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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外资在中国的资产、盈利以及出口等方面的占比研究发

现，近年来外资在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价值有所增长，但在2011年至2016年

期间，该领域的外资资产份额却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

大多数高科技制成品出口的来源，而且主要来自全资外国公司。尽管中国国

内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及其出口仍然与外商投资活动高

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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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年以来，对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扩大出口的主要动力。

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稳步上升，从 1995年的约

31%上升到 2005年的 58%（王、魏，2012）。到 201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

口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高达 46%，各行业差异很大。尽管出口和外国直接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但布兰施泰特和拉迪（2008）认为：“毫

无疑问，扩大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的生活水平……中国已经能够

根据其比较优势改变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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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外国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可能会让我们对中国

的比较优势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产生疑惑。比较优势转向技术更复杂、价值

更高的产品，这一现象表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迅速。考虑到外国在中国

高科技行业的参与程度，如果仅从出口结构变化评估中国国内发展情况，可

能会产生误导。

本文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笔者首先分析了

外国投资趋势及其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接下来，笔者考察了外资

在高科技制造业中资产和利润方面的份额变化趋势，以评估中国本土企业在

该领域的发展。出口可以反映出一国生产能力以及与全球联系的情况，因此

笔者详细分析了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笔者发现虽然外资在高科技

制造业的价值有所增长，但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该领域的外资资产份额

却下降了。尽管如此，外资企业仍然是大多数高科技制成品出口的来源，而

且主要来自全资外国公司。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国内发展显著，中国的高科

技制造业和出口活动仍然与外国投资活动密切相关。

一、外 直接投资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情况

中国经济面向外资的获益是多方面的。外国投资者能够给中国提供创新

技术、先进管理实践、与全球供应链和就业的联结等有利条件。中国的产业

政策反映了对这些优势的清晰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22条”，它反

映了当时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监管的一大变化（布兰施泰特和拉迪，2006），

到当前的负面清单，中国逐步放宽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2018年的博鳌亚

洲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将更加便利，尤

其是宣布到2022年，汽车合资企业的50%外资上限将被取消。

对内投资流量与中国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演变中显而

易见。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在服装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物品中所占

的份额迅速下降，而计算机和电信设备的出口份额急剧上升。这些转变让观察

人士有所怀疑，出口结构的变化是否代表中国高超的技术实力。肖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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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到2001年，中国的出口结构日益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结构。罗德里

克（2006）认为，到2002年，中国的出口在技术发展水平上表现出异乎寻常

的高水平。美国制造商联盟的一位研究人员在研究类似数据时得出结论，认为

中国不断变化的出口模式对美国的商业和安全利益构成了新的挑战（普里格，

2004）。这些是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产业政策冲突的早期迹象。

然而，关于中国贸易格局更全面的研究显示，中国本土能力的变化实际

上更为缓慢。中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变化不及总出口量份额变化，这与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相符。如图 1所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外资流入量明显增加。2017年，中国吸收了1310亿美元的新增外资。如表1
所示，该数据为截至201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前15位投资国(地区)，外商直接投资

总额48%来自中国香港①。第三大投资来源是日本，约占总额的 6%。美国是

第五大投资者，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一些独立分析师认为，美国投

① 张（2005）探讨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中国香港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出口促进

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具体优

势以及与中国的独特关系决定了其主导作用。但是，其他观察人士认为，这些现金流实际上是中国资

金通过这些离岸地点返回中国的“往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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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4—2017年对华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流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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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份额大于官方记录数据。根据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从

1990年到2017年，美国实体在中国的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

投资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然不平衡，前者是后者的两倍（290亿美元和

140亿美元） ①。

迪恩和洛夫丽（2010）指出，这种投资的流入与生产“部件”向中国的

流入步调一致，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同样，中国的进出口份额在1995年至

2004年间的变化也类似，这说明中国正在深入参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值得

特别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办公设备和计算机出口份额增长超过四倍（从3.5%
增长到 15.1%），而这些产品的进口份额也翻了一番多 （从 2.4%增长到

6.2%）。这些贸易份额的变化同时伴随着被视为“加工贸易”的贸易平均份额

的增长，这种贸易享受了完全用于再出口的进口优惠税收待遇。中国出口的

① 荣鼎集团报道的中国投资趋势，2018-04，https://rhg. com / research / two-way-street-2018-

update-us-china-direct-investment-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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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年对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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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含量和复杂技术的发展没有单纯的贸易份额所显示的

那么迅速。

考夫曼、魏和王（2012）估算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发现在

中国加入 WTO 之前，其出口制成品中的国内含量份额约为 50%，到 2007
年上升到接近 60%。然而，他们也发现那些被认为相对复杂的产品的国

内含量较低 （2007 年约为 30%或更低），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

在这些行业的普遍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贸易增加值研究项目”

提供了关于 2011 年出口总额中国内增加值的最新数据。把所有中国出口

商品计算在内，国内增加值仅占出口总额的 68%。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

业 （与其他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最为接近的部门），出口中的国内含量明

显较低，为 46%。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本国高科技

产业的国内增加值。

二、高科技制造业在中国的定义

“高科技制造”在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含义。中国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

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2002）将五个制造业定义为高科技产业：医药生

产、飞机和航天器制造、电子设备和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

医疗设备和测量仪器制造。2013年关键行业得到扩大，并更名为“高科技产

业分类”，该分类包括两个部分：高科技制造部分和高科技服务。在本文中，

笔者主要关注高科技制造业，因此不包括高科技服务相关细节内容。在2013
年版本中，电子化学品制造被添加到上述五个行业。

2013年的修订还包括几个子行业的一些具体变化。例如，在计算机制造

业领域，在2002年文件中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制造细分为计算机零部件的制造

和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制造。就飞机和航天器及相关设备的制造而言，2013年

文件的分类中增加了飞机和航天器修理的子分类。总的来说，2013年的分类

更加全面、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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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投资在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仍然很重要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技

术产业”的第一个提案（赵，1987）。1992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

学技术发展纲领》，明确了高新技术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该文件还突出了中

国应寻求突破的几个高科技产业：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新材

料、航空航天等（国务院，1992）。1992年后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

会强调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江，1992）。胡和任

（2016）认为这些发展是促进吸收外资进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关键。

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进一步提出鼓励高新

技术研究和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对这些行业给予了各种支持（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1993）。该法案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供了更多动力。

经过十年的改革和快速增长，中国又面临着工资上涨、控制污染排放以及

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日益增长的对技术就业的需求。对此，中国政府

认识到结构再调整的必要，转向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制造业方

面，政府呼吁将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提高制造能力的主要途径。2006年，国

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

了优先发展的402项核心技术（Lai和Deng，2017）。《“十二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表示了对缺乏重大技术和创新

能力有限的局面的担忧，要求加大对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科

技制造是该计划的重点内容，包括高质量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制造。

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可能因应政策焦点的变化而扩大其在高科技制

造领域的影响力，相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外资企业、

港澳台资企业和内资高科技企业的资产和利润份额。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的影

响和作用正在下降，但港澳台投资者较为稳定。2011年，外资和港澳台资企

业共同持有的利润份额与资产份额均接近50%。到2016年，两者都下降到不

到40%。有意思的是，其中港澳台资企业的份额仅经历小幅变化。10%的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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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弱化。外资企业资产在2011年占

高科技制造业总资产的31%，但在2016年下降到21%。同样，2011年到2016
年间，外资企业占高科技制造业利润总额的比例也从31%下降到21%。事实

上，对2016年和2011年进行比较，外资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资产绝对值增长

了约40%，港澳台资企业资产在此期间增加逾一倍。外资份额下降说明了国内

公司在高科技制造业的资产增长更为迅猛。2016年国内高科技企业资产规模

约为2011年的2.5倍，致使国内高科技企业资产占比从51%增长到61%。

图3 2011年和2016年高科技企业不同所有权利润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技

术部（2012）、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7）。

图2 2011年和2016年高科技企业不同所有权资产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技

术部（2012）、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7）。

������ ����

����

������ ����

����

����� �����

������ ����

����

������ ����

����

����� �����

75



【专 题】

新金融评论/ New Finance Review

虽然中国高科技制造业整体上对外资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各行业的情况

各不相同。结合外资市场准入和国内企业发展的效应，一些行业主要由国内

企业主导，而在另一些行业外资的作用却在增大（见图4）。在五类高科技制

造业中①，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的作用只有在飞机、航天器以及相关设备的制

造业是从很小的基础逐渐增加。2011年，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仅拥有该行业

总资产 7%的份额。到 2016年，外资份额增长约四倍，占 2016年总资产的

21%。这与中国在这一行业的逐步开放相一致，并且趋势仍在持续。2017年6
月，国务院发布了新的负面清单，政府通过减少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规定的项目，进一步开放了这一领域（国务院，2015、2017）。

出口数据所表明的情况也与上述分析一致。如图 5所示，除飞机和航天

器及相关设备制造外，其他领域的外国和中国港澳台投资者的出口份额也有

所下降。虽然它们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所占份额仍然很高，特别是在计算机

和办公设备制造方面，在2016年出口总额中，外国投资者占48%，港澳台投

资者占45%。

① 由于分类的变化，2011年高科技制造业的数据不包括电子化学品的生产，但2016年数据有

体现。因此，这里我们只比较2011年和2016年都包括的五个行业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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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年和2016年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资产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部

（2012）、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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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商投资企业主导高新技术出口

就资产和利润而言，出口中的外国份额反映了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

一方面，经济开放以及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高新技术

产业，占出口比重较大。如果垂直型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比较

成本来进行生产，那么这种投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生产的大部分产品

都在来源国或第三国市场销售 （Gu、Awokuse 和Yuan，2008）。另一方面，

外商投资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生产溢出效应：本地企业可能通过观察外资企

业的出口行为来增加出口（哈达德和哈里森，1993）。这些溢出效应可能是

得益于外国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等因素 （Gu、
Awokuse和Yuan，2008）。此外，外商投资还可能通过技术转移和传播、管

理知识、创业技能以及外资企业的劳动力培训来提高当地公司的能力（孙，

2001；张、宋，2001）。在使本地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的同时，外资公司的

出口份额可能会缩小。

图5 2011年和2016年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部

（2012）、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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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份额迅速上升。如图 6所示，

2013年至2016年中国企业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尽管内资企业在高科技产品

制造出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外资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外资和

港澳台资企业在高科技制造业出口中占77%的份额。

外资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出口份额下降是由港澳台资企业造成的。2016
年，港澳台资在高科技制造业出口中占总额的 44%，2013 年这一数据是

57%。不同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 2013年的 31%略有上升，在

2016年达到33%。

五、外商独资企业vs中外合资企业

对华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可以分为六个类别：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

商独资、股份制、中外合作开发以及其他。其中，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

占比最大，而其他形式占比则很小。外商独资形式对华投资从2000年开始变

得大受欢迎，且这一趋势改变了过去的外商独资与中外合资的比例关系。根

据可获得的最近数据，2016年外商以独资形式进行的对华投资在全部外商直

接投资中的占比为68%，而同一时期的中外合资占比则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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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所有权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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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展示了各种形式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份额和美国在华投资的份额。

2014年，有79%的资本流入是以全资子公司的形式发生，而这一比例在2001
年仅为 47%。尽管按企业类别统计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近几年数据无法获

得，能看出到外商独资也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一种主要渠道。

中国政府限制外商在中国某些特别领域的直接投资的形式，不允许外商

以独资形式进入这些领域。外商在华投资只能以同中国本土企业合作的形式

发生，如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或以其他合作伙伴的形式。一些特定领域则要

求必须由中资控股。而这种限制也招致很多技术来源国对于不正当技术转让

问题的担忧。对此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和2016年在所有外国直接投

资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有所下滑。从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势看，单独从美

国流入的资本最早出现了下滑趋势，美国独资企业在华投资比例从2010年开

始下降。造成这种下降趋势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些所有权方面的变化对外部销量的影响可以通过观察各种类型企业在

出口中的占比大小获得。如上文所述，外资企业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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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97—2016年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流入

注：美国方面数据来自 《2013 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该报告记录了 2002 年至

2012年所有投资来源相关数据，但没有提供美国投资全时记录。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3）、中国国家统计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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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图 8所示，外商独资企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超过了合

资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出口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始

终保持稳定——2002年其比例是 55%，而在 2013年这一比例仍然接近 55%。

相反，中外合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在过去十年里却有所下降。

六、结 论

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国研发与设计，及对一些

高收入国家创新领域的补充。尽管潜在的贸易纷争部分源自中国在全球高科

技价值链中某些特殊领域的迅速发展，在高科技产品上的相互合作提高了全

世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中国与全球化生产的深入融合说明这种互补性是强

有力的，这一点可以从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不断提高

的现象中看到。

中国为提高本土企业生产率与创新能力所做的努力，与其高科技产业资

产和利润在国内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相一致。然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出

口仍然主要来自外商企业。这些外商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存在说明即使是在一

些关键的增长中的市场，如电脑设备、电子产品和电子设备，在中国组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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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在高科技制造业出口中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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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出口的商品中，外国产品的成分依然很高。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

值研究项目”获取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到，2011年电脑和电子设备出口中中国

国内产品的占比略微低于 50%。这种贸易和投资流向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值

得被反复讨论，尤其是在两国过去二十几年建立起的关系有可能被高科技领

域的冲突切断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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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assets, profits and exports, the value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but

in the period from 2011 to 2016, the share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is field has declined.

Nevertheless,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re still the source of the export of most high-tech

manufactured goods in China, and mainly from wholly foreign-owned companies. Although

China’s domestic economy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China’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exports are still highly correlated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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