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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目企业非贸易对外 i挂投贵的区域战略研究

范纯增
（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所，上海200062)

摘 妻：本文在分析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和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企业非
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及总体战略和区域战略，并提出了优化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的对策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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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
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
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
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
制能力的关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
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且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
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 “ 出国办企业 ” ．第一
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
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 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
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
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
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 地区集中性。 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
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 截止］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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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 71.58%；而在拉美 、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

11. 07％和7.35%。 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 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

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

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 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 成本高， 有些资

源还比较短缺。 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 明显。 1988年，中国 17家

最大的跨国 经营企业中， 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 1985年 以来，中国 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 日

利亚美国 、 印尼、阿根廷 、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 经运回数十万

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 、拉美、非洲 、 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

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

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 2.8

亿 澳元开发 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 吨高质量的矿砂。

3. 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 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 1979-

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

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 128.91万美元。 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

达国家的投资 比重趋千下降， 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

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 存董投资看， 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 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

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 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 48.39％和138.43万

美元。

4． 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

（门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 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

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 、 33.18% 、 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

41. 96％和74.51%。 1991-1997年分别为5.16% 、 13.99% 、 4.41％和15.09% 、 29.19%、

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 1979-1997年分别为8.76% 、 15.6%、5.22% 

和11.28% 、 30.95% 、 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 中国企业非 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 1979 

-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 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 1.27亿美元，年均

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 1985年，对外

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 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 跨

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 124家，投

资 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高潮。 到1991年底，

累计兴办企业 1008家，投资 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 、 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

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 1992年国务

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 新的发展 阶段。 1992-1998

年，开办企业 1288家，投资 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 、

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

投资重心向 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 20世纪80年

代中期 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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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 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

的。 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 发展中国家向亚

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 、 行业亦更加多样化。 在

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

车、 电视机等行业为主。 从投资增量 上 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 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

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 1979-1990年，在亚洲、

北美、 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 72%、31.23%、19.30%；在拉美、 非洲 、 欧洲的投

资分别占5. 10%、4.90%、5.66%。 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 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

占24.21%、 15. 59%、13. 88%、8. 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 91 、10.60 、8.22 和

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 64％和7. 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 08 和

23. 60个百分点。 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 o.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

22. 4％和34.6%。 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 1.4亿美元。

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 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

加拿大、 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 到 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

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 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 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 美、 日、欧洲

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 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 港澳及

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

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 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

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

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 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

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 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 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

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 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 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

水平密切相关。 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

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固于信息和便千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

衡的集聚状态。 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

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

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

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 重要选择。 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

资格局的形成。

3. 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 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入至关 重要，中国对外投资

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

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千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

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 发达国家的

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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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

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

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

向平衡的特点。 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 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 产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

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

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 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

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

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索，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

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

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 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

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

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 我国是一个

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

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
“

投旧引

新
”

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
“

边际产业
“

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

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

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

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 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

行投资。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 这由对外直接

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

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

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

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 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

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 C 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

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 C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

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 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

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

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 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 (l)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 C 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

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qq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

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 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

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

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千在本区投资。

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
“

投旧引新
”

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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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 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

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 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 断推进，澜沧江

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

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 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

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 洋洲等发达国家 的投资。 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

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

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

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

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

投资有 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

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 c 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

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今后应改善投资结

构，以长远利益为主。 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

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

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 我国的家电、服装、纺

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

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铭、铜

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

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铭、铁

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 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

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 C 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

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

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

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 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

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

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 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

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 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

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 另外．还要注

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勹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

托构建2]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 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支持十分关键 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入世

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

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

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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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

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 对中小企业和
“

边

际产业
”

主要强化信息支待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 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 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

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

举措。 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

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 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

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 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

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
＂

窗口
“

优势 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

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 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

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

区转移。 注重利用基于
“

亲、地、神、业、文
“

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

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
“

世界
“

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

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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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Enterprise Non-trading Direct Investment Outside 

FAN Chun-zeng 
(Geography lnstitu比of Western Europe &.心如Ame,如，

E心t China Nonna/ Uni仅rsity.Shanl{hai,China,20006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terrain structure characte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non

trading direct investment outside and its causes are firstly analysed,and then the comprchen

sive strategies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At last,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giv

en to accelerate the optionization of terram 寸tructure of Chinese enterprises'non -trading di

rect investment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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