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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与江苏利用外资状况比较研究 

鲁莹 , 章贤军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 , 杭州 310018) 

【摘 要】浙江和江苏是我国的两个经济大省,也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省份。借鉴江苏的成功经验,并

结合浙江省自身民营经济的特点,浙江应谋求 FDI 来源地和形式的多元化;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注意西南部地

区协调均衡发展;加速外资联营资本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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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苏两省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北两翼,自然条件优越。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两省逐渐成为了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是一直以来,浙江省在利用外资方面都与江苏省有着一定差距。目前,江苏是外商在中

国大陆投资最集中的地区,全球五百强企业中有近四百家在此投资。   

一、浙江和江苏利用外资的比较 

1.外资规模 

从浙江和江苏两省利用外资的趋势来看,浙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除 1997 年和 1998 年有小幅回落外,基本处于平稳的

增长过程。但在经受金融危机考验的 2008年,浙江省利用外资的规模出现了下滑。而江苏作为我国吸引 FDI的第一大省份,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虽然分别在 1999 年、2000 年和 2004 年、2005 年出现了下滑,但在 2006 年之后就出

现了恢复性的迅猛增长,并一直保持到 2008年。 

2.业绩指数 

一个省市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该省市 FDI的流入量占全国 FDI流入量的比重除以该省市 GDP占全国 GDP

的比重。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出 1993 年—2008 年江苏、浙江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值,如图所示,江苏在利用 FDI 方面取得了优

秀业绩,而浙江则相对落后。同时由图可以看出,江苏省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基本是呈上升趋势的,虽然在 2003 年达到峰值后开

始急剧下降,但此后三年又以年均 40%的增长率快速回升到接近 2003 的水平。浙江省在 2002 年之前的业绩指数都是小于 1 的,

说明这段时间浙江省对外资的利用并不充分。2002 年到 2005 年浙江省的业绩指数出现了突破性增长,且增长的速度快于江苏。

但是自 2006 年两省业绩指数的差距又开始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浙江和江苏的业绩指

数都有所下降,但是浙江的业绩指数下降得更快,暴露出了在引资用资方面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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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浙江省利用外资的建议 

1.谋求 FDI来源地和形式的多元化 

江苏省的经验:江苏省政府非常重视研究推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创新,明确鼓励各类投资者采取合资、合作、独资、租赁、技

术品牌入股等方式到江苏省投资,以收购、兼并、控股等并购形式参与江苏省企业资产重组,鼓励引进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探索各类项目融资方式,实现投资方式的多样化。 

对浙江的启示: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具有竞争的市场结构,要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要谋求投资来源地、投资形式和投资行业

的多元化,因为外资来源地或投资行业过于集中容易在某一地区形成行业垄断。企业投资形式是在政府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的,

所以,实现外商投资形式的多元化,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出于盈利的需求,进行诱致型制度变迁,更需要政府放松强制型制度约束,

从宏观的角度为企业的制度创新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鼓励外商在浙江采取风险投资、BOT和合并收购等投资方式,允许外资通过

产权交易参与省内企业的资产重组或企业并购,如参股、联营、收购、租赁、承包、托管等形式。 

2.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注意西南部地区协调均衡发展 

江苏省的经验:外商在江苏的系统化投资倾向越来越明显。外资已经在 IT、电子、汽车配套等领域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产

业集群,跨国公司开始面向产业的上、中、下游各阶段产品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进行横向投资。 

对浙江的启示:要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重点鼓励外资投于浙江需要重点发展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

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可以实行以市场和股权换技术的特殊优惠政策,加快农业、商业、

金融、保险、资讯服务、旅游、科研、教育、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引资进程。 

要实行产业倾斜和区域倾斜相结合的引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要引导外资的一般加工业

的中小专案向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转移,在东北部的杭州、宁波、嘉兴等城市主要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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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吸引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大投资专案,逐步减少对东部发达地区低水准出口加工业的外资专案优惠,鼓励外商将劳动密集型和

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向西南部转移,充分发挥浙江欠发达地区的廉价劳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应采取更为优惠的政策,扩大中西

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审批权,扩大吸收外资的国内配套资金贷款规模,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等。 

3.加速外资与民营资本的融合 

在民间资本比较充裕的浙江,大力引进外资的首要意义,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单纯弥补“资金与外汇的两个缺口”以实现量

的扩张,而是为了提升民营资本的质,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在战略思路和体制政策上,确立将民营经济和国际资本有机结合、互补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浙江民营经济的优势突出表

现在区域特色产业群上,因而要从产业群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虽然内部有众多分立的产权主体,但在经济技术上

又可以视为一个大企业主体与外资进行结合,从而形成我方的经济技术优势和谈判优势,在与国际资本的结合上占据主动地位。

以块状经济为主,用块状经济嫁接外资。外资企业扎根于产业群中,形成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对外资的真正吸引力,来自块状经

济的特定比较优势,尤其是产业群有效的技术吸收和低成本生产组织能力。而对本土经济来说,引资的目的在于提升竞争力。引

资的过程就是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实现产业对接的过程,两者分别居于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互为配套。具有技术、规模和品牌

优势的外资可以起到提升当地产业链竞争力的作用。   

三、结束语 

2009年 1至 9月,江苏实际利用外资 190亿美元,占中国大陆比重涨至 30%,外资第一大省的发展势头仍然非常迅猛。而在同

一时期,浙江省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263 家,合同利用外资 109.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6%;实际利用外资 79.3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1.4%,比起 2008年的表现还是很有起色。浙江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高达 73%,这次的金融危机对浙江省的

出口企业影响很大。同时,可以看到,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反而更强。一个例证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产业层次

更高的苏南地区,企业倒闭数量远远少于浙江和广东。对于浙江省来说,如何通过更好的引进和利用外资增加自身的经济发展后

劲,提高对抗危机、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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