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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静 安

今 年 7 月 、8 月 ，中 国 连 续 两 个 月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FDI）下降，“外资撤离中国市场”一说一段时间以来甚

嚣尘上。10 月 16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再

次回应传言指出：外商没有理由像一些个别评论所说的

那样撤出中国，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加强，在

国际国内形势不发生大波动的情况下，预计今年中国吸

引外资仍将保持平稳态势。

支撑沈丹阳做出上述表态的是 9 月份的中国 FDI 数

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9 月当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同比增长 1.9%，扭转了此前持续两个月降幅超过

10%的局面。同时，与 8 月相比，9 月份 FDI 超过 90 亿美

元，表明中国经济在企稳回升以及投资环境在日益完

善，对跨境资本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吸引外资规模可观

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

素影响，今年以来，中国 FDI 一直在下降，6 月份短暂转

正，但 7 月份再度以 16.9% 的速度下滑，8 月份降幅是

14%，虽然 9 月份实现了探底回升，但前 9 个月 FDI 同比

增速下降的局面还是让人颇为担忧。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外商在华投资新

设立企业 17247 家，同比增长 5.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73.6 亿美元（折合 5381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4%（未

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吸引外资出现同比下降在意

料之中。”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

焕分析指出，主要原因有：一是国内生产成本上涨较快，

传统产业不仅不能继续吸引外资，还出现外资向生产成

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现象；二是人民币汇率上涨

较快，影响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三是中国经济出现了

下行压力，产能过剩突出，国内外市场疲软。

“基于以上多个原因将继续发挥作用，预计四季度

FDI 持续走低，尤其是美元可能退出量化宽松，前期以

各种方式沉淀在国内的外资可能会回流美国，加剧以

FDI 统计口径的资金减少。因此，今年 FDI 负增长已经

没有悬念。”黎友焕补充说。

不过，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虽时有波折，但依然强

劲。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2014（中文

版）》显示，2013 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

124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而且，从规模上看，中国的 FDI 规模并不小。前 9 个

月，中国 FDI 金额已经接近 900 亿美元，与去年全年的规

模相差不远。如果按照 9 月的 FDI 规模，今年中国 FDI

规模或将与去年相差无几。

据沈丹阳介绍，中国吸引外资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

变化，例如，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中

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商务部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至 9 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96.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5%，在全国总量中的

比重为 33.9%。可喜的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48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在全国总量

中的比重为 55.7%。

有分析指出，在全球“再工业化”潮 流 兴 起

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投资回流，对中

国制造业利用外资造成了压力，制造业领域外

资 流 入 量 的 减 少 是 导 致 今 年 中 国 FDI 增 速 下 降 的 一

大主要因素。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致力于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

的一大主要阵地，成为中国 FDI 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改革红利优势仍在

在一片唱衰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声音中，很多国家

和地区的外商却在积极来华投资。商务部数据显示，今

年 1 月至 9 月，实际投入外资金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

区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荷兰，它们合计投入 821.9 亿美元，占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94.1%。

“我们对中国利用外资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多数跨

国公司和在华投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是有信心

的。”沈丹阳指出，其中有 5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中

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二是中国国内市场，或者叫内

需市场潜力巨大；三是中国高素质人才集聚；四是中国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这是投资环境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五是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日趋增强。这 5 个因素综合

在一起，说明中国外商投资的综合优势突出。

“产业配套能力对外资很重要。虽然东南亚有些国家

劳动力便宜，但一些产业链长、加工复杂的项目对产业配

套的要求很高，那些国家条件不具备，而中国很齐全。”商

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

究员白明指出，中国市场具有很好前景，跨国公司对中国

是战略性布局，任何国家都不会忽视。即使像世界 500 强

这样的大企业有所亏损，都不会轻易撤出中国。他认为，

未来，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

突破口，尤其是节能环保、生物工程、电子信息化等方面还

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外资企业在这些领域仍有广阔前景。

另外，中国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简政放权力度的

不断加大，也进一步推动了投资便利化，降低了跨国企

业来华投资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虽然中国劳动力

成本和资源环境约束成本上升的趋势明显，但是相对于

周边价格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基

础设施较为完善尤其是交通运输更加便捷，仍然吸引了

大量外商来华投资。投资环境的优化也进一步提升了

跨国资本来华投资的回报率。

沈丹阳也指出：“中国现在还是全球最具吸引力和

增长最快的市场，外商没有理由像一些个别的评论所说

的那样撤出中国。更重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各

项改革措施的不断深入落实将会带来新的制度红利，激

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提振各国投资者的信心。”

中国吸引外资转负为正“外资逃离说”不攻自破

编者按：在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投资回流的大背景下，中国实际使用外

资的连续下降引发关注，虽然 9 月份吸金势头重启、中国投资环境仍受外

资称道，但是，全年FDI负增长几乎不可逆转。

在 继 续 优 化 环 境 吸 引 外 商 来 华 投 资 的 同 时，中 国 还 在 寻 找“ 引

进来”与“ 走出去”之间的平衡。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同比

增 长 21.6%，“ 走 出 去 ”形 势 喜 人 。 业 内 分 析 一 致 认 为 ，中 国 对 外 投

资将很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超过吸引外资的规模，中国有可能跻身净

对外投资国。

对外投资持续增加 中国资本惠及世界
与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引发外资撤离潮的担忧不同，中国

对外投资一直保持强劲增长，让世界惊呼“中国资本”时代即将来临。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2 个国家和

地区的 4475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4606.4 亿元人民币。以美

元计，前 9 个月累计实现投资 74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6%。9 月当月，中国实现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601.7 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为 9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0.5%。

对外投资或超FDI

“与 FDI 相比，中国对外投资却出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分析指出，这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

欧美仍处于金融危机的缓慢回升之中，缺乏资金投入，但市场价格相当低廉，吸引

了中国资金抄底；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需要国外的设备、技术

及人才，在吸引外资不畅背景下，通过对外投资也能得到本国所需生产要素，在国

际市场上实现互补；三是美元可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吸引了一部分资金提前进

驻；四是国内反腐败力度加大，不少腐败资金或灰色资金外逃；五是欧盟房地产市

场价格低廉，中国对外移民步伐加快，到国外购买房地产增多。

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投资门槛的降低也进一步刺激了资金出海的热情。10 月

6 日，由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中国企业“走出

去”门槛大幅降低，未来企业对外投资 99%的项目只需要备案，仅 1%需要核准。

“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持续发酵，预计中国对外投资将持续增加。”黎友焕说。

2013 年，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创下 1078.4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2.8%。黎友焕预计，今年

全年对外投资有望继续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明年对外投资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在明年底可能超过 FDI。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曾公开表示，今年，中国对外投资预计增速在

20%左右，金额可能比 FDI 少 10 亿美元，预计明年对外投资规模可能超过 FDI。

不过，联合国贸发组织的预测更乐观，该组织今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世界投

资报告》称，中国对外投资（包括金融领域投资）将很可能在今年超过吸引外资的

规模，中国有可能跻身净对外投资国。

中国资本日益崛起

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一直作为“世界工厂”参与全球分工。德意志银

行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的角色将会发生转变，“中国资本”将取代“中国制造”成

为中国的名片。德银相信，随着中国国内投资放缓，过剩储蓄将造成庞大的经常

账户盈余，而对外投资就是输出这些过剩储蓄的方式。

与德银的分析相符，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本国急速增长的对外投资。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扩大企业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2013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规定：“国内企业在

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事项，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由商

务部核准；其他情形的，中央管理企业报商务部备案，地方企业报省级政府备案”。

商务部随即启动了对《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修订，原先的规定发布于 2009

年。据了解，2009 年之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每年增长率在 20%至 30%。而截

至 2013 年，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数是 25000 多家，遍布 184 个国家。

国家层面对企业“走出去”的重视使得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水平。德银数据

显示，中国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从 1995年的 4.3%上升至今年预估的 25.8%。相比之下，

美国的比重在 1985年达到 36%之后一直处于下降之中。从占本国 GDP比重来看，从

1990年到2013年，中国从34.9%飙升至47.8%，而同期美国从21.5%降至19.3%。

德银分析指出，中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将会让全球资本保持廉价状态，而美

国、印度等国都将成为中国廉价资本时代的受益者。因为印度正在试图复制东

亚增长模式，而美国可能是承接中国资本的一个主要目的地。美国经济不但具

有足够的规模，而且其基础设施急需改善。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数据，美

国 32%的主要道路都处于糟糕或一般的状态，而美国联邦公路局预计，美国道路

状况要大幅改善，需要每年的资本开支上升 24%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