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FDI
总额

（万美元）

第一产

业比重

（%）

第二产

业比重

（%）

第三产

业比重

（%）

FDI 在第二

产业中总额

（万美元）

第二产业中

工 业 FDI
的比重（%）

1992 30 916.4 0 63.32 36.68 19 576.76 100.00

1993 22 506.15 0 84.57 15.43 18 974.28 99.68

1994 22 401.87 0 84.63 15.37 18 958.79 100.00

1995 37 975.91 0 97.07 2.93 36 748.51 99.69

1996 25 622.00 0 93.24 6.76 23 889.25 100.00

1997 15 009.66 1.50 92.18 6.32 13 835.74 100.00

1998 49 913.87 5.62 89.77 4.61 44 771.87 99.92

1999 53 780.37 0.60 91.31 8.09 49 078.81 99.94

2000 91 750.18 1.13 96.70 2.17 88 649.14 99.91

2001 102 266.60 1.37 95.76 2.88 97 894.02 99.96

2002 245 696.40 0.80 87.92 11.28 215 685.20 99.85

2003 223 169.90 1.05 90.76 8.19 202 525.00 99.99

2004 238 561.50 0.41 92.87 6.72 220 838.80 99.68

表 1 苏州昆山市 FDI 在三大产业之间和第二产业中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昆山市外经局提供的相关资料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引进国际制造业来加速经济发

展，已成为我国不少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国

际金融海啸袭来之际，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引资模式。 郎咸

平就指出，中国的危机，不是股市危机，也不是房市危机，
而是制造业危机 ［1］。 本文将从招商引资模式的角度切入，
基于苏州的背景，探讨如何通过引资模式的创新来提高区

域制造业长期抗风险能力的问题。

1 传统引资模式的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
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对外资企业实行大幅度政策倾

斜，试图通过引进外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因此而形成

的引资模式，大多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引资以引入外资，特别是以引入跨国公司的投资

为主，渠道比较单一。以苏州市为例，上世纪 80 年代末，苏

州开始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经过三波引资高潮（第一波始

于 1990 年， 第二波于 2001 年开始， 目前处于第三波）。
2007 年，全市协议 FDI 金额达 183.6 亿美元，历年累计已

达 1039.7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71.65 亿元，历年累计已

达 590 亿美元。 从工业产出看，2007 年全市规模以上外资

工业产值达 10571.7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产值

66.45%，占全市全部工业产值也达 55.47%。
二是引入的外资以 FDI 方式投入制造业为主，投向比

较集中。 从苏州昆山外资的投资方向看，外商在制造业领

域的投入居绝大多数。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昆山市三大

产业中，外资不仅在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而且从动

态角度看，其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趋向下降，在第二产

业中的比重还在趋向提高；在第二产业中，工业 FDI 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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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极高，2004 年达99．68%。 如果除去采拙业、水电气

供应业，制造业大约在 98%左右。
三是引入的制造业 FDI 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

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很低。 一般来说，一国或一地

区的对外贸易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是该国或该地区产业结

构的反映。 其中，从其进出口贸易中的加工贸易（来料或进

料进行加工组装贸易）比例的高低，还能大体看出该国或该

地区的价值链分布和产业性质。 以 2004 年和 2005 年的数

据为例，在苏州进出口产品贸易中，加工贸易产品达 75.8%
和 74.3%，虽然近年有所下降，但加工贸易产品比例仍然很

高，维持在 73%~74%。 同期比较，苏州不仅超过了江苏全省

不到 70%的平均水平；还大大超过了全国不到 50%的平均

水平。 表明了苏州制造业主要是以来料或进料进行加工组

装性质的生产，其附加值十分低下。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引资模式，主要是一种通过引入

外资， 尤其是引入 FDI 投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的模式， 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引入国际低端制造业来推

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

2 传统引资模式的内在矛盾分析

低端制造业是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或很少有

研发、营销等环节，处在“微笑曲线”底部的一种状况。低端

制造业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国际生产体系不断发生变化。 由于国际分工和专

业化，生产和贸易已趋向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

的生产组织方式随之逐步分解，导致其将核心能力放在研

发、创新、营销以及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而将

大量生产和普通服务等非核心部门分离出去。产业组织形

式则由市场和企业两种经典的形式发展出各种不同类型

的网络形式，在全球价值链上组织着生产活动。 在这种情

况下，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去，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是作为产业转移方，以主动者的姿态参与进去。 但

采取这条路径基本没有可能，原因是我国极少甚至不存在

可供转移条件的产业。 第二种是作为产业承接方，承接国

际价值链中处于高端的产业。 这当然是一条理想的路径，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基本没有可能。这是因为国外转移产

业，出于风险、利润和政治等原因，都是将制造业生产链中

的生产环节作为转移对象。 另外，我国正处在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建设现代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生产要

素投入，而早年通过发展乡镇工业，仅仅是完成了工业化

的起步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更需要满足工业基础建设

所需的物质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承接国外高端产业，既无

可能，也无必要，更无条件消化。 因此选择第三种方式，即

承接国外低端制造业，就成为了必然。引入低端制造业，既

迎合了国际产业转移的需求， 也满足了我们的客观需要。
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低端制造业， 我国进入了全球价值

链，获得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好处，或者说至少

使我们获得了参与国际生产体系，分享其利益的资格。
现在，处于这种发展模式下的我国制造业已形成以外

资为主体、以资源（主要是物质资源）消耗为依赖、以规模

庞大和快速发展为特征的低端制造业集聚地。在这样的低

端制造业集聚地，低端制造业在增加了我国同国际经济的

关联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我国地区经济抗风险，尤其是抵

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由于低端制造业对于地

区资源依赖性较强，其增长必然同地区有限的资源产生矛

盾。 事实上，在苏州这种矛盾已比较明显。
首先是土地资源短缺。 土地，特别是可转化为工业建

设用地的土地，是原有制造业扩展，或者是新引进制造业，
尤其是对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来说，是前提或基

础条件。苏州的可供工业开发土地面积在外资不断增加的

同时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 1990 年的 3 600km2 下降到

2007 年的 2347km2，下降幅度为 34.86%，而且还有不断下

降趋势。据估计，苏州农用田所提供的自给口粮不足三成，
苏州可供工业开发的用地已经极少。可供开发土地面积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用地， 尤其是外资用地的持续增加。
可供开发土地面积下降严重制约了招商引资，一旦土地短

缺到不能提供新的用地，按照目前的引资路径，新的外商

投资将不可能进入，原有的外商投资难以扩张，经济增速

回落也将不可避免。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 近年来，随着外资企业数量

的增加，特别是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企业用工量大

幅度增加，使外地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也使得有限的

城市容量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又增加了用工的直接

成本。以用工成本看，苏州的劳动力工资近年来连续提高，
仅在 2006-2007 年间， 员工最低工资先后调到 690 元和

850 元，尤其在《劳动法》出台后，强制性要求企业必须和

员工签订协议并完善保障体系， 因此加上相应的社保资

金，一个普通员工每月工资几乎上调 200 元左右。 苏州高

新区某国际著名电脑生产（代工）商，1999 年落户高新区，
最初只有员工 100 多人，目前员工已达 7 万多人，2007 年

进出口额近 200 亿美元，占全球 30%的产量。今年以来，在

劳动力等多种成本上升后， 该企业运行成本上升达 20%，
压力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近年来苏州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下降极快。
再次是政策优惠力度降低。苏州市各级政府前些年有

较多引资措施，例如所得税按 15%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契

税优惠、有关折旧、出口退税，等等。 以上对外资具有吸引

力的措施，如今都在减少甚至被取消。
最后是其它资源优势也正在逐步消失。 在其它资源

中，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是重要资源。 区位优势的下降主

要表现在相对下降， 即随着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
原来不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因条件改善和交通、
通讯的发达，已有明显的改观，区位优势已不再是一个主

要的决定性因素。 而先发性优势则随着外资的大规模增

加，也逐渐让位那些后发性的国家和地区。
资源优势下降对于低端制造业影响是直接和严重的，

然而，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在原有路径的作用下，低端

制造业外资的增长势头不减。苏州市近 3 年来在低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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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面对外招商引资的规模，每年以 10 亿美元速度递增。
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
大大增加了国际风险，一旦国际发生经济危机，其影响后

果是十分严重的，事实上，目前国际金融海啸已开始危及

苏州的经济；另一方面，传统引资模式使低端制造业更加

膨胀，导致本来的资源矛盾更有激化的趋势。 这种状况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原有路径的持续性导致的，从一定意义上

说，原有的“低端制造”已被“锁定”。 随着区域的资源优势

的进一步下降，其内在矛盾和风险将越来越突出，制造业

危机将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危机，从而危

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创新引资模式， 化解制造业危机

不同的引资模式，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引资路径和结果。
苏州制造业之所以会产生危机， 是源于传统的物质资本招

商所形成的低端制造业；而要消除苏州制造业危机，也只有

突破低端制造业，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攀升才有可能；而向

制造业价值链高端攀升，也必然从创新引资模式开始。
首先，创新引资模式应确定区域制造业发展方向。 在

外资集聚区， 由外资带动起来的制造业已成为产业主体。
然而这还是一种低端制造业，在缺少传统资源支撑的低端

制造业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最可能的出路是突破低端制

造业，并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这种攀升是在原来单

一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研发、采购、营销等

环节，使制造业价值链趋向完善化的过程，也是使其趋向

高级化的过程。 由于制造业向高端攀升，从根本上会引起

资源的供需发生改变，因此既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明确

了长期发展目标，也为引资模式的创新明确了基本方向。
其次，创新引资模式宜从改变路径开始。 按照诺思路

径依赖Ⅱ，一旦某种路径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在市

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原来的路径会起增强作用，
并阻碍生产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多年来引进的低端制

造业对区域资源，尤其是区域物质资源已形成了关联性十

分强烈的需求和供应偏好。这种偏好和路径所固有的增强

作用，靠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是很难逆转的，必须要有一种

强大的外力，或者是“诱致性变迁”，甚至是“强制性变迁”
才能改变原来路径，进入新的路径。 其中，政府的主导作

用、有效的产业政策以及稳健扎实的措施，是实现这种路

径改变的重要条件。
再次， 创新引资模式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力

度：一是引导存量外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我国外资企业的业

务类型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 有关实证研究表

明，苏州外资企业主要是利用成熟技术进行加工组装生产，
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 10%多一点， 而国外企业一般能达到

50%~60%［2］。 引导外资企业通过研发，走技术进步之路，直

接效应是导致其生产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客观上

也实现了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目标， 减少了外资企业对

于物质资源的依赖，使其增长转到主要利用技术、知识等可

再生资源的路径上来，这是解决苏州资源矛盾的战略措施。
二是引导增量外资进入价值链高端产业。引入外资是

推动苏州经济增长最有效的也是最快捷的方式之一。传统

的物质资本招商是低端制造业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招商

重点向科技招商、服务招商的转变，也是提升价值链的重

要途径。 从提升价值链的角度，一方面要引导外资重点投

向研发环节，通过外资研发能力的提高，解决 FDI（外商直

接投资）制造业只重视低端制造，而研发断裂的不平衡状

况；另一方面要引导外资重点投向服务产业。 苏州 FDI 制

造业 “一枝独大”， 服务业配套不足状况比较突出。 2007
年，苏州 FDI 制造业资产、产值、附加值在工业中的比重分

别达 57%、59%、56.5%，而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只有

39.3%， 远低于发达国家 72.4%和中等发达国家 55.3%水

平，甚至低于不发达国家 51.1%的水平，发展服务业已迫

在眉睫。目前，随着国际制造业外包向服务业外包转变，国

际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有大量分离、转移趋势。通

过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来推动苏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既

是一个切入点，亦是其重要内容。 同时还有利于带动区域

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素质甚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改

善并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是拓宽引资渠道。多年来，苏州比较重视引进外资，

对内资相对忽视。以 2007 年苏州城镇完成的投资额看，外

资要占 53%，内资不到 47%；而在内资中，又以本地投资为

主，而且内资大多以投入房地产业为主。 2007 年，苏州内

资投入房地产业的投资额要占到全社会投资额的 21%，而

外资只占 4.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扩大引进内资具有

较大的潜力。因此，引导国内其它地区资本到苏州来投资，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海啸影响下，国际投资有可能萎缩

的情况下，不失为苏州扩大投资渠道的又一重要路径。 当

然，对于内资也有一个合理引导的问题，要引导其投向制

造业的高端产业、配套产业、服务业等，投向对于苏州产业

结构、经济发展具有功能性补缺和长远发展意义的产业。
四是进行资源整合。 “帕累托最优”理论表明，在接近

“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不断提高资源

效率，理论上是可能的。区域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

资源， 长期承接低端制造业所形成的区域物质资源需求和

供应偏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存在一定的持续性。 但

通过资源整合，将有利于提高其使用潜力，在一定程度上能

缓解目前资源紧缺的矛盾。而区域非物质资源，尤其是无形

资源则是无限的。在突破低端制造业发展瓶颈，不断向价值

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更需要对人文教育资源、生态资源、
管理资源，以及技术、知识等资源进行整合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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