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改革三十年

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三十年回眸

宋康乐  赵 钢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诞

生 和发 展 于改革开放时期 ，已走 过

了三十年的发 展历 程。初期，我国

企业主要从事国际工程 承包、劳务

合作等。近年来，随 着 党 中央 和国

务院提出利用国内外两 种资源和两

个 市场，实 施“走出去”发 展 战略，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事业呈现了多种

形式并存的格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历程

1978 年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

第一家外经企业——中国建筑工程

总公司，随后又分别成立了中国公路

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

中国 水 利电力对外公司等，标志着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业务

正式走向国际市场。三十年来，对外

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大体经历了四个

发展阶段：

——创业阶段（1978-1982年）。

创业之初 ，正值西方国 家经济萧条、

国际 承包劳务市场萎缩之际 ，而且

我国 在开展国际 承包业务中又 面临

资金、人 才和经营管理经验等诸多

困难 ，因此业务规模有限。期间，累

计签订对外承包劳务合同 755 项 ，合

同总额不足 10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3.27亿美元，仅有 10 多家外经企业

在海外开展业务。

——平稳发展阶段（1983-1990

年 ）。1983-1985 年，累计签订对外

承包劳务合同 1952 项 ，合同金额 33

亿美元；1986-1990 年，累计签订对

外承包劳务合同额 99.78 亿美元 ，完

成营业额 17.98亿美元。这一时期，

我国已有 200 多家外经企业在海外

开展业务。

——快速发展阶段（1991-199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科

学技术的迅速发 展 ，我国综合国力

不断增强 ，为外经企业走向国际市

场以 及参与国际竞争、分工和合作

提 供了 有力的保证 ，对外经济合作

事业进入了快 速发 展时期。1991-
1995 年，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劳务合

同 6.63万项 ，合同额 347.4 8亿美元 ，

完成营业额 231.15 亿美 元，以 后 逐

年有所增长。尤其是 19 9 8 年，虽 面

临 亚洲金融危 机 的不 利影响 ，但仍

能保 持稳定发 展 ，新 签合同额 99.6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91.33 亿美 元。

截 至 199 8 年底 ，我国累计签订对外

承包劳务 合同额 7 86.37 亿美 元 ，完

成营业额 594.49 亿美元 ，对外承包

工程直接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 34

亿美元。这一时期 ，已有近 30 0 家专

业外经 企 业、600 多 家兼 营外经 业

务的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1997年，

我国外经企业在海外承揽的合同额

超 过 1000万 美 元 的 大中型 项目有

142个，其中超 5000万美元的 28个，

超 1亿 美 元 的 9 个。1998 年超 1000

万美 元 的 146 个，超 5000万 美元的

23 个，超 1亿美元的 10 个。

—— 高 质 量 高 速 度 发 展 阶 段

（ 1999-2007 年 ）。自 1999 年 开 始，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不仅发

展 速度 进一步加快，而且发展质量

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国家提出“走出

去”发 展战略后，我国企业掀 起“走

出去”热潮，由传统的对外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等业务，逐渐形成全方位、

宽领域的“走出去”格局，对外承包工

程业务得到质的提升。如地区和行业

日趋广泛，已遍及全球 20 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涉及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等

国民 经济各 个 领域。经营主体队伍

迅 速壮大，具 有对外承包工 程 经营

资格的企业已近 200 0 多家，并形成

了一批适应国际承包工程市场要求、

技术过硬、管理先进、具有较强国际

竞争能力的企业。还带动国产设备、

材料及劳务出口，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国产设备材料出口比例约达 60 % 左

右，有的甚至超过 80 % 。承包经营方

式改 变了发展 初期以分包和土建为

主的局面，E P C 方式（即设 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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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造）总承包的项目明显增多，

项目经营层次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而且该 方式已成 为我国 对外承包工

程的主要方式，并逐步向 B O T 方式

（建造-运营-转让）等更高层次

发展。仅“十五”期间，新签合同额在

50 00万美元以 上的大型工程项目有

325 个，其 中，20 05 年 有 115 个，合

同金额 156.9 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承

包工 程 新 签合同总额的 53% ，五年

累计合同金额 429.11亿美元。同时，

对外劳务合作拓展更深更广。如地区

和行业分布日趋广泛，由最初的中东

地区扩展到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业

务涉及建筑、农林牧 渔、工业制造、

饮食服务、科教 文卫体、交 通运输、

设计咨询监理、计算 机 服务 等众多

领域。经营主体队伍迅速扩大，外派

劳务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具有对外劳

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共计 600 多

家，外派劳务人员既有普通工人、技

工、护士和农民，也有工程师、医生、

会 计师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还有

飞机修理、计算机软件设计与应用、

工程设计与咨询、项目监理和经营管

理领域的人才。

实施“走出去”战略 促进对外

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发展

在党中 央 和国 务院的正 确领导

下，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实

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1.对 外 投 资 发 展 迅 速。截 至

2 0 0 7 年 底，我 国 对 外直接 投 资已

超 过 10 0 0 亿美 元。对外直接 投资

流量 和存量占全 球的比重从 20 0 2

年 的 0.5% 和 0.4% ，上 升 到 20 0 6

年的 1.74 % 和 0 .7 3 % 。世界 排名从

26 位 上升到 17 位。对外 投资 领 域

从一般贸易 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

网络、航 运物 流、资 源开发、生 产

制造 和设 计研发 等 领 域 ；在国 家

政策引导下，对外投资的市场布局

日趋 合 理，投 资 国 别 发 展 到 20 0 7

年的 172 个 ；从初期集中在欧美地

区 开始向亚、非 、拉等发 展 中国 家

和地区 扩展。

2.对外 承包 工 程 迈 上 新 台 阶。

2007 年 我国 企 业 完 成 对外承包 工

程 营 业 额 40 6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35.3% ，是 2002年（ 112亿美元）的 3.6

倍，2002-2007 年年均增长 29.4% ；

新 签合同额 776 亿美 元，同比增 长

17.6% ，超 过 2002 年（ 151亿 美 元 ）

的 5 倍，2002-20 07 年 年 均 增 长

38.7% 。截 至 2007 年，我 国 企 业 累

计完 成 对外承包工 程 营业额 2064

亿美 元 ，累计签订合同额 3295亿美

元。2007 年合同金额在 5000万美元

以 上项目 261个，其中上亿美元的项

目有 138 个、上 10 亿美 元的 项目有

5 个。近年来，又相继取得一批总额

大、附加值高的境外基础设施项目，

表明我国企业承揽大型对外工程项

目的能力增强，也令国际同行刮目相

看，如伊朗德黑兰地铁项目和南方电

解铝厂项目、苏丹输油管道项目、麦

罗维电站项目等。特别是 200 6 年签

约的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改 造项目

和阿尔及利亚东西线高速公路项目，

合同金额分别达到 83 亿美元 和 62.5

亿美 元，是迄今为止金 额最 大的两

个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外承包工程

涉及的领域已从劳动力密集的房屋、

道路等扩展到电力、冶金、石化、轨

道交 通 和电子 通信等高技 术含 量、

高附加值领域，工 程总承包成 为业

务主流形式，国际通行的项目管理承

包、公私合营和特许经营等方式均

有涉足。

3.对 外 劳 务 合 作 稳 步 发 展。

2007 年我国企业完成对外劳务合作

营业额 6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 ，

近 5年年均增长 17.1% ；新签合同额

67亿美 元，同比 增 长 28.1%。截 至

2007 年底，我国企业累计完成对外

劳务合作合同额 478亿美元，累计签

订合同额 523 亿美元，累计派出劳务

人员 419万人。目前，对外劳务合作

主要分布在日本、新加坡、韩国、俄

罗斯、澳门、香港。过去 5 年中，外派

劳务人员的构成从 建筑、纺织等普

通劳务扩展到海员、空乘、工程师等

高级技术劳务。

4.企业结构不断优化。目前，经

核 准的 境外中资企业超 过 1万家，

具 有对外承包工程 经营资格的企业

近 2000 家，具 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格的企业超 过 50 0 家，包括国有

大型企业、民营企业以 及合资企业。

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在“走出去”中

继 续发 挥主导作用。非公有制企业

逐步成为新兴力量，特别是在东南

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已成为“走出去”

的生力军，部分优势 企业正发展成

为集境内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跨国公司。2006 年有 46 家

企业入选 E N R 国际承包商 225强。

5.经 济 和 社 会 效 益 显 著。到

2006 年底，我国 境外中资企业（非

金 融 类 ）的 资产总额 达 到 2947 亿

美 元，雇用员 工 63万人，其中外方

26.8万人。20 0 6 年实现年销售收入

2746 亿 美 元、境 外 纳 税 2 8.2 亿 美

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

现的 进出口额达到 925 亿美元。对

外投资合作对带动东 道国当地经济

发 展 的作用也很 明显。据调 查，仅

200 4-2005 年间，境外中资企业为

东道国增加税收 57亿美元，创造直

接就业岗位近 50万个。如，中石油

苏丹项目，不仅帮助该国建立了石油

工业体系，还为当地 4000 多人创造

了就业机会，企业还捐资为当地修

建医院、学校、公路 等公益设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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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产生了良 好的影响，受到了当

地人的欢迎。

积极运用财税政策推动对外

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发展

为促进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中央财政设 立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

险专项 资金、对外承包工 程项目贷

款贴息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

项资金等，逐步形成支持企业“走出

去”财政政策体系，有力地支持了企

业境外投资，对外承揽技术含量高、

带动出口多的大型承包工程项目，以

及开展境外劳务合作、农林渔业合

作、对外设计咨询、境外高新技术研

发等，提高了开放质量，完善了内外

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

经济体系，并 初步 形成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 和竞争

的新优势。

1.支持企业开展 对外工程承包。

2002年，中央财政设 立对外承包工

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由中国银行及

其分行按 1：20 的比例放大，对具有

资格的企业可累计开出数十亿美元

的保函，解决了企业到境外承揽工程

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出现的资金困

难问 题，并 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能力。到 2007 年 年底，已累计

开立保函 638笔，涉及合同金额 300

亿美元。项目涉及房屋、大坝、电站、

成品油管线、供排水和卫生工程、环

保、矿山及工 厂的扩建改 造、铁路、

公路建设 等公共和民 用设 施。其中

为马来西亚古晋电站二期、伊朗塔里

干大坝、埃塞俄比亚泰可则水电站、

巴基斯 坦成品油管线等上亿美元以

上的大项目开立履约保函，不仅为企

业承揽和实施大型对外承包工程项

目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而且在国

际上树立了中国品牌，为我国企业进

一步开拓国际承包工程市场打下良

好的基础。同时，中央财政与有关部

门密切配合，加强资金后期跟踪和监

管，督促中国银行严格审核程序。因

此，保函资金自设 立以 来尚未出现

一笔赔付，保障了财政资金安全。另

外，中央 财政 从 20 01年起，设 立对

外承包工程项目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对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的企

业为实施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而从国

（境 ）内银行获得的商业贷款给予贴

息。截至 2007 年，共支持 581个对外

承包工程项目。

2.全方位支持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项目。为鼓励和引导有比较优势的

企业有序地 开展各种形式 对外经济

技 术合作业务，2005 年中央 财政设

立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对企

业从事境外 投资、农林渔业合作以

及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高新技术研

发平台、设计咨询等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业务采取前期费用资助和贴息等

方式予以支持。
3.以 人 为本，为“走出去”人 员

提供保障。考虑到近年来国际社会

不安定因素增加，对我“走出去”人

员伤害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为鼓励

企业对“走出去”人员投保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中央财政制定补助支持

政策，即对在境外开展 对外经济合

作业务的企业为其在外工作的中方

人员向保险机构投保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费 用予 以 补助，每人 最高保

险金额不超 过 50万元人民币，支持

比例不 超 过实 际保费支出的 50 % 。

另外，对 境外突发事件处 置费 用给

予补助。对从事 对外经济技 术合作

业务的企业，因恐怖、战争、自然灾

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派出人员的

人身安 全受到威胁、发生伤亡等紧

急事件，而发 生的赴境外处理突发

事件工作人员的护照、签证、国际旅

费和临时出国等费用给予补助。

4.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中央财政从 2000 年起，安排专项资

金，支持中小企业举 办或参加境外

展会、参加各类管理体系的国际认

证、国际市场宣传推介、开拓新兴国

际市场、组织培训研讨等。下一步将

根 据我国经济发展 和国际经济发展

新形势的需要，重点研究修改完善中

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

以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走出去”，增

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此外，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

桥，创造良好环境。为增进国内外企

业的联 系和相互了解，中 央财政与

有关部门和国际组织联合举行促进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研讨会、中国企业

“走出去”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走

出去”发展成果展览会。中央财政出

资建立了“走出去”信息网络体系，

打造信息咨询、展会、培训班等公共

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

信息服务，并对企业中高级 经营管

理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等。同时，在

W T0 多边谈判、市场准入和多边规

则制定等方面为我国企业“走出去”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运用 W TO 成

员的权利，在对外投资合作中要求

其他成员向我 开放市场、提供贸易

投资便利，减少我国企业进入国外

市场的贸易投资壁垒等。与有关国

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避免 双重征 税协定等。为进一步 规

范对外经济合作的经营秩 序，促 进

业务 健康稳 步发 展，财政部 与商务

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消对外

经济合作业务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

履约保证金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为

我国企业赴境外发展 创造良好政策

环境。
（作者单位 ：财政部企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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