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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首次超过美国
严于龙

2002 年是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后

的第一年，我国对外经济取得了骄

人的 成绩 ，外 贸进出口 和利用外资

双双告捷，其中尤以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首次超过 50 0 亿美元成为

我国 对外经济 发展中最 耀眼的 “亮

点”。2002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达到 527 亿美元，比 2001

年增长12.5%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

全 球 吸 引 外商 直接 投 资 最 多 的 国

家。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是 稳步增长的。
特别是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世界经

济持续低迷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

幅减少，从 2000年创记录的 1.49万
亿美元下降到 2001 年的 735 1 亿美

元，2002年的 5000多亿美元。在这

种情 况下，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不降 反升，成为全球瞩目的 外商投

资首选地。2002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

资约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1/

1 0 左 右，在总量 上取得 历 史性 突

破。除此之外，还呈现如下三大特

点：一是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商

直接投资在规模 扩大的同时，质量

和水平也不断提 高。在外方投资最

集中的加工制造业中，集成电路、计

算机 、 通信产品等高技术项目明显

增加。如 1997年外商投资电子通信

制造业占 全国吸收 外资总额的 比重

仅为6.1% ，2002年已达到17% 以上。
另外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也发展

迅速。二是跨国 公司更加注重本地

经营。跨国 公司将企业的 核心部分

开始向我国转移，生产、管理、 采

购、 品牌等各个方面都 加快了本地

化的进程，出现地区总部、 研发中心

和生产基地一体化进入我国的新趋

势。目前，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跨

国企业已达 400家。世界 500强公司

中，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已超过

120 家。三是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
外方独资方式发展迅速，目前已成

为我国 利用 外资的主要方式，并呈

上升趋势。跨国并购也成为跨国直

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
主要原因

入世初年.我国已经开始加强了

利用外资的能力。外商投资地区正

从南向北、 从东向西发展；外资来源

也由原来以 港澳台为主向欧美跨国

资本发展；利用外资的行业也在向

环保、 城市建设和服务业扩展；利用

外资的方式由原来的通过优惠政策

吸引外资转变到开始以 长期战略目

标吸引外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

首 先 我国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潜 在市

场 ，而且这一 潜 在市 场的某些方面

正在成为现实市场。不断提高的国

内 购买力 ，吸引了许多外国企业到

中国投资设 厂。二是我国成为全球

投资最安全的地方。美国发生 “9 ·

11” 事件后，世界上许多地方变得不

那么安宁。而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

济快速发展，投资回报高，成为许多

国 外企业包括跨国 公司对外投资的

“安全港”。三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

开放 ，我国的 投 资环境得到根本改

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投资硬

环境和鼓励投资的政策软环境都很

有竞争力。四 是随着国际产业结构

调整的加快 ，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和

劳动力素质优势以及配套能力的提

高，吸引了 大批国 外企业将生产和

研 发基地转移到中国。五是我国 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正面效应推动了

外资的进入。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

政府严格履 行开放市 场的 承诺 ，对

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金融、保

险、电信、 外贸、商业、运输、建筑、

旅游及中 介服务等 服务领域进一步

对外开放，使外商对华投资信心不

断增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

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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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快速增长，开

放初期 1979— 1985 年累计 47.3 亿

美元，“九五”时期达到2134.8亿美

元，到 2002年累计达到4460多亿美

元，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超过 5万家，

对我国 2 0 多年来国民经济保持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越来越大

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直接进入

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形成有

效的最终需求，成为拉动 G D P 增长

的重要动力。二是提供了重要的资

金来源，扩大了我国的货币总量，为

我国 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

血液。三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引

进的不仅仅是资金本身 ，更重要的

还在于引进了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

验和经营理念，是我国技术进步的

重要 因 素。四 是 扩 大 了 出 口 和进

口。1981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仅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0.1% ，进口额占

0.5% 。9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来华

投资迅猛增加 ，外商投资企业数量

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到2001

年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我

国总进出口总额双双超过50% ，推动

我国 成为世界第六进出口大国。五

是促进了就业，截止到 2001 年，外

商投资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已经达

到 600 多万人。六是促进了企业竞

争，提高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参

与国内、国际竞争的能力，为我国在

加 入 世 界 贸易 组织后参与全球竞

争，保持国际竞争地位，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七是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

革，外商投资的进入使我国国有企

业有了面对面的竞争，促进了国有

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八 是为我国产

品打进国际市场充当了引路人，为

我国在新世纪对外经济的辉煌 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大量外资流入对我国也是

“ 双刃剑 ”，既 要 看到它 的 积极 作

用，也要关注它带来的其他方面的

影响。一是跨国公司发展占据重要

的战略性 产业，有可能 利用优势在

我国市场形成垄断。二是目前跨国

公司在我国仍 然处于投入阶段 ，有

的企业尚未盈利，有的企业则将利

润的大多数用于再投资，这样国际

资 本 汇 出 我国 的 较 少 ，但 预 计 到

2010 年左右外资企业将有可能产生

近 2000 亿元的 利润。此时，若大量

利润汇出我国 ，将 会给我国带来外

汇、 股票等金融风险。三是随着外资

企业的增多，国 家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余地可能会减小。四 是跨国公司

对于商业资源的控制，可能会挤占

和垄断内资企业的产品市场，抢占

投资机会等。

利用外商投资要注意的问
题

外商实际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

标志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

一个新阶段。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综合竞

争力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不断改善

投资环境，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资，是

进一步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的一条

重要途径。同时，也须关注今后我国

吸 引 外资 可能 出现的一些相 关 变

化。第一，我国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

历史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将进

入稳定增长的阶段。从新增流量的

角度来看，“十五” 时期利用外资的

增长将难以达到过去 20年间的平均

增长水平，预计年均增幅为 5 % —

10%。这意味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

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必须由注重

总量增长效 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

转变。第二，外资表现出了一些新的

动向。一是投资方式在发生新的变

化，外商独资的趋势加快。从去年 1

—8月的情况来看，在外商实际投资

的 344亿美元中就有 200多亿美元是

属于独资的，比重将近2/ 3。这种变

化意味着中资企业希望能够像过去

一样通过吸收外资带动其发展的机

会将 会越来越少，中资企业今后受

到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二是随着

高技术含量 （资本密集型）外商投资

项目的增加，以往我国通过引资解

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在逐步下降 ，以

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政策引导作用

也在日渐淡化。第三，我国目前从发

达国 家吸纳国际资本的能力还相当

有限。流入发达国 家的国际资本主

要是证券投资 （债券和股票）和银行

贷款等其他投资，直接投资在美国

的外资结构中只占1/ 4左右，而且绝

大部分还是并购投资。而现阶段我

国吸纳证券投资和银行 贷款的能力

较弱 ，以并购方式吸引直接投资还

有许多障碍。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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