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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
:

在我国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

在积极引进利用 F DI (外商直接投

资 ) 的同时
,

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F D I 的利用对我国国际收支安全状况
、

对

我国的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运用
、

对我国部分产业和市场
、

对我国技术发展和地 区经

济的平衡发展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制约性影响
,

因此我们应考虑有个两全其美的对策
,

我

国既要扩 大利用 F DI 的规模
,

又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

使 F DI 的利用在促进我国经济发

展的同时
,

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
。

国家经济安全是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
。

至于何谓国家经济安全
,

学术界

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
,

国家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经济化
,

这一观点主要

强调经济实力的相对领先地位对于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

第二种观点认为
,

经济安全是本国经

济发展的自主性和稳定性
,

这一观点强调经济主权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本质特征
。

第三种观点

认为
,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
,

这一观点强调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

经济安全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

由此可见
,

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是十分广泛和复杂的
,

要对它

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严格的界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

我们认为
,

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国既有

的或潜在的经济权益主观上不存在受到侵害的恐惧感
,

客观上不存在受到侵害的状态或现实
。

它是与国家政治安全
、

军事安全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一个概念
。

当前
,

F D I (外商直接投资 ) 对

我国既有和潜在的经济权益侵害 日趋加剧并呈现显性化的趋势
。

本文从国际收支
、

通货膨胀
、

产业与市场
、

技术开发和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等方面探讨 F DI 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
,

并据此对 目前情况下 F D I 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作出评价
。

一
、

F DI 影响国际收支安全的机理分析与评价

F D I 对国际收支安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作用
。

一是其资本流人可以带来资本项 目顺差和

弥补一部分经常项 目逆差
,

即对我国国际收支具有正作用
。

二是大量的资本进人我国市场
,

在

浮动汇率制度下
,

外币过多流人将导致人民币被迫升值
,

使得经常项 目又有恶化的趋向
。

而

且
,

我国大量的 F D I 实际上是以商品的形式进人的
,

进 口 的生产资料被统计为贸易项 目下的

进口
。

这样
,

F D I 的高速增长
,

使得经常项目恶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

除非外资出口能够同时保

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

三是 F D I 引致的利润汇出会使外汇存量相应减少
,

从资本项 目看不利于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

总体上看
,

F D I 影响国际收支的安全状况取决于上述三个方面作用强度的

综合效果
。

90 年代以来
,

大量的外资流人中国
,

除 1 9 9 2 年外
,

我国资本项目基本上是顺差的
,

特别

是 1 9 9 4一 1 9 9 6 年
,

资本项 目顺差分别为 3 26
.

4 亿美元
、

3 86
.

7 亿美元和 3 99
.

7 亿美元
。

资本

项 目的顺差主要起因于外资 (主要是 F DI ) 的大量流人
。

我国外汇储备的逐年增加
,

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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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I 高速增长的结果
。

1 9 9 4年我国外汇储备为 5 1 6亿美元
,

到 1 9 9 7 年已增加到 1 3 9 9 亿美元
。

就此而言
,

F D I 的大量流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安全系数
。

但从 1 9 8 7一 1 9 9 6

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 贸易差额及外汇调剂情况看
,

外资企业的贸易逆差是不断扩大的
,

1 9 9 5

年有所下降但数额仍然较大
;
外资企业外汇调人额除 1 9 8 7 年略高于外汇调出额外

,

其他年份

的外汇调出额均高于外汇调人额
。

详见表 1
。

表 1 1987 一 19 96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差额及外汇调剂情况 (亿美元 )

年年份份 我国实际利利 外资企业进出出 外资企业外外

…
年·· 我国实际利利 外资企业进出出 外资企业外外

用用用外资额额 口贸易差额额 汇净调出额额额 用外资额额 口贸易差额额 汇净调出额额

111 9 8 777 2 3
.

1 444 一 2 2
.

000 一 0
.

111

…
1 9 9 222 1 1 0

.

0 777 一 9 0
.

000 2 4
.

222

111 9 8 888 3 1
.

9 444 一 3 4
.

222 4
.

111

{
1 9 9 333 2 7 5

.

1 555 一 1 6 6
.

222 6 0
.

666

111 9 8 999 3 3
.

9 333 一 4 1
.

888 1 1
.

444

…
1 9 9 444 3 3 7

.

6 777 一 1 8 2
.

333 3 1
.

222

111 9 9 000 3 4
.

8 777 一 4 4
.

999 1 0
.

111

…
1 9 9 555 3 7 5

.

2111 一 1 6 0
.

666 4 9
.

222

111 9 9 111 4 3
.

6 666 一 4 8
.

666 1 6
.

555 1 9 9 666 4 2 3
.

5 111 一 1 4 0
.

99999

资料来源
:

根据 1 9 88一 1 9 9 7 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 有关资料计算整理
。

从表 1 的数据分析来看
,

F D I 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正面作用 日趋弱化
。

换句话说
,

在短期内
,

F D I 对我国的国际收支会有些益处
,

尤其是给我国带来资本项 目的顺差
。

但 F D I 对我国国际

收支的不利影响将加大
,

特别是外资企业 日益增多的利润汇出将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

利影响
。

我国银行体系呆帐比率较高
,

存在着诱发不良预期等潜在因素的隐患
。

如果 F DI 不

能得到有效管理
,

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的金融风险将会很容易影响到我国国际收支的安全状

况
。

二
、

F DI 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机理分析及评价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指标
。

F D I 影响通货膨胀主要是通过影响货币供给来实

现的
。

一般地
,

F D I 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增加货币供给
:

( )l 与外资配套的固定资金
、

流动资金

贷款
; ( 2) 与外资流人相应增加的银行储备

。

从第一方面看
,

国内信贷配套资金是外资企业赖 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

对于以机器

设备形式投人的外资
,

无论是直接以实物形式注人
,

还是以资金形式注人再进 口
,

国内都需

要有相应的人民币配套资金
。

F D I 与国内信贷配套资金客观上存在一个比例
。

据测算
,

利用外

资与配套的人民币比例平均约为 1 :
5

,

若考虑到投资的乘数作用及人民币的汇率因素
,

这个

比例还要扩大
。

三资企业中合资企业的这一 比例最高
,

一般为 1 : 7
.

8
。

根据 1 9 9 3 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表计算
,

每吸收 1美元外资
,

国内必须配套人民币 18
.

1 元
,

其中需要从国内银行

贷款 8
.

5 元①
。

F D I 高速增长的结果
,

人民币配套资金被迫增加
,

直接扩大了对国家财政和银

行信贷的需求
,

加大国内通贷膨胀的压力
。

1 9 9 3 年
,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13
,

2 %
,

其间外

资的大量流入引致的国内配套资金对信贷扩张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
。

① 孙婉洁
、

减旭恒
,

19 95
:

《试析外资流人对我国通贷膨胀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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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二方面看
,

外资的大量流人使央行的外汇储备增加
,

促使央行以人民币外汇占款形

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
,

导致国内货币供给总量增加
,

对国内总需求膨胀乃至通货膨胀形成

压力
。

1 9 9 4 年
,

我国通贷膨胀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1
.

7%
,

其重要原因就在于 1 9 9 4 年外汇

储备猛增 30 4 亿美元
,

央行买汇而放出的基础货币达 2 8 3 2 亿元人民币
。

对此
,

央行于 1 9 9 5 年

和 1 9 9 6 年对以人民币外汇 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多进行中和操作
,

结果缓解了货币供应

量增长过快的压力
,

但外汇占款过多却可能成为国内资金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

导致央

行面临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的两难选择
。

因此
,

在 F DI 大量进人的情况下
,

如果不对其进行

有效的管理
,

不仅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

而且还可能造成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失效
,

给我国

的宏观经济安全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
。

三
、

F DI 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机理分析与评价

F D I 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主

要途径是外资企业对我国产业和

市场的控制
。

( 一 )外资企业的产业控制主

要采取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控股和

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两种方式
。

股权控制是外资企业进行产

业控制最重要的方式
,

也是 F D I

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主要 因素
。

在利用外资过程中
,

外商越来越

更看重企业的控制权
,

在中外合

资企业中
,

外商的股权比例也越

来越大
,

已开业项 目普遍存在通

过增资扩股来达到控股目的的倾

向
。

表 2 反映出 1 99 5 年我国在许

多行业中合资企业被外方控股的

现象比较严重
。

表 2 中外合资企业股权控制 比例

行行业名称称 外方控制制 中方控制制 双方股权权
比比比例 (肠 ))) 比例 ( % ))) 对等 ( % )))

机机械工业业 2 lll 6 777 1 222

化化纤工作作 4 8
.

9 111 4 999 2
.

0 999

纺纺织工业业 5 2
.

0 333 4 5
.

3 888 2
.

5 999

家家用电器工业业 7 555 l 555 1 000

彩彩色显像管工业业 9 3
.

333 6
.

77777

玻玻璃行业 5 大企业业 6 000 4 00000

电电梯行业 5大企业业 1 0 000 00000

洗洗涤用品 1 5 家主要企业业 8 6
.

777 1 3
.

33333

轮轮胎行业 22 家主要企业业 2 7
.

333 7 2
.

77777

医医药行业 13 家主要企业业 9 2
.

333 7
.

77777

资料来源
:

根据王洛林主编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 的数据整理计

算而成
。

外国资本垄断或控制部分国内产业还通过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形式来实现
。

据国家工商

局统计
,

截止 1 9 9 3 年外商独资企业共 5 7 4 7 6 家
,

占三资企业总数的 2 4
.

5%
。

近年来
,

在建立

新企业时外商独资经营的倾向越来越强烈
, 1 9 9 4 年新设立独资企业 12 4 3 6 家

,

占 29
.

2% ; 而

1 9 95 年则上升到 32
.

9 %
。

(二 ) 外资企业控制国内市场主要通过扩大市场份额和品牌控制来实现
。

就我国的现实情

形而言
,

外资企业在一些行业 日益形成市场支配乃至垄断的局面
,

并呈加强的趋势
。

在扩大市场份额方面
:

其一
,

外资企业纷纷向我国传统长项行业大量投资
,

挤占了国内

市场
。

例如
,

我国机械工业原来有较好的基础
,

但由于外商大量投资
,

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
,

而出口又不 占主要 比重
,

因此挤占了国内市场
。

据对机械工业外资企业的抽样调查
,

1 9 9 4 年
,

70 写的企业仍以内销为主
,

仅有 30 % 的企业以外销为主
。

1 9 9 5 年纺织三资企业出口 收人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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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销售收人的 5 7
.

3%
,

仍然有 42 %左右的产品内销
。

其二
,

外资企业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

域的国内市场份额不断提高
,

部分企业 已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
。

如摩托罗拉公司在天

津建立的移动通信企业
,

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
。

在品牌控制方面
:

其一
,

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
,

在投资时明确要

求生产的产品使用它们的品牌
,

使中方企业在 国内市场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品牌消失
;
其二

,

外

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排挤国产品牌
。

外资企业通过扩大 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
,

影响国内原有

品牌的产量和市场份额
。

有些企业在合资之初保留中方原有品牌
,

但在经营过程中
,

外方采

取减少广告宣传经费
,

降低产量等种种手段
,

使原有品牌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

据统计
,

我国

现有的 20 多万家三资企业中
,

竟有 90 % 以上的企业使用外方品牌
。

综上所述
,

外资企业形成并加强了对我国部分产业和市场的控制
,

已对我国经济安全构

成一定威胁
。

四
、

FDI 影响我国技术发展的机理分析与评价

我国引进 F D I 的一个重要 目标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

提高我国的产业
、

产品的技术水平
。

从实践上看
,

F DI 确使我国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
,

有些项 目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

白
。

但从整体上看
,

与我国的期望还相距较大
。

这是与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战略密切相关

的
。

综而观之
,

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战略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来实现
:

1
.

实施战略性的技术转让策略
。

外资企业一般不向我国转让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的

技术
,

而对于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
,

一般都予以转让
。

外资企业通过这种延长技术生命周期

的办法实现其技术控制的目的
。

从我国引进 F DI 的现实情况看
,

所带来的一般都是二流
、

三

流技术
,

一流技术进来的很少
。

如在医药行业
,

引进的真正属于专利期内或国家药品行业保

护的品种寥寥无几
。

据 1 9 9 5 年对 1 04 家合资企业调查表明
,

引进国外品种 40 多个
,

但属于

专利期内或受行政保护的品种只有 4 个
。

从各行业 已转让的技术内容看
,

一般只是标准化产

品的生产加工技术
,

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的技术较少
。

2
.

实施战略性的技术开发控制策略
。

许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时选择具有一定实力和效益

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

这些企业原来都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
。

合资后
,

大多数企业都取

消了原有的技术开发机构
,

而采取国外母公司研究开发机构提供的技术
,

因此削弱 了企业 自

主开发技术的能力
,

使合资企业在技术开发上主要依赖于国外
。

如在机械行业中
,

合资企业

的技术开发基本上被外方控制
,

技术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国外
。

外资企业通过以上两方面影响和控制我方的产业技术开发
,

影响我国 自身技术进步
,

对

我国潜在的经济权益和国家经济安全也形成一定威胁
。

五
、

FDI 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分析与评价

从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来看
,

我国各个地区吸收的外资很不均衡
。

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

沿海地区
,

中西部地区吸收的外资非常有限
。

1 9 7 8 ~ 1 9 9 5 年累计
,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为 2 2 9 6

亿美元
,

其中近 90 %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

广东
、

上海
、

江苏
、

福建
、

山东
、

浙江和海南 7

省市累计达 1 4 5 7亿美元
,

占全 国利用外资的 6 3
.

46 %
。

从三资企 业数
、

外商投资总额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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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额
、

外方认缴资本额这四个

指标看
,

东部 12 省区所占的比重均

在 80 %以上
,

而中西部 18 个省区

所占的比重却不到 20 %
。

详见表 3
。

显然
,

F D I 对我国地区经济的

不平衡发展是起了加剧作用
。

我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

表 3 19 79一 19 95 年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 ( % )

地地区区 三资企业数数 投资总数数 注册资本额额 外方认缴额额

东东部省区区 8 1
.

777 8 6
.

999 8 4
.

999 8 5
.

111

中中部省区区 1 3
.

000 9
.

000 1 0
.

555 1 0
.

111

西西部省区区 5
.

333 4
.

111 4
.

666 4
.

888

合合 计计 1 0 0
,

000 1 0 0
.

000 1 0 0
.

000 1 0 0
.

000

资料来源
:

国家工商管理局有关资料

态
,

引进 F D I 导致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重新配置
,

进一步加剧 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

目前
,

东部地区吸收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已近饱和
,

投资结构急待升

级
,

中西部地区吸收 F DI 的速度有所加快
,

但仍不尽人意
。

政府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

策
,

但政策并非外资流向的决定性因素
。

所以
,

近期内 F DI 对于我国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会

起反向作用
。

六
、

结论及启示

综上所述
,

F D I 对我国的经济安全 已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作用
,

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来对待
。

(一 ) 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

在积极引进利用 F DI 的同时
,

必须高度重视维

护国家经济安全
。

F D I 的利用对我国国际收支安全状况
、

对我国的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运用
、

对我国部分产业和市场
、

对我国技术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制约性影响
,

因此我们应考虑有个两全其美的对策
,

我国既要扩大利用 F D I 的规模
,

又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

使 F D I 的利用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

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
。

由于有利于维护国家经

济安全的政策未必有利于 F D I
,

因此不能片面理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 F DI 的关系
,

即不能为

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抑制 F D I 的积极引进与利用
,

以致影响我国进一步地扩大对外开放
。

(二 ) 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外资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
。

应根据我国利

用 F D I 的情况变化
,

适时地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利用 F D I 的法规
。

应设置有关法律
,

加强对

F DI 的有效管制
,

防止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外资流出人
、

兼并
、

收购等活动
;
制订科学的市

场竞争法规
,

规范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
,

对外资企业逐步实施国民待遇
。

另一方面
,

应

通过产业政策
、

财税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对 F D I 的积极引导
,

使我国的市场发展
、

产业

发展
、

技术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免受 F D I 潜在和现实的侵害
,

充分发挥 F D I 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

( 三 ) 进一步加强对 F D I 的产业和区域投向管理
。

要对 F DI 的产业分布进行一定的引导和

管理
,

使 F D I 的利用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

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
。

在区域导向上
,

要加

强研究 F D I 的梯度转移规律
,

在鼓励外商向中西部投资
,

并放宽中西部地区政府对外商投资

项目的审批权限的同时
,

应在投资环境
、

审批条件
、

优惠或限制措施
、

监管方式等方面制定

切实可行的措施
,

使投资导 向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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