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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我国投资的新特点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 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稳步

发展的好势头。 动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 外商投

资日益热络。 近两年半来， 外商在我国投资企业达

18000家 ， 接近前十年的总和。 另据调查1985 -

1990年六年间在五个经济特区、 十四个祒海城市共

签订引进外资合同项目14956项 ， 总金额为2104179
万美元。 这说明外商投资我国继1984年和1988年的

两次高潮之后 ， 正在出现第三次高潮。 第三次外商

投资高潮的特点：

其一 ， 大项目日益增多。 投资从小项目到大项

日 ， 以至成片开发，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去年上

海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65个， 比上一年措长80%,

创十二年来最高纪录 ， 其中56个是独资项目 ， 金额

为1.08亿美元， 超过以往历年的总和。 目前正在洽

谈中的数百个外资项目 ， 不乏投资在1亿美元以上

的大项目。 浦东开发区已批准外商投资项目激增至
180多个， 总投资8亿美元 ，

一批国际上有影响的

跨国公司巳在浦东落户。 福建在1990年以前单个项

目利用外资上千万美元的有24个 ， 而去年仅在厦门

外商洽谈会上签订上于万美元项目就超过20个， 一

批上亿美元的生产项目正在兴建或筹建中。

其二， 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项目增加。据海

关统计，1991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289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3.3%， 其中出口首次突破百亿

达120亿美元， 墩长54.2%。 1991年我国批准直接

协议外资金额110.6亿美元 ， 比1990年增长68.3%,

其中生产型占90％以上， 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型

项目显著增多。 在我国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技术

先进、 投资额大、 合作期长，产品输出的投资项目

发展很快 ， 而那些单纯的加工工业、 劳动密集型的

轻工业、 技术简单投资额不大的电子业有由沿海移

向内地的趋势。

其三，外商投资呈多样化。除了兴办企业外，

扩展到房地产、 金融、 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对购置

股票、 侦券、 租赁国营小企业或与国营大中型企业

中的一部分合资经营 ， 兴趣也很浓 ， 发展较快。 上

海、 深圳陆续发行B种股票 ， 对外商也很有吸引力。

共四 ， 独资经营比例上升 ， 合同期长。 近两年

来 ， 外商在找因投资 “三资 ” 企业中 ， 独资经营企

业的越来越多， 所占 “ 三资 ” 企业的比例逐年上

升。 例如， 1991年1-8月 ， 厦门新批准台商投资

129个项目中95％为独资经营形式。 去年外商独资

企业出口增长最快 ， 出口额为24.7亿美元 ， 比上年

增长一 倍；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出口分别增长
46.1％和4 2. 6%， 出口额为76.9亿美元和18.8亿美

元。 进口也以外商独资企业增长最快。投资行为日

趋长期化， 由过去一般二十年左右， 现在合同期以

30 一50年居多。 台商投资还出现由个人小额投资转

趋联合大颉投资 ， 进行规模性成片开发 ， 且从单项

产品向以主导产品带头、行业性系列转移。

其五， 外商投资地域分布更广。 不但 “五个特

区 ” 和沿海十四个城市地区外商投资有了蓬勃发

展， 随着上海浦东开发 ， 也带动了整个长江流域的

开放。 长江沿岸的四川、 湖北、 安徽、 江苏等省出

现了 一大批外资企业。 一些内陆省和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亦将能源开发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内蒙古自

治区去年批准成立百家外商投资企业 ， 投资总额超

过11亿美元。 台资过去集中在闽粤地区 ， 尤以福建

省为最多 ， 约占大陆引进台资的77% ， 现在发展到

上海、 宁波、 北京、 海南等地并正向北方、 内陆延

伸扩展。

当前 ， 外商在我国投资已出现第三次高潮 ，

如何抓住有利时机 ， 更好利用外资 ， 努力发展自

己 ， 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更快 ， 笔者认为 ， 要进一

步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 吸收外资要全国一盘棋 ，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兴建外资企业。 各级政府不单是

要考虑本地区是否重复引进 ， 还要考虑全局引进的

必要性。 二 、 外商在我国的投资环境要拉进一；步改

善。 近几年 “软 ” 、 “硬“ 环境均有所改善， 但相

对而言 “ 软 “ 环境改善进展得慢些 ， 如对外资企业

管埋尚缺乏切实可行的完善的会计制度、 财税监管

制度、仲裁制度等。 三、对 “三资“ 企业的管理如何

加强， 特列是独资企业 ， 应进一步研究制订政策和

制度。 四、 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 管理经

验， 沿海地区怎样向其他地区以及内陆、 边疆地区

幅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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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要求也愈益提高。 我国会计事业正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有大量的新情况、 新知识、 新
信息、 新课题， 需要会计专业人员去探索、 去开拓。 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 潘序伦先生要求

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必须是进取型的、 开拓型的， 决不能固步自封、 守旧滞后。 他不但这样
说， 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据不完全统计， 潘序伦先生的 一生， 专著和译著， 计有约50本之
多， 至于论文和其他文章计有100余篇。 真可谓著译等身！

“进取一一永无止境＇＇ ， 这 一贯地体现在潘序伦先生的会计教育思想之中。 他对学生索
来严格要求，精心培育， 引导学生勇于进取。 他治学严谨，长期以来亲自主持校务， 对师生都
以高标准来衡量教学成绩。 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 认真教课， 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
真听讲， 认真练习， 认真参加实践。 考核成绩是十分严格的， 各课程考试成绩以 70 分为及

格， 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 一个学期中， 凡缺课1/3者， 不得参加期终考试，凡迟到早退
3次者， 以旷课1次论处。 凡此种种， 都显示了潘序伦教育思想中的 一个 “严” 字。 为了推

动学生养成进取精神， 潘序伦先生还在学校中经常举办会计、 簿记和珠算等等的学习竞赛，
表彰那些锐意进取的学生。 此外， 潘序伦先生重视会计教育中的德、 智、 体三育相结合， 抓
好学生的品德和素质教育及学生体格锻炼。 当时潘序伦校长常常在早晨亲自带领全校师生一

起做早操。 立信会计学校的好校风、好学风， 就是这样由潘序伦先生以身作则地养成的， 由

来久矣I
潘序伦先生的进取精神， 还体现在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时， 总是十分

谦虚地表示， 愿意向自己的学生虚心学习。 从而实际上以自己的身教向学生表明， 学业是尤
止境的， 一 个人即使有了相当多的学问， 仍然要不断地虚心学习， 认真求教， 进取不懈。 惟

有这祥， 才不致落后于会计科学高度发展下的新形势。 这里举 一个生动的事例。潘序伦先生
当年的 一 个学生， 为全国性的 一个学术刊物撰写了 一篇会计理论文章， 特地寄请潘序伦老师

指正。 潘序伦先生在接到信的当天， 即亲笔给作者写了回信。 在信中他写下了如下含意深长
的话： “立信许多学生， 包括你在内， 都已 ｀青胜于蓝＇ 了。 我常说许多学生写的论文著
作， 我做学生的学生还没资格来加以学习的了。 这是老实话， 决不是谦虚话” 。 请注意， 潘
序伦先生写这信的时候， 是1981年间， 其时他已年近90高龄， 是会计学界德剃望重的老前
悲， 他却仍如是说， 他是这样的虚怀若谷和 一 片坦诚。 这不正是对潘序伦先生所有的学生的

一个很好的、 身教言传的教诲吗？ “虚心使人进步” 。 惟有谦虚， 才有进取！潘序伦先生的
“进取一一永无止境“ 精神， 正是他开创和发展立信会计事业，特别是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

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体察到潘序伦先生的会计教育思想的轨迹。 潘老的会计教育思想是

十分聿富的， 本文只是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以抛砖而引玉。 我探信， 会计学界的回仁， 将会
对潘序伦先生的会计教学思想， 作进一步的总结和研究， 从而发扬光大。
~～～～～～～～～～～～～～～～～～～～～～~～～～～～～～～～～～～～～～～～ 

·书讯．
＜＜涉外税收理论与实务〉〉出版

我校葛惟熹教授和黄振纲副教授等主编的«涉

外税收理论与实务〉〉 一 书， 最近巳山立信会计图书

用品社正式出版。 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涉外税收

一系列内容， 包括现行涉外税制、 外商投贷企业与

一 62 一

外国企业所得税、 涉外地方税、 沙外悦收的旧归）；

系处理等等。书巾还通过联系实际，论述了我国涉外

税收在探入改华开放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等问题。

（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