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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2004年以来关于我国是否应该继续引入外资及是否继续给予外资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争论，笔
者认为，我国引入外资的目的应该从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向更高层次的引入制度、推动我国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转变。
但FDI对我国的制度变迁是否产生了影响，其影响方向、影响大小如何，都是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
遗憾的是，关于FDI在我国产生的制度效应目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研究文献极少。
基于此，本文采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过程分析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了FDI对我国制度变迁的
影响，试图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并为我国今后外资政策的选择提供依据。
　　本文首先对FDI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地位进行了探究，指出FDI本身是我国制度选择的结果，它对
制度变迁的影响受制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
基于这一现实背景，论文分析了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指出FDI影响东道国制度变迁的根
源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及东道国为了利用外资进行的区位优势改善；在此基础上，论文提
出了FDI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认为FDI进入后通过影响政府的偏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并避免制
度变迁中可能产生的路径依赖、促进独立微观经济主体的形成三个方面来作用于东道国的制度变革；
接着，论文进一步分析了FDI影响制度变迁的传导机制并对前面的分析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基于前面的理论研究，论文探讨了FDI对我国制度变迁的具体影响，就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分别进
行了分析，并指出FDI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促进了中国的制度变迁；此外，论文还就FDI在我国制
度变迁不同阶段的作用进行了讨论，认为FDI在我国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呈现出较大的差
别。
在中间扩散型变迁方式下，FDI的作用最大，供给主导型变迁方式下次之，诱致性变迁方式下其显著
有别于国内企业的作用将不复存在。
由于产权制度是一个国家制度的核心，因此本文就FDI对产权制度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方面，本文就产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产权契约是否有效对于市场的兴衰至关重要
，关系到市场能否正常运转；产权契约的结构对制度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产权制度的变化会引起
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另一方面，本文分析了FDI对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指出FDI的进入促进了我国产权交易的进行，加速
了我国产权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国有产权的比重，提升了民营经济的地位。
在对FDI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后，本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
首先对FDI与反映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进行计量检验，接着对FDI与我国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案
例研究，最后就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变与完善、FDI对我国外资政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
果和本文的理论构想基本一致。
最后，在前面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的外资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在外资政策的选择上，我国应继续积极有效地吸收外商投资，但利用外资要进行战略性转
变，从引进资金技术向引进先进制度转变；在给予外资的待遇方面，目前我国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时
机还不成熟，但应进行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吸引外资的措施应该从政策优惠向完善软硬环境和确立
管理体制优势转变；在吸收外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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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主题　　（一）研究背景与主题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就连绵不断，大约每隔七八年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争论。
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中国是否应该利用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否必要展开了激烈争论；1988年前后
，围绕外资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等问题，展开了新的争论；1995年前后在“软着
陆”期间，围绕着外商投资是否威胁了国家经济安全、垄断了中国市场、挤垮了民族经济和民族品牌
等问题，掀起了又一轮大规模争论；从2004年开始，对利用外资的争论再次升温，争论集中在：外资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中国是否还应该积极利用外资、中国是否过多地依赖外资、外商投资
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中国利用外资是否存在“拉美化”危险、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否必要等六个
方面（桑百川、高翔，2005）。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立足于中国利用外资的目的。
如果外资流入符合中国引资的基本目标，则在控制其负效应的同时应继续支持鼓励；反之，则可以取
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甚至加以适度限制。
那么，中国目前吸引外资的目的何在呢？
　　回顾中国1979年以来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引进资金只是载体，其根本目的
在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在不同阶段，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所不同，从而决定了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也在发生变
化。
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引进外资的主要目标的变换把中国1979年以来的引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1979—1991）：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资金不足。
这一阶段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但当时国内资金非常短缺。
因此，这一期间引入外资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瓶颈”。
　　2．第二个阶段（1992—2004）：吸引外资的主要目标是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
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FDI引进策略，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技
术与管理经验。
然而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实际上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因此，中国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
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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