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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出现趋势性的“外资撤离潮” 

    今年以来少数大型跨国企业关停在华工厂现象被浓墨重写为“外资撤离潮”，吸引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发了又一轮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质疑。那么当前中国投资环境的真实

图景如何？是否真的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撤离潮”？部分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主要原因为何？

未来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热土吗？ 

一、 吸引外资走势平稳 

据联合国贸发会《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2014 年中国的 FDI 流入量在全球 FDI 流入

量下降 16%的情况下，仍逆势增长 4%，并以 1290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FDI

流入国。另据商务部统计，2015 年 1-9 月,中国利用外资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全国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18980 家，同比增长 10.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847.4 亿元人民币（折 94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9%。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5 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60%

的会员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优先投资目的地前三位或第一位。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15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指出，61%的欧洲企业认为中国对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性仍在递

增，这一比例比上一年度高出 2 个百分点。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公布的《关于我国制

造业企业开展海外事业的调查报告》（2014 年，第 26 次）中，对于“举出中期内前景看好

的 5 个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提问，企业的回复结果显示，中国从 13 年的第四位升至第三位，

在得票率方面，与第一位的印度和第二位的印尼不相上下，分别为 45.9%、45.7%和 43.7%。

此次调查还特意针对在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中国沿海地区（华北华东华南）有投资

的日本企业设了“如何定位中国？中期内是否调整生产规模”的问题，回答企业中，“主要

作为生产基地”的比例为 20.8%，“作为销售市场以及生产基地”的比例为 69.9%，两者合

计高达 90.7%，也就意味着 90%的企业仍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 

II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投资研究室 



	   	   	   	  

2	  
	  

IIS 财经评论 

事实胜于雄辩，上述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当前中国吸收外资的走势平稳，中国的外商投资

环境仍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外资企业撤出中国仅为少数，并未也不会出现趋势性的撤资

潮。 

二、 部分外资撤离的原因 

不可否认，近年来部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重新调整其全球经

营战略。那么，部分外资企业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为何？笔者认为，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四个

方面： 

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

而这导致了一些对劳动力成本高度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撤出。劳动力成本增加，近

年来一直被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视为当前在华运营的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 

二是中国经济放缓。据中国欧盟商会的《2015 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中国经

济放缓被列为企业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其中，工业企业对中国经济放缓最为敏感，66%的

受访企业表示其将对未来业务造成严重影响。进一步分析则可发现机械类企业最为敏感，该

行业 76%的受访企业认为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重挫。 

三是中国引资政策的调整。中国自 2006 年进入“十一五”（2006 年-2010 年）期间以

来，中国的引资政策开始逐步调整。2008 年，《企业所得税法》与《反垄断法》正式施行，

标志着中国引资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即逐步为内资和外资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对外

商投资企业的适用则标志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正式终结。与此同时，

中国引资从“来者不拒”向“择优选资”转变，从重数量向强调质量转变。自 2007 年的《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始，政府强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

限制外商投资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和稀缺矿产资源，引导外资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

业转移。 

四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竞争力提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

营企业其国际竞争力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据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 2015 年世界 500 强

企业名单，中国上榜企业达到 106 家。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必然对外企在华的经营带来

挑战，给其带来竞争压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完善，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一

些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而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应当看到，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对投资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其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持续攀升，外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

境约束强化，国企民企市场竞争力加强，引资强调质量。适应这样的变化，一些劳动、资源

密集型产业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实属正常。 

三、投资环境持续优化 

投资环境与企业效益息息相关，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其对外资的吸引力。新

常态背景下，如何使中国投资环境仍具吸引外商投资的比较优势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是摆在

中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对这一问题，国家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开出了良方，

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

期”，“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等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适应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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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上述重要政策指引

下，各类优化投资环境举措不断出台，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是建立自贸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2013 年 9 月，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首先挂牌成立，以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开启了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篇章。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客观上要求减少行政审批，放宽外资准入，赋予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

会，提高外资管理体制的透明度。 

二是修改外资三法，寻求构建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投资环境。2015 年 1 月 19 日，历

时一年准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这一草案对现行利

用外资的三部基本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进行修订合并，拟制订一部统一的《外国投资法》。按照新的草案稿规定，外商投资管理将

废除逐案审批制度，采用与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有限许可加全面

报告”的管理制度，以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转变政府职能。 

三是更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放宽外资准入。2015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

了 2015 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的

限制大幅减少，较 2011 版目录删减了 41条限制类条目、5条鼓励类条目和 2条禁止类条目，

开放力度为历次修订中最大的一次。 

四是新设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多年来外

商投资企业抱怨的老问题。在转向创新为驱动的新常态下，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切实依

法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至为重要。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上海、

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2014 年 11 月，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落地，开启了中国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航程。 

五是积极商签国际经贸协定，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不仅注重通过深化

国内改革来优化投资环境，同时注重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升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化水

平。2015 年 6 月 1 日，中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6 月 17 日，历经 10 年谈判的中国与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此外，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在积极进行中。上述已

签署与正在谈判中的国际经贸协定，将助力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更好地实现其全球生产布

局，实现利润最大化。 

四、新的投资机遇不断涌现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势头良好，服务业吸收外资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15

年 1-9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79.9亿美元，同比增长19.2%，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1.1%，

较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高出约 30 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的引资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服务业成为当前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 

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2015年 1-9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98.4亿美元，

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 31.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7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 23.5%。其中，电子元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通信

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25.6%、75.5%、171.7%和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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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用外资的上述变化与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高度契合。即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

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下，外资流入也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预见，

在新常态下，中国吸引外资在稳中有增的同时，结构更优，质量更好。 

随着改革红利、开放红利的不断释放，外商投资在华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当前，

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田”，已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并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2015 年 4

月 20 日，《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发布，列明了在上

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不符合国民待遇等原则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新发布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仅有 122 项特别管理措施。这意味着除此之外的

领域，在相同情势下外资享有不低于内资的待遇。 

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1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2018 年我国将正式实

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改革时间表，这意味着此项改革将进一步提速。实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需要一国政府具有较高水平的监管能力以及具有稳定性和预见性的

监管框架。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对现行有关市场准入的各项规定进行系统性清理与废改立工

作。客观上，这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开放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环境的又一亮点。为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国务院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通过了《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在能源、交通、

水利、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开展特许经营，境内外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通

过公开竞争，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

这表明外资在符合外资准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提下，也可以参与上述领域投资。继

《办法》出台后，相关主管部门又发布了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领域

投资的具体实施意见，例如《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在收费公路领域推广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意见》等。这些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了在相关领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的相关规定，例如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综上分析可知，低成本劳动力红利构筑的外资企业在华的黄金时代逐渐结束，但是改革

与扩大开放红利的释放则将为外资企业开启在中国市场的新机遇。虽然外资企业大举投资中

国的热潮暂告一段落，但外资企业撤出中国仅为少数，并不会出现趋势性的撤资潮。值得注

意的是，未来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方式会有所改变，比如从现在的大型投资转向中小规模投资、

资本投入转为利润再投资、从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等等。一些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外资

企业撤离中国实属正常。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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