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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变，通过提供拨款

和关税、公司税豁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创建出口加工区，以便吸引跨国公司（MNEs

）大规模出口导向制造活动。然而，过去几十年里，新兴市场一直试图参与一种新转

型——从工业型经济到知识型经济——这要求采取不同的 FDI 促进政策。其目标在于

建立知识处理区或科技中心，而非依赖出口加工区。但是，低成本、出口平台型 FDI

向高价值、知识寻求型FDI的转变过程面临挑战，而不能仅依靠 MNEs分支机构驱动实

现。当地研究人员、大学和公司与本地外国企业紧密结合，其产能标志着 FDI 驱动科

技中心发展的成功，因此，外资参与将使东道国国家创新体系得到提升，而非削弱。 

 

新加坡和智利的案例有助于证明 FDI 促进政策升级的必要性，以便推进政策议程

。新加坡成功的 FDI 驱动型经济发展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

FDI 促进政策重心逐渐从低端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活动。除以创新型 MNEs 为目标

，最近这些年，政府推出许多新项目，以吸引外国大学进入本国，建立一个有竞争性

的科技中心。全球校舍计划成立于 2002 年，以吸引外国大学校园入驻，目的在于提

升国民教育体系，以及吸引国际学者和学生。此外，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园（

CREATE）项目成立于 2008 年，以吸引外国大学的研发（R&D）中心。随之，来自 6

个国家的 9 所大学（包括 MIT，剑桥大学）在新加坡设立新的研究中心，并且与当地

大学和公司合作紧密。然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有独特性，历史、地缘政治和制度

的综合环境所致（无法被其他国家简单复制），确保其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国际科技中

心。 

 

21 世纪初，智利 FDI促进政策也发生变化，致力于以 FDI 为杠杆建设国家科技实

力。2000 年，投资智利计划被推出以尝试仿效爱尔兰成功吸引高技术 FDI，该计划提

供高达 200 万美元拨款。2009 年，一项新计划被启动以在研发基地建设国际卓越中心

，为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高达 1950 万美元拨款，以便其 10 年内在智利成立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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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心。该计划下，来自 7个国家的 13个研发中心已在此成立。遵循公开征集建议，

中心选择基于与当地工业需求保持一致，以及与智利大学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这有

助于说明公共政策如何调节外国研究中心的本地嵌入性，以便最大化国内联系和溢出

效应。此外，2010 年，政府成立启动智利计划，以吸引国外创新型企业家，为其提供

居留签证，以及智利创业的小额无偿拨款。尽管超过 70 个国家的 1000 多家创业公司

参与此计划，但迄今为止，对当地经济影响并不显著，因为（尚有其他原因）在获得

拨款和履行最低 6 个月居留期后，大多数企业家离开了智利。 

 

尽管本文讨论的举措取得初步积极效果，但最终影响仍尚未得知。这些计划成本

高昂，将纳税人的钱投向外国机构，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到期后，外国投资者的本地

嵌入性是否仍然存在尚不确定。纯粹政策驱动或自顶向下的科技中心可能成为国家技

术短板的短期补救措施、非持续性解决办法。因此，同时努力发展国内科技能力和授

权当地参与者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吸引 R&D 相关 FDI 的政策不同于吸引大规模制造业务，由出口加工区体系下低

成本方式转向致力于改进研究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高质量方式。后者的 FDI 促进政

策应该突出能与当地参与者建立知识密集型联系的潜力项目。这需要 FDI 政策与科学

、技术、创新政策间相互协调，而新兴市场中，两个领域运作相对独立。与此同时，

新加坡和智利相关经验表明，除以 MNEs 为目标外，新兴市场科技中心发展要求 FDI

促进政策涉及更宽范围，包括吸引外国大学，研究机构和创业公司。 

 

（南开大学国经所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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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Daniel Allman，daniel.allman@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

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

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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