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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引进外资的困境与出路
Ξ

———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解析

王耀中　刘志忠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引进外资进展缓慢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并没有使这种局面得到有效改
善 ,相反还有恶化的趋势。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地理集中模型分析发现这是由我国制造业集中在东部 ,厂
商生产中的固定成本显著增加、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成本不断下降造成的。积极推进外商并购投
资 ,加快西部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将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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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成为西部

大开发中的热点问题。国内许多学者就此做了理论分析和

对策研究 ,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这些研究文献集中讨论

了西部引进外资的差距、差距形成的原因、缩小差距的基础

与对策。在现有西部引进外资差距的形成原因分析中 ,大部

分成果起源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

李含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东部倾斜的发展战略及相

关优惠政策导致引进外资地区失衡的观点 ①。井百祥分析了

观念落后、投资环境差等另外两个原因②。沈道权认为原因

还包括西部地理位置远离沿海口岸、海外华侨少、经济发展

水平低③。许俐认为除此以外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市场

机制不完善、政府办事效率低下④。彭红斌进一步指出西部

人口文化素质低、专业人才缺乏⑤。曹均伟、化冰、陈宏民运

用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

政府政策、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劣势⑥⑦。江小涓还分析了西

部地区资源开采和重化学工业比重高、国有经济比重大等原

因⑧。这些研究大多数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考察了西部引进外

资差距的原因 ,但忽视了对投资国厂商生产区位决定的研

究 ,本文将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地理集中模型从投资国厂商

角度对西部引进外资困境进行分析 ,并探索突破西部引进外

资困境的出路。

二、西部引进外资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政府采取了改革开放、

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增多。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 ,外国资本更是大量涌入我国 ,但绝大多数外资流

入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引进外资进展缓慢。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 ,这种局面不仅没有得到

有效改善 ,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虽然近几年西部地区转变

观念 ,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实施与东部地区相同的 (有时甚至

是更有吸引力的) 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采取多种形式吸引

外资⑨ ,但西部引进外资仍然陷入困境。

第一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小 ,增长缓慢。1993

年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突破 10 亿美元后⑩ ,连续 8 年在

10～15 亿美元之间低位徘徊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

的 2002年甚至低于 10 亿美元 ,为近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 (参

见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到 1995、1996、1998、1999、2002年西

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这也使得 1994-2002 年西部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 2.12% 。而与此同时 ,东部地

区外商直接投资额从 1993年的 243.2 亿美元增加到 2002 年

的 466.6 亿美元 ,1994-2002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7.75% 。

资料来源 :根据 1992-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计算。

图 1 　西部引进外资总额图

第二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所占比重低 ,且近

年有所下降。1993-2002 年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

所占比重年均只有 3.04%, 在此期间 ,最高比重为 1994 年的

4.23%, 其后年份在 3% 左右 ,2002 年 ,下降到 1.7%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近 10 年来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所占

比重低于 1987年、1988年的水平 ,2002年更是接近 1991年最

低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1987-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计算。

图 2 　西部引进外资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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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地理集中模型

传统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认为资源禀赋、技术、政

府政策是生产模式空间差异的决定因素 ,这些因素虽然与生

产模式的空间差异有关 ,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极其相似的

地区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 ,新经济地理学运用新贸易

及新增长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 �λϖ 。

(一)新经济地理学

1991年 ,克鲁格曼 ( PaulKrugman) 在《地理和贸易》一书

中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他发现随着欧洲经济越来越趋于一

体化 ,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 ,这与

资源完全不能流动、而商品可以无成本流动的国际经济学基

本假定大相径庭。当他采用资源可以充分流动、而运输商品

具有成本的这种新建模方式时 ,他发现“所从事的研究比起

国际贸易理论来 ,与古典的区位理论更接近。”�λω与古典区位

理论不同的是 ,克鲁格曼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新工具 ,通

过将规模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化来研究生产的空间区位 ,

研究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 ,这提供了一个将区域

经济学中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

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框架。他认为据此可以复兴经济

地理 ,将地理带回主流的经济分析中 ,并使经济地理学成为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λξ。在《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

(1995) 、《空间经济学》(1999)及相关文章中 ,他进一步发展了

新经济地理学。同时 ,波特、AnthonyVenables、MasahisaFujita、

W.BrianArthur 和 Bruhart等经济学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克鲁格曼地理集中模型

1991年 ,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递增收

益与经济地理》一文 ,运用地理集中模型说明制造厂商生产

区位的决定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

业份额�λψ。

1. 模型设定。假定一国的生产位于东部和西部两个地

区 ,生产农产品和制造品等两种产品 ,农民分别居住在两个

地区 ,且每个地区各有一半的农民 ,制造业劳动力可以在两

个地区自由流动。假定存在运输成本。假定制造业生产存

在规模经济 ,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比

例 ,当厂商生产过程中投入大型专用设备时 ,这种设备投入

费用作为固定成本 ,会随着企业产量的增大而分摊 ,单位产

品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大而减少。

2. 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当某一制造厂商进入一

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 ,要决定生产区位 ,他有三种选择 ,只

在东部办厂、只在西部办厂或两个地区同时办厂。他在某个

地区办厂并把其中一部分产品销往另一地区的总成本是办

厂固定成本、生产可变成本与运输成本之和。他在两个地区

同时办厂的总成本是办两个厂的固定成本与生产可变成本

之和。在销售收入一定时 ,成本最小将使厂商能实现利润最

大化 ,这样 ,生产区位取决于固定成本与运输成本之间的大

小。当制造厂商在某个地区建厂生产并把产品销往另一地

区的运输成本小于在另一地区开办新工厂的固定成本时 ,该

厂商在一个地区办厂的成本最小 ,利润最大 ,该厂商将把该

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当制造厂商在某个地区建厂生产并

把产品销往另一地区的运输成本大于在另一地区开办新工

厂的固定成本时 ,该厂商在两个地区同时办厂的成本最小 ,

利润最大 ,该厂商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生产并在当地销

售。

用 SM 表示西部制造业劳动力在制造业劳动力中所占的

比例 ,用 SN 表示西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用 X表示

一个典型制造厂商的销售量 ,用 F表示开办一个工厂的固定

成本 ,t 表示将一单位制造品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地区的运

输成本。如果 SNXt <F, 也即 SN <F/X t ,该厂商将把东部地区

作为其生产区位 ,此时 ,SM =0; 如果 (1-S N) Xt <F, 也即 1-

F/X t <S N ,该厂商将把西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 ,SM =1 。如

果 F/X t <S N <1-F/X t ,该厂商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生产

并在当地销售 ,SM =1/2 。

西部人口由西部农业人口和西部从事制造业人口构成 ,

如果用π表示从事制造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根据模型

设定可得西部农业人口的比例为 (1- π) /2, 西部从事制造业

人口的比例为πSM。这样 ,SN = (1- π) /2+ πSM。

如果现在已有的制造业全部集中在东部 ,则 SM =0,S N =

(1- π) /2, 该典型制造厂商把东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的条

件是 F>S NXt ,即F> Xt (1- π) / 2。如果现在已有的制造业全

部集中在西部 ,则 SM =1,S N = (1+ π) /2, 该典型制造厂商把

西部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的条件是 F> (1-S N) Xt ,即F>

Xt (1- π) /2 。这表明在固定成本较大 ,运输成本较小 ,制造业

所占比例高时 ,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取决于原有厂商的

生产区位 ,并集中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

如果现在已有的制造业平均分配在两个地区 ,则SM =

1/2 ,SN =1/2, 该典型制造厂商分别在两个地区各建一个工厂

的条件是 F/X t <S N <1-F/X t ,即 F<X t/2 。这表明在固定成

本较小 ,运输成本较大时 ,制造厂商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

在此情况下 ,即使原有的制造业集中在某一个地区 ,只要固

定成本较小 ,运输成本较大 ,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导致F<

Xt (1- π) / 2, 制造厂商也将同时在两个地区建厂。

四、西部引进外资困境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其中东部地区经济

增长更快 ,制造业集中在东部 ,且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 ,固

定成本显著提高 ,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不断增加 ,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我国交通运输设施的不断

改善 ,运输成本不断下降 ,F>X t (1- π) /2, 根据克鲁格曼地理

集中模型 ,这将使新进入的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取决于

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 ,并将集中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 ,外

资集中流向东部 ,西部引进外资陷入困境。

1. 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 ,

同时也是各地区逐步加快对外开放的过程 ,东部沿海地区作

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 ,对外开放早 ,经济增长快 ,制造业发

展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相对较慢 ,制

造业发展缓慢。与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类似 ,中国制造业

主要集中在东部 ,到 2001年 ,东部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

有工业企业 11.48 万家 ,占全国的 67%, 产值 6.84 万亿元 ,占

全国的 71.6% 。而西部地区只有 1.88 万家 ,占全国的 11%,

产值只有 0.89 万亿元 ,占全国的 9.3% 。其中 ,2001 年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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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外商投资企业 1.17 万家 ,占全国的 89.1%, 产值 1.38 万

亿元 ,占全国的 89.7%; 港澳台投资企业 1.68 万家 ,占全国

的 91.8%, 产值 1.1 万亿元 ,占全国的 92.3% 。而西部地区

外商投资企业只有 416 家 ,占全国的 3.2%, 产值只有 378 万

元 ,占全国的 2.5%; 港澳台投资企业只有 436 家 ,占全国的

2.4%, 产值 282 万元 ,占全国的 2.43% 。中国制造业集中在

东部 ,外商投资的制造业更高程度地集中在东部。

2. 工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不受自然资源限制、可自由

流动的产品所占份额逐步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我国

经济的市场化 ,加快了信息传递 ,降低了交易成本 ,实现了生

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 ,促进了商品交易 ,提高了工业化水

平。与此同时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也为中国企业进入跨国公

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机会。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中劳动

密集型的环节分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我国企业 ,使中国企

业获得生产经营中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资源 ,掌握

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工艺技术和营销技能 ,使中国成为全球

的制造中心 ,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λζ 。到 2001 年 ,中国

工业总产值达到 4.26 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4.4%, 为

建国以来最高比重。较高的工业化水平 ,意味着不受自然资

源限制、可自由流动的产品所占份额较高 ,即π比较大。

3. 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

入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 ,固定成本显著提高 ,制造业的

规模经济不断增加。工业化水平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掌握大规模生产的技术 ,劳动力和大批机器组合进行生

产活动 ,原本由单个劳动力所从事的复杂劳动被分解成单一

简单劳动 ,通过精细的分工使每一个劳动力专门从事某一道

工序 ,并用传送带方式的流水作业线把每一道工序完成的半

成品连接起来 ,排除停工待料问题。劳动力按照机器所确定

的速度工作 ,始终保持工作的紧张程度和劳动强度 ,大幅度

提高工作效率 ,使得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

的比例 ,规模报酬递增。随着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生产技术成

熟 ,技术物化在具体的生产设备上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

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 ,固定成本显著提高 ,即 F 不断增

大。2001年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户均固定资

产为 0.5 亿元 ,户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为 0.324 亿元 ,分

别比 1988年提高 0.11 亿元和 0.057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户

均投资总额也从 1994 年的 238 万美元提高到 2001 年的 432

万美元 ,户均外方注册资本从 1994年的 95.25 万美元提高到

2001年的 177.79 万美元。

4. 运输成本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快了铁

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管道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

设 ,逐步形成了综合运输体系 ,并提高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能力 ,改善了交通运输设备 ,大幅度提高了运输能力 ,加快了

运输速度 ,缩短了运输时间 ,降低了运输成本中的时间成本。

到 2001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7.01 万公里 ,铁路机车

和货车分别达到 15756 台和 449921 辆 ;公路里程达到 169.8

万公里 ,其中 ,高速公路 19432 公里 ,民用汽车达到 1802 万

辆 ;内河航道里程达到 12.15 万公里 ,民航里程达 152 万公

里 ,油气管道 2.49 万公里 ;沿海主要港口泊位达到 1772 个 ,

内河主要港口泊位达到 7070 个。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

展改善了商品运输的条件 ,促进了运输成本 t 的不断下降和

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到 2001年底 ,全国货运量达到 140 亿

吨 ,货物周转量 47591 亿吨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π比较

大 ,固定成本显著提高又意味着 F 比较大 ,交通运输业的快

速发展促进了运输成本 t 的不断下降 ,这使 F>X t (1- π) /2,

由于我国制造业集中在东部 ,根据新进入的制造厂商生产区

位的决定主要取决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的理论 ,外资集中

流向东部 ,西部引进外资将更加陷入困境。

五、积极推进外商并购投资 , 加快西部
地区优质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重组

　　上面分析表明只要 F>X t (1- π) /2 成立 ,西部引进外资

就必将陷入困境。如果采取措施在厂商生产规模、技术水

平、生产效率不变的条件下降低厂商办厂的固定成本 ,即 F

变小 ,并导致 F<X t (1- π) /2, 那么即使制造业目前主要集中

在东部 ,今后仍将有一部分外资流向西部。西部地区存在一

定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这些企业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

套设备等优质资产 ,但这些企业产权不清晰 ,企业经营效率

低。积极推进外商对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 ,既

可以加快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又可以降低外商投资办厂

的固定成本 ,使外资流入西部 ,找到突破西部引进外资困境

的出路。

1. 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套设

备等优质资产。改革开放前 ,根据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指导

方针和国防原则 ,中国生产力布局在 1953-1956 年、60 年代

中期至 70 年代两次向西部挺进 ,奠定了西部国有大中型企

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 ,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虽面临种

种困难 ,但仍有所发展 ,到 2001 年 ,西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

股工业企业 8554 个 ,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的

18.3%; 工业产值 6323.35 亿元 ,占全国的 14.9%; 工业增加

值 2448.57 亿元 ,占全国的 16.7%; 按原价合计的固定资产

10979.61 亿元 ,占全国的 17.8% 。这表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

业拥有一定生产能力 ,拥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套设备等

优质资产。

2. 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不明晰、经营效率低 ,优质

资产并未给国有资产所有者带来应有的回报 ,必须加快西部

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政府在以放

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改革中 ,将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

索取权转移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 ,这极大地改进了国有大

中型企业的短期激励机制 ,提高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

经营者的管理效率。但由于缺乏竞争性产品市场、要素市

场 ,再加上企业管理人员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国家

很难有效监管企业、个人侵蚀国有资产和利润 �λ{ 。同时由于

产权不明晰 ,所有者缺位 ,具有企业经理任免权的政府官员

并不关心国有资产的长期保值增值 ,也不对此负责。这使得

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并不能保证被选为企业经理 ,有时甚至

具有良好业绩的在位经理都有可能因种种原因 (如年龄接近

60 岁)而退位 ,而经营管理不善的经理并不因此而受到惩罚 ,

这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个人对国有资产和利润侵蚀 ,使得

企业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加

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 (民营化) ,明 (下转第 68 页)

26



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载《经济学家》,2002(4) 。
⑧�λ{陈吉元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506、515 页 ,太原 ,山

西经济出版社 ,1993。

⑨对于人民公社的资金外流数据是很不统一的 ,有牛若峰等在
《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中的统计 ,也有马从辉 (2002) 、

蒋协新 (1995)的统计等等。这里数据来源于冯海发 等 :《我国农业为
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载《经济研究》,1993 (9) ;国家统计

局 编 :《中国统计年鉴》(1984)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转引自
辛逸 :《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5) 。

⑩关于小农经济的起源这里采用了李根蟠的观点。见李根蟠 :

《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形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1) 。

�λϖ �λζ《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0。

�λ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司 :《中国农村统计大全》(1949-1986 ) ,

130～131 页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9。

�λξ �λ| �µζ �µ{辛逸 :《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1(5) 。

�λψ数据根据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 ) 计

算。
�λ}崔晓黎认为 ,“1952 年农业劳动力的总数为 1.7 亿。根据研

究 ,当时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 10 多亩土地。据典型调查 ,土改以后 ,

农户户均的土地只有 12 亩左右 ,全国 50 年代平均总耕地面积在 15

亿亩左右。这样粗略计算 ,剩余劳动力应当在2000 万以上。按 1952

年的农村赡养系数 2.84 计算 ,总剩余人口在5000 万以上。到‘一五’

末期 ,即 1958年 ,我国人口在 10 年内净增 1 亿 ,总量达 6.6 亿人。如
仍按上面的技术水平测算 ,则农村剩余人口总量在 1 亿人口以上”。

见崔晓黎 :《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
国经济史研究》,1997(4) 。

�λ∼早在 1919年春 ,毛泽东就拟定了一个十分详尽的新村计划
书。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村是 :“合若干之新家庭 ,即可创造一种新社

会 ,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 ,举其著者 :公共育儿院 ,公共养老院 ,公

共学校 ,公共图书馆 ,公共银行 ,公共农场 ,公共工作厂 ,公共消费社 ,

公共剧院 ,公共病院 ,公园 ,博物馆 ,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

会而为一‘新村’”。见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
社 ,1999。

�µυ根据辛逸 :《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1(5) ]一文中的数据计算。

�µϖ刘凡、刘允斌 :《产权经济学》,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µω�µξ1962年 9 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 15 条 ,第

32 条。
�µψ《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µ|周其仁认为 ,无论产权如何安排 ,个人掌握着对其个人资产如
劳力、知识、学习能力、技能、责任心和创造性的实际供给水平。如果

产权安排与个人的目标不一致 ,个人就会采用偷懒、“磨洋工”、甚至
破坏行为来与产权安排不合作 ,导致这一产权安排的效率损失。参

见周其仁 :《公有企业的性质》,载《经济研究》,2000(11) 。

�µ}吕耀、王兆阳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实证分
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6) 。

�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 12 月) ,第八条。
�νυ谭秋成 :《关于产权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农村观察》,

1999(1) 。
�νϖ马从辉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载《经济学家》,

2002(4) 。

(作者单位 :广东行政学院经济系 　广州 　530051)
(责任编辑 :N、S)

(上接第 62 页) 晰产权 ,使关心资产长期保值增值的资本所

有者成为企业经理的选择人 ,使企业经理关心资产长期保值

增值�λ| 。

3. 外商对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可以降低外

商投资办厂的固定成本 ,即 F 变小 ,并导致F< Xt (1- π) /2 ,外

资流入西部。近年来 ,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

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

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条例》,外资并购法律体系逐步完

善 ,为外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λ} 。外资并购投资的进入解决了国内大资本缺乏这一

制约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问题 �λ∼ ,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

权改革 (民营化)创造了条件。同时 ,以多数股权收购为主的

并购投资可以使外商以低于企业总资产的价格获得企业的

控制权 ,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办厂的固定成本 ,并导致 F<

Xt (1- π) /2 。此时 ,即使制造业集中在东部 ,外资仍将主动流

入西部。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积

极推动外商并购国有企业 ,在利用外资加快西部地区优质大

中型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同时 ,让外资选择西部作为其生产

区位 ,走出西部引进外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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