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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 对厦门投资环境与引进外资的影响
———基于区位理论的一种分析

□　杨旭东

　　(一)厦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与厦门投资环境分析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设立经济特区 20 年来 ,厦门引进外国直

接投资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

(1)从外资来源地来看 ,厦门经济特区的外资主要来自于港台。

至 2000年 5月 ,全市批准外资合同项目中 ,中国香港投资 2195 项 ,占

项目数的 4514 % ,投资金额 104190 亿美元 ,占合同总投资的 5211 %;

台湾地区投资企业 1703 家 ,占 3512 % ,投资金额 37179 亿美元 ,占

1819 %;港台合计 ,项目数占 8016 % ,投资金额占 7110 %。近年来 ,由

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厦门吸收外资的传统来源地 ,即

港台和东南亚 ,对厦门的投资出现较大下降 ;与此相比 ,来自欧美的

投资则呈上升趋势。但总的来说 ,到目前为止 ,厦门外资的来源地

仍以港台为主。

(2)从投资方式上看 ,在厦门的外资企业中 ,外商独资企业占有

大半比重。根据 1999年的数据 ,在厦门的全部合同外资项目中 ,独

资项目占总数的 6012 % ,协议投资金额占全部合同外商投资金额的

5715 %。而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投资项目以及投资

金额上的比重分别为 2818 %、1110 %和 2113 %、2110 %。

(3)从外资企业对厦门经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 ,外资企业在厦

门经济特区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这不仅表现在提供税

源、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方面 ,更突出地表现在工业产值和对外贸易

两个方面。截止 1998年底 ,已开业投产的外资企业达 3 987 家 ,外资

企业工业总产值 414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8014 % ,外资企业涉

外税收 19173亿元 ,占全市工商税收收入的 3614 % ,外资企业进出口

总额为 40193亿美元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5412 %。与全国其他地

区相比 ,即使与全国其他大中城市相比 ,厦门经济的外向型表现也

是非常突出的。厦门经济特区外资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 ,是与厦

门经济特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的。厦门之所以设立经济特

区 ,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开展对台经贸交流。厦门与台湾之间有着

非常相近和相通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和血缘关系 ,在对台经贸交

流方面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国家为了充分发挥厦门这一区位优

势 ,还赋予了厦门多项优惠政策 ,以进一步促进厦门吸引台商投资 ,

如全国四个台商投资区中 ,就有三个设在厦门。厦门经济特区另一

个吸引外资企业的有利条件在于其灵活优惠的外资政策上 ,如特区

政府拥有较大的外资审批权、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允许外商对所投

资企业拥有较大的控制权等。这些优惠政策有力地吸引了外商在

厦门经济特区的投资。再者 ,厦门拥有良好的港口条件 ,对外贸易

活跃 ,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 ,产品外销市场状况良好。加之厦门良

好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的人员素质 ,都

成为厦门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

(二)加入 WTO 对厦门投资环境与引进外资的影响

1.加入 WTO对厦门投资环境的影响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但与

国际惯例相比 ,我国实施中的外资政策实际体现在优惠和限制两个

方面 ,前者的目的在于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后者在于维持国际

收支平衡和保护国内产业。在优惠政策方面 ,主要有税收优惠、进

出口方面的优惠和各种出口鼓励政策等 ;限制性措施方面 ,主要包

括当地成分要求和国产化要求、外汇平衡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

等。另外 ,我国在 1995年 6 月还颁布实施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

行规定》,将我国的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 ,

外国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部门受到显著的差别待遇。1997年 12 月 ,

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指导外商投资方

向暂行规定》相比 ,新政策扩大了外商投资领域 ,进一步开放竞争性

产业 ,同时 ,允许和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企业形式共同吸引外

资。

我国加入 WTO以后 ,在外资政策上必须逐步与 WTO 的有关协

议衔接 ,主要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检视我国现行的政

策法规 ,与《协议》相抵触的有下面几个方面 : (1)当地成分要求 ; (2)

外汇平衡要求 ; (3)各种次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问题 ,我国现行的

政策法规使外资企业同时处于“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矛

盾地位。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经营管理自主权、自用设备和原材

料关税、进出口经营权等方面优于内资企业 ,而在投资领域、审批程

序、产品及服务价格、出口退税、产品销售等方面又受到与内资企业

不同的歧视性待遇。这些与《协议》有关国民待遇的要求是相违背

的 ; (4)我国外资政策严重不统一 ,经济特区、开发区和各地区竞相出

台的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使外商无所适从 ,对未能享受到这些政策

的外商来说是形成了歧视 ; (5)我国的外资政策透明度仍有欠缺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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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服务性领域设置了过多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领域 ,这是我国

为加入 WTO与缔约方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

对于厦门经济特区而言 ,原先外资政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外资

投资领域、投资形式以及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方面拥有较大的灵

活性 ,随着我国向外资进一步扩大开放 ,厦门所拥有的外资政策优

势将会被相对削弱。加入 WTO 以后 ,我国在外资政策上将逐步与

WTO体系下的《协议》相衔接 ,在这一过程中 ,厦门经济特区的投资

环境也将随之发生某些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国家的外资政策将逐步

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 ,原先赋予经济特区为吸引外商投资的

特殊的优惠政策将会被削弱 ,这就相对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经营成

本。与此同时 ,与内地相比 ,厦门经济特区由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

平而带来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的问题将会突出出来。另一方

面 ,厦门经济特区对内交通不发达、经济腹地狭小的矛盾也将显现 ,

而厦门优越的港口条件将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我国加入 WTO

以后 ,台湾作为独立关税区也将同时加入 ,在WTO框架下 ,台湾将逐

步放松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限制 ,厦门经济特区的“近台优势”对吸引

台资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发挥。

2.加入 WTO对厦门引进外资的影响

加入 WTO以后 ,随着厦门经济特区投资环境的变化 ,在厦门经

营的外资企业将会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

(1)加入 WTO以后 ,我国会逐步赋予外资企业更加平等的国民

待遇 ,外资企业从而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也会有更多的领域向

外资开放 ,这将极大的鼓舞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 ,厦门经济特区也

不例外。目前 ,厦门经济特区 GDP 的 80 %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承担 ,

对外贸易依存度达 170 %左右 ,本地工业产品的出口率保持在 40 %

上下 ;近年来 ,外商实际投资额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在 70 %

左右 ,厦门经济表现为很强的外向性。可以预见 ,加入 WTO以后 ,厦

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在数量上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厦门经济将在更

大程度上表现为外向型经济。

(2)加入 WTO以后 ,我国的外资政策将进一步与 WTO体系下的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接轨 ,我国的外资政策将因此作出调

整 ,外资政策的地区差别会被逐渐消除 ,对厦门而言 ,原先专门适用

于经济特区的外资优惠政策将会被逐渐削弱 ,这就相对增加了在厦

门的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 ,从而会使对优惠政策比较敏感的中小型

外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 ;而对于主要依靠企业自身优势推动对外直

接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影响不大。

(3)由于优惠政策被削弱和厦门较高的土地、劳动力成本 ,对于

降低成本型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这些企业将

会逐步从厦门退出而转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内地。但对于资金和技

术密集型外资企业来说 ,它们主要依靠资金实力和技术上的优势赢

得市场 ,要素成本的因素并不是它们考虑的重点 ,因此 ,对于这类企

业影响不大。

(4)加入 WTO将会推动全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会

使厦门市场狭小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个问题的存在 ,一是因为厦门

经济总量有限。1999年厦门市 GDP为 458129亿元 ,低于国内不少县

级市 ,在全国 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倒数第一 ;二是因为经济腹地

狭小。厦门地处国内市场末端 ,再加之对内交通不畅 ,使厦门可辐

射的国内市场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在厦门投资的主要以国内市场

作为其产品目标市场的外资企业来说会是一个不利的变化 ,但对于

产品主要用于出口的外资企业而言 ,厦门优越的港口条件和与国际

市场较为紧密的联系仍然会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因素。

(5)加入 WTO以后 ,由于“近台优势”作用的发挥 ,短期内将吸引

台资企业更大规模地进入 ,其中将有很大一部分为已投资企业的追

加投资。对于以向台湾出口为主的台资企业 ,由于厦门特有的地缘

优势 ,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从长期来看 ,由于厦门经济特区与

台湾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 ,互补型的投资将难以有效地展开。作为

理性的选择 ,那些以祖国大陆市场为导向的台资企业将会把目光更

多地投向交通更为便利的经济腹地 ,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据台湾

“《投资中国》”杂志今年 3月份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厦门被台商列

为可推荐投资城市 ,位居大力推荐的城市如苏州、嘉定、宁波等 7 城

市之后。今年以来 ,“台湾投资审议会”通过的几综超千万美元的对

祖国大陆投资项目 ,如金像、金宝及大同等 ,都选择在长江三角洲地

区。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 ,台湾对厦门的“感情投资”也将逐渐淡

化。因此 ,加入 WTO以后 ,短期内台资企业会有一个大的增加 ,一段

时期之后 ,虽然台资企业的绝对数和投资额不会减少 ,但在厦门经

济特区外资企业中的相对比重会有所降低。

综上所述 ,加入 WTO 对厦门进一步引进外资的影响既有有利

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利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主要在于厦门经济特

区良好的基础设施及外向型的经济管理方式更适合 WTO 框架下外

资企业的经营活动 ,这使得厦门经济特区在较长时期内仍然会比内

地具有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 ,这是确保厦门经济特区在加入 WTO

以后保持对外资吸引力的首要条件 ;不利的一面主要在于一些优惠

条件的削弱会使一部分外资转移到其他地区。但这样的有利因素

和不利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总

的来说 ,对于港台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以内销为主的中小型投资 ,

不利的影响将会更大一些 ;而对于来自欧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

附加价值高或以整个国际市场为目标市场的大型投资 ,有利的影响

将会更大一些。而且 ,大型投资以及大型外资企业的经营活动 ,还

会相应带动一批中小型外资企业为之提供配套服务 ,这又为中小型

外资企业在厦门经济特区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活动空间 ,从而又会

相应地吸引一部分中小型投资。为适应这一趋势 ,厦门市政府应作

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技术含量高的大型外资企

业上来 ,为它们在厦门经济特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更为宽松的政

策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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