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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层次引进外资的战略思考 

——以无锡市为例 

曹建标 

在国家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全面构建无锡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将直接影响无锡

的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本文对此作了结构性和趋势性分析，并就如何更高层次引进外资进行了战略思考。 

一、无锡外商投资现状分析 

1. 外商投资以独资为主要形式。外资类型结构主要为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三种类型。近年来，无锡外商投资呈现

出独资化趋势。以外资新签协议（合同）数这一指标看，相比 1991年〜1995年、1996 年~2000年这两个时期，独资经营的比重

2001 年以后增长到 60%以上，2012 年高达 72.9%，2017年为 53.1%；合资经营占比从高峰时期 1991年〜1995年、1996 年〜2000

年的 93%,60.8%,2001 年以后减少至 30%左右，2017年为 45.1%，较 2016年之前略有回升。新签协议（合同）外资金额、实际利

用外资金额等指标也都验证了同一趋势。 

这种结构变化的原因在于，随着无锡投资环境日益完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外商的投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外资项目多

采取独资这种更有效的经营管理方式。另外，我国逐步放宽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早在 2002 年《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更多的产业领域就允许中外合资企业外商持有 51%以上的控股权，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于是，外商投

资方式迅速发生变化，不仅新建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比例上升，而且原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转变为外商独

资企业。2018 年 7 月 28 日施行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开放领域更宽，清单条目更少，外商投资审批范围

进一步缩小。可以预见，外商投资独资化趋势将进一步强化并将逐步扩大产业领域。 

2.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从 2017 年全市实际利用的外资来源地区分布来看，香港是无锡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地，其

次是韩国，这两个地区的资本分别占全部外资的 60.8%和 9.4%，其他国家或地区按资本的比重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台湾（4.5%）.

日本（2.7%）、美国（1.1%）。香港投资占比从 2005年的 24.8%2017 年增长到 60.8%，亚洲投资占比从 2005年的 59.5%2017 年增

长到 78.6%。 

无锡外商投资之所以主要来源于亚洲，其原因一是文化距离因素影响；二是前期投资累积量影响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路径依

赖。但同时要看到，受局势变化影响，日资、台资或下降或增长缓慢，日资占比从 2005 年的 17.1%下降到 2017 年的 2.7%，台

资占比从 2005 年的 18.3%下降到 2017 年的 4.5%；2010 年新加坡投资占比曾高达 8.2%,2012 年以后投资占比也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从发展趋势来看，港资、韩资等亚洲资本在近期内仍将是投资的主要力量。 

3. 制造业是外资主要投入行业。无锡外商投资主要投资产业一直以制造业为主。近几年，随着无锡产业强市战略的确立，

制造业外商投资占比有所回升，2017年占比为 65.6%。服务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近乎是投资真空，到 2005年已成为第二大外

商投资领域，尤其是房地产业,2013 年高峰时占比高达 25.2%。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均有较大增长，且增长和占

比均大于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外商在农业上的投资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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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发园区是外商投资的主要载体。现以市（区）到位注册外资为指标，分析无锡外商投资的地域结构。结果表明，全

市 7个市（县）、区中，外资主要流入江阴、新吴等市、区，集中了全市 60.34%的到位注册外资，其中仅新吴区（无锡高新区）

占比高达 34.46%。外资相对集中分布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区位优势，新吴区（无锡高新区）毗邻上海、苏州，具有近邻效应；

二是交通便捷，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均有；三是无锡高新区外资集群效应明显。相对而言，梁溪区、滨湖区等区利用外资较

少。 

二、 无锡引进外资如何应对形势变化 

当前，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外商投资也呈现了一些趋势变化，无锡需积极应对。一是要坚

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地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资搭载的先

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等。目前，无锡在外商投资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尤其是独资企业日渐增多，

产供销、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方面的管理，经营主动权基本上由外方掌握，“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二是要坚持制造领域开

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三是要坚持向发达国家、地区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

结合。港资、韩资等亚洲资本在近期内仍将是无锡外商投资的主要力量。四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当前，外资主要流入新吴

区（高新区）、江阴市、宜兴市等板块，而梁溪区、滨湖区等利用外资较少，在服务业领域引进外资有极大潜力。 

三、 无锡更高层次引进外资的战略思考 

1. 引导外资助力本地产业升级。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时，要关注外资企业能否同本土企业建立起良性竞合关系，使之有助

于本地产业升级，促进地方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对于较为发达的地区，引入技术邻近度较高的外资企业有利于内、外资间的匹

配整合；而对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引入同内资技术差距更大的外资反而有利于其学习模仿，激发本土产业跨越发展。

对于当前外商投资独资化现象要给予足够认识，并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政策对其加以引导，使之朝着有利于本地的方向发展，

正确引导外商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不过要加强合规性审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争端和摩擦。 

2. 提升外商投资环境和服务水平。统计显示，外资企业的资本规模越大、行业的准入门槛越高，企业的生存时间越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之间企业生存时间的差异，由于制造业行业门槛较高、资本规模较大，制造业的平均

寿命有 9.30 年，要远远长于批发和零售业的平均寿命（4.13 年）。因此在引进外资项目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项目的资本规模

和行业类型，在产业布局上多引进平稳型企业和增长型企业。同时，要强化分类指导，扶持企业健康成长。从退出外资的寿命

分布来看，许多行业的生产危险期在 3~5年之间。政府部门应对全市成立时间在 3〜5年内的企业重点关注，对有市场潜力的企

业重点帮扶，帮助企业渡过“危险期”，促进企业健康成长。对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的稳定型行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是吸

纳就业、贡献 GDP指数的主要行业，要扎实落实相关优惠政策措施，放宽准入条件，强化相关政策服务，在提高出生率的同时，

帮助企业渡过“危险期”，不断做大做强。 

3. 引导外资区域协同集聚发展。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是利益驱动。外资来源地企业之所以向大城市周边的

中小城市和郊区投资，关键是看重其在成本各方面的有利可图以及政府的战略策划和推动。因此要积极引导外资来源地集聚发

展，原因是可以减少文化冲突，形成有效的合作与联盟，扩大企业的市场势力，以及降低投资风险，同时也有利于以商招商的

开展。i不同来源地外资对无锡高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不同，需根据不同来源地外资的技术溢出有针对性地选资，充分发挥外资

对高技术产业的正向溢出效应。为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不同来源地外资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实施差异化外资战略，进一

步释放制度红利。历史上作为新兴国家的韩国和新加坡，对中国经济的产出弹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因此，来源于新兴工

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外资同样也能促进无锡经济增长。无锡的引资战略不能简单地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资来定位，而应

以对无锡经济的资本效应及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等质量要素来定位。此外，应从全市的角度对外资统筹规划，形

成合理的地域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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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招商引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对引进外资影响很大，目前，各地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培育引资竞

争新优势，不是竞相攀比优惠政策，而是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要加强引资政策与制度的创新，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和管理制度，减少行政干预，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要尽量保证当地投资政策的稳定

性和连贯性，并能够真正落实，以增加外商投资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