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文摘如何看待外商

投资的技术作用

中国今天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

度 上是引进外国技术和自己消化、吸

收在 1 0多年的市场竞争中而产生的。

当然，外资在其中起到了促进、巩固

的作用，在有些行业，外资确实给中

国带来了技术。但是，也要看到，这

些技术并没有被中国自己掌握，对方

也不愿意中国掌握，因此，我们不应

该否认或忘记中国引进技术和自己研

究、消化的作用，不应该把中国的技

术进步和由技术决定的经济竞争力寄

期望于外资，我们仍然需要在技术引

进的同时发展自主开发、自主设计的

技术、产品，这样的产品、 产业才真

正具有国际竞争力。

以技术、设备合资的企业，确实

给中国的合资产业和产品带来了技术

进步，而资金合资却不能带来技术进

步。所有这些外资，都加剧了中国市

场的竞争， 但是，这些竞争并没有导

致由技术决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的

提高。以技术合资的外商投资其目标

不是国际市场的需求和竞争，而是中

国的市场和利润，因此，他们不会也

不愿意主动转让技术或让中国人掌握

技术，甚至阻止、控制中国人对技术

的学习和掌握。

因此， 可以这样说，相对于历史

而言，相对于中国引进、 已经掌握的

技术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合

资产品带来了新技术，但是，没有提

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利用外资

来获得技术和提高由技术决定的竞争

力没有实现，如果现在的状况继续下

去，指望通过外商投资来获得国际先

进技术可能 是一种幻想。 （摘自《国

际贸易问题》 1998 年第 1期 作者：

陈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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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文摘
取消信贷规模

管理应有配套措施

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控制之 后

应采取以下相应措施： （ 1 ）国 家 要

支持央行独 立执行货币政策， 不受 其

他任何地方、部门、 个人的 干预；央

行也要正确认识自己在金融监管中的

地位，改进监管方法。 （2）国 家 在

政策 上支持国有银行转制， 主 要是减

少政策性干预，不要把一此政策性 业

务压给国有商业银行，国 有银行承担

政策性业务时， 利益损失 由 财 政 弥

补。 （3） 央行对各商业银行 下达 实

行全方位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 “时间

表” ， 要求各 专业银行在“时间表”

内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以适应未来比例

管理的要求。 （ 4 ） 我国四 大国 有 商

业银行近期内对分行实行比例管理，

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因，比例可逐年调

整；各分行为完成总行比例，可对 二

级分行和 支行实行小同的管理模式，

对存差行实行比例管理， 对借差行实

行规模管理，同时 下达比 例 调 整 要

求 ， 以 尽快实现从规模管理到比例管

理的转化。 （摘自 1 998年 1 月8日《中

国证券报》，作者：庄乾 志  刘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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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非常必要

其原因：（ 1 ）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还未真正建立， 经济主体投资

扩张的冲动依然存 在；（2）近几年来我

国经济增长一 直保持 1 0% 左 右 的 速

度，如投资规模过大，必然使经济增长

超过“九 五”规划 平均增长8%的速度，

必然激化我国业已存在的瓶颈矛盾，

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3）脆弱的金融

也需 要中央银行采取审慎 的 货 币 政

策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 亏损，小仅造

成财政少收，而且带来 了银行的呆帐，

许多银行不良债权率提高到 30% 以

上， 扭曲的信用秩序随时都有可能影

响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稳定， 从而导

致金融危机；（4）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

存在。社会总供给增 长速度固然很快，

总量 上社会总需求 与总供给供求基本

平衡，但结构矛盾突出，外汇储备猛

增，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过多，成为

潜在推动通货膨胀或者增大通胀压力

的重要因素；居民储蓄增 长过快，“笼

中虎”的威力越来越大 。（摘自《财经研

究》1 998 年第 1期 作 者：刘志友  刘

银凤  王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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