为准，中
国国内的外国企业所雇用的劳动者达 610 万人，占中国劳动力
的 1％左右，同时占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的 1．7%。我可以很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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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说，这个数字是大大的被低估了。 
我虽然没有全国的统计数据，但是手头两份重要的研究报

告，可以对珠三角地区为外资企业服务的劳工数量做出基本的
判断。一份报告是 2002 年香港工业总会和香港经济研究中心所
做的《香港在珠三角的制造业调查报告》，另一份是综合开发研
究院(中国·深圳)2004 年所做的《大珠三角整合策略研究报告》
中有关珠三角外来打工情况调查的分报告。 

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报告指出，2001 年，大约有 1000 万
员工为香港公司在广东的制造业直接或间接服务。大约 475 万
员工为香港的三资企业工作，而其它的 504 万员工则为香港在
内地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工作。其中东莞 403 万，其次是深圳
（258 万）、惠州（87 万）、中山（61 万），还有 134 万分布在
广东其他地方。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调查报告则指出，据统
计，2003 年珠三角地区大约吸引外来劳动力 1500 万左右，而
且都是在中等以上的城市。外来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方面，
而制造业方面又主要是分布在外资企业。根据广东省 2000 年人
口普查的资料分析，外来劳动力 80%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外商制造企业。报告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其中讲到，据
估计，到 2003 年深圳总人口已达到 1000 万以上，其中增加的
主要是龙岗和宝安两区的外来工，数量在 700 万以上。报告还
以湖南省为例，指出该省 2002 年有 665 万民工在珠三角、上海、
厦门、北京等地打工，其中 70%是去了珠三角，而在东莞就有
100 多万湖南民工。 

由此可见，仅珠三角地区为港资和其他外资打工的就业员
工就达到至少1200万(1500万的80%),比 OECD报告所列举的全
国数据高出一倍以上。而且这个数据仍然是偏于保守的和低估
了的，因为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它们的调查统计信
息是不全面的，“小型公司的信息和统计要远远少于大型工业公
司。中国许多工厂的制度上的原因使得他们低估了所雇用的员
工数量”。“广东有不成比例的小公司，信息很难得到，尽管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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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许多这类公司已经存在了 20 年左右”。 
我们还可以根据另一组数据，对全国的情况做一个粗略的

判断。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调查报告中指出，2003
年我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大约为 1.7 亿，其中有 1 亿左右的农
村劳动力是转移至县城及以下的镇，7000 万是转移到中等以上
的城市。如果这 7000 万中有一半是进入制造业企业，同时像珠
三角统计的比例那样有 80％是在外企打工（这一点我认为基本
可以成立，因为国企急剧萎缩和民企相对弱小，使得外企成为
消化外来劳动力的最大平台），那么至少有大约 3000 万外来劳
力是在为各种各样的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服务。这还不
算转移至县城及以下的镇的另外 1 个亿农村劳动力，因为我们
知道沿海地区的许多县以下城镇，都已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基
地。如果把这部分人中有 10％至 20％也计算进来，那么全国就
有大约 4000 至 5000 万的劳动力在为外商直接或间接地打工。
其实我们的这个估计也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如果仅广东一个省
2001 年给港资企业打工就有 1000 万人的话，那么全国那么多
省，那么多外资企业，而且又过了这么几年，就业人数总量是
广东的 4-5 倍也并不稀奇，甚至即使再高估一些恐怕都不为过。 

为什么我把解决就业看作是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
一贡献呢？首先它大大缓解了中国在这二十多年里由于急剧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国企工人下
岗问题，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根本的前提。
如果没有外资企业所创造的几千万就业岗位，只凭中国的国企
和民企绝对无法消化这些农村转移和城市下岗的劳动力，那么
中国经济不但不可能出现奇迹，甚至反而早就陷入混乱和动荡
之中了。 

其次，引进外资除了具有缓解就业矛盾这个直接效应外，
还带来其他两个重要的“溢出”效应。 

其一是它间接为解决中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发展问题做
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贫富人群之间和贫富
地区之间的矛盾，带动了落后地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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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调查报告指出，据估算，
整个广东省外来劳动力总数大约在 1500 万人左右，每年打工节
余汇回家乡的总金额可达 500 亿元以上，相当于湖南、江西、
四川等几个省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据广东省邮政局统计，仅
2003 年 1至 8月，全省累计开汇票 3792.02 万张，金额 409.46
亿元，其中外来民工向家乡汇款就占了 80％，也就是 325亿元
左右。东莞外来工通过邮政汇出金额一年多过一年：1999 年为
119 亿元，2001 年为 137.6 亿元，2002 年为 142 亿元。深圳外
来民工在 700万以上，每年汇回收入大约 200--300 亿元。据深
圳的四川省办事处估计，迄今在深圳打工的四川人超过 40万，
他们每年向四川老家的汇款金额就超过 20 亿元。 

另据统计，1995 年，四川向外省输出民工达 518 万人，寄
回家乡的汇款为 170 亿元；2001 年为 560 万人，汇款为 235 亿
元，占当年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 29%；2002 年，川渝分治后，
出川民工已近 600 万人，汇回款额 247 亿元，占当年全省农民
平均收人的 30％。 

上海财经大学于 2000 年 7-8 月，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
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表明，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
本在家乡做工或务农的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 3.23 倍，由 144 元
提高到 611 元；每个民工平均每年往家汇款 2606 元，占其家庭
年总收入的 28.7％。河南省劳动厅驻东莞办事处也曾对东莞豫
籍民工作过调查，发现从事最多行业中的服装、电子、制鞋业
的一般工人，其月工资连加班费为 600-700 元，由于绝大多数
工厂都包吃住，加上十分节俭，因此不少人每月能寄回家
400-500 元，一年寄 5000-6000 元回乡的大有人在。 

永州市是湖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全市输出劳动力７０多
万人，外出民工们每年寄回的劳务收入将近２０亿元。湖南省
浏阳市荆坪村有 800 多青壮年劳动力，其中 200 多人在深圳特
区打工，每年春节期间村子里都很热闹，出门打工的人带回了
外面世界的光鲜气派。每次过完年，又有一批新人被带出去。
这个村子外出打工的农民月收入水平最低的 400多元，高的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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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有的管理人员月工资收入高达 1000 多元。如果按一人一
年消耗 500 斤口粮计算，全村一年就会省下 10 万斤粮食，出去
的劳动力多了，村里人多地少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了。村民收
入多了，盖了不少新房子。 

以上一些统计数据和鲜明生动的事例，充分说明落后的中
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沿海发达地区，既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剩余
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对增加落后地区财政收入及提高中西部
省区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些流入沿海发达
地区的劳动力并非全部进入外资或三来一补企业，但至少他们
之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是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如果
按照我们上面的估计，现在全国有 5000 万左右的外来劳动力在
各种外商企业中打工，并且每年平均每人汇回家乡 2000 至 3000
元的话，那么引进外资每年就会对全国落后地区产生 1000 亿至
1500 亿的“溢出”财富效应。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怎样的作
用，是不言而喻的。 

引进外资解决中国就业人口的第二个溢出效应，是它进一
步提升和扩大了中国的市场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良
性循环。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向往的宝地，
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潜力。
这个市场潜力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几亿甚至十几
亿人口都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甚至是相当的购买力。然而就在 70
年代甚至 80年代，还有多少人在抱怨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
口是永远摆脱不掉的沉重包袱和累赘，但是这些年来情况有了
很大的改变，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首先有了相
当的购买力。然而这还很不够，这还不足以形成越来越提升和
越来越扩大的市场潜力，而这个过程恰恰是越来越多的落后地
区转移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到外商投资企业来打工，
每年能够对中西部地区产生 1000 至 2000 亿的溢出财富效应，
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也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市场
的扩大进一步吸引外资的进入，而外资越来越多的进入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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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容纳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产生出更多的财富溢出效
应，这样就使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走上了良性
循环的轨道。 

上述种种观点，都从各个角度证明了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提升作用。事实上这些观点还不够详尽，不
够充分。例如大量引进外商投资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资金短缺
的矛盾，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也带来了中国国力
的大大增强，带来了中国国际威望的大大提高。凡此种种，如
果没有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全方位开放，没有国外投资的大量引
进，仅凭中国完全依靠国内资源“自力更生”地去发展，是完
全不可想象的。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不断地采取了扩大开放的政策，不断
地大量引进外资，因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带来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中国自主管理和技术水平
的提高，带来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大量改善，带来了中国城市化
的飞速发展，因此才会大大缓解中国内在的发展瓶颈和矛盾（这
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条件是解决不了的），同
时也给中国经济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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