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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运用于分析 FDI在我国8大经 

济区域流入和分布的特点及差异。探讨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及扩散趋势的决定因素，进而展望了其区位特 

征的演变趋势及前景。在我国加入 WTO之后外商投资迈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依据各大经济区域的实际特点，提出适应 

于这个大背景的政 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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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FDI)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潮中 

经历了巨大的发展 ，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 

益突出。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创历史新记 

录，达 570亿美元，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 

的一半以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缓 

解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短缺，促进 

了外向型经济的迅 猛增 长 ，极大提高 了国民 

经济的综合实力。 

本 文以 3大经 济带 为基础 细 分的 8大 

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区 

位优势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作为 

理论基础 ，比较分析了我国 8大经 济区域近 

年来实际FDI流入和外资依存度变化的特 

点，探讨了实际 FDI流入的区域差异及扩散 

趋 势 ，进而 展望 区位 特征 的演变趋 势 及前 

景。最后，根据我国加入 WT0之后市场的大 

开放 、FDI在 中国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 ，结合 

各大经济区域的实际特点 ，提出具体的政策 

建 议。 

1 研究对象—— 八大经济区域 

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各具体经济区域 ， 

是基于传统的东 、中、西 3大经济带的划分 

方法，根据中国“十一五”区域发展的政策制 

定基础所可能采取 的 8大经济 区划分方法 ， 

所 划分 出来 的 3大经济 带 中地 理上 相互 接 

近 、社会经济联系较为 密切 以及 区域 经济发 

展具有较大相似性等特点的 8个大的经济 

区域。按照这种分类方法，拟划分的我国大 

陆 8大经济区域是 ：南部沿海地区(广东 、福 

建 、海南)；东部沿海地区(上海 、江苏、浙江)； 

北部沿海地区(山东 、河北 、北京、天津)；东北 

地区(辽宁、吉林 、黑龙江)；长江中游地区(湖 

南 、湖北、江西 、安徽)；黄河中游地区(陕西 、 

河南、山西、内蒙古)；西南地区(广西 、云南 、 

贵州 、四川I、重庆)；西北地 区(甘肃 、青 海 、宁 

夏、西藏、新疆)。本文主要考察 FDI在这 8 

个经济区域的表现，比较各个经济区实际 

FDI流入的总量 、投向以及该区经济发展的 

外资依存度等特点。从而阐明实际 FDI流入 

在我国不同经济区的不同发展状况和作用。 

2 理论基础—— 区位优势论和投资 

诱发要素组合论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国际经济学界就 

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投资理论。在这里我们 

选择区位优势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区位优势理论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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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投向。认为跨 

国公司之所以向某个特定的经济区域进行 

直接投资，动因是它要获取该地区具有的独 

特的不为其他地区所具备的区位优势。区位 

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有：①经济发展水平。 

包括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市场 

容量及市场潜力等。②经营成本。包括基础 

设施完善程度 、交通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素 

质成本综合比较等。⑧税收、优惠政策与措 

施等。如差别税 收 、加速折 旧和提取研发费 

用的规定等。 特定的资源、能源因素。具备 

区位优势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 、基础设施完善经营成本较低、税收等投 

资促进政策有吸引力或具有外商投资所需 

要的某种特定资源或能源。这些地区能更多 

地吸引FDI的流入，外资依存度较高且 FDI 

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 FDI是由 

投资者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 

合而导致的。其中，直接诱发要素主要包括 

投资者拥有的劳动力、资本 、技术、管理及信 

息等要素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由直接诱 

发要素引起，是优势要素向外转移和扩散的 

过程。间接诱发要素主要包括鼓励性的投资 

政策和法规、投资环境、经济一体化、国际协 

议及法规等。 



 

区位优势是引导投资者作出区位选择 

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比较 8大经济区各自 

的区位优势和特点，可以说明实际 FDI流人 

在这些区域的分布及投向情况的原因。对于 

国际直接投资者而言 ，区位选择是其投资决 

策的重要内容 ；而对于该经济区而言，是否 

具有区位优势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 

意愿以及规模大小。国际投资者对每个经济 

区区位优势的选择和利用的行为，不仅是其 

自身比较优势的反映，同时二者的结合又强 

化了这种比较优势。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可以解释 FDI 

在 8大经济区由沿海区向内陆区的动态扩 

散趋势。因为随着投资者在该地区充分利用 

了区位优势 ，拥有 了生产要素 的优势之后 ， 

就会向外扩张和转移其优势要素来最大化 

其利润。另一方面，其它经济区也会实施更 

有吸引力的鼓励性措施来吸引 FDI。此外，由 

于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我国与其它 

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原先较少 FDI流人的经 

济区也可能获得新的机遇。直接与间接诱发 

要素的组合促使了我国实际 FDI扩散趋势 

的出现ll1。 

3 比较分析——八大经济区的实际 

FDI流入情况 

在前述的理论基础上，对近 3年来 8大 

经济区的实际 FDI流人情况展开具体的比 

较分析。揭示各个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及与此 

相联系的实际 FDI流人的数量和投 向特点 ， 

指出实际 FDI区际扩散的趋势。此外 ，分析 

各区经济开放程度，选择外资依存度的指标 

(FDI／GDP)，探讨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 

的关系。 

在图 1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出 8大经济 

区近3年来实际 FDI流人的总量。 

3．1 直观 比较 

首先，8大经济区FDI流人量与 FDI增 

长率的比较。在根据源数据计算我国近 3年 

来各省区的实际 FDI流人(图 1)的基础上， 

依照前述划分法加总得出 8大经济区的FDI 

(图 2)。总量 比较 表明 ，8大 经济 区的实 际 

FDI流人量大致可分为 3个层级。南部沿海 

区和东部沿海区属于400亿美元以上的第 

一

层级，北部沿海区属于 300亿美元左右的 

第二层级，其余 5个大区属于不高于 100亿 

美元的第三层级。而在第三层级内部并不平 

均，又可分为 3个小级别 ，东北区和长江中 

游区属于 100亿美元的级别，黄河中游区和 

西南区属于50亿美元的级别 ，西北地区则 

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结合增长率指标，南部 

沿海区的FDI近年来持续地大幅度下降 ，东 

部沿海区无论从总量还是增长率上已显著 

超越了南部沿海区。北部沿海区异军突起， 

其 FDI总量大且增长速度很快，必将拉近与 

南部沿海区的距离。第三层级中，东北区和 

长江中游区较突出，但在 FDI增长率上，东 

北区的增长并不稳定，而长江中游区则持续 

快速增长。西南区和黄河中游区不相上下， 

西南区在量上稍多但两者的 FDI增长同为 

停滞状态。西部区不仅量最少在增长率上更 

是 出现很大幅度的下降。 

其次，外资依存度(FDI／GDP)指标的比 

较。这是对 FDI流人量进行相对规模的比 

较，计算外资依存度(FDI／GDP)以反映各经济 

沿海 沿海 沿海 地区 中游 中游 地区 地区 

图3 八大经济区实际FDI流入增长率比较 

单位：％ 

图 1 2001~2003年全国各地区实际FDI流入量合计(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oo3》及中国投资指南网WWW．fdi．gov．cn2003年外资统计数据绘制。其中不包 

括西藏(由于其几乎没有FDI流入)以下各图数据均出自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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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八大经济区GDP增长率(2003年)比较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及 WWW．china．org． 

cn网(2003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比较图 2和图4，外资依 

存度指标在各经济区之问也有较大的差异。 

但这 种差异 的分 布情况 和 FDI总量 差异分 

布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即FDI总量的3个 

层级基本和外资依存度的 3个层级一一对 

应。第一层级的外资依存度已达到 6％以上。 

虽然东部沿海 区在实际FDI流人的绝对量 

上超过南部沿海区，但在外资依存度上却比 

其稍低。往下北部沿海区达到了 3％以上，东 

北区和长江中游区在 2％左右 ，其他几个区 

则不超过 1％。 

3．2 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 ，上述比较结果的背后是沿海 

经济区具有远胜于内陆经济区的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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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经济区开放程度高 (FD~GDP在 6％～ 

7％)，经济发展水平高 、速度快 ，市场化程 

度、固定资本份额 、人力资本(知识含量)劳 

动力素质高，从而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沿 

海经济区纳入大多数跨国企业的全球产业 

链体系中，具有一系列比较健全的外部配套 

条件，如完善的基础设施 、与市场经济相通 

应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产业配套条件l 3l。 

(1)南部沿海区和东部沿海区的比较结 

果表明，南部沿海 区的外向型程度更高，但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东部沿海区却高出其它 

各区，南部沿海区仅维持在各区平均水平。 

这 在一 定程度上 反映 了 FDI对南 部沿海 区 

的经济增长贡献不如在东部沿海区显著。近 

年来南部沿海区引入的 FDI仍旧主要集中 

在加工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而东部沿 

海区所吸引的 FDI则多是大型项 目、高新科 

技领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 

沿海区的劳动力素质更高，劳动生产率高于 

南部沿海区。另外，东部沿海区区域经济一 

体化发展迅速，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第 

六大都市圈，有利于产生城市经济的积聚效 

应和技术 、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的溢 出效 

应 ，这些都是其他经济区所不具备的。 

(2)南部沿海区实际 FDI流人在近 2年 

连续大幅下降，而北部沿海区却不断上升、 

外资依存度提高。这表明，实际 FDI从南到 

北的扩散趋势已十分明显。而北部沿海区的 

经济增长率 ，仅次于东部沿海区。北部沿海 

区和东部沿海区的相似特点是都具有较高 

素质的劳动力。其中，北京和天津两地的人 

力资本和知识含量是全国最佳的，首都北京 

集中了国家和多数跨 国公司的科研院所 ，研 

发基地。经济中 R&D活动异常突出，有效地 

提高了经济效益。北部沿海区必将成为我国 

吸引 FDI流人的下一个有发展前景的经济 

区 。 

在第三梯队中的各经济区在经济发展 

水平、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以及市场化程度 

上都远逊于沿海区。其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 

劳动力 、土地、自然资源和能源优势上。 

(3)东北区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拥 

有多种重要能源，长江中游区拥有长江水道 

便利且是东部沿海区的腹地 ，两者无论从实 

际引入的 FDI和外资依存度都处于第三梯 

队的较高位置。其中，东北区的辽宁在地理 

位置上同样处在北部沿海 ，其实际 FDI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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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指标表现得也最为突出。长江中游区 

是东部沿海区的外围和腹地 ，地理上接近 、 

沟通便利交流密切 ，近 2年长江中游区的 

FDI增长率处于 8大区的前列。这也表明实 

际FDl向中部扩散的趋势。但这 2个区的经 

济增长率近年来在 8大区中属于最低水平 ， 

若不考虑其他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则说明 

FDI的扩散在 2个区尚未充分结合其区位优 

势未能立刻显示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4)黄河中游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外资 

依存度很低，实际 FDI几乎没有增长 ，西北 

区反而出现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区位优势上， 

靠近南部沿海区的西南区享有较大优势，而 

最内陆的西北区优势最小。这些经济区现有 

各种配套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软 

环境的改善相当滞后。资金 、技术 、人力资源 

的匮乏限制了其区位优势的发挥。较高的增 

长率是由于经济总量基础较低之故，并不能 

归结为 FDI在这些地区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 ，FDI的流人在从东到西的扩散过程中 

是很难越过那些更具备区位优势的中部经济 

区，而直接规模地进入到西部地区的 。 

总之，我国的实际 FDI流人大体上是遵 

循这两大理论的，各大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决 

定了FDI流人的投向及规模。投资者在当前 

投资地区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后 ，为避免资 

本利润率下降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而向外 

扩张其投资，这构成直接诱发要素，两者结 

合导致了FDI在我国扩散趋势的出现。区位 

优势不明显的经济区要积极引进 FDI，加快 

经济发展，就必须注重政策等间接诱发要素 

作 用。 

4 政策建议——WTo背景下中央 

地方两级政府的互动 

人世使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 

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区域合作得到加 

强，相应的制度政策加速与国际惯例接轨， 

更加符合外资流人的要求并减少了外商投 

资的成本与风险。FDI在中国日益步人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这为各大经济区加快 吸引 

FDI、优化 FDI流人提供 了新 的发展机遇 。国 

家和各大经济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区位优势 

状况积极制定符合其自身当前特点的政策， 

加强吸引外资的间接诱发要素，弥补区位优 

势 的不足。 

第一，南部和东部沿海区应在现有基础 

上巩固并扩大优势。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 

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入WTO之后，服务贸易领域成为外商投 

资的新热点，两大经济区要积极发挥在服务 

业上的优势，积极探索新的外商投资方式， 

拓宽外商投资渠道和领域。南部沿海区还要 

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合作、提升产业结构以扭 

转 FDI流人下降的局面；东部沿海区则要注 

意区域内合理协调，减少或避免各地区之间 

产业和引资的同层次竞争，防止干扰区域正 

常的投资环境。 

第二，积极培育并促成 FDI新的投入区 

域。首先是北部沿海区，在政策制定上应着 

重强调利用其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鼓励高新 

技术产业的FDI和跨国公司 R&D投入。对 

于引资已颇具一定规模的东北区和长江中 

游区，进一步引导外资向中部扩散的趋势。 

充分利用其资本 、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引进 

先进适用技术，吸引在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制 

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的 FDI流人， 

完善配套产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销 

售网络。 

第三 ，对于主要位于西部的黄河中游 

区、西北区和西南区，由于其基础设施、投 

环境等区位优势极端贫乏 ，要引进外资以发 

展经济。就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倾斜。在国 

内“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下，实行”西部大优 

惠”策略，推出以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为 

核心内容的更加优惠的西部引资政策。弥补 

中西部地区因投资硬环境较差所抵消的吸 

引力。在国际上，顺应加入 WTO之后区域合 

作进程加快的机遇，通过与周边国家的跨境 

区域合作，发挥西部向西(东盟 、中亚、俄罗 

斯)开放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能 

源、自然资源引入外资合作开发、鼓励外资 

以并购方式进入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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