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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联邦德国对发展中国家

直接投资的变化分析

刘跃斌

　　一、战后 50 至 80 年代联邦德国对发　
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逐步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 德国作为战败国, 其

海外资产丧失殆尽, 并被禁止输出资本。 1951 年,

美、英、法三国从冷战中的西方利益考虑, 解除了不

许联邦德国输出资本的禁令。1952 年起, 联邦德国

重新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但是, 在 50 至 60 年代中后

期, 联邦德国因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 其国内资本需

求很大, 对外直接投资,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

资增长缓慢。70 年代以来, 联邦德国对外直接投资

迅速扩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遍布一百多个

国家, 但主要是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矿产资源

丰富的国家 (见表 1)。

　　　　　表 1　　 联邦德国 70 年代和 80 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1970 年 1975 年 1980 年 1985 年

年投资额

(百万马克)

比重

(% )

年投资额

(百万马克)

比重

(% )

年投资额

(百万马克)

比重

(% )

年投资额

(百万马克)

比重

(% )

所有发展中国家 829 100 1481 100 1109 100 358 100

其中: 欧洲 175 21.2 279 18.8 128 11.5 32 8.9

　 　非洲 211 25.5 268 18.1 180 16.3 -196 -54 .9

　 　拉美 385 46.4 744 50.2 518 46.7 48 13.5

　 　亚洲 57 6.9 190 12.9 276 24.9 457 128.2

　 　大洋洲 - - - - 7 0.6 17 4.3

　　　　　　资料来源: [联邦德国 ]《伊福快报》,1986 (1)。

　　拉丁美洲是联邦德国传统的投资场所, 早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德国垄断资本的重要投资地

区。 1970-1985 年, 联邦德国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累

计直接投资 15213 亿马克, 其中投向拉美就有 9611

亿马克, 占 6311%, 是联邦德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

中比重最大的地区。联邦德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 集

中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少数国家。1980-1985

年, 这三个国家共接受联邦德国投资 4311 亿马克,

为联邦德国同期在拉美直接投资 5315 亿马克的

8015%, 其中单巴西就占了 5311%。①

巴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接受联邦德国直接投

资最多的国家。联邦德国的企业分布在巴西的汽车、

化学、电子、机械和冶金等行业。例如, 巴西大众汽车

公司已控制了巴西轿车市场的 59%; 戴姆勒—奔驰

汽车公司则生产巴西全部公共汽车和载重汽车的

4613%; 曼内斯曼康采恩在巴西主要投资轧钢厂和

无缝钢管厂; 西门子公司在巴西装置了全国发电能

力 20% 的电力设施。

墨西哥和阿根廷也是联邦德国在拉美的主要投

资国家, 投资的行业主要是化学、汽车、电子等。相对

而言, 拉美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联

邦德国在拉美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销售市场和转

让成熟技术。

非洲自战后到 70 年代末, 吸收联邦德国直接投

资的比重仅次于拉美。据汉堡“非洲协会”统计, 截至

1983 年 9 月, 联邦德国在非洲共投资 51 亿马克。联

邦德国在非洲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猎取石

油和其他战略资源。为此, 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输出

国组织的几个非洲国家: 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

亚和利比亚。埃及是非洲国家中接受联邦德国投资

最多的国家,1975-1985 年共吸收联邦德国投资

818 亿马克, 占同期联邦德国对非洲总投资的 35%。

联邦德国还对南非、扎伊尔、加蓬和喀麦隆的采矿业

大举投资, 从中获得本国缺少的铀、金刚石、黄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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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等资源。

80 年代初以来, 联邦德国开始重视对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的投资。1975-1985 年联邦德国在这个地

区共投资 2814 亿马克, 占同期联邦德国在发展中国

家投资的 16%。特别是在 1985 年, 亚洲吸收联邦德

国投资最多, 超过了当年其他各洲吸收联邦德国投

资之和。联邦德国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新加坡、香

港、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联邦德国在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中, 商业和信贷

机构占一半以上, 这与该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优势紧

密相关。自 1981 年以来, 联邦德国对中国的投资逐

步扩大, 但在 1989 年以前还未形成投资高潮。②

我们从表 1 中看到, 联邦德国对欧洲发展中国

家 (主要是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一直比较

低, 投资活动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较多。

　二、90 年代以来德国对发展中
国家直接投资重点的转变

1990 年, 德国实现统一。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的变化, 德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点也发

生了转变 (见表 2)。

表 2　德国 90 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1993 年底 1995 年底

累计投资额

(亿马克)

比重

(% )

累计投资额

(亿马克)

比重

(% )

所有发展中国家 405 100 509 100
欧洲　　 56 13.9 110 21.6
其中: 波兰 6 1.5 17 3.3
　 　俄罗斯 1 - 6 1.2
　 　捷克 18 4.4 39 7.6
　 　匈牙利 22 5.4 33 6.5
亚洲　　 89 21.9 119 23.4
其中: 中国 7 1.7 15 2.9
　 　新加坡 19 4.7 29 5.7
　 　韩国 7 1.7 10 2.0
拉美　　 220 54.3 239 46.9
其中: 巴西 106 26.2 121 23.8
　 　墨西哥 41 10.1 29 5.7
　 　阿根迁 20 4.9 21 4.1
非洲　　 40 9.9 41 8.1

　　资料来源:《德意志联邦银行月报》,1997 (5)。

从表 2 可以看出, 德国 1993 年底和 1995 年底

在发展中国家累计直接投资发生了一些变化:

11 德国对欧洲和亚洲的直接投资呈上升态势。

如对欧洲投资比重由 1993 年的 1319% 提高到 1995

年的 2116%, 累计数额由 56 亿马克增加到 110 亿马

克, 几乎增加了一倍。又如对亚洲投资比重由 1993

年 2119% 提高到 1995 年的 2314%。德国在欧洲的

投资, 集中在转轨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 其中 1995

年德国在波兰、俄罗斯、捷克和匈牙利四国的累计直

接投资, 占当年对欧洲累计直接投资的 86%。德国

在亚洲的投资相对比较分散, 其中对中国、新加坡和

韩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21 德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略为

放慢。虽然德国 1995 年对拉美累计直接投资占德国

对发展中国家累计直接投资比重, 比 1993 年下降了

7.4 个百分点, 但是德国在拉美的累计直接投资额

仍然比其他洲多, 处第一位。巴西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中吸收德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31 德国自 80 年代中期大量减少对非洲直接投

资后, 在非洲的累计投资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1995

年所占比重又比 1993 年下降了 1 点 8 个百分点。

41 德国对发展中国家总体投资比重上升, 累计

直接投资数额增加明显。1970-1985 年, 联邦德国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

一直呈下降趋势,1970 年为 2317%,1980 年为

1316%,1985 年为 216%。而在 1993 年, 这一比重上

升到 1216%,1995 年又上升到 1315% (根据《德意志

联邦银行月报》1997 年 5 月统计, 德国 1993 年和

1995 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 3214 亿马克和

3758 亿马克)。从累计直接投资数额来看, 德国对发

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加更加明显:1985 年约为 152

亿马克,1993 年约为 405 亿马克,1995 年约为 509

亿马克。可见, 德国在 90 年代加速对外直接投资的

同时, 并没有放慢对发展中国家总体直接投资的增

长速度, 在累计直接投资增加额上大大超过了 80 年

代的增加水平。

51 德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发

生了变化。过去, 德国历来只重视第二产业的对外直

接投资, 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部门, 其中占优势的是

化学、钢铁、电气、机械、汽车五大工业部门。1958 年

这五大部门占联邦德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5219%,1979 年底这五大部门所占比例为 4011%,

1995 年底又下降到 3816%。相反, 德国对发展中国

家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增加很快,1995 年底

这类投资所占比重达 4616%, 超过了主要加工行业

所占的比重。③

　　三、90 年代德国对发展中国家
直接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

11 德国加强对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直接投资, 目

的是为了扩大其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影响, 推动其

经济与德国经济接轨, 加快德国东部建设, 并能扩大德

国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在投资环境上, 东欧国

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都与德国相邻, 文化传统比较

接近, 吸引外资政策比较优惠。因而德国投资者从投资

费用上考虑愿意首先选择在东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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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德国急于进军亚太市场, 是由其同美国和日

本的矛盾决定的。特别是美国力图使亚太经合组织

机制化, 变为美国控制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行动, 使

德国感到不安, 生怕被排斥在亚太地区这个因经济

高速发展而有巨大的资本货物需求的大市场之外。

1993 年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太战略”, 鼓励企业积

极发展与亚洲, 特别是东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通过

扩大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 来保持和增加对这一

地区市场占有的份额。

31 德国政府继新亚太战略之后又提出了“新拉

美战略”, 力求在发展欧亚经贸合作的同时, 巩固和

加强同拉美国家的经济交往。虽然受墨西哥金融危

机的影响, 德国在黑西哥的直接投资有所减少, 但从

累计直接投资额来看, 墨西哥仍然是德国在拉美投

资第二多的国家, 而且今后德国对墨西哥的投资还

会增长。因为, 墨西哥既是发展中国家, 又是北美自

由贸易区协议的签字国之一, 它对德国向北美市场

渗透起重要作用。同时, 德国保持在巴西、阿根廷等

拉美国家较大规模的投资, 有利于其控制拉美市场,

维护其在拉美的传统投资大国地位。

41 德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减少, 与非洲经济发

展缓慢, 多数非洲国家市场购买力低下有关。直接原

因是德国在非洲的部分直接投资公司长期亏本, 使

得不少母公司开始关闭其在非洲的子公司或分公

司, 变卖固定资产, 向世界其他地方转移资金。

51 德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 促使企业纷纷向海

外扩大直接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德国的劳动成

本历来较高。进入 90 年代后德国劳动成本上升到每

小时 42 马克 (1992 年) , 成为世界上劳动成本最高

的国家; 德国人的税收负担也比较重,1991 年德国

各种捐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0%, 高于美、

英、日等国。特别是公司所得税税率, 德国 1991 年调

整到 50%, 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在德国投资

建厂必须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 环保方面的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大。以上这些因素, 都促使德

国企业家把投资的重点转向国外, 特别是劳动成本

低廉、税收政策优惠、办厂条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

此外,90 年代上半期德国马克升值很快也是促使德

国投资者扩大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61 德国政府在 90 年代加强经济外交活动, 保

护和促进了私人企业扩大在海外的投资。德国政府

在制订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十分注意为扩大其海外投

资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政府高级经贸代表团

频繁出访, 向有意投资的地区和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等。这些先期的感情投资为随后而来的德国企业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德国政府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签

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为德国投资者提供了法律保

护。针对中小企业向海外投资的资本不足、承担风险

能力较差的特点, 德国政府制订了对中小企业的扶

持政策, 包括向其海外投资提供担保、提供信息咨询

服务、培训海外经营管理人员等。

1983 年德国与中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1986

年两国又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近年来中德两

国领导人频繁互访, 推动了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发

展, 到 1996 年 6 月底, 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共计 1411

家, 德方总投资达 50 亿美元。④

71 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 促使德国重视对

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投资。在当今世界, 发展中国家组

成的区域经济集团或以发展中国家为多数成员组成

的区域经济集团, 占世界区域经济集团的绝大多数,

其地位也日益重要。到区域经济集团内抢先直接投

资, 能够克服区域内贸易对区域外国家造成的不利

影响。德国加强对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就说明这

一点。

81 世界科学技术不断创新, 特别是 90 年代以

来信息技术飞快发展, 对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

深远影响。在世界贸易中, 服务贸易的比重不断上

升, 与知识产权转让相关的直接投资也随之增加。随

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 流通领域的相对落后

矛盾越来越突出, 对第三产业引进外资的需求开始

增大。这正是德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比

重增大的主要原因。

　　四、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变
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德国在 90 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发生

的变化, 对德国国内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可

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一)对德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1 德国分享到亚太、东欧、拉美等地区经济高

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德国对外投资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已被视作

同对外贸易同样重要。1995 年德国企业将海外利润

用于再投资的数额已上升到 60 亿马克, 利润再投资

成为德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21 增强了德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提

高了德国跨国经营企业的信誉。美、日、德等发达国

家为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 相互间开展激烈竞争。德

国企业素以产品质量好、资金到位及时、管理严谨而

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比较先进的适用技术和收集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

争信息, 德国的行业结构得到完善, 技术更新步伐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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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德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的投

资, 一定程度上抢占了这些地区的市场, 带动了商品

和劳务的出口, 保持和提高了德国作为外贸大国的

地位。

41 德国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创造了

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收益, 改善和加强了德国的国际

收支地位。同时, 大量资本外流, 使得德国统一后产

生的过高通货膨胀率迅速被降下来, 维护了德国马

克的币值稳定。

51 充分利用了德国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

互补性, 使德国配置生产资源的范围更加广阔, 原料

供应更加充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企业扩大海

外投资的行动, 抑制住了德国国内投资环境的进一

步恶化。近年来, 德国工资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劳

资双方谈判工资问题比较理智。德国政府计划 1998

年进行税制改革, 降低企业所得税率, 减轻企业税

负, 鼓励其在国内的投资稳定增长。⑤

(二)对德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主要表现为德国企业生产资本过多地外流, 限

制了国内投资的增长, 加之德国政府实行财政紧缩

政策, 使得德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90 年代以

来德国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失业人数由 1992 年

的 297 万人上升到 1997 年初的 430 万人。

　　五、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
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东道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1 为东道国经济发展, 特别是为经济刚刚起飞

的东道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

条件比较落后, 又缺乏购买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资

金, 因而很希望通过利用外资来补充本国基础设施

建设和加工工业现代化建设资金的不足。不少发展

中国家通过让出部分市场, 换来了德国资金和技术,

成功地实现了本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21 为东道国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德国在发

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 有相当多的属劳动密集型行

业, 招收的员工多半是当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东道国的就业压力。

31 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德国的化

学、电气、汽车等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相

关行业后, 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比重迅速

上升, 经济结构不再是单纯的农产品和原料产品的

生产行业, 工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41 外资企业为东道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示

范作用。大多数东道国都采取了国民待遇原则, 管理

方法和法律能够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法律相一

致。

51 改善了东道国的进出口结构。由于发展中国

家政府鼓励外资投向“进口替代”和面向出口的工业

部门, 使其进出口结构有所改善。在进口方面, 过去

依赖进口的许多制成品, 现已通过外资企业就地生

产, 直至达到国产化目标; 通过鼓励德国企业投资于

能扩大出口的企业, 使得东道国的出口结构也得到

改善, 原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有所下降, 高附加

值的新科技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逐年提高,

东道国的外贸地位也随之上升。
(二)对东道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11 增加了东道国对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管

理难度, 使东道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一般东

道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十分有限, 对外汇交易只实行

一定程度的管制, 直接干预能力较弱。包括德国资本

在内的外资大量涌入后, 东道国对流入本国的外汇

难以确切掌握, 管理难度增大。外国投资者的部分外

汇兑换成东道国货币后, 又对东道国资金市场造成

冲击, 东道国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量的目标就会

动摇, 通货膨胀就可能发生。

21 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行业, 较多控制了

东道国的相关行业, 不利于东道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例如, 德国曼内斯曼钢铁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垄断

了无缝钢管生产的 100%, 使巴西民族钢铁企业的

发展受到压抑。

31 德国投资还对东道国的消费模式、生态环境

产生了消极影响。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子公司

极力追求生产高档商品, 通过广告媒体来影响和改

变东道国居民的消费模式, 造成东道国消费脱离实

际消费承受力, 与东道国的社会背景大相径庭。德国

少数对外投资项目, 还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有污染,

危害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

总体来说, 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原

则下, 抓住机遇, 适度引进德国资本, 并进行综合管

理和指导, 德国直接投资的上述积极作用就可以充

分发挥出来, 其消极影响是能够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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