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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结果，2011 年，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FDI接受国［1］。近年来，来自
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外资逐渐与中国地区政治经
济网络 ( 以珠三角与长三角为代表 ) 相互融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跨境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是次
国家行为体 ( 地方政府) 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跨边
境合作模式，它与传统的区域合作不同之处在于，
参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对象是地方政府而非主权国
家。在这种合作模式中，外资与地方政府处于相互
适应的过程。外资所代表的国际生产网络需要扎根
于地方政治经济之中，而地方政府则要提供吸引外
资的措施，包括一系列合理的金融、税收、环保、
安全、通信、交通等制度框架与基础设施。这种合
作模式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外经济行为能
力大小。

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城市，

它凭借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结构与外资合
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东莞模式”，成为广东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过去 20 多年，
东莞的 GDP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是
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截至 2010 年底，
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东莞设立了
13000 多家企业。其中，5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东
莞设立了 79 家分厂。历年外商投资总额累计达
635. 3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541. 7 亿美
元［2］。本论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次政府外交
理论，并结合东莞这一具体案例来分析地方政府在
对外经济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文献综述及核心概念
( 一) 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次国家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学者对联邦制国家中的地方政府 ( 州)
与对外事务关系的探讨。第一次全面分析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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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的学者是伊夫·杜切克 ( Ivo D. Duch-
acek) ，他在 1986 年出版的著作 《政治的领土层
次: 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及跨越国家》中，对次
国家政府的国际行为做了分析，此后他又参与合编
了《有孔的主权与国际关系: 跨主权交往与次国
家政府》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 “平行外交”
( Para-diplomacy) 的概念①。这一理论的提出，极
大地推进了次政府外交研究的理论水平。

继平行外交理论之后，白里安·霍金 ( Brain
Hocking) 在《外交政策的地方化: 次国家政府和
多层外交》中又提出 “多层外交”理论 ( Multi-
layered Diplomacy) 。该理论认为: 首先，国际与国
内事务的传统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在国内政治国
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治与
国际事务之间也日益交织在一起; 其次，要保证任
何一个政治层面的政策目标的实现，都要确保其在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层面的顺利执行; 第三，国家
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在参与外交活动，外交政策实际
上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最后达成妥协的结
果，因此，国内政府对外交的影响与参与是不能被
忽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才会有专门研究国
内政治进程与外交政策互动之间的 “双层博弈”
及“多层博弈”理论［3］。除此之外，其他相关理
论如“全球治理”理论、“两支世界”理论等都对
非主权行为的国际参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4］。

斯蒂芬·伍洛克 ( Stephen Woolock) 对经济外
交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体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经济
外交是政府行为中的一部分，经济外交所涉及到的
问题，如投资与保险规则、金融服务、卫生及治安
都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引资方面，
省、州及县级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导致在
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地方政府间争
夺外资甚至比国家之间对外资的争夺还要剧
烈。”［5］还有学者指出: “次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
中的参与，使得巩固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工作更
为复杂，并对外事机构构成新的挑战。”［6］

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起步较晚，这一研
究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央权力下放的过程相一
致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 唐斌、陈靖的 《地
方国际收支研究》、薄贵利的 《中央与地方关系》、
龚铁鹰的 《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 地位、功能

及政治走向》、李珍刚的 《论跨国地方政府关系的
构建》、陈福寿的 《探析中国地方政府的对外事
务》、周一星的 《新世纪中国国际城市的展望》、
姜梵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城市理论》，陈志敏的
《次国家政府与外交》、王子昌的 《地方外交的结
构性分析: 以广东省与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为例》
以及杨勇的博士论文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
交》等，都对地方政府对外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
践上的研究，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 二) 核心概念
1.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 “local gov-

ernment”，或“local authority”，在不同的国家体制
中，地方政府这一概念是不尽相同的。在单一制国
家中，地方政府是与中央政府相对称的次级政府行
政单位，相互之间是下级与上级的从属关系。我国
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因此，除了中央政府之外，
其他各级政府都被统称为 “地方政府”。中国的地
方行政体系分为 4 级，分别是: 省 ( 自治区、直辖
市) 、市 ( 自治州) 、县 ( 县级市) 、镇 ( 乡) 4 级
政府。

本研究则具体针对东莞市政府。1985 年，东
莞县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
年 9 月撤消东莞县建立东莞 ( 县级) 市; 1988 年 1
月升格为地级市，是全国采取 “地级市直管镇”
的三个城市之一，直属广东省。

2. 经济外交
对于“经济外交”的定义，国内学者周永生

在其专著 《经济外交》中做过比较细致的概括。
总体来讲，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外交包括两个层面的
意思: 一是目的论，即以外交为手段来实现某种经
济利益; 二是手段论，即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某种外
交目标。经济外交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因素
在外交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7］。
但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许多非主权行为体在国
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因而只关注主权
国家的传统经济外交定义则显得不合时宜。

为了研究便利，本文将经济外交定义为政府
( 包括地方政府) 为了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最大限度
地实现其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各种对外工作方式，包
括外贸机构的设置、政策调整、招商引资及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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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切克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同样拥有外交职能和权限，与中央政府的外交是一种“平行”状态。地方政府因为其对外关系无论从质
和量的方面都类似于一国外交政策几乎所有的方面，因而可以被视为外交政策的行为者。从质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具有自主
性，有自己的对外交往渠道，有资源的支持，有战略的指引，有利益的推动; 而从量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频度、涉及的领域
和交往伙伴的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之，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具备了目标、战略、策略、机制、决策过程、手段和“外交政
策”的产出等要素，因而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参见陈志敏著《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长征出版社，2001 年，第 11 页。



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与管理服务性工作。

二 东莞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
( 一) 东盟国家对东莞市的投资情况
截至 2011 年 9 月，东莞市共有东盟投资企业

152 家，占现有企业的 1. 2% ; 合同利用外资 10. 3
亿美元，占全市合同利用外资的 1. 6% ; 实际到资
7. 9 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外资的 1. 3%。其中，新
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泰国、菲律宾、缅
甸分别在东莞市投资企业 100 家、31 家、9 家、6
家、3 家、2 家、1 家。这些企业主要从事货运港
口、运输仓储、电子元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制
造等行业。另外，老挝、越南、柬埔寨在东莞没有
投资。镇街分布方面，东盟投资企业在东莞市主要
集中在虎门、长安、常平、横沥等镇街，分别有
12 家、11 家、10 家和 9 家企业。对东莞投资的东
盟投资国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8］。

( 二) 近年来东莞市对东盟的出口情况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

动，东莞市与东盟地区的外贸进出口呈快速增长态
势。2010 年，东莞市与东盟进出口总额 104. 7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5. 1%，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为 8. 6%，东盟首次超越台湾成为东莞市第 5 大
贸易伙伴。其中，东莞出口东盟 27. 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55. 7%，占全市出口比重 4. 0%。东莞主要
出口商品有: 船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静止式变流器、液晶显示
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集成电路。东莞
从东盟进口 77. 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 7%，占全
市进口比重的 14. 9%［9］。东莞主要进口商品有:
集成电路、初级形状的塑料、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
零件、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部件、电容器、煤。

表 1 2005—2011 年东盟国家对东莞市投资情况

年份
项目数
( 个)

同比增长
( 个)

合同利用外资
(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 )

实际利用外资
(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 )

2005 年 13 0 0. 67 217. 4 0. 28 152. 8

2006 年 14 1 0. 51 － 24. 0 0. 43 53. 5

2007 年 15 1 0. 82 59. 9 0. 24 － 44. 2

2008 年 17 2 0. 60 － 46. 8 1. 18 391. 7

2009 年 9 － 8 0. 89 48. 5 0. 69 － 39. 3

2010 年 8 － 1 0. 49 － 44. 3 0. 90 30. 0

2011 年 1 － 9 月 12 4 0. 25 － 44. 4 0. 60 － 30. 4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东莞市外经贸局 2005—2011 年报告整理。

表 2 近年东莞市与东盟进出口情况 (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同比增长 东莞出口 同比增长 东莞进口 同比增长

2005 年 55. 0 15. 6 12. 6 17. 7 42. 4 15. 0

2006 年 61. 5 11. 8 14. 3 13. 6 47. 2 11. 3

2007 年 80. 7 31. 2 17. 9 25. 6 62. 7 3280. 0

2008 年 85. 7 6. 2 21. 0 16. 9 64. 7 3. 1

2009 年 72. 2 － 15. 8 17. 8 － 15. 3 54. 4 － 15. 9

2010 年 104. 7 45. 1 27. 7 55. 7 77. 0 41. 7

2011 年 1 － 9 月 87. 9 14. 9 25. 6 24. 4 62. 3 11. 4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东莞市外经贸局 2005—2011 年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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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东莞市与新、马、印三国的经贸合作
情况

1. 东莞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
从投资方面看，截至到 2011 年 9 月，新加坡

在东莞市投资了 110 家企业，合同投资 7. 5 亿美
元，实际投资 6. 2 亿美元。新加坡在东莞市投资额
排名仅次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排名第五。
伟创力、快捷达、港务集团、创新科技等新加坡知
名企业已在东莞投资设厂，涉及货运港口、仓储、
房地产、商务服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及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房地产开发经
营等多个行业。2010 年新加坡与东莞新签投资项
目 4 宗，合同投资 1525 万美元，增资项目 10 宗，
实际投资 3401 万美元。2011 年 1 － 9 月，东莞新签
新加坡投资项目 8 宗，合同利用外资 2064 万美元，
同比减少 51. 7%，实际到资 5724 万美元，同比增
长 100. 8%［10］。

从外贸方面来看，2010 年东莞对新加坡贸易
进出口总额 18. 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 0%，占全
市进出口的 1. 5%。其中出口新加坡 6. 3 亿美元，
占全市出口比重的 0. 9%，同比增长 14. 2%。主要
出口商品有: 服装及衣着附件;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部件;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电容器; 静
止式变流器。从新加坡进口 11. 9 亿美元，占全市
进口比重的 2. 3%，同比增长 57. 2%。主要进口商
品有: 初级形状的塑料; 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苯乙烯; 未录的磁带
及类似品。2011 年 1 － 9 月，东莞对新加坡贸易进
出口 14. 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 0%，占全市进出
口的 1. 4%，其中出口新加坡 5. 7 亿美元，占全市
出口比重的 1. 0%，同比增长 19. 8% ; 从新加坡进
口 8. 7 亿美元，占全市进口比重的 2. 1%，与去年
同期持平［11］。

2. 东莞市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
截至 2011 年 9 月，东莞市引进马来西亚投资

企业 31 家，合同吸收外资 1. 16 亿美元，实际吸收
外资 9274 美元。这些企业主要涉及的行业分别为: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2］。

2010 年，东莞市对马来西亚出口 4. 4 亿美元，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0. 6%，同比增长 41. 6%。主要

出口商品有: 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 录放
音、像机及唱机的零附件; 静止式变流器; 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从马来西亚进口 23. 0 亿美元，占全市进口总值的
4. 5%，同比增长 59. 4%。主要进口商品有: 集成
电路及微电子组件; 初级形状的塑料; 二极管、晶
体管及类似半导体; 食用植物油; 电容器。2011
年1 － 9 月，东莞市对马来西亚出口 3. 7 亿美元，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0. 7%，同比增长 10. 1% ; 从马
来西亚进口 18. 3 亿美元，占全市进口总值的
4. 3%，同比增长 12. 6%［13］。

3. 东莞市与印尼的经贸关系
截至 2011 年 9 月，东莞市引进印尼投资企业 6

家，合同吸收外资 627 万美元，实际吸收外资 358
万美元。这些企业主要涉及的行业分别为: 纺织服
装制造;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合成橡胶制造等
行业。

2010 年东莞市与印尼进出口贸易总额 11. 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85. 7%，占全市进出口的 0. 9%。
其中，对印尼出口 4. 6 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比重的
0. 7%，同比增长 157. 7%。主要出口商品有: 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录放音、像机及唱机的零附
件; 电线和电缆;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鞋
类。从印尼进口 6. 8 亿美元，占全市进口比重的
1. 3%，同比增长 56. 3%。主要进口商品有: 未锻
造的铜及铜材; 集成电路;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
件; 牛皮革及马皮革; 纸及纸板。2011 年 1 － 9
月，东莞市与印尼进出口贸易总额 11. 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2. 9%，占全市进出口的 1. 1%。其中，
对印尼出口 3. 6 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比重的
0. 6%，同比增长 3. 7% ; 从印尼进口 7. 4 亿美元，
占全市进口比重的 1. 7%，同比增长 54. 1%［14］。

三 21 世纪以来东莞政府对东盟国家
的经济外交
对于东莞的经济外交，我们分别从促进外贸与

吸引外资两个领域来分析，在外贸领域其主要工作
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及相应的政策调整; 而
在吸引外资上，东莞的主要工作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引资政策以及相关的投资管理服务工作。

( 一) 针对推进外贸的机构设置与政策调整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莞对外经济交流，2001 年 6

月 13 日，东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更名为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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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这一次机构变化使其
对外经济权限扩大，体现在: 首先，它具有更长期
的战略执行力，由过去的 “编订年度进出口计划
和对外经贸中期总体规划”，提升到 “拟定和执行
外经贸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指导性计
划”。其次，增加了对外商投资的管理权限，包括
“指导和协调利用外资业务工作; 检查督促外商投
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执行有关涉外法律法规
和履行合同; 分析东莞市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发展
情况，定期向市政府报送有关动态; 负责对外贸易
和经济合作的统计”。第三，强化其招商引资的功
能，要求其 “指导和监督境内外各种外经贸交易
会、展销会、洽谈会和招商活动”［15］。

随着东莞国际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为了适应新
形势下的对外经济工作的需要，2004 年 2 月，市
外经贸合作局参照省厅有关处室职能的设置，结合
东莞实际，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下属的对外贸易
管理科和对外贸易发展科更名为国际贸易科和对外
经济促进科。同年 11 月 26 日，东莞将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局的职能进一步调整，一方面将原市发展计
划局承担的组织实施农产品 ( 粮食、棉花除外)
进出口计划职能，及市经济贸易局承担的反倾销、
反补贴、产业损害调查的职能划归属下; 另一方面
转变了一些原有的管理职能，包括取消外商投资企
业自用生活用品进口的审批，将东莞企业参加中国
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组织、管理工作职能逐步交给事
业单位承担。此外，外经贸合作局职能中一个新的
变化就是更加突出对公平贸易相关工作的组织
协调。

除政府机构的调整之外，东莞市还成立了一系
列的商会组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东莞市贸促
会、东莞市外商投资中心两家。这些商会属于事业
单位性质。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事业单位尽管被
称为“民间团体”，但仍兼具政府机构的功能，并
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因而本文把商会界定为半官
方组织，它也是政府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
部门和桥梁。这些机构兼具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
份，是我国传统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体，
可以说它们在拓展东莞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
要的角色。

在政策措施方面，东莞从 2000 年以来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针对推进外贸工作的政策，包括: 《关
于进一步加强加工贸易审批管理的通知》、 《关于

加快推进广东省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工作的通知》、
《东莞市加快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等。此外，从 2002 年始，东莞市政府在全市范围
内大力推广“加工贸易合同电子审批系统”，对企
业申报资料进行电脑自动审批，实现 “高效审批、
有效管理”的双效目标。至 2008 年止，全市共有
2000 家企业实现与地方外贸部门的直接联网审批，
另有 5500 余家企业通过镇 ( 街) 录入点实现与外
经贸部门的联网审批。为推进企业、外经贸管理部
门、海关三方联网，省外经贸厅和海关总署经多年
努力，于 2007 年开始建设 “广东省加工贸易联网
监管平台”，并确立东莞市为试点地区。为全面实
现“三方联网”，黄埔海关和东莞市政府高度重
视，双方正式启动了东莞市加工贸易电子化联合管
理平台 ( “三方联网”) 建设工作。

( 二) 构筑引资区位优势
由于东莞作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单独的

立法权力，与外贸政策一样，东莞的引资活动是在
国家宏观外资政策框架之内开展的，东莞政府的引
资特殊政策可以具体化为针对外资的商业便利化与
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大力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采取针对外资的优惠与激
励政策; 三是为外资提供优良的管理与服务。

在基础建设方面，以 2008 年为例，这一年有
26 项市属道路交通和城市功能配套重点工程竣工，
30 项开工建设; 完成电网建设投资 18. 8 亿元; 新
增 LNG管道 105 公里; 建成水利防灾减灾工程 164
项; 划定 1103 平方米的生态控制线; 新增绿地
699 万平方米。同年，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引进项目
105 个，合同引资 85. 4 亿元，虎门港 5 号、6 号泊
位建成投产，获批深水泊位增至 17 个，成为对台
直航首批港口之一［16］。保税物流中心 ( B 型) 获
国家批准设立，东莞生态园 12 项基础工程动工建
设，高标准完善口岸设施，建成并启用寮步车检
场。启用智能化陆路通关监管新模式，车辆通关时
间缩短为 3 分钟，为加工贸易发展打造“通关高速
公路”。联网监管工作取得突破性发展，全省加工
贸易联网监管试点在东莞顺利开通，加工贸易合同
电子审批平台覆盖全市 32 个镇街。

在引资优惠政策方面，以 2008 年为例，东莞
针对金融危机颁布了 《关于做好东莞市来料加工
企业就地不停产转三资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对
外商在自愿前提下就地不停产转为 “三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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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相关部门设立专门服务
窗口，对来料加工企业就地不停产转为 “三资”
企业的业务即到即办，并成立服务中心联合办公，
为转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提供 “一站式”服务。
为了吸引外资，近年来东莞在投资增资奖励、税
费、总部资助、研发扶持、人才政策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对招商引资给予支持①。

在外资服务管理方面，东莞从 2000 年开始针
对外资先后推出了 “外经贸工作监督员制度”、
“外商投资企业集中服务日制度”、“外商联络小组
协调会议制度”、“绿卡制度”、“并联审批制度”、
“关贸协调会议制度”等多项投资服务措施，为企
业提供办事优惠和便利条件，及时解决外商在生
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数十年的精心
打造，东莞形成了一套极具投资吸引力的独特优
势，总结起来有以下特点: ( 1 )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 2 ) 产业配套紧密，市场广阔; ( 3 )
强大的人才及技术支撑; ( 4 )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
良好的商务生活环境; ( 5 ) 高效的行政体系和优
质的服务。外国投资者纷纷选择投资东莞，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东莞优越便利的投资环境。

( 三) 近年来东莞针对推进与东盟国家经贸合
作及招商引资的举措

1. 强化对外合作，实施登门招商
近年来，东莞充分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

动的机遇，省市联动赴东盟地区开展领导高层登门
招商，组织小分队拜访企业总部高层，争取大项目
落户。例如，2008 年 9 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志庚，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率市有关
部门及 20 多家民营企业代表共 38 人组成东莞代表
分团随省团参加了 2008 年广东—东盟系列经贸活
动。活动期间，东莞市代表团通过召开对接洽谈
会、座谈会，参观考察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大型
企业，会见当地主要商会及机构高层领导，有针对
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和经贸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共签订 50 宗累计投资金额达 2. 63 亿美元的境内投
资项目，3宗累计投资金额达 4000 万美元的境外投
资项目，以及 5. 28 亿美元的贸易货单［17］。除参加
省政府组织的各项大型活动外，东莞市代表团还举
办了针对性较强的对接洽谈会和企业代表座谈会。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东莞引进了一批优质项目，开

拓了东盟市场，拓宽了合作空间，进一步扩大了东
莞在东盟四国的影响力，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学习
了经验。

2. 组织企业“走出去”，拓展东盟市场
近年来，东莞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展会，开拓东

盟市场。2010 年，东莞成功组织了 4 场 “走进东
盟”参展考察活动。例如，东莞市政府与市纺织
服装行业协会共同组织了 10 家企业赴越南、柬埔
寨两国进行市场考察，了解这两国的进口渠道、贸
易惯例等，并从中寻找新商机。2010 年 10 月，东
莞市政府组织了三家企业参加在广西南宁举办的
“第七届东盟博览会”。通过展览，企业达到了拜
访老客户，结识新客户，发展潜在客户的目的，为
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 年，
东莞组织 13 家实力较强的企业参加 “2011 年第六
届印尼—中国机械与电子产品贸易展览会”，促使
东莞市星火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找到了有
合作潜力的印尼客户。

3. 组织召开系列东盟政策宣讲会
近年来，为帮助企业了解东盟市场，熟悉东盟

的贸易规则，东莞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了系列走进东
盟政策宣讲会。2010 年，成功组织了 4 场东盟政
策宣讲会，例如，4 月份东莞与国家商务部、台北
世贸中心在东莞联合举办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政策与实务研讨会”，近百家企业参加了研讨
会。通过参加研讨会，企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东
盟自贸区的基本情况、关税优惠政策等，增强了对
东盟自贸区投资情况的认识。

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地方政府在推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各级政府始终
是社会资源调动、分配的主体。东莞地方政府在东
莞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地方政府级别的升格到对外经济的迅速发展，每
一步都在不断地打破以前的体制束缚，都在寻求更
大的地方权限空间，而这一点的最终实现都是在东
莞地方政府的不断努力之下完成的。(下转第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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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政策包括: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对外招商引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东莞市引进重大及关键投资项目奖励办法》、《东莞
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鼓励总部经济发展的工作方案》、《东莞市企业工程研究开发中心资助计划操作规程》、
《东莞市企业研发投入资助计划操作规程》、《东莞市引进人才暂行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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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6 页) 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政府有条
件有能力来集中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其既定的目
标采取有效行动，如果将东莞市视作中国改革开放
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东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在地方政府主导和推动下实现的
开放。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了世
界生产链中一个活跃的角色。一个地区是采取更开
放还是更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该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高低。东莞作为珠三角
经济圈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其外贸机构设置、政
策调整、招商引资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
导与管理服务性等各方面工作，都与东莞市政府对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可以说作为
地方政府的东莞已经成为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一个活
跃的角色，其所开展的各种为实现地方政府经济利
益的对外行为，是非主权政府经济外交的一个典型。

第三，在广东与东盟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的大背
景下，作为珠三角对外开放的重镇之一，东莞对东
盟经济工作力度的不断增强，双边的经贸关系不断
增长。在世界经济出现动荡的新时期，东莞对东盟
经济外交工作也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东莞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包括推动企业转型、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东莞企
业在东盟的影响、塑造东莞企业的形象等，这些又
成了新时期东莞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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