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FDI与国家经济安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FDI与国家经济安全>>

13位ISBN编号：9787309052503

10位ISBN编号：7309052501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

作者：万解秋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FDI与国家经济安全>>

内容概要

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各主权国家最为关注的话题。
FDI(外商直接投资的简称)在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
一，尤其在沿海发达地区，FDI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也被政府和学界提了出来。
FDI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的结构上来把握，但其根本
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本书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溢出效应、市场扩张效
应、贸易溢出效应等专题阐述了FDI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其得出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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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对外开放和FDI的大规模进入，使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一块热土?这几乎是一个
令所有人费解的谜，FDI突然爆发的现实对于以往的理论和分析判断提出了质疑。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原因的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伍德沃德和罗尔夫
对于对外投资形成要素提出了“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的两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
会吸引外资进入，而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加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会吸引外资进入从事加工出口，以此
可获得较高的加工利润。
而巴克利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原材料、低廉的人工费用和加工成本是吸引外
资进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外商的直接投资需要这些优越的条件。
　　后来，经济学家邓宁进一步总结了外资进入的条件和原因，提出了“市场”和“成本”两要素理
论。
“市场”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需求购买力，它是外资进入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成本”要素就
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成本具有比发达国家更为低廉的优势，包括了这些国家所拥有的丰富而廉
价的原材料，这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动力因素。
　　进入19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市场占领和分割垄断的
功能，形成了一种“市场导向型”的对外投资；还有一种对外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投资所追求
的是获得较低的加工成本和廉价的原材料，这种投资只是要寻找到一个低成本的加工基地，而市场则
可能在世界各地，两者都可能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原因。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外资进入的条件和吸引力问题，提出了市场导向、资源导向和出口导向（成
本导向）的理论，而将其概括起来，也就是一个市场导向型的外资进入论和出口导向型的外资进入论
。
而从中国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目标和市场结构看，FDI的进入既有市场导向型的，也有出口
导向型的。
19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港澳台资本和其他东亚地区的外资，是寻找低成本加工基地的出口导向型外
资，它们进入的基本动力和利益是获得较低的产品加工成本，而产品的市场一般是在欧美；而欧美以
及部分日本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市场占领型的，它们对华投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
产品市场，汽车、家电、化工、食品等行业是它们投资的重点，这部分资本表现出了明显的市场导向
型。
而且跨国公司对于开放初期的产品出口比例限制或外汇自我平衡要求有着强烈的不满，体现了其占领
中国市场的强烈欲望。
因此，简单地将FDI的进入原因归结为市场导向或成本导向并不确切，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
期和不同的体制框架下，FDI的进入目标和动因是不一样的。
从我国开放初期的市场结构和体制看，FDI进入中国是由市场和成本两要素同时决定的。
用一个简洁的定义来概括就是：欧美日的跨国公司是由国内市场引导进入的；港澳台及东亚地区的中
小企业投资是由成本导向进入的。
　　从一般的分析与观察看，中国在1970年代末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引发外资来华投资
的基本原因。
但允许外商来华投资的政策还不是FDI大规模进入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引发外资的大量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地
区，除了“四小龙”以外，外商的直接投资也是十分有限的。
而FDI在发达国家的“铁三角”以外对于中国的投资是十分特别的事件，具有特殊的诱发因素。
在1990年代中到21世纪初，中国每年吸收的FDI超过了400亿美元，2002年以来超过了500亿美元，这一
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期的外资进入量。
中国吸引外资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如何来解释这个特殊的现象呢?　　问题要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
殊结构和开放政策的要素来发现原因。
我们知道，中国在19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市场对外完全封闭，工业发展和技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FDI与国家经济安全>>

开发全部依靠自己，这种自我开发是在极低水平下开展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发达国家有
很大差距，而且这种自我发展过程一直在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经常处于停滞状态，使得生产
技术、产品加工能力、经营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拉越大。
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差距的巨大落差体现了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优势，发达国家的企业拥有了明
显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
而这种优势的落差一旦发生转移和流动，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生产能力提升和效率释放，无论在国内
地区间还是国际间，技术优势的转移和流动将会带来巨大的“结构生产力”，引发落后地区和国家的
技术快速进步和经济发展。
当然，技术差异和经济能力落差的存在仅是结构生产力释放的可能性，要变成现实，还需要有其他的
条件。
　　这种条件长期以来一直为我国的封闭体制所扼杀；因为我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和建立
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禁止外资的进入和竞争，国内市场完全封闭。
　　而一旦打开这种封闭结构，形成市场的开放和技术转移的条件，巨大的结构生产力就将被释放出
来。
　　从技术角度看，拥有无法相比的优势；从产品的角度看，落差巨大，市场具有巨大的空间；从经
营和管理的角度看，企业的效率差距也十分明显。
外资企业的进入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看，这是一个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相联系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动态变化性。
在进入19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0亿，市场的需求量十分庞大，但人均收入水平极低，
还不到100美元，实际的购买力很低。
在国内市场封闭的条件下，国内的生产供给能力也十分低下，大量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
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状态处在一个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和潜力十分巨大的状态。
市场潜在的需求在封闭的条件下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市场购买力，在供给体系受严重压制的情况下，它
是难以对市场产生拉动的。
因此，从当时的市场结构和容量看，这不可能对外资的进入有真正的吸引力。
　　但是，潜在的市场需求有可能被激发出来，这主要是因为：　　（1）市场的开放对国内消费体
系的刺激和带动，由示范效应带动市场；　　（2）由外资引入的新技术、新产品对国内市场消费者
的引导开发；　　（3）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这三个要素在当时都有积极的发展趋势，对外资产生了吸引力。
国外市场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带动在长期封闭的市场开放初期具有强大的作用，形成一浪一浪的消
费攀比热潮，从当时的服装、家电、食品、日用消费品的消费变动趋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从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介入效应看，它具有强烈的市场带动和开发功能，可以使国内市场得到推动
和发展，这是技术带动市场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当时开放初期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可口可乐、快餐、化妆品、家用电器等均是在外资新产品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潜力，也为外资所预测到了。
随着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个人的收入将迅速上升，而且收入的差距因为市场竟争因素的引入会拉大
，引出不同的需求群体，这意味着市场潜力将扩大，外资正是看到了这种结构变革的趋势，才开始把
中国作为新的投资重点。
　　从1970年代末开始，外资就开始了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整个1980年代的外资投入不超过50亿美
元，从事的是服务业、加工出口业，和国内消费品的生产与销售。
这种投资规模和当时的政策限制、市场情况是适应的。
　　除了吸引FDI进入的必要条件外，还需要有外资进入的一系列充分条件，这包括了国内经济体制
、政策因素和国外投资国以及企业的状态、条件。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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