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徐赛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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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FDI)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器”，对宁波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宁波的外商直接投

资还存在外资来源结构单一、外资的产业分布还有待改善、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但外商投资对宁波的出口贸易、工业化进

程、扩大就业和地方税收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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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宁波是重要的工业港口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对外贸易口岸。早在唐代，宁波就被誉为“海

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宋代又与广州、泉州同时列为对外贸易三大港口重镇。鸦

片战争后被辟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解放后，由于外贸体制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原因，加上宁波又是战略上的海防城

市，宁波一度处于对外封闭状态。1978 年改革开放又给宁波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 1984 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宁波、上海、天

津等 14 个沿海城市后，宁波又开始活跃在国际市场。1992 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 2001 年中国入世又给宁波带来了一股又

一股的外商投资热潮。本文对宁波历年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其对宁波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宁波今后提高利用外

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宁波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一)总量及其发展因素分析 

自 1980 年宁波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东方眼镜制造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宁波利用外资已走过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1]截

至 2004 年底，宁波累计利用外资项目数 9 153 个，外商投资总额为 371. 6 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已分别达到

211. 9 亿美元和 99. 6 亿美元。多年来宁波利用外资一直处于浙江省的领先地位。回顾宁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91 年之前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宁波无论是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还是人的思想观念，都比较落后，难

以适应对外开放、大规模吸引外资的要求，引进外资的成果并不明显。到 1991 年底，宁波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仅 438 家，总投资

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0. 7 亿美元，且多属小型的短线项目。 

第二阶段： 1992 年-1996 年成长发展阶段。1992 年是宁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黄金年”。1992 年外商协议投资为 1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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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800%，实际利用外资是 1. 15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300%。这一投资高潮的掀起有以下原因：首先，

通过第一阶段的充分准备，宁波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其次，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热潮，宁

波抓住这一契机，利用外资得到了迅速发展，宁波辟建了保税区和大榭经济技术开发区。从 1992 年到 1996 年，宁波新批项目

数共有 3 149 个，协议利用外资共计 54. 3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共计 17. 18 亿美元。这一阶段宁波市利用外资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数量扩张。这 5 年的宁波新批外资项目、协议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前 11 年的 7. 2 倍、13. 7 倍、20 倍。二是

规模扩大。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已由原来的试探性向实质性较变，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额为 173 万美元。三是引进外资经历

了由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较变，由外商单向选择转向双向选择。 

第三阶段： 1997 年-2000 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在宁波的直接投资有所滞缓，尤其是 1997 年和 1998 年。

1997 年的协议利用外资是 4. 58 亿美元，比上一年的 8. 78 亿美元减少了近一半，外商投资项目 260 个，比上一年减少了 60 余

个。这一局面直到 2000 年才有所缓和，2000 年外商直接投资新批项目、协议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都高于 1996 年。 

第四阶段： 2001 年以后，在中国加入 WTO 这一新国际形势下，宁波又掀起了另一股外商投资热潮。入世后，外商投资领域

逐步放宽，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减少和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2]这些新的政策又吸引了许多外商投资，从 2001 年至 2004

年外商在宁波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突飞猛进。2001 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利用外资为 19. 55 亿美元，到 2004 年增加到 41. 36

亿美元； 2001 年实际利用外资为 8. 75 亿美元，到 2004 年增加到 21. 03 亿美元； 2001 年新批项目 806 个，到 2004 年增加

到 1 081 个。 

(二)外资来源及所占比例 

目前，来宁波投资的外商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从 90 年代起，来宁波投资的国家不断增加，美国、日本、韩国、英国

等地的外商来宁波考察、洽谈、投资明显增多，但宁波的外资主要还是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到 2004 年，港、台客商在宁波实

际投资总额累计已达 50 亿美元，占外商实际投资总额的 50. 2%。[3]仅 2004 年实际利用外资中，港、台地区的投资占了总额的

4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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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可以看出，宁波的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尤其是香港地区，它的项目数占总数的 40%，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总

实际利用外资额的 43. 7%。相比之下，全球外资的三大主要来源即美国、日本及西欧在宁波的投资份额较小。这种外资结构比

较单一的现象潜藏着一些危险，因为对某一地区的依赖性较强，易受该地区经济影响的冲击。[4]如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

给宁波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宁波的外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尤其是香港地区。 

同时，笔者在统计外资来源时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萨摩亚近几年对宁波的投资增长非常迅

速(详见表 2)，它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地区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把国内

资金吸引出去之后又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回到国内，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4] 

 

(三)外资的产业分布状况 

截至 2004 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2004 年第二产业的协议利用外资达 369 014 万美元，占总数的 89%，

实际利用外资为 184 737 万美元，占总数的 88%，投资项目为 932 个，占总数的 86%。近几年，外商对宁波第二产业的投资主要

集中在化学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业部门，打破了外商投资

集中在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局面(见表 3)。可见，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已日趋合理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

业逐渐过渡，尤其是高科技产业。2004 年，北仑工业区引进的 129 个外资项目中，有 52 个是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

制造业项目。 

 

6.05 亿美元、7. 37 亿美元、10. 67 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全市协议利用外资的 13%、15%、18%、26%。这些利用外资较好的

地区都具有如下特点：工业基础好，门类齐全，具有外资企业发展所需的中间产品供应链；引进外资措施灵活，政策优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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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区、江东区、南部的奉化和象山相对而言引进的外资规模较小， 2004 年协议利用外资仅占全市的 0. 7%、1. 5%、1. 5%、2. 

1%。位于南部的宁海县，曾经一度落后于象山和奉化， 2000 年宁海协议利用资金 952 万美元，还不到同年象山的一半。但近两

年宁海发展非常迅速， 2004 年协议利用外资达 1. 27 亿美元，远高于象山和奉化。宁海近两年之所以受到外商的青睐，主要依

托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宁海完善了交通和通讯，改善了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合理规划了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同时还向外商提

供一系列优惠政策，所有这些都吸引着国外厂商。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宁波的外生性经济动力源，极大地推动了宁波的出口贸易。换言之，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5]截至 2004 年底，宁波“三资”企业出口额达 52. 42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 37 %，“三

资”企业出口额已占到全市自营出口额的 31. 41%。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加速了宁波市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 

2004 年前者对后者增长的贡献率达 36. 5%。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也不断调整，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增

加。外贸结构更趋平衡与协调，加工贸易的增幅首次超过一般贸易，比重提高了 2. 9 个百分点。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宁波工业发展的进程。2004 年工业合同利用外资 36. 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2%，占全市利用

外资的 89. 21%；实际利用外资 18. 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09%，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的 87. 8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 3 

522. 5 亿元，销售产值 3 451. 4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6. 7%和 26. 3%。同时，外资工业增加值由 1999 年的 11. 75%上升到

2003 年的 16. 22%，而且近年来外商看好宁波深水港的优势，在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有了巨大增长，大大地

促进了宁波工业化的进程。 

第三，外商在宁波的独资、合资企业在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4]宁波通过引进产业链上的关键

项目或龙头项目，带动产业做大做强。2004 年上半年引进汽车零配件外资企业 30 多家，引进电子元件及组件外资企业 20 多家，

带动了相关产业技术的提升，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 

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

力数量逐年增加，由 2000 年的 14. 64 万人增加到 2003 年的 26. 48 万人，年均递增 2. 96 万人。截至 2003 年底，外商投资企

业从业人员已占到全市工业企业从业人数的 28.79%，所占比重比 2000 年底提高了 3. 73 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吸纳我

市劳动力就业的一条主要途径。 

第五，外商直接投资为地方税收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4]截至 2004 年底，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4. 2 亿元，

增长 35. 19%，增幅比 2003 年提高 7. 7 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利润占整个工业利润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13. 86%上升到 26. 54%。

在利润快速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税收占整个工业税收的比重也有所提高， 2004 年比 2003 年上升 1. 54 个百分点。

1998 年至 2004 年期间，外资工业企业税收对宁波工业税收的贡献率(外资工业企业税收增量/工业税收增量)平均达到 14. 19%，

成为支撑宁波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税源之一。 

四、结语 

改革开放后的 20 余年，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宁波经济的发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给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贡献了大量税收，而且解决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相比，宁波的外资总量规模偏小，投资效

益有待提高。外资在宁波的地区分布又不平衡，这对宁波总体经济的发展不利。外资在第三产业的投资虽然增长较快，但投资

总量还是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质量不是很高，同时，还存在“假外资”现象。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同时又能提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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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宁波今后外资工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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