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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 企业是我国 一种新的特殊经济

组织形式。 它以市场为导向， 在供、产、 销

方面同国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 对加速外向

型经济的转轨具有驱动和促进作用。 上海的
“三资” 企业从1979年颁布合资法到1984年

止， 进展缓慢， 可以说是上海利用外资刚刚

启动的第一阶段。 1984年中央批准上海为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后， 为扩大外商投资创造了

新的条件。 千是， 上海利用外资从1985年起

进入第二阶段， 发展比较迅速． 到1990年7

月底止， 上海已批准的 “三资” 企业 达 807

个， 吸收外资25.42亿美元， 吸收劳动力4.7

万人。 1985年 “三资” 企业产值仅占全市工

业产值的0.3%, 1989年已上升到 4 %。1990

年上半年有了更快增长， 其 工 业产值达

123.26亿元， 营业收入达110.8亿元． “ 三

资” 企业已进入成熟生长期。

目前， 上海巳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

前来投资， 外国驻沪商务机构已达513家。中

央宣布开放、 开发浦东4 个月来， 已有1500

多批各国、 各地区厂商到浦东考察， 目前有

70多个项目正在洽谈之中。 上海巳成为太平

洋西岸对外商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区之一。

外商所以愿来，一是上海投资环境日臻完善，

具有条件优惠、 劳动力素质好、科技发达、

行业齐全等优势，二是上海现有 “三资” 企

业效益显著， 外商在沪投资的成功率达98%

以上， 居全国第一， 作出了投资样板， 从而

产生了外商竞相来沪投资的 “磁性效应” 。

一、 “三资” 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都十分显著

(1)外贲投向进一步趋向合理。 外资投

向生产性项目与先进技术型项目增加， 非生

产性项目减少。 1985年，工业性、生产性项目

不到投资总项目的10%,1986年也不到20%

1987年上升 到68%。 1989年共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199项， 其中工业性投资达1 74 项 ， 占

87%， 而房地产服务业仅13项， 占7%， 其

他6 %。 到1989年的年底为止， 直接投资用

于工业生产性项目有528个，占投资总项目的

70％以上。 其中， 有不少是先进技术型项

目。 据统计， 近60家工业性 “三资” 企业被

上海市确认为技术先进型企业。 在漕河泾新

技术开发区， 独资或合资兴办了19个高技术

和新技术的企业， 总投资2.1亿美元。中央各

部和上海有关部门也在此区创建高、 新技术

产业群， 内容涉及微电子、航空航天、光纤、

生物工程、 新材料、 电子计算机等， 上海的

“硅谷” 正在形成之中。

(2) 企业出口创汇显芳增长。 “三资”

企业出口创汇发展速度很快。 据统计， 1985

年全国 “三资” 企业出口创汇3.2亿美元，上

海仅为400万美元。1989年全国 “三资” 企业

出口创汇上升到35.9亿美元， 上 海 上 升至

1.89亿美元。 1990年上半年， 上海 “三资＇，

企业出口创汇又跃升至3.4亿美元，为1989年

全年的1.8倍。 1989年全国出口创汇额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 “三资” 企业达804家， 其 中

上海占66家， 占全国的8.2%。上海已开业投

产的244个生产型 “三资” 企业中， 有169家

出口创汇，占开业总数的69.3%。耀华·皮尔

金顿玻璃有限公司1989年出口创汇3700多万

美元， 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 此外如 “联合

毛纺” 、 “大江” 、 “跃龙有色金属 ” 、
“海欣长毛绒” 等公司的出口创汇额每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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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0万美元以上。1989年，全市工业企业

平均人均出口创汇额仅达1168美元，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略高千平均数，也只有人均创

汇 1274美元，而上海 “三资” 企业的 人 均

出口创汇却达 5920美元，要比全市工 业 企

业人均创汇高出4.1倍，比全民工业企 业 高
出3.6倍。

(3)企业内部外汇平衡逐步得到缓解。

企业内部外汇平衡得不到解决，一直是阻碍

企业发展的棘手问题。但随着我国有关 部门

的重视和企业出口创汇能力的加强，外汇自

行平衡得到缓解。如在外汇平衡遇到 困 难

时，上海福克斯波罗和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等

均曾得到我国几百万或几千万美元外汇额度

的支持。对国内确实要进口的一些产品， 还

采取了 “进口替代” ，使企业外汇平衡得到

解决。据统计，1989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共

调出外汇15.72亿美元，调进外汇仅4.9亿美

元，即 “三资” 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调给

国营企业的外汇达10.28亿美元，这也有助于

缓解国营企业急需外汇的困难。上海的情况

与全国相比，情况可能更好些。 全 市 “ 三

资” 企业外汇平衡户和平衡有余户占 “ 三

资” 企业总数的88%j 1988年调进调出差有

1377万美元，1989年调出和调进的差额幅度

比1988年有了更大的增长。当然， “三资”

企业外汇自行平衡也有一个过程，有些是先

进技术型企业，由于投资规模大和投资周期

长，一时还未进入正常生产而产生规模经济

效益，外销困难，外汇自我平衡暂时可能还

未做到，但这是企业投资进程的正常现象，

今后会逐步好转。
(4) “三资” 企业利润成倍培长。上海

“三资” 企业人均工业产值和利润较高。以

1989年为例，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

生产率达 880 52元(1980年不变价）， 3 倍

于全市平均水平；以工业净产值计算的全员

劳动生产率来看，全市平均为10569元 ， 全

民所有制企业为13075元，而 “三资
＇，

企业

达30102元， 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8倍和高出

全民所有制企业1.3倍。1989年全市工 业 企

业每个职工创利3591元，全民所有制企业为
4505元，而 “三资“ 企业达11852元， 为 全

市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的3.3倍和2.6

倍。 “三资” 企业人均创利税达18304元，为

全市平均水平的2.8倍。在闵行开发 区 内自

1986年以来， “三资” 企业的总产值和经济

效益以逐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创汇绝对额

己多年居全国14个开发区的榜首。
(5)“三资 “ 企业对本市经济产生 “联动

效应 ”。”三资“企业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加速了国营企业的技术改造，对促进国

民经济现代化产生了 “联动效应” ，并带来

显著的社会效益。 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

实现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过程中，引进了发

动机制造、 喷漆、 焊接等先进技术和设备，

同时也推动了本市机电、 化工、 冶金、 轻

工、 仪表等系统一大批配套企业和相关企业

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反过来又加速了

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进程。 到1989年底，已

累计认可国产化零部件781项，工装样品认可

国产化率累计达53.77%，停止向联邦德国大

众汽车公司订购的桑塔纳散装零部件累计已

达到516项。目前一 批技术难度大、 节汇高的

零部件（如变速箱总成、 后风窗玻璃、 传动

轴总成、保险箱外壳等）均已实 现 了 国 产

化，使上海的轿车制造业水平由50年代跨越

到80年代，缩短了30年的差距，为发展上海

最大的支柱工业奠定了基础。 目前该公司已

形成第一 阶段年产6 万辆轿车和10万台发动

机的生产能力．

二、 “三资” 企业效益突出的主要原因

上海 “三资” 企业效益较好，这是与内

外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好转分不开的，具体表

现在下列儿个方面：

(1)上海外商投贲环境日臻完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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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环境好坏与企业活力杠接相关。 近年来，
上海市政府为改祚外商投资环境， 先后颁布

33个地方涉外法规， 以法律形式确保了外商

的投资利养。 如对 “三资” 企业的工会、 物
资购销、 彴价管理、 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代理

以及合法利润汇出等均作了明文规定， 减少
了失误。 审批投资项目也从26个图章减到一

个窗口办事， 在远离市区的开发区内还开办

了海关、 商检、 税收、 结汇等 “一 条龙” 的

服务， 沉受投资者欢迎。 基础设施也得到了
相当的改善。 特别是开贤浦东的优惠政笫，
同样适用现有 “三资” 企业， 这就更增强了

“三资” 企业的活力。 上润对 “三资” 企业

投资项目的设立比较严格、 谈判反复推敲、

审批反复论证， 属千粮细型的典型代表。 与
粗放型（项目设立比较宽松、 谈判容易）相

比， 发展速度虽不及粗放型， 但成功率比较
高、 效益比绞好。

(2) “ 三奇 ” 企业产品以市场为导

向， 以销定产， 产品开发针对性强， 较少盲
目性， 故产品比较适销对路。

(3) 股务态度好， 特别是销售后的服
务十分认真。 如申美公司生产的 “雪碧” 饮
料， 主动送货上门和主动回收空瓶， 而且还

免费提供冰柜等。
(4) 产品质艾稳定。 企业对质量严格

把关， 并把产品质盆视为企业的生命线， 不
合规格和要求一律不准出厂， 对维护企业和
产品质量信沓不惜工本。 如施贵宝制药公司
美国总公司先后派100多人来沪检查把关，现
产品已获得美国免验而进入美国市场。

(5) “ 三资 ” 企业自主权大， 有很强

的竞争念识， 企业运转机制灵活。 如对人员

流动（可择优选择）、 营业方针和营销手段
具有决策权， 而且有些企业还可利用原有的
销售渠道， 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三、 进一 步发展 “三资 ” 企业值得注盓

的几个问题

(1)需要继续改善投责环境。

上海的投资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在软环境方面还不如人齐：， 还需进 一 步

改进。 如对 “三资” 企业的医疗卫生、 外籍

人员的子女教育、 中方人士安排和人才流动
以及投诉等都存在一定的词题， 应逐步加以
解决。 各级主管部门还应默少对外商投资企
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给予充分彴自主权。

如上海某 “三资” 企业准备把仓库建在底层
以便进出方便， 而有关部门认为下而有损美
观， 要求把车间建在楼下， 楼上建仓库。
其实这些事不必干预过多， 应严防把管兜国
内企业的一 套做法移植到 “三资” 企业。 我

们应按现行政策、 法律法规办事， 信守合

同， 不能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对外商提出
的各种要求、 反映和建议， 凡屈合理而可以
做到的应及时改进， 该立法的就立法， 该解

决的问题就及时解决， 而对不合理要求或一

时难以办到的合理要求， 也应解释清楚。 对

中方萤事或经理也应严格考核、 加强培训，
选拔素质好和懂行的人担任。

(2) 协助 “三资 ” 企业觯决生产上面

临的问题。

主管部门应从大局出发， 在原材料供
应、 配套资金等优先保证｀ 各服务部门要加
强服务意识， 特别是电、 煤气、 通讯、 运

输、 金磁、 海关、 商检等要及时主动提供优
质服务。 办好一 批 “三资” 企业， 将影响 一

大片， 这对提高上海和国家的信誉至关重

要。 特别对外向型的 “三资” 企业更要注意

扶植措施的落实， 以强化其外向运转机制。
(3)完善对 “ 三贷 ” 企业的有效管

理。

对 “三资” 企业少加行政干预， 决不是

放任自流， 合理的正常企业管理还是十分必
要的， 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有些 “ 三
资” 企业既怕中国现行体制下对国营企业的
管理模式，又怕没有一 个得力婆婆，出现问题

无地可投诉而不能及时解决， 他们甚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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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及早成立一 个一 杆子管到底的权威性
秤理机构，这也反映了他们的矛盾心现状态。

加强 “三资” 企业的有效管理已是当务
之急。 总的来说， 来上泭投资的外商大部分
是正常经营的厂商。 但也有少数外商， 只顾
自己赚钱，不顾合资或合营企业的利益，往往
把设备进口、 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大权抓在

手里不放，以高进低出的手法来赚取大钱。如
某家港商在郊县办了三家合资企业， 仅进口
设备一项就廉取了大姑钱财， 再以投资25%

的比例办合资企业， 进口设备所赚取的钱远

比他的投资额高，因此对企业办得好不好，根
本不关心。 有些合资企业还以种种理由， 不

按当时合同规定的外销比例， 在我国国内赚
钱， 从而引起外汇自行平衡困难。 象这一类
企业就应加强有效管理和监督。

独资企业对我方得利也不多， 外商往往

隐瞒营业真相， 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的子公

司， 用企业内部的所谓询拨价格， 进行高价
进口原料和器件、低价出口产品， 逃避利润
和税收， 使我方得不到多大的好处。

外商的注册资本偏低。 外商在总投资中

除注册资本外， 其余均在我国内筹措资金，

加重了对我资金的压力。 据 1989年建设银行
上海市分行对 5 个合资经营工业项目的评
估， 中方出资的现金比歌达80%。 以1988年

初291家外资企业统计，注册资本仅占投资额

的41. 8%。 为此， 应进 一步捉高注册资本占

投资额的比重， 抑制肥水外流。

(4) 完吾全触服务体系。

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和适应上润外向型经
济发展的需要， 应建立多功能、多元化的金

敝体系。 金融业不仅需要提供国内外货币的
存、放、贷、汇业务，而且要求提供更多的、

更新的全方位的国际金融服务， 成为企业进

入国际市场的先导、媒介和支柱， 并发挥其
对外筹资、融资的独特功能。 目前上海的金

融结构、素质都难能适应这种需要。 改进办

法； 一是加快上淘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二是

还炭引进若干外资银行， 独资、合资均可。

上海现有的汇丰、 麦加利、东亚、华侨等4
家外资银行和3家外资租赁公司， 还不能适
应上海开发浦东和进一步利用外资的需要。
开放部分外资银行， 可引进竞争机制和新的
金融手段以及新的经济信息， 特别是能强化
现有 “三资” 企业的融资、筹资， 并带进新

的外资， 仗上海成为沿海和内地对外筹资的

窗口、国内国际进出口结算的中心。 与此同
时， 也可促进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 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逐步建立完善的金
融市场，为恢复上袧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
创造条件。

由千外资银行实力雄厚、客户众多、经
营历史悠久、信息网络灵通， 会对国内金融
业带来一 些压力。因此，在开放度上不能 “一

开都来 ” ， 而是分批分次逐步引进， 在对象

选择上也要考虑国别、资金实力、知名度与

我国对等原则和经贸关系等因素，择优选抒。

并采取适度的保护政策， 对外资银行进行有
效的监督和管理。

完善金融体系， 强劲的、运转灵活的金

融机制， 不仅可加速和完善对外资的利用以

及促进对浦东的开发， 更能促进上悔九十年

代的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轨的进程。 同时，
通过金融业的导向作用， 更能发挥上海在资
佥、人才、信息、科技等方面的 “聚放效

应” ， 使上海真正成为一 个现代化、多功能、

外向型的国际化大城市。

总的来说， 上海近年来在实际利用外资

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与上润的经济地
位和要求达到的目标仍不相适应， 利用外资

的速度并不算快。 1989年全国实际利用的外
资金额达100.6亿美元，上海仅为4.2亿美元，
占全国的 4 %。 到 1990年 7 月底止， 全国批
准的 “三资” 企业已达25220 家， 上海只有

807家，仅占3.19% 。为振兴上海经济，扩大利

用外资规校， 发展外向型经济， 还必须继续

努力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