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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跨

国公司加大了对华投资的种类和规模。据资料显

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2002，2003，2004年连续

三年创历史新高，2004年更首次突破600亿美元，

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全球化的观念和理念

已经深入到中国的角角落落，谁如果忽视了这个

力量，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对企

业而言如此，对地区发展而言更是如此。本文以

学术视角总结外商直接投资路径与地区增长模

式，并在此框架下点评全球化下的中国热点城市

区域，预测中国区域经济下一轮走向。

【关键词】全球化；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全球城市-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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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China had been consecutively broken record in 2002,

2003, and 2004. In 2004, China’s FDI had reached

US$60 b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surpassing that of the

US and becoming World No. 1. The concepts and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have substantially influenced

China’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udies on the

“Investment Path of FDI” and the mode of regional

growth, this paper predicts the growth tendency of

China’s most dynamic global city-regions in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in the next ten to twen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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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全球化

现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与

生产的一体化以及贸易、生产、服务国际化[1]。全

球化的过程可以被普遍的理解为这种一体化和国

际化在全球的急剧扩张过程，这种扩张过程是突

破国家制度和国界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贸易双

方合作和贸易体系本身都有很特别的意义。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对于贸易的双

方或多方都是有益的。所以，对整个世界而言，贸

易的好处是成双倍乃至多倍的。从贸易中得来的

收益又会被再投资，从而导致企业间、行业间、地

区间的再整合、再分工、再集聚[1]。在这整个过程

中相对劣势的企业或地区有机会打破绝对优势理

论下的垄断，奋起直追，以弱胜强。

然而，如今的贸易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贸

易”了，它涵盖得更广大而内容也更复杂。在全

球化的今天，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

们通过电子网络交易着金融、服务、信息、技术、

知识产权。庞大的金融资本流在弹指间辗转于世

界各地。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超级”贸易网络

中，物理意义上的距离对于企业选址的考虑已越

来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当地信息技术的基础

设施、电信网络、互联网及信息服务，以及由此

带来的对于信息的获取和掌握。正是由于这些因

素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信息外在性”，全球化的

进程才得以超越国家的界限，形成“无间”的全

球贸易网和“无界”的电子金钱流[2]。总而言之，

现今的科技日新月异，交易成本降低，使得国际

间的贸易产生的越来越快，交易也越来越方便。

全球金钱流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在金融服

务最集中、金融资本流动最大最快的地方，将形

成一些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2 ]。虽然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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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触角向雨水一样波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但

全球化下资本的聚集与转移却像水银一样有它的

落点与方向。

2  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制度主义

首先，“国家（地区）比较优势”理论显示在

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所有的交易伙伴，不论你所

在区域的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有没有绝对优势，都

有平等进行交易的条件和可能。全球化概念的提

出就是基于对“国家（地区）比较优势”概念的

认同。同时，新贸易增长理论（New G r ow t h

Theory）基于对知识经济产业特征的理解，提出

“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理论[3]。其主要观

点是认为集聚经济更容易产生专业化分工，而专

业化分工又是技术变革的内因。这种由于技术革

新产生的专业化分工使得技术含量很高的相互有

联系的上下游企业倾向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这些

工 业 聚 集 在 一 起 ，相互学习，导 致 革 新

（innovation）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改进及完善，从而

会领导一个地区长时间的极化增长。这种增长模

式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即“收益递减”

理论）无法解释的，所以叫做“收益递增”。“收

益递增”理论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是预测了贸易

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导致的区域效应。克鲁格曼

（1997）认为当贸易成本降低的时候，外在的市场

化经济会格外显示出它的力量[3 ]。举例子说，欧

洲的区域整合所产生的效果将大大增加欧洲整体

区域的专业化水平。更重要的，资本和劳动力的

增速流动将会导致这个世界的越来越不均衡；由

于“收益递增”的存在，它将会加速生产力在地

域上的集中。“收益递增”理论上确立了“北美贸

易联盟（NAFTA）”、“欧盟（EU）”，以及最近的“内

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等区域

整合的制度基础，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政治领域

都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与此同时，近年来学术界影响甚大的“新制

度学派”在进一步肯定“收益递增”效果的同时，

认为积累与技术变化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

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基本原因，应首先是政治

制度。而且往往当一个政治制度被采纳，则会演

发连锁效应，系统会产生自我加强的效果，巩固

原先的制度。这就是“路径依赖（p a t h -

dependence）”。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1990年

的著作中，在提到国家贫穷的原因时讲到：“因为

制度约束定义了一套不鼓励生产性活动的对政治

及经济活动的回报，所以第三世界国家贫穷”[4 ]。

一个地区要想改变贫穷面貌，光靠区域内生的增

长动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即，全球

化的力量。

其实，无论“收益递增”还是“路径依赖”，

在现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给中国区域发展

的启示就是，一个区域如果要比较快的富强起

来，除了依赖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之外，一定要吸

引全球的资本在该地区集聚，形成产业簇群

（cluster）[5]。同时，吸引外资也是一个地区制度革

新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这方面来说，研究全球化

下的热点区域一定离不开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路

径选择，即找出它们在中国空间上的集聚和转移

规律。这样，便可以预测中国未来城市区域发展

的动向。

3  外商直接投资（FDI）路径——全球城
市与区域增长模式

笔者在总结过去近20 年外资在中国大陆的

投资路径，尤其是港、台在大陆及韩、日、欧美

在华投资路径的基础上，发现有两种典型的外商

投资（FDI）路经与全球城市区域增长模式。中国

的外商投资正遵循着这两个主要的发展模式前

进，而这两个发展模式同时又揭示了中国近10多

年和未来10 年的热点城市与区域发展。

第一种模式主要表现在以“加工出口”为导

向的FDI路径上，这类“外向”型的外商投资通常

以资本快速回流为主要增长特点。这种外资是以

国际贸易为目标，即国外厂商从世界各地进口低

成本原材料，到某一地点引进加工，然后再以高

价迅速卖往全世界。这类投资往往依附于大型港

口和金融服务的“国际城市”或者“世界城市区

域（Global City-Region）”[6]。这些城市区域或是港

口所在地，或是原先服务业基础设施健全，比如

是大银行、会计公司、保险公司、后勤服务公司

的聚集地，可以对这些出口加工产品提供完善的

生产性服务。香港-广州-珠江三角洲是这类型

地区的代表。港、台、韩资是这种模式的缔造者。

不管他们初期如何凭借亲缘、相近的地缘文化或

语言便利来投资，如最初港资在广东，台资在福

建，韩资在大连、青岛，但最后他们都集聚在珠

江三角洲发展。道理就是他们全是“加工出口”型

产业，全都要依赖香港和珠江三角地区的“港口

—国际服务—加工基地”所形成的一条龙式服

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主要发展模式，中国“世界工厂”也是这种模

式的写照。

第二类模式的FDI路径主要表现在以“本土内

销”为导向的外商投资。这类“内向”型投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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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国际贸易为目标，它们往往表现在投资大型

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大型汽车、飞机、重

型机械等。它们的产品主要是为了渗透国内市

场，增加市场占有额。日、欧、美资是这类投资

模式的主要贡献者。由于这类外资倾向于企业簇

群（cluster）的聚集，它们的选址一般会选在支持

和服务该相关行业的企业旁边。产业簇群—工业

基地—内陆交通枢纽是这一模式的首选。因此传

统大工业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是这类外资的

投资对象。这类投资在中国内陆各省会城市及北

京—天津—渤海湾地区表现相对明显。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这种外商投资模式在发达国家很普

遍，但对发展中国家，这种模式也在逐渐增加，并

正在成为区域高技术、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还可以有第三种模式，即前两种外商投资模

式的混合体。投资产品既是为了加工出口同时又

供本土内销。在区域表现上，上海—长江三角洲

是这类投资模式的代表。此类投资的规模一般比

较庞大，技术含量也较高。由于既需要“加工出

口”，又要“本土内销”，既要服务，又要制造，所

以此类外商投资给地方发展带来很大优势。

4  预测

香港—珠三角：这是中国第一轮外资投资热

潮，从198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末，经历了整整

10年。珠江三角洲的兴起源于香港1980年代工业

的北移，近10多年的发展速度惊人。据保守估计，

在广东省内现在有超过3 万多家港资、台资、韩

资企业(最高的数字更达6.8 万多家)。整个经济

体系以外向型为主导，其由出口值和GDP的比率

所反映的外贸依存度在2002年高达95.6%。这类

投资的特点是地域分工、人才、产业档次及经济

发展水平的梯度层次都很鲜明。今后的发展将在

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香港与珠三角各区域间

的联系。由于第一轮投资热潮成功塑造了“东莞

模式”，以及发展了深圳、珠海、中山、顺德、惠

州、番禺、广州等中国第一代外商投资热点城市，

珠江三角洲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全球化城市区

域，也是中国“世界工厂”的代表。此区域除继

续保持它的第一模式发展特点外，正积极向第二

模式转型。广州将成为转型的新热点城市，在后

几轮投资中将会有较大发展。

上海—长三角：这是中国第二轮的投资热

潮，始于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入世后的本世纪

初达到高潮。资料显示，1994年，长江三角洲的

出口额仅为珠江三角洲的1/3，而目前则达81%。

长三角地区的发达，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得天独厚

的自然地理条件。这个区域拥有优良海岸线

600km，是中国最大的沿海沿江港口群。另外，它

以前的经济根基也是外商看中这里的重要因素。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轻纺、机电和重要的钢铁、石

化基地。再加上上海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的

实力，使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的经济近年

得以突飞猛进。随着上海港口及城市服务业的逐

步成长及成熟，如今该地区已成为中国最具生命

力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热点。与世界16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及300多个港口建立了经贸往来的上海，

也随之成为中国大陆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门户。

“世贸”概念的冲击更进一步增强了外商对该区

域的青睐。以上种种优势使上海—长三角成为中

国投资环境最为优越、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

一。这第二轮的投资热潮还塑造了除上海之外的

苏州、昆山、宁波、无锡、常州、南京等一系列

新兴外资投资热点城市。

京津—渤海湾是笔者对于中国区域经济未来

5年走势看好的第三个区域，也是中国第三轮（本

世纪第一个至第二个10 年中）外资热点投资区

域。此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大连、青岛为轴线

的大渤海湾区域，以及含沈阳、长春为主导的整

个东北区域。它们正整装待发，迎接新一轮的投

资高潮。这些城市本身基础建设，资源、劳动力

水平均属全国前列，又配备天然良港，具备出口

能力。它们正等待着国际资本的来临，只要机会

一到就会发挥出城市本身的优势。尤其是大连在

东北振兴中应发挥区域龙头作用，带领东北腹地

与渤海湾其他区域合理配合，达到共赢发展。在

新一轮投资中，北京、天津的高科技产业也会成

为新的高增长和投资热点。需要指出的是渤海湾

虽然以京津为双中心，但是结构上与上海—长三

角“成片发展”模式有很大区别。渤海湾未来的

发展方向应该是“双中心—多组团”式：即以京

津城市为核心，青岛—胶东半岛和大连—沈阳区

域为两翼（两组团），彼此相互协调发展。值得注

意的是，从2002年开始，随着天津、大连港口建

设的逐步跟上，渤海区的外贸出口导向性也正在

加强。

在这一轮投资中，珠三角的广州、深圳，长

三角的南京、宁波也将同时有大发展，这主要是

基于原有区域的扩散作用以及它们对积极“转

型”的努力。表1列出了2003年三大都市圈在国

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数

额。数据显示，2003年三大都市圈汇总已占全国

国民生产总值的1/2，人口数量的1/3，对外贸

易额的90%和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80%。长江三

角洲区域和珠江三角洲区域暂时领先于京津-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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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在对外贸易上，珠三角的份额占到全国的1/2以

上，暂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单单香港就占到全国的

1/3。这显示出珠三角区域强大的国际贸易为导向的外

向型经济和香港在该区域的领导作用。在外商直接投资

方面，长三角已经超越珠三角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区域。

与第三轮热潮并行或稍微滞后的是第四轮外商投资

热潮。此热潮的重点区域将是以重庆、武汉为主导的长

江中上游地区，并含成都、昆明的西南地区以及西安、兰

州的西北地区。这些区域在重型机械、能源、制造、生

态、环境、生物制药、旅游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将是外商

投资青睐的主要方面。由于这些地区本身的经济条件有

限，外商近阶段在这些区域的投资将主要是看中中国国

内的大市场，产品也将主要以“内销型”为主。这一轮

的投资热潮会使这些区域和城市真正“全球化”起来，并

成为中国的资源、原材料、工业半成品、生物、医药和

旅游业基地。重庆、武汉、西安、成都、昆明将成为这

轮投资的明星城市。

在这一轮投资热潮中，上海将继续充当长江三角洲

的龙头，并发挥其制造业优势，发展相关的生产性服务

业（producer service）。而北京作为的首都和中国最高决

策机关所在地，加上天津港口的出口优势为补充，如能

在前两轮热潮中大力发展其高端服务业，将有很大机会

成为中国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务业中心，功能上类比

日本的东京。

第五轮外商投资热潮将出现在2020

年。中国沿海的三大板块，即香港—珠三

角、上海—长三角、京津—渤海湾将成功

升级转型，成为“中国制造”出口基地。此

基地本质上有别于现在的“来料加工”出

口基地。届时，此三板块将发展成为现在

的南韩、日本、德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

造业及出口基地。“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家

用电器、电脑、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冶金、

交通航运设备、电子通讯设备、半导体、手

机、精密仪器、卫星与航天服务、中医制

药、卫生用品、体育器材、玩具、服装、纺

织等领域将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制造商、供

应商和服务商。中国的国产品牌将风靡全

世界，世界各国会接收和乐意使用中国产

品和服务。在这一轮的投资热潮中，一个

令人兴奋的特征是香港将类比伦敦，成为

与纽约、伦敦齐名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

一，三分天下服务于整个亚太地区。北京、

上海将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金融服务业中

心。广州、南京、天津也会成为三板块区

域内最大的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中心。

在今后20年内，中国将会产生翻天覆

地质的变化，跃升为继美、欧之后的全球

第三个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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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大都市 - 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数
额 (20 03 年)

 Tab.1  GDP, foreign trade and FDI of three metropolitan areas (2003)

* 全国数据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Source: 中国统计年鉴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