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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贵州省外资利用发展迅速，但规模小，质量不高，来源于欧洲的外资偏少，

外资呈现独资化趋势，外资利用存在产业和区域不平衡的问题，极大地削弱了外资的积极作用

。应推广 TOT 模式，鼓励中小企业境外上市以实现外资利用形式的多元化；加强对欧美发达国

家的招商引资工作，促进优势企业合资经营，培育重点产业利用外资以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

吸引外资建设现代化农业园区，提高农业外资利用质量，各地区应避免恶性竞争，加强合作，

优化招商引资的整体环境，从而改善外资利用的失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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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认为，发展中国家低水平人均收入导致的投资资金供

给和产品需求不足引起的资本匮乏，形成了“低收入一低资本形成一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使

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而要打破这一循环就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基于这一理论，贵

州经济要获得快速发展，研究其外资利用状况以及如何提高利用质量成为当务之急。 

 

一、贵州省外资利用的总体状况 

（一）外资利用呈现阶段性 

从 2005-2009 年贵州省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可以看出，贵州省外资利用呈现阶段性的特

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85-1992 年。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比较小，呈缓慢增长态势；第二阶

段是 1993-2004 年。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第一阶段上了一个台阶，但变动不大，基本

在 4000 万美元上下波动；第三阶段是 2005-2009 年。此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跨过亿美元门槛，

规模增大，并处于明显上升态势，增速较大。 

（二）外资利用发展迅速 

纵向来看，贵州外资利用发展迅速。1985-2009 年外商直接投资由 1985 年的 148 万美元

增加到 2009 年的 13364 万美元，为 1985 年的 90 倍，增长迅猛。 

（三）外资利用规模偏小 

横向来看，贵州外资利用规模偏小。截至 2008 年底，贵州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为 32

亿美元，而云南省为 141 亿美元，位于东部的江苏省更是高达 4159 亿美元，差距显而易见。

从全省范围来看，2009 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 3426.69 亿元，其中，外商投资和港

澳台投资工业企业为 126.67 亿元，在全省总量中仅占了 3.7%。并且自 2005 以来，这一比例

几乎都在 3%左右徘徊，没有明显提高。 

（四）外资利用质量不高 

合同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外资利用的成效。2005-2009 年，贵州单位签订项目合同金额分

别为 325.05 万美元、438.1 万美元、1051.18 万美元、1188.04 万美元和 958.9 万美元，而相

对应的合同金额到位率为 99%、71%、29%、29%和 48%，可见，虽然单个引资项目合同金额增幅

明显，但合同金额到位率却有下降趋势，合同质量总体不高。 

从外资对贵州经济的贡献来看，2009 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 470.6 亿元，当年

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却仅为 10.35 亿元，在全省总量中仅占 2.2%。而学者就外

商直接投资对贵州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中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贵州 GDP 的增长影响并

不显著（马国胜，2007）。 

 

二、贵州省外资利用的结构分析 

（一）外资来源地构成 

近年来，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毛里求斯等地在贵州省吸引外资中占据了主要份额。2004

年和 2005 年，三地注入贵州的外资都稳定在 1000 万美元以上，在贵州省利用外资的来源地排

名中均位于前 4 名以内。据贵州省商务厅提供的统计数据，1997-2007 年，全省共有港资企业

545 家，香港已经成为贵州省最大外资来源地。一些国内企业借道上述地区注册，以外资身份

进入国内，从而享受优惠的外资政策。来源于此类地区的外资水分大，技术溢出亦少，不利于

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来源于欧洲的外资明显偏少。2004 年，整个欧洲对贵州

的实际投资仅为 20 万美元，2005 年也只有 21 万美元。 



（二）外资利用的形式构成 

1996-2004 年，外债在贵州省实际吸收的外资中占主导地位。直到 2005 年，外商直接投

资的比重才开始超过国外贷款，成为贵州省外资利用的主力军，2009 年达到 13364 万美元，

为当年国外贷款总额的 3 倍。 

贵州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为合资和独资企业，2001-2009 年，贵州合资与独资企业

的外资总额在直接利用外资额中所占比重几乎都在 90%以上，其中，2001-2004 年，合资企业

外资额的比重均为 60%左右，而 2006 年起，独资企业外资额的比重开始上升，截至 2009 年，

历年的比重几乎都在 60%上下波动，可以看出，2005 年以前合资企业占主导地位，自 2006 起

，独资企业的主导地位逐渐显现，外商在黔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明显。 

（三）外资利用的产业构成 

 

从图 2 看出，第二产业一直在贵州省外资利用中占据主导地位。而 2006、2007 和 2008 三

年，第三产业的份额急剧上升，与第二产业旗鼓相当。其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是房地产业。而作

为第一产业的农业，迄今为止，利用外资的状况是差强人意的。2001-2009 年，外商实际直接

投向农业的最大一笔金额也只有 2005 年的 239 万美元。 

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2001-2009 年，制造业始终是外资利用的主要行业。除 2004 和 2005

年，制造业在第二产业直接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在 90%以上。即使是比重最低的 2005

年，也达到了 59%，仍然位居榜首。 

再以 2007 年和 2009 年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的相关经济指标为对象，探讨制造业内部利

用外资的情况。 

从表 1 看出，近年来，医药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外资利用状况较好。2007 年和

2009 年，外资企业在这两大产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工业总产值，利税总额和利润总额

等经济指标上均位于制造业各产业前列。可见，这两大产业在劳动力就业，GDP 增长，财政收



入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外资利用效果良好。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007 到 2009 年，短短两年时间该产业的各项指标便从排名垫底上升到前四之列，外资在这一

产业发展之迅猛令人侧目。 

 

（四）外资利用的区域构成 

长期以来，省会城市贵阳一直是外资利用的主要区域。2006 年，贵州省各地州市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15236 万美元，其中贵阳为 7010 万美元，占总额的 46%。其他两地区

三州三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和也只占了总额的 54%。其中，遵义市 159 万美元，仅占

1%。2008 年，全省 4 个地级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贵阳市 9350 万美元，比重竟占到了 46%

。可见，贵州其他地州市外资利用程度是有待提高的。 

 

三、深化贵州省外资利用的建议 

（一）探索外资利用形式的多元化 

1.推动 TOT 模式的实践 

优良的基础设施能对外资产生强大吸引力，它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利用外资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中，TOT（移交-经营-移交）模式值得推广。一方面，政府可以迅速回收资金

以投入新项目。另一方面，相对于 BOT 模式和 ABS 模式，TOT 模式既不需要外商负责前期建设

，又不是单纯的项目融资，在降低外商投资风险的同时，由于其经营中使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

理，还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2.鼓励中小企业境外上市融资 

相对于我国 2009 年推出的创业板块，一些境外资本市场上市门槛更低。如新加坡专门针

对中小型公司的创业板块 SESDAQ 市场，它只要求企业有活跃的营业记录，无需最低注册资本

，对盈利也不作要求。贵州中小企业的发展普遍受困于资金不足。因此应积极拓宽其利用外资

渠道，鼓励境外上市融资。 

（二）提高外资利用质量 

1.调控外资来源 

削弱内资境外注册再回流的动机，从源头上防止非正常外资的流入。首先，在招商引资的

优惠政策上应给予省内境外资金同等待遇。其次，制定切实可行的引资目标，以避免相关人员

因完不成任务而弄虚作假。 

此外，针对贵州外资来源不广的情况，还应加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招商引资工作，以获得

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2.加强外资流向引导 

近年来贵州外商的独资化趋势引发本土企业人才流失的同时，还将削弱外资利用过程中的

技术外溢效应。因此，应加强外资流向引导。可培育少数有发展前景的本土企业，发挥本土优

势，以双赢为目的，通过贡献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合资经营。 

3.制造业内培育重点产业利用外资 

在制造业内部，并非所有产业都具备了充分利用外资的条件，而政府的资源也有限。因此

，可选择如医药制造业这类外资利用情况较好，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集中力

量招商引资，成熟壮大之后，将获得的经验、教训以及资金用于培育发展下一大类产业，进而

全面提高制造业的外资利用质量。 

（三）改善外资利用的失衡局面 

1.克服外资利用的产业不平衡 

提高农业的外资利用程度，切实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整合农业用地，再以贵州

省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农业项目，如茶叶种植业，烟叶种植业和苗木种植业为载体，吸引外资

建设现代化农业园区，从而提高农业在外资利用中的比重。 

2.实现外资利用的区域动态平衡 

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与各地区在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投资软环境以及经济发达程度等

方面的差异有关。客观上绝对的平衡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应实现各地区外资利用应保持动态

平衡，允许地区间差异的存在，而又不断向平衡状态发展。 



这一过程中，各地区要避免陷入优惠政策恶性比拼的泥潭。应通过加强合作，加速基础设

施建设，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完善法制软环境来改善整个贵州的招商引资环境，从而共同把

蛋糕做大，实现双赢。同时还要采取差异化战略，以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为主体展开

招商引资活动，提高外资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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