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投资环境是指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影响国际资本正常运

行的投资接受国的各种条件， 也就是在投资的一定区域内

对投资会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外部条件的综合。 它是一

个动态概念，经常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很大的变化。
投资环境最初主要表现为投资区域范围内的自然地理环境

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各国为了加速推进经济发展，
相继采取了鼓励投资的政策，除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外，还在

经济、立法、制度、服务等方面创造各种优惠，以吸引投资。
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迫使区域间相互竞争，从

多方面改善投资外部条件，创造最优投资环境［1］。 于是，投

资环境的外延就从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条件，
扩展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市场、文化、办事效率等方面 ［2］。

本文认为，区域投资环境是相对于国家投资环境而言

的，是国家投资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动态的多层

次、多因素的综合系统。 也就是影响或制约投资活动及其

结果的某一地区或国家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既包括一个

地区的自然资源、地理状况、基础设施等物质形态的硬环

境，也包括该地区政治和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文化传统、
法律制度等非物质形态的软环境。

1 区域投资环境的构成要素

对于投资环境构成要素的研究有很多， 本文采用统计

取舍法，选择区域投资环境的构成要素，详细情况见表1［3］。
通过总结分析，选取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

法律要素和自然地理， 作为研究区域投资环境的要素 ［4］。
另外， 根据部分关于我国FDI与投资环境要素的研究确定

各个要素的指标，作为研究区域投资环境的初选指标。
1.1 经济环境要素

经济环境要素是招商引资的主要素材， 是投资的载

体。 经济环境要素的主要特点是历史继承性，它随着科技

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不断得到改善。
经济环境一般包括投资东道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及趋势、经济体制及其运行、市场规模、产业结构、消费结

构及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及措施、工业基础、金融信贷和财

政税收制度、物价水平、国际收支状况、信息和社会服务水

平等。投资者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的考察往往是

从经济环境开始的 ［5］。 投资者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取收益，
由此所涉及的经济环境的各项指标也就为投资者所重视。
经济环境对招商引资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它直接对投资

者产生影响。
为了便于研究， 本文对衡量经济环境的指标进行分

类，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外向性、
市场发育、金融环境6个方面。
1.2 社会文化要素

社会文化要素，是影响和制约投资经营活动的各种社

会文化要素的总称。它们对于外来投资者的行为和生产经

营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是投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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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设计者 经济环境 基础设施 社会文化 政策法规 政治因素 自然地理

罗伯特·斯托鲍夫（1969 年） √ √ √

张敦富（1993 年） √ √ √ √ √

徐大图等（1993 年） √ √ √ √ √ √

闵建蜀（1987 年） √ √ √ √

毛汉英等（1994 年） √ √ √ √ √ √

姚士谋等（1994 年） √ √ √

国家科委（1989 年） √ √ √ √ √ √

刘塔等（1994 年） √ √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0 年） √ √ √ √ √ √

世界银行（2002 年） √ √ √ √ √ √

邓宏兵（2000 年） √ √ √ √ √ √

欧维新（2001 年 4 月） √ √ √ √

吴为超（2003 年 4 月） √ √ √ √ √

杨维刚（2005 年 3 月） √ √ √ √ √ √

郭励宏（1988 年） √ √ √ √ √

王元京（2003 年 7 月） √ √ √ √ √ √

刘洪明（1996 年 6 月） √ √ √ √

曹振（2005 年 3 月） √ √ √ √

薛贻德（2004 年 4 月） √ √ √ √ √

文余源（2001 年 3 月） √ √ √ √ √ √

出现概率 1 0.95 0.95 0.65 0.75 0.7

表1 有关投资环境要素统计指标的取舍

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总体环境不可缺少的内

容之一。 一般说来，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民族特色、历史传

统、风俗习惯、占社会支配地位的伦理道德或价值观念、宗

教信仰、国民受教育的程度、社会、政治和阶级结构、对其

它国家及其企业的一般态度、国民消费特点等，良好的社

会环境有助于尽快缩短国外投资者与东道国消费者心理

的距离，建立与当地社会的融洽关系，减少经营中的阻碍

及投资的政治风险。
本文的社会文化要素指的是影响和制约投资环境的

社会状况和科技文化状况，主要包括社会稳定状况、社会

生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文化一元性、教育水平、科技研

发环境、科技力量储备等方面。
1.3 基础设施要素

基础设施指投资者从事基本建设、生产经营及贸易活

动所依赖的基本物质条件。它是区域所具有的可供生产和

生活使用的基本物质要素的状况，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生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设施、邮电通讯设施等，交通

设施主要从道路承载能力、运输能力和交通便利情况来衡

量，邮电通讯设施主要包括通讯服务能力和设施、信息服

务能力和设施。 二是生活基础设施，包括居民居住配套设

施、生活配套设施等，如道路、住房、垃圾处理情况等。基础

设施状况是物质文明和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又与生产和生

活密切相关，因而是构成投资环境的必要因素，也是招商

引资的重要条件。
基础设施的齐全程度、装备水平等，对于企业的生产

经营而言非常重要。 邮电通信的服务条件和质量、交通运

输系统的发达程度以及基本生活设施的完善水平等，直接

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因此，基础设施要素是区域

投资环境评价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1.4 政治法律要素

政治稳定、政策连续以及法律法规完善是影响投资决

策的关键因素。
政治因素是招商引资的必要条件和最敏感因素，它是

指由受资地区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政局稳定性、社会安

全性、 国家信誉度等内容构成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综合。
受资地区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连续、政府的对外关系、
对投资者的态度等，直接关系到投资保障 ［6］。 但是，由于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省域的投资环境，因此，在国家的政治环

境方面差异性较小，在这里只选择当地的政府因素、法律

因素和政策因素作为研究政治因素的主要对象。
健全的法律法规也是保护投资者权利、约束投资者行

为的重要保证。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保证有序、公平、合理

的市场竞争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资源合理地

开发利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

效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口素质，法律法规可规

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 还可提高各种政策的实施效率，
从而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工作效率。 对于投资者来说，最

怕打交道的莫过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如果政府的办事效

率得到保障，投资者就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进行投资

决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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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对外来投资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机构对待投资者

态度的直接体现。政府干预国外投资所实行的鼓励性措施

的性质及执行程度， 对国外企业各种限制的宽严程度，这

些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投资者一定时期的盈利水平和东

道国与投资国分享盈利收益的格局。
1.5 自然地理要素

自然地理环境即自然或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与投资有

关的自然地理条件，指投资地（这里指省域）的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地质水文、自然资源以及环境保护情况等的总

和。 自然地理环境是否优越，直接关系到项目地与市场距

离的远近、资源的供应等便利条件。 这对降低生产经营成

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人口状况

及他们的收入、爱好等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口状况关系

到项目劳动力的供应和未来产品的销售，这也会对投资者

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选择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投资

者的普遍愿望。 本文选择区位条件 ［8］、自然资源和环境状

况来衡量自然地理要素。

2 区域投资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区域投资环境系统各要素的描述， 对5个要素分

别选择相应的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3 招商引资的指标体系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招商引资的计量分析

并没有形成指标体系， 所以也没有相应的资料可供参考。
对招商引资的衡量，应当从投资利用的角度进行考虑。 原

因是引资只是过程， 而资金的利用才是最终的目的和结

果，对结果的量化要比过程的量化更便捷。
根据各个时期和各地区的有关招商引资的公告和统

计报告，笔者作了一下总结，初步建立了衡量招商引资的

指标体系。 包括招商引资现状指标、招商引资存量指标和

招商引资效果指标。招商引资现状指标主要反映区域当前

时期的招商引资情况，衡量指标包括全年新签外商直接投

资项目数、合同外资额、实际利 用 外 资 额、实 际利 用 内 资

额。 其中，合同外资额包括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合同外

商其它投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包括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额和实际利用外商其它投资额。招商引资存量指标反映

区域到当前时期为止，以前某个时期的招商引资工作的累

计效果，衡量指标主要是累计利用外资额、累计利用内资

额和外资企业年底投资总额。招商引资效果指标反映区域

招商引资取得的实际效果，衡量指标包括外资企业出口额

占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内资企业出口额占地区出口总额

的比重、外资企业上缴利税、内资企业上缴利税、外资企业

注册资本占地区企业注册资本的比重、内资企业注册资本

占地区企业注册资本的比重。 一般说来，对外借款也是外

资利用的形式之一，应属于引资效果的衡量指标，但是对

外借款从其本质来说并不是区域投资环境所吸引来的主

动投资，因此本文在研究时并没有作考虑。
为了对招商引资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选取我国31

个地区为研究样本， 根据招商引资指标体系以及相关的

《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6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及2007年各省政府工作报告数据资料，赋予每个样

本和变量相应的数值。 其中，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和累计

利用内资额所选取的时期是“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

数据，而内资企业出口额占地区出口额比重、内资企业注

册资本占地区注册资本比重、内资企业上缴税收总额等指

标，由于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而缺失。

var（xj）=
1

n-1

n

i=1
Σ（xij-x軃 j）

2
（1）

xij
*=

xij-x軃 j
Var（xj）

%
姨

（2）

xij
*：原始指标值；

xij
*：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xj：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

Var（xj）
%
姨 ：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i：样本序号；

j：指标序号；

n：总的样本数。
为了研究招商引资各个指标间是否存在信息重叠，现

对样本矩阵进行两两相关分析。运用SPSS软件运行相关分

析程序，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表明，45个小于

1的相关系数中有28个在0.5以上，说明指标间存在着强相

关关系。因此，需要对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消除变

量间的相关关系。 在采用主成分分析之前，首先对数据利

用式（1）和式（2）作标准化处理，消除变量间的量纲，经过

标准化处理的变量均值为0，方差为1。 以标准化后的数据

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分法对招商引资指标体系的各个变

量进行分析，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样本进行KMO-Bartlett检验， 确定

变量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 一般认为KMO>0.9时效果最

佳，0.7以上效果尚可，0.6时效果很差，0.5以下不适合作主

成分分析 ［2］。 KMO检验结果为0.78>0.7，因此，适合作主成

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10个变量被综合成两个不相关

的变量，所覆盖的信息量为原来信息量的94.18%，可以选

其作为新的变量。 第一个主成分与8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都

大于0.7，说明这8个变量所承载的信息量近似于用主成分

1来表示。 这8个变量是：FCN（全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数）、FCC（合同外资额）、FCI（实际利用外资额）、FDI（累计

利用外资额）、FDE（外资企业投资总额）、FEE（外资企业进

出口额占地区进出口额比重）、FEC（外资企业注册资本占

地区注册资本比重）和FET（外资企业上缴税收总额），8个

变量都是涉及外资的变量，因此，可以给主成分1赋予新的

变量名称为利用外资因子，简写为FI；第二个主成分主要

与FCD（实际利用内资额）和FDD（累计利用内资额）呈 现

潘霞，鞠晓峰：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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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编号

自 然 地

理环境

区位条件 地理位置 1

自然资源

存量指标
2

3

利用指标
4

5

维护指标 6

环境状况

现状指标

7

8

9

治理指标 10

效果指标

11

12

13

基础

设施

生活设施

人居环境
14

15

生活配套设施
16

17

人居舒适度 18

交通运输

运输能力 19

承载能力

20

21

交通便利程度
22

23

邮电通讯

通讯服务能力 24

通讯服务设施 25

信息服务设施 26

信息服务能力 27

经济

环境

经济实力

经济发展速度 28

经济发展投入 29

经济产出率 30

经济投入率 31

经济结构

工业发展水平 32

经济服务水平 33

高科技产业比

重
34

经济效益

企业获利能力 35

全社会经济效

益

36

37

38

第四层

地理位置

能源年已探明储量

人均水资源量

一次能源年消费量

人均耕地面积

资源维护投资

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三废的治理投资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废气处理达标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工业废水处理率

二级以上等级公路里程

人均供水量

电量消耗率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数

年客运总量

年货运总量

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

公路网密度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百人拥有电话数

通讯光纤长度

互联网用户数

GDP 年增长率

人均科技三项费用

人均 GDP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第二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

高科技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总资产贡献率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劳动生产率

第一层

社会

文化

政治

环境

第二层

经济外

向性

市场

发育

社会

状况

科技

文化

政府

环境

政策

环境

第三层

对外贸易开放度

劳动力吸纳能力

市场发展潜力

市场购买力

市场规模

社会稳定状况

社会生活质量

社会服务水平

文化教育

科技研发环境

科技力量储备

政府管理能力

政治民主化

政府守信度

政策和实施效果

法律法规完善度

政策稳定性

编号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第四层

外贸依存度

实际利用外资额

进出口商品总额

三资企业从业 人 员 占 全 部 从

业人员比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

人均年消费性支出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

就业率

职工平均工资

刑事案发率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社会服务从业人员比重

每万人拥有医师数

人均科教事业费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科技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万人拥有大专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人数

国内 3 种专利申请受理数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

万人科技人员数

万人就业人员 R&D 人员数

企业 R&D 经费支出

技术市场成交值占 GDP 比例

政府部门管理效率

案件处理率

旅游国际收入

财政收入增长率

公民投票率

优惠政策落实度

外资政策优惠度

进出口商品总 额 占 全 国 总 额

比重

涉外法规健全度

政府政策连续性

表2 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强相关的关系，因此，赋予主成分2新的变量名称为利用内

资因子，简写为DI。为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需要根据新因

子与原始变量间的关系计算样本的变量值。计算方法是用

因子得分矩阵与变量的标准化矩阵相乘，所得结果见表3。

4 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的构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6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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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DI FI DI

北京 0.29 1.42 湖北 -0.29 0.20

天津 0.34 -0.61 湖南 -0.29 0.87

河北 -0.29 0.37 广东 3.16 -0.40

山西 -0.80 0.37 广西 -0.39 -0.16

内蒙古 -0.43 2.47 海南 -0.37 -0.95

辽宁 0.48 -0.26 重庆 -0.50 -0.49

吉林 -0.40 -0.45 四川 -0.58 1.37

黑龙江 -0.62 -0.31 贵州 -0.72 -0.77

上海 1.43 1.26 云南 -0.76 -0.21

江苏 2.73 -0.54 西藏 -0.56 -2.04

浙江 0.84 -0.34 陕西 -0.57 -0.27

安徽 -0.39 2.15 甘肃 -0.75 -0.83

福建 0.59 -1.50 青海 -0.74 -0.94

江西 -0.18 -0.35 宁夏 -0.6024 -1.2300

山东 1.44 0.52 新疆 -0.7915 0.1586

河南 -0.47 0.66

指标

地区

指标

地区

表3 样本新因子矩阵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经济环境

经济实力

人均科技三项费用

基础设施

生活设施

燃气普及率

人均 GDP 电力供给充足率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经济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城市用水普及率

高科技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交通运输

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

经济效益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年客运总量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邮电通讯

互联网用户数

经 济 外 向

性

外贸依存度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进出口商品总额

政治法律

政府环境 财政收入增长率

外来人口比重
政策环境

外资政策优惠度

市场发育

非国有制经济产出占 GDP 比重 进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总额比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法律环境 万人拥有律师数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

自然资源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社会文化

社会状况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矿产资源相对丰度

职工平均工资 资源维护投资

人均拥有城建维护投资 人均水资源量

社会服务从业人员比重

环境状况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人口自然增长率 工业废气排放量

就业率 三废的治理投资

文化环境 民族种类数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科技教育

国内 3 种专利申请受理数 地理位置

企业 R&D 经费支出

地方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数

科技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区位条件

自然地理

表4 利用外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系统

会发展统计公报及2008年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高科

技统计年鉴2007》、200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各

地区政府网、外资网、外经贸网、招商网等公布的数据，赋

予表2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相应的指标值。其中，政治法律指

标体系中的政府优惠政策落实度的考察，通过外商投资增

长额（用2006年的数据减去2005年的数据）来反映，因为政

府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越好，外商对企业越有信心，就会增

加投入［10］。公民投票率指标由于没有找到相应的数据而导

致指标值缺失。政府政策连续性没有找到相应的指标来替

代， 但是根据各地区关于外商投资政策的制定情况看，主

要还是在于国家政府的引导政策，因此，在地区间政府制

定政策的连续性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 另外，从我国对不

同开放区的外资政策的执行情况看，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

宗旨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可以认为政策的稳定性很高，可

不作考虑 ［11］。涉外法律法规的健全度能很好地反映地区的

法律制度完善情况， 但是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属同一个国

家，因此，在各地区间这种差异 几 乎 不 存 在，本 文未 予 考

虑。
对原始数据用公式（1）和公式（2）进行标准化，然后用

标准化后的数据对经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基础设
施要素、政治法律要素和自然地理要素，根据相关系数分

别进行聚类分析，所得到的聚类结果与招商引资指标的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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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经济环境

经济实力

GDP 年增长率

基础设施

生活设施

房屋平均销售价格

人均 GDP 燃气普及率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城市用水普及率

经济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经济效益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交通运输 年货运总量

经济外向性 外来人口比重 邮电通讯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市场发育 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

政治环境

政府环境 财政收入增长率

金融环境 通货膨胀率 政策环境 -

社会文化

社会状况

人口自然增长率 法律环境 万人拥有律师数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自然资源

人均水资源量

医疗保险参保收入 矿产资源相对丰度

人均拥有城建维护投资
环境状况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文化环境
民族种类数 -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科技教育

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技术市场成交值占 GDP 比例

企业 R&D 经费支出

人均科教事业费

区位条件

自 然 地 理

环境

表5 利用内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系统

和DI共同建立Pearson相关关系模型，该模型要求变量满足

正态分布，而且等间隔侧度 ［12］。 用卡方检验对变量进行正

态分布检验，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检验，变量值都以月份为

间隔侧度，因此，变量满足相关分析的条件。运用SPSS统计

分析软件对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得到区域投资环境

各要素指标与利用外资因子FI和利用内资因子DI之间的

相关系数矩阵，为了依据相关系数对指标进行筛选，对于

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列出以下规则：相关系数处于0.7～0.9间

的称为中度相关； 相关系数在0.5～0.7间的称为轻度相关；
相关系数在0.3～0.5间的称为微度相关； 相关系数在0.3以

下的称为指标不相关。

5 结论

我们选择的原则是同类的指标中选择与FI或DI相关

系数最高的指标，不同类的指标选择与FI或DI至少微度相

关的指标。 通过筛选，我们得出了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

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两个指标体系：利用外资的区

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利用内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

价指标体系，如表4和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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