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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 已

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强调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

并不意味着利用外资不要求数量。所谓利用外资战略

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提法, 不适应国际直接投

资增长的新形势, 也不适应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新要

求, 因此, 是不恰当的。

一、新世纪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1.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新一轮增长, 各国面临吸

收外资的新机遇。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际直接投资

流量出现快速增长, 2000 年曾达到当时历史最高点,

达到 13880 亿美元。在经历了 3 年下降后, 从 2004 年

开始回升 , 2006 年达到 13060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38%。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8 年 1 月公布的“2007 年

全球投资初步统计报告”, 2007 年是全球经济体间相

互 投 资 空 前 活 跃 的 一 年 , 投 资 总 额 达 到 创 纪 录 的

15380 亿美元。这一新趋势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吸收外

资的新机遇。

2.发达国家仍是吸引 FDI 的主力, 发展中国家依

然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国际直接投资强劲增长, 但资源

多数流入了发达国家。2006 年, 发达国家整体吸引 FDI

达到了 8570 亿美元, 比 2005 年增长了 45%, 占全球跨

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65%。

3.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活跃, 服务资本国际化加

速推进。目前, 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投资已占

2 /3。这些现象包含两方面的涵义: 一是服务业成为财

富积累的新增长点, 是国际资本追逐的新领域; 二是服

务资本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

是各国发展开放经济的新方向。

4.跨国并购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同步增减, 资本

在资源整合中的作用在增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收

购和兼并日益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重要方式, 过去 10

年间平均占跨国投资总额的 2 /3 以上。跨国并购在国

际投资中日趋重要并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同步增减,

说明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动中, 跨国公司(资本)在

各种资源的配置与重新整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5.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投资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在提

高。一是国际产业转移日益向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方

向发展, 这种趋势增强了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和知

识含量, 使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在更大程度上趋于一

致。二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调整, 不仅推

动了新的产业转移, 而且创造了国际分工的新形式, 有

利于东道国借助外资的力量提升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

的分工地位。

6.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公司, 全球风险弱化了

传统意义的国别经济安全问题。从实体经济层面看, 由

于跨国公司建立了全球的物质基础并融合了多元文化

的企业思维, 强化了其在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

责任。这种全球责任, 首先是维持全球商业秩序, 避免

全球风险, 而危害东道国经济安全只能是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因此, 传统意义的外资进入与民族国家经济

矛盾所导致的安全问题, 在跨国公司的全球风险管理

的理念和实践中弱化了。

二、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问题

1.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迅速增长相比, 我国吸收

外资的比重在下降。一是从全球排序看, 2006 年我国

吸收 FDI 虽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但所吸收的外商直

接投资在全球已下降到第五位。而在 2004 年以前我国

始终位居全球第二位。二是从我国利用 FDI 占全球比

重来看, 2001—2004 年我国利用 FDI 所占的全球份额

分别为 6.16%、8.09%、8.19%和 8.53%, 2005 年起有所

下降, 其份额为 6.58%, 2006 年下降为 5.12%; 2007 年

我国利用 FDI 回升到 827 亿美元左右 (包含金融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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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即便如此所占全球份额也只略升到 5.4%。这一事

实说明, 我国吸收外资的数量与国际直接投资新一轮

增长的势头不相适应, 我国利用外资的相对速度下降

了。三是从我国利用外资占国内总投资及 GDP 比重

看, 我国吸引 FDI 占国内总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 从

1994 年的 17.1%下降到 2006 年的 5%; 我国外商投资

占 GDP 的比重, 已从 1994 年的 6.24%下降到 2006 年

的 2.35%, 也呈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当年的平均水平

为 9.8%。2005 年 ,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为 11.4%, 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22.9%, 发达

国家为 20.7%。由上可见, 近年来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

国的外资依存度不高且在下降。

2.利用外资的结构僵化, 没有新突破。一是外商直

接投资来源地的结构与过去相比没有大的变化, 我国利

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地是亚洲, 特别是香港及周边国家和

地区, 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仍很少。二是服务业吸

收 FDI 比重较低。三是制造业领域外资流入的资本与技

术密集度虽有提高, 但只集中于少数行业和项目。

3.利用外资的形式仍嫌单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的方式, 一直以新设企业 (即国际上通常所说的

“绿地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为主, 对并购方式重视

不够。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相对比重的下降, 与这种吸

引外商投资形式有明显的关系。

三、扩大利用外资要解决以下问题

1.关于认识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误区主要表现

为外资吸收过多论和经济安全威胁论。

所谓“过多论”的依据之一,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累计金额约 7500 亿美元。一般

而言, 在国际上流入量统计对讨论当年情况有意义, 而

在讨论跨年份问题时多用存量概念。因为只有存量才

能真实反映实际在发挥功能资本的多少。据商务部外

资部门估算, 2006 年底我国外资存量不足 4000 亿美

元。因此, 流入量累计的数字显然夸大了我国利用外资

的规模。另一方面, 如果按人均数量计算, 无论是存量

还是流入量, 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都微不足道。

“过多论”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是我国现已不缺外

汇。实践表明, 东道国国内资金的盈缺状况, 仅是影响

利用外资的因素之一, 且往往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全球

跨国投资的现实状况表明, 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吸收

了全球 2 /3 以上跨国投资。美国和英国是资金最充裕

的国家, 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但同时也是吸收跨国投资

最多的国家。

我国大量吸引外资有更大的必要性。除与发达国

家同样的要求外, 我国的特殊国情, 即我国长期封闭的

经济环境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需要吸收大量的国

外优势生产要素。因此, 继续保持大规模吸引外资, 就

要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

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 现在我国的银行体系确实有

大量储蓄存款, 但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体制与机制

尚不完善, 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待提高。继续大量利用外

资, 既可解决投资来源问题, 又可促进我国金融体制的

改革。再一方面,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服务业发展滞

后, 地区发展也不平衡, 继续利用外资是增强资本形成

的现实途径, 也是加快发展并建立与世界市场联系的

有效方式。

所谓“威胁论”, 其主要依据是外资对一些大中型

国有企业并购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担心夸大

了利用外资的风险。要利用外资总会有风险, 大到国家

安全, 小到经济利益。在我国实体经济中, 利用外资的

风险主要表现为利益分配的问题, 真正涉及国家安全

的问题较少。关于外资并购中可能产生的国有资产流

失问题, 只要坚持公开、公正与透明的原则, 我们的监

督和管理到位, 是可以避免的。

2.关于体制与政策问题。

一是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的方针。最重要的是改变过去以吸

收“绿地投资”为主的状况, 增加并购投资方式的境外

资金。

二是在体制上, 要解决我国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

是民营企业)股份化程度不高, 产权交易市场少和功能

不健全, 以及中介服务组织业务不成熟、活动缺乏规范

的问题, 为外商并购投资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三是几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吸收外商并购投资的

“暂行条例”, 从指导思想上偏于限制与防范, 束缚住了

地方和企业的手脚。例如, 电信业吸收外资的步子过于

谨慎, 几家垄断电信公司只有少量股权为外资购买, 限

制了股份制改革的进展。又如, 在片面强调利用外资从

“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影响下, 2007 版《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准入提高了门槛。其

中, 有些行业偏严, 有些行业本应按区域差别, 不宜搞

“一刀切”。

( 作者: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研究员)

探 讨 与 争 鸣

— 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