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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约束与我国

外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

申宏丽

　　摘要 : 针对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 ,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

的技术约束的分析 ,表明企业缺乏核心技术是形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并导致外汇储

备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而对技术约束引发的外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和我国宏观经济运

行中的潜在风险的分析 ,则是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研究提供的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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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以来 ,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 ,

到 2005 年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高达 8 189 亿

美元 ,比 2004 年年末增加近 2 089 亿美元 (详见表

1) 。2006 年的前两个月又新增 347 亿美元 ,超过日

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关于外汇储备增长

原因的探讨已成为我国近几年来的一个理论热点。

较多的看法是将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我国国

际收支的“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强制的结售

汇制度 (周淑慧 ,张锦冬等) 。也有专家认为 ,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在变动

的国际环境中维持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信心 ,保

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 ,是实施“没有信誉的固定汇

率制度”(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制与对汇率的频繁干

预的结合)的必要条件 (李扬 ,2005) 。管涛则认为我

国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收支“双顺差”推

动的结果 ,间接原因则是我国内部经济运行存在的

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 ,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调整

滞后之间的矛盾 ,国内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 ,

以及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等因素。也有人认为

外汇储备增加是我国在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中更多地

关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以牺牲外部平衡来获取

内部平衡的结果 (文亮 ,2005) 。另外 ,王允贵则从我

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角度阐述了我国国际收支顺差

与人民币升值、国际储备持续增长的原因 ,认为外商

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

易方式都决定了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必然性 ,成为

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则是

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入手 ,指出我国经济

增长中长期存在的技术约束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

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并由此反映出在我国外汇储备

供给不断增加的过程中 ,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也在

不断加大 ,由此对储备的需求也在相应增长。

表 1 　1980 - 2005年 3 月我国外汇储备一览表

年末储备余
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
额 (亿美元)

年末储备余
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
额 (亿美元)

1980 - 12196 - 21136 1993 211199 17156
1981 27180 40176 1994 516120 304121
1982 69186 42106 1995 735197 219177
1983 89101 19115 1996 1 050149 314152
1984 82120 - 6181 1997 1 398190 348141
1985 26144 - 55176 1998 1 449159 50169
1986 20172 - 5176 1999 1 546175 97116
1987 29123 8151 2000 1 655174 108199
1988 33172 4149 2001 2 121165 465191
1989 55150 21178 2002 2 864107 742142
1990 110193 55143 2003 4 032151 1 168144
1991 217112 106119 2004 6 099132 2 066181
1992 194143 - 22169 2005 8 188172 2 089139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一、我国外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

按照外汇储备的来源划分 ,可分为债权性储备

与债务性储备。前者是指由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储

备 ,后者是指由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形成的储备。

就一般情况而言 ,经常账户顺差被视为一国储备最

可靠和稳定的来源 ,因为它反映的是一国对外真实

债权的增加。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在增加当期

债权的同时 ,也增加了未来债务 ,一般不应作为一国

储备增长的主要途径。但在某些情况下 ,债务性储

备的增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如 ,一国在发展初期

存在“两缺口”的情况下 ,通常以资本与金融账户顺

差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并解决储备不足 ,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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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这是短期内突破资本、外汇瓶

颈 ,实现经济起飞十分有效的发展模式。但以债务

性储备作为储备增长的来源需注意两点 :其一 ,只可

短期内使用 ,不能形成长期依赖 ,否则 ,极易陷入“借

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最终导致债务危机 ,即使

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也有利润汇出和资本撤出问

题 ,因而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其二 ,随着经常账户顺

差的不断扩大 ,一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应相应

减少 ,否则会产生利益上较大的损失 ,并引发国际收

支的严重失衡 ,产生本币升值压力或对国内货币政

策的操作形成较大掣肘。

就我国外汇储备的情况看 ,基本具有上述应该

避免的两大特点 :第一 ,具有长期的债务性特征。由

表 2 可以看出 ,我国除开放初期、1990 - 1992 年特殊

的原因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外 (1997 - 2000

年) ,其余正常年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额均大于

经常账户下的顺差额 ,储备来源中绝大多数年份资

本与金融账户对储备增加的贡献大于经常账户 ,外

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明显。第二 ,我国是在债权性

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 ,债务性储备的规模也在持续

增加。由表 2 可以看出 ,2002 - 2004 年间 ,在我国经

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 ,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

差额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

理 ,此间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

表 2 　　1994 - 2004 我国国际
　　收支和外汇储备情况

经常账户
(亿美元)

资本与
金融账户
(亿美元)

错误
与遗漏

(亿美元)

国际收支
(亿美元)

外汇储备
增加额

(亿美元)

1982 56174 3138 2179 62191 63152
1983 42140 - 2126 1117 41131 33151
1984 20130 - 10103 - 9132 0195 0155
1985 - 114117 89172 0192 - 23153 - 25107
1986 - 70135 82138 - 8163 - 19154 - 13199
1987 3. 00 62102 - 13171 49131 47122
1988 - 38103 71132 - 10111 23118 23112
1989 - 43117 37124 019 - 5103 - 5127
1990 119197 32155 - 31134 121118 115172
1991 132170 80132 - 67148 145154 140171
1992 64101 - 2151 - 82152 - 21102 - 22109
1993 - 119103 234174 - 98104 17167 17156
1994 76158 326145 - 97175 305128 304121
1995 16118 386175 - 178112 224181 219177
1996 72143 399167 - 155166 316143 314152
1997 369163 210116 - 222154 357125 348141
1998 314172 - 63122 - 187124 64126 50169
1999 211115 51178 - 177188 85105 97116
2000 205119 19122 - 118193 105148 108199
2001 174105 347175 - 48156 473127 465191
2002 354122 322191 77194 755107 742142
2003 458175 527126 184122 1 170123 1 168144
2004 686159 1 106169 270105 2 063133 2 066181

注 :国际收支 =经常账户 +资本与金融账户 +错误与遗漏。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11 从储蓄与投资均衡角度讲 ,我国当前的储备

增加形成了一个悖论。根据宏观经济的均衡原理 ,

在一国储蓄大于投资时 ,反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在

封闭经济条件下 ,表现为一国产能过剩 ,出现经济衰

退。而在开放经济模式下 ,其过剩的产品会转向国

际市场 ,形成出口并由此带来一国经常账户的顺差 ,

由国际收支的均衡关系可知 ,该国的资本与金融账

户应该保持逆差。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 ,储蓄率高

达到 48 % ,到 2005 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

14 万亿元人民币 ,而 2004 年我国银行业存差也高达

64 62215亿元人民币。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下 ,

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又有巨大顺差 ,这就形成了一

个悖论 ,即我国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 ,却还在以高

成本从国外借入资金。

21 形成我国利益的损失。在我国的经常账户

存在较大的顺差 ,且储备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 ,

债务性储备的增加从理论上讲就具有了相当的不合

理性。这意味着我国在储备已经过剩的情况下仍然

通过从国外借入资金来增加这种过剩资源 ,而其间

的利益损失也是不言自明的 :我国以较高的成本 (相

当于或高于贷款利率)从国外借入资金 ,由中央银行

买进形成储备 ,而储备资产一般是购买外国政府债

券或在国外银行存款 ,获得相当于存款利率的收益

水平。尤其是在目前主要国际货币间汇率波动较大

的背景下 ,巨额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以及管理

成本的上升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 ,还需从我国产生外汇储

备债务性特征的原因入手。

二、技术约束是形成我国外汇储备持续
增长并具有债务性特征的主要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发展

中国家增长初期所面临的“两缺口”,所以我国借助

于外商直接投资 ,在避免出现债务危机的同时 ,缓解

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外汇瓶颈。从其效果

看 ,一方面 ,拉动了国内产出 ,解决了我国长期存在

的供需缺口 ,同时也确立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国际竞争优势 ,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缓解了我

国的外汇短缺。所以这一时期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

差 ,在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同时 ,也有效缓解了我国

外汇储备的不足 ,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实现起飞发挥

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但 80 年代的引进主要以设备为主 ,且技术含量

相对较低 ,由此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过分

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种产业不仅附加值低 ,而

且可替代性强 ,所以进入 90 年代 ,我国需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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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尽快提升产业结构 ,提高产业增加值。但

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的一个最大制约就是技术约

束。考虑到自主研发的风险性较大 ,周期较长 ,需要

较大的资金投入 ,所以我国仍然选择走引进技术的

路子。由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输出有

严格的限制 ,我国提出了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 ,通

过大规模引进掌握最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来实现我

国的产业升级 ,所以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 ,在我国一

系列优惠政策的导引下 ,出现了国际制造业向我国

的大规模转移。这种转移一方面使我国的产业结构

和出口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拉动了经济的

快速增长和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 :连续多年国内生

产总值 ( GDP) 的增长速度保持在 9 %以上 ,2005 年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达到 14 22112 亿美元 ,成为

全球排位第三的贸易大国。另一方面也使我国近几

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持续攀升 ,在经常账户

顺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顺差

也不断增加 ,呈现出债权性储备增长的同时 ,债务性

储备也在快速增加 ,所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

国债务性储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为缓解产业结

构调整的技术约束 ,在市场换技术发展的思路下 ,大

量引进国际制造业跨国集团的结果 ,从发展思路上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发展思路的合理并不意味着结果的合理 ,从

现实情况看 ,我国市场换技术的结果不尽如人意。①

由此引发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新的问题 ,

这些问题也会影响我国未来外汇储备的变动 ,同时

也是我国在考虑储备适度规模中应关注的因素。

三、市场换技术的失败使我国近期内外
汇储备持续增长的状况仍将难以扭转

　　从理论上讲 ,如果我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获得

了成功 ,则意味着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未来经济发

展的技术约束 ,并由技术进步确立起我国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那么我国的国际收

支的稳定性将会大大增强 ,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会

呈下降趋势。同时 ,由技术引进而导致资本与金融

账户下顺差的因素也会消失 ,且技术水平的提高也

会提升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 ,我国外汇储

备的债务性特征会逐步消失 ,外汇储备将会进入一

个相对合理的正常运行状态。

但我国现实的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总体上

看 ,从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 ,十多年的跨国公司引进 ,

并没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

新能力 ,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国内研发能力下降和外

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垄断 ,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

技术约束不仅未通过市场的出让而得到缓解 ,反而

有恶化的趋势。②这样一来 ,一方面使我国外汇储备

的债务性特征在短期内难以有明显改观 ,同时加大

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 ,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也

会呈上升趋势。

11 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消

除 ,债权性储备与债务性储备同时增加的局面难以

有明显改观。首先 ,由于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

术 ,且研发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所以到目前

为止 ,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约束依然存在 ,虽然我们

现在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但这一能力的恢

复和建立需要一定的周期 ,在此之前我国的产业结

构调整对外资还存在着严重的依赖 ,我国的技术升

级、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还要伴随不断的引进外资。

此外 ,也正是由于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我们

不拥有核心技术 ,我国企业即使拥有相对充裕的资

金 ,对外直接投资也难以实现 ,因此 ,资本与金融账

户的顺差近期内难以扭转 ,外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

还将持续。其次 ,外资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我国企业的技术扩散和技术溢出 ,确保其长期的竞

争优势 ,在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过程中 ,其经

营模式越来越多地选择加工贸易 ,如 2005 年我国出

口 7 620 亿美元 ,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额 4 16418 亿美

元 ,约占当年出口总额的 5416 % (商务部网站) 。这

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完成简单

的装配 ,这就决定了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必然性。

因为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加工费 ,即进口原材料、半成

品加工后出口的增值 ,因此 ,进口多少取决于出口多

少 ,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存在的基础。

总之 ,由于技术的约束 ,不仅使我国在经常账户

持续呈现顺差 ,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在短期内也

难以消除 ,国际收支呈现持续的失衡状态 ,并成为储

备增长的重要来源。

21 使我国在调整外部失衡的政策工具选择上

缺乏灵活性。从理论上讲 ,在国际收支出现失衡的

情况下 ,一国可以通过汇率变动消除外部失衡 ,而储

备额保持相对稳定 ,也可选择以储备变动调节失衡 ,

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目前的经济状况使我国在

调整外部失衡的政策工具选择上受到了很大的制

约。首先 ,由于很多外资企业在我国从事的是加工

贸易 ,只是将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

中国 ,其使用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都是从国

外进口。所以 ,如果调整人民币汇率 ,允许人民币升

值 ,只要升值幅度不完全抵消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则

对这些外资企业的负面影响有限。在外资企业占据

我国贸易顺差额的 83 %情况下 ,人民币升值难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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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缓解我国的贸易顺差 ,以升值消除外部失衡的目

的难以达到。其次 ,我国企业多是从事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 ,激烈的竞争使得长期以来这些行业的利

润空间十分有限 ,所以人民币升值可能使我国以劳

动密集型出口为主的国内企业承受更大的生存压

力 ,其结果将是外资企业垄断出口的现象进一步加

剧 ,加大外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最后 ,在我国

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拉动的情况下 ,我国选择以汇

率变动来消除外部失衡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我国目

前国内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主要源自于出口拉动 ,因

此 ,汇率调整幅度若掌握不当 ,一旦引起出口滑坡 ,

尤其在我国前两年较高的投资增幅的背景下 ,对我

国经济的打击将是难以承受的。

考虑到汇率调整的风险 ,我国不得不以外汇储

备的变动作为调整外部平衡的主要手段 ,即为实现

经济增长 ,以稳定的汇率水平确保出口增长 ,而出口

增长在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 ,引起的国际收支

顺差则由外汇储备的变动予以平衡。换句话说 ,我

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不得已的政

策选择。

31 使我国储蓄率持续升高与资本账户顺差并

存 ,导致储备不合理的增长。如前所述 ,我国目前存

在着国内资金过剩与引进外资持续增长并存的不合

理局面 ,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

众多企业缺乏先进技术 ,投资项目大多技术含量偏

低 ,粗放式特征明显 ,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 ,使

得银行手中有钱 ,却因为难以找到合格的贷款人而

无法及时贷放。我们现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更多

看重的不是资金 ,而是其拥有的技术和投资的产业。

所以 ,从这个角度讲 ,正是由于我国开放以来在引进

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没能有效地约束其对我国

实现技术转让 ,国内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 ,才出现

在国内储蓄过剩的情况下 ,由于缺乏足够的可投资

项目 ,所以不得不转化为外汇储备 ,以政府为投资主

体实现对外较低回报率的投资 ,而发达国家的企业

则借助于我们提供的资金与其自身拥有的先进技

术 ,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流回中国 ,获取高额回报。而

作为这一循环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我国的外汇储备

被动地持续增加 ,且债务性特征明显。

四、技术约束的存在使我国宏观
经济运行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
客观上增加了对储备的需求

　　11 市场换技术的失败 ,使我国陷入了一种非常

不利的经济循环模式中。由于国际制造业跨国集团

在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实施的技术控制 ,使

我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获得所需要的核

心技术 ,高技术产业在我国实际上已演变成为劳动

密集型产业。③因此 ,虽然表面看来国际制造业的大

规模转移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 ,但我国在国际分

工中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 ,依然是处于价值链的

最低端 ,属于不掌握核心技术而仅提供劳动力的类

型。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廉价劳动

力 ,在高附加值产业中 ,我国实际上只提供了土地和

劳动力 ,也只获得了土地和劳动力的要素增值 ,在全

球利益分配中我国的所得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

距。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优惠的引资政策导致的土

地的廉价批租 ,以及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对我国劳动

力价格的抑制 ,使我国在这两种要素上的实际收益

又被人为的降低 ,更加剧了这种利益的失衡。所以

我国近几年在出口规模和 GDP 持续高速增长的过

程中 ,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 ,国家的经济实

力和国民福利没有出现同步提升 ,并由此导致了国

内消费需求不足 ,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只能源

自于出口。实际上 ,我国近几年经济运行状况已经

呈现出了明显的内需不足与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

高相伴随的局面。2000 - 2004 年 ,我国外贸依存度

分别为 4319 %、4313 %、4910 %、6014 %和 7010 %。

2005年上半年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6 4501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12 % ,外贸依存度更是达到了

78 % ,出口依存度达到 5218 %(于文涛 ,2005) 。我国

外贸依存度不仅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而且也远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分

集中于出口。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运行陷入了一种

非常不利的循环模式中 :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必须

保持出口较高的增长态势 ,而这又有赖于我国劳动

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继续保持低廉的价格 ,以及

劳动力成本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以保持对跨国

公司产业转移的足够吸引力 ,而这都意味着我国劳

动力收入还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增

长过慢 ,收入预期降低 ,内需难以启动 ,只能进一步

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进

一步加大 ,则意味着我国出口的竞争更加激烈 ,出口

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会进一步加剧 ,劳动者收入上升

的难度加大 ,内需不足的现象将难以扭转 ,最终将导

致我国对外资形成过度依赖。对于一个 13 亿人口

的大国 ,这一经济循环模式所蕴含的宏观经济运行

的风险是十分巨大的 ,由此 ,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以

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还是很有必要的。

21 我国目前外部平衡的不确定性正在日益加

大。首先 ,我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

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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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特点和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的体制偏向而具有

较大的贸易风险。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存在技

术垄断 ,产品的可替代性强 ,发达国家对某一发展中

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不会从根本上影

响其国内市场的供给 ,如近期美国和欧盟地区对我

国纺织品设限直接带动了印度纺织品出口的快速增

长。此外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 ,一国可以在进口产品

对本国造成市场扰乱、产业损害和就业影响的情况

下启动贸易保护措施。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

常常会被发达国家以就业或传统产业保护为借口设

置贸易障碍 ,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

发展中国家属于新兴产业 ,从而没有统计事实可以

说明产业损害和对市场与就业的影响。因而 ,我国

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决定了我国

贸易收支平衡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 ,近几

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我国贸易收支结构性风险。因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

的出口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 ,以 2005 年我国高

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情况看 ,累计出口总额 2 18215 亿

美元 ,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 (包括

集体、私营和其他) 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88 %、714 %、

416 % ,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

比重为 6714 %。而且 ,多数情况下外资也只是将高

技术产业的加工部分转移到中国 ,其主要是看中了

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市场优势 ,但从目前的

情况看 ,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不确定性也在增

强。2005 年 7 月 ,我国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 ,逐步

扩大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灵活性 ,到目前为止 ,人民

币兑美元的汇率已逼近 1∶8 ,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还在不断积聚。如果将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 ,使

我国失去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就有可能引起

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重新调整 ,出现资本撤离。

尤其是人民币升值若引发了我国经济增长滑坡 ,国

内需求出现进一步萎缩 ,吸引外资的市场优势也不

复存在的情况下 ,资本撤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

种资本撤离一方面会引发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恶

化 ,同时在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出口格局下 ,外资的

撤离还会引发我国出口的大幅度滑坡。最后 ,在近

几年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 ,有大量的国际游资

流入了我国 ,一旦经济出现波动 ,也有可能出现由投

机资本的撤离引发外国资本恐慌性的流出 ,对国际

收支平衡产生巨大的压力。

综上所述 ,表面看来 ,困扰我国的是国际收支

“双顺差”引发的国际储备超常增长问题 ,但我国外

汇储备的债务性特征反映了我国储备资产的质量并

不高。同时 ,债务性储备增加又反映了我国经济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硬性的技术约束 ,由此 ,又折射出我

国目前经济增长中所存在的内外均衡的风险 ,所以

对于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研究 ,需充分考虑我

国经济中存在的特殊因素 ,全面而综合地考虑外汇

储备的收益与成本。

注释 :
①近期众多学者对我国的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也提

出了质疑。如罗志松、荣先恒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使我
国对外资在外贸、生产、技术、资源金融、税收等方面形成依
赖这一角度出发 ,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可能
构成的威胁。王刚、张浩辰对外资在华的技术控制研究也表
明国际制造业在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的技术战略
有明显的技术控制特征 ,对我国的技术进步积极意义不大。

②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呈增长
势头 ,但主要是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研究 ,目的是加
快产品本地化 ,以尽快占领国内市场 ,而真正基础性和创新
性研究却很少 ,同时 ,由于受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高薪诱
惑 ,导致我国原有的技术人员流失 ,出现了逆向技术扩散效
应 ,所以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不仅未能得到提升反而有被进一
步削弱的危险。

③冯飞的研究证实了我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产业总
体上的产品附加价值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
增加值率仅为 2612 % ,与美国、日本相比分别低 23、22 和 1117
个百分点。尤其是在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
业等高技术产品领域 ,其增加值率仅为 22 % ,不仅与美国等发
达国家的差距超过 35 % ,也低于我国制造业的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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