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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经济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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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开放模式与成就 带来了中国GDP保持10%的长期增长，也使中国的

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消费品支

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国际投资与贸易也都保持长期

的稳定增长(见图 1 、 2 、 3 、 4) 。

改革开放是60多年对中国影响最重要的政策，它

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

固1 中国的GDP增长趋势

2侧?n阳tUS$倒1ion)

4000 

1000 

3∞o 

200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固2 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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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变化趋势

commt?0001JsminimOIlsumpt1on and Investment 

2000 

1500 

1000 

500 

。

在2500
CZl p 

g2000 
俨电

E 
~1500 
。
巳J

5 
~IOOO 
』

邑
Q., 500 
0 
0 

。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图4 中国的贸易和FDI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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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开放经济发展历史，不仅表明中国是一个

巨大的国际市场，也显示出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贸

易和国际生产基地。许多日本跨国公司参与了中国

的开放进程，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同时也分享了中国开放发展了成果，获得了巨

大的经济收益。

代表) ;开放政策全国统一，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

优惠政策提供:开放内容与层次较浅，核心的开放

措施第一是吸引FDI，第二是加工贸易发展，第二

是开发区建设。

30年的开放政策，做大了中国经济，例如GDP世

界第二，贸易第二， FDI第二，国际储备第一，很

多行业如汽车业、钢铁业、水泥业、建筑业等生产

规模均成为全球第一的国家。

中国的开放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 1979-2009) 可以概括为自上而下的开放模式，其

特点是:开放区域范围较小(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目前，中国的开放发展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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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发展为经济发展表现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不科学性

和不可持续性，过去的开放模式己经走到了尽头。

(一) 总体情况第二阶段 (20 10一今后30年)的开放政策，将

图5可见，加入WTO以后 ， 中国的贸易一直在持因地制目标明确、在更深层次、更多大范围、

续成长 ， 201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86万亿美元，位宜 、 定向激励、突出创新、科学发展，推行自下

居全球第二。中国的贸易构成分为三部分 : 一般贸而上的开放模式。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强

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积极参与国化关键技术创新，做强中国经济，

图6表明，推动中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加工际分工，更加注重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角色。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单位 :亿美元)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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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FDI占中国贸易的比例

FDI迸出口比重%

2002 53.2 

2003 55.5 

2004 57 .4 

2005 58.5 

2006 58.9 

2007 57.8 

2008 55 .1 

2009 55.2 

2010 53.8 

20 11 51. 1 

贸易。

表 l可见， FDI对带动中国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多年以来，进口和出口超过一半以上，都

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是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形

成的，而是依靠加工贸易累积起来的。 2001年到

2011年，中国的加工贸易所累积的国际收支余额达

2.1万亿美元。

FDI进口比重% FDI出口比重%

54 .3 52.2 

56.2 54.8 

57.8 57.1 

58.7 58 .3 

59.7 58.2 

58.7 57 .1 

54.7 55 .4 

54.2 55.9 

52.9 54.7 

49.5 52 .4 

(二)中日贸易

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总体情况见图7。图中可见，

中日之间贸易逐年增长，中国所获得的逆差，或者

日本所获得的顺差也是逐年增长的。

在中日贸易当中，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一般贸

易所占比重较大(图8、图9)。中日之间的国际收

支顺差，主要是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造成的(图

10) 。

创造中日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地区集中在广东、

浙江和江苏(图 11 )，这与中韩之间和中美之间的

贸易有所不同。

图7 中国-日本贸易与国际收支

.贸易总额.国际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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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日本进口贸易方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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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 日本出口贸易方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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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日本国际收支逆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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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日国际收支: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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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国一韩国国际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其他贸易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国和韩国总体来说也是贸易逐年增长，外资为

主， 对中国来说逆差较多，但唯一不同的是，中韩

之间主要是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图 12)，这

和日本有所不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也是逐年

增长，但最重要是，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

都是巨额的顺差，而且集中于广东、江苏和浙江，

这与和日本恰恰相反。

(三)中国贸易存在的问题

l 、中国的贸易规模被夸大。加工贸易不是贸易，

而是国际生产，现行的贸易统计把国际生产混淆为

加工贸易，不但夸大了中国的贸易规模，还导致了

贸易政策工具的错用，引起了一系列贸易争端和摩

擦。中国累计的大量国际收支顺差，本质上是外资

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当地一系列要素投入所获得

的报酬，不是一般贸易的顺差。

2、贸易的产品特征被扭曲。贸易产品的类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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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最终产品性质，而是基于依据要素投入比例

及其所完成的增加值。如果这样统计，中国的贸易

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是高科技产品。

3、香港贸易不应该作为国际贸易进行统计。

4、概况起来，中国的整体贸易格局是: FDI决

定的，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从日本、韩国、台

湾进口零部件，在广东、江苏加工生产，出口到美

国和香港，依靠低工资的劳动力投入，所完成的低

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价值增值活动。

这种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角色是不利的，

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中国利用FDI

在全球FDI发生较大波动的背景下，中国吸引的

FDI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趋势。 2001年至2012年7

月，累计利用FDI项目 388145个。实际吸引外资金

额， 2001为488亿美元， 2009年918亿美元， 2010年

1088亿美元， 2011年 1177亿美元， 2012年1-7月 675

亿美元。 总体上呈现10年稳定增长的态势。 2001

年至2012年7月，合计利用FDI917 1.5亿美元(图

13 )。

中国利用FDI呈现四个不平衡特征

(一)FDI来源地不平衡

中国的FDI来源地第一是香港，第二是自由岛，

第三是日本。日本2001年占中国FDI流入的比例为

8.9% , 2011年下降到5.4%。其他对中国重要的投

资国家有新加坡、韩国、美国等(表2) 。

图 13 中国利用外商投资趋势(单位:个、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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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利用FDI的重要来源地比例

200 1 2003 2005 2006 
香港 34.2 3l.S 28.1 3O.S 

维尔尽群岛 10.3 10.3 14.1 16.7 
日本 8.9 9.0 10.2 6.8 
新加坡 4.4 3.7 3.4 3.5 
韩国 4.4 8.0 8.1 5.7 
美国 9.1 7.5 4.8 4.3 
台湾 6.1 6.0 3.4 3.2 
德国 2.5 1.5 2.4 2.9 
荷兰 1.6 1.3 1.6 1.2 
法国 1.1 1.1 1.0 。.6

英国 2.2 1.3 1.5 1.1 
瑞士 0.4 0.3 0.3 。.3

! 加拿大 0.9 1.0 0.7 0.6 
意大利 0.5 0.6 0.5 0.5 

I 澳大利亚 0.7 1.1 。.6 0.8 

(二)产业分布不平衡

FDI产业上，在对华投资的初期是以制造业为主

约占三分之二，但是最近几年来外资对华投资 ， 逐

渐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去年服务业的投资第一次

超过了制造业(图 14 ) 。

(三)地区分布不平衡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在地区分布上极其不平衡，截

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

73 .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 7万亿美元。投

资项目、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3S.4 43.1 50.2 55.1 60.7 I 
21.1 16.7 12.3 9.6 8.1 
4.6 3.8 4.S 3.7 5.4 
4.1 4.7 3.9 5 目。 4.6 
4.7 3.3 2.9 2.5 2.1 
3.3 3.1 2.8 2.8 2.0 

2.3 2.0 2.0 2.3 1.8 
0.9 0.9 1.3 0.8 1.0 
0.8 0.9 0.8 0.8 。.7

0.6 0.6 0.7 1. 1 0.6 

P. ~ 1.0 0.7 i 宿、 (J.?" 0.5 
0.4 0.3 0.3 0.2 0.5 

0.5 。.6 0.9 。.6 。1.4

0.4 。.5 0.4 0.4 0.3 
0.4 0.4 0.4 0.3 。'.3.

区，中部和西部所占份额很少。东部地区外商投

资项目、实际使用金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83.4%、

86.2%，中部地区为 10.7% 、 8.0% ;西部为5 .9%、

5.8%。在31个省中，前十省市占比高达90%，前两

个省市占比超过40%。

(四)投资方式不平衡

FDI的方式选择上，初期主要是合资方式。近年

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80%采取了独资方式。这表

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前景看好，风险降低，收益比

预期良好。

图14 中国利用FDI的产业分布:按实际金额百分比计算 (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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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韩国、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比较 日本对华投资主要以独资方式，产业集中于制造

业，约占其投资总量的75%。在服务业的FDI，集

(一)日本企业在华投资 中在批发和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近年来，

日本是全球重要的FDI输出国。 2001-2011年，累 对该行业的投资有所增长，但对服务业总体投资水

计FDI流出6732 .9亿美元，占全球同期FDI流出总量 平较低。

的5.0%. 2011年，日本FDI流出量为 1143.5亿美元， 图 15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地区分布。江苏、上

占全球总额的6.7% 。 海、广东、北京、天津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4.5 地区 。

万个，合计对华投资金额840亿美元，占中国吸引

FDI总量的7%。 (二)美国对华FDI

2001至2011年， 日本在华投资项目是26658个，实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FDI流出国。 2001 -2011年，累

际投资金额568亿美元(表3) 。 计FDI输出25934.9亿美元， 占全球同期FDI流出总

表3 2001-2011 年日本对华FDI情况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800000 

1600000 

1400000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

外资项目 实际使用外资

数目 同比 金额 同比

2019 25.1 43 .5 49.1 

2745 36.0 41.9 -3.6 

3254 18.5 50.5 20.6 

3454 6.1 54.5 7.9 
3269 一 5.4 65.3 19.8 
2590 一20.8 47.6 -27.1 

1974 一23.8 35.9 -24.6 

1438 -27.2 36.5 1.8 
1275 一 1 1. 3 4 1.0 12.4 
1762 38.2 40.8 0.5 
1859 5.5 63.3 55.1 

图 15 1998年以来日资企业在华投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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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1-2011 年美国企业对华投资情况(单位:个、亿美元、%)

年度
FDI项目

数目 同比

2001 2606 -0.1 

2002 3363 29.0 

2003 4060 20.7 

2004 3925 一3.3

2005 3741 -4.7 

2006 3205 一 14.3

2007 2627 一 18.0

2008 1772 -32.5 

2009 1530 一 13.7

2010 1502 一1.8

2011 1426 -5.1 

2012 (1-7) 761 -5.8 

量的19.1%0 2011年，美国FDI流出3966.6亿美元，

同比增长30.3%，约占全球总量的23.4%。

截止2012年7月，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 6.1 7万

个，实际对华技资金额692亿美元(表的。

(三)韩国对华FDI

韩国在全球FDI中的比重一直低于2%0 2001-

2011年，累计FDI流出 1329.1亿美元，占全球同期

FDI流出总额的1.0%0 2011年， FDI流出量为203.5

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 1.2%。但韩国的三分之

一FDI流入到中国。

实际使用FDI

金额 同比

44.3 1.1 

54.2 22.3 

42.0 一22.6

39.4 -6.1 

30.6 -22.3 

30.0 一2.0

26.2 一 12.8

29.4 12.5 

25.5 一 13.2

30.2 18.1 

24.1 一20.0

16.0 2.5 

比较三个国家，美国占全球的20%，但其中占中

国利用FID的2.8% ;日本的FDI占全球总量的6%-

7%，但是其大约10%对华投资:韩国在国际资本

投资中约占1%到2%，但是其中约35%投资到中国。

(四) 2万家样本外资企业在五个地区的投资动机

和利润率比较

本文选择外资企业在上海、天津、山东、江苏和

广东的投资，这是中国吸引FDI最重要的地区，有

两万家外资企业样本。日本在五个地区的投资项目

大约3000家。

表6 不同国家的FDI在五个地区的投资动机比较

上海 天津 山东 江苏 广东

澳大利亚 37.6% 36.2% 22.3% 33 .4% 36.2% 
德国 18.7% 19.9% 16.2% 41.7% 48.5% 

法国 29.0% 7.7% 10.2% 30.1% 51.2% 

韩国 46.1% 67.4% 45 .1% 54.7% 47.0% 
荷兰 26.9% 9.7% 19.2% 51.8% 78.8% 

加拿大 23.3% 52.5% 24.3% 53.2% 52.9% 

美国 2 1.7% 57.5% 25.3% 43.6% 56.2% 
日本 60.3% 22.9% 36.9% 55.0% 24.9% 

瑞士 18.9% 17.6% 52.0% 22.0% 56.2% 

台湾 67.9% 38.0% 22.4% 63.1% 73.6% 

香港 43.5% 42.0% 26.4% 44.3% 64.1% 

新加坡 45.2% 49.7% 15.9% 50.3% 37.2% 

意大利 4 1.7% 23.2% 13.5% 22.4% 78.5% 
英国 8.4% 21.0% 20.6% 47.2% 22.8% 

平均 47.6% 44.6% 33 .3% 50.1%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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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一个是基于市

场导向，就是为了占领中国的市场:一个是效率导

向，将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

两万家企业样本中，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出口

比例约占其生产总值的40%韩国占52%。不同国家

在五个地区的投资动机有所差异(表6)

通过对两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技资所获得的利润

率比较，日本企业获得的利润率平均是5.5%. 显

示出外资企业在华技资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表7) 。

(五)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动机

通过分析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看出他

们在中国的投资动机:从高出口导向到高国内市场

导向。 2001年，高出口导向外资企业137家，高国

内市场导向236家。到2008年，高出口导向企业增

加到188. 高国内导向企业下降到211家。这种情况

表明: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不但注重中国

的国内市场，同时把中国作为其全球的生产基地。

并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当作他的最重要

的国际生产基地(表们。

五 日本企业在华战略的反思

现象之一，日本500强跨国公司逐渐减少。

1995年美国有152家，日本有148家，中国当时只

有2家。到2012年，美国 132家，日本下降到68家，

中国从2家增加到69家，超过日本。

现象之二，日本跨国公司的产品在中国的知名度

和市场份额大幅度下滑。

10年、 20年前，日本的许多产品，特别是家电产

品、通讯产品在中国家喻户晓，几乎看不到韩国企

表7 不同国家FDI在五个地区的销售利润率比较

上海 天津 山东 江苏 广东

澳大利亚 7.0% 0.6% 5.4% 5.6% 8.4% 

德国 6.5% 13.2% 8.7% 9.9% 5.7% 
法国 7.2% 13.0% 11.6% 6.2% 9.6% 
韩国 -0.9% 4.6% 4.0% 4.6% 2.4% 

荷兰 3.2% 13.0% 8.6% 4.9% 3.7% 
加拿大 9.6% 9.3% 4.8% 8.2% 3.5% 
美国 7.3% 3.1% 6.4% 6.1% 7.0% 
日本 3.2% 7.2% 5.4% 6.0% 7.8% 
瑞士 7.8% 8.0% 4.6% 10.4% 10.2% 
台湾 8.0% 4.8% 7.6% 4.5% 3.7% 
香港 6.8% 4.8% 6.7% 5.2% 4.8% 
新加坡 7.3% 8.2% 4.2% 3.9% 7.6% 
意大利 6.6% 3.2% 15.9% 6.0% 3.6% 
英国 10.8% 11.3% 5.3% 13.4% 3.6% 
平均 5.0% 5.7% 5.6% 5.6% 5.5% 

表8 中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比例

出口比例% 80-100 50-80 30-50 10-30 10以下

市场导向 芮出口导向 出口导向 市场平衡 国内市场 局国内市场

2001 500家 137 40 31 56 236 
2003 500家 144 44 32 48 232 
2005 500家 164 46 34 43 213 
2006 500家 173 48 34 44 201 
2008 500家 188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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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影子。现在，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等在中国

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相比日本企业包括汽车产品

在华业务日益萎缩，竞争力远低于韩国。

基于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营战略，提出

日本企业需要反思的几个方面:

(一)中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既是世界性的

市场，也是全球的生产基地，各国跨国公司竞争的

重要舞台。日本企业在华的战略技资与发展，应突

破双边的局限，立足全球视野，改变长期以来，以

市场导向投资中国的战略，更加注重效率导向型技

资。中国是一个重要区位，你不这样做，其他公司

这样做，就会削弱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

苹果、三星、现代、大众汽车、 inter等公司，都对

中国开始新的战略布局，把最先进技术和产品转移

到中国，开展效率导向的技资。日本企业技资中

国，不仅仅为了获得中国的市场，而要为了获得全

球竞争力。

(二)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相比，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当地化成分不足。这里的当地化

即包括中国的企业，也包括在中国投资的其他国家

的企业。日本企业比较多的是一个大企业带领一批

上下游关联企业，形成内部化的零部件配套体系。

上下游关联产业选择的局限性会削弱日本企业的竞

争力。例如，丰田企业在天津的生产，其他国家的

企业在当地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日本的企

业多与母国企业配套关联。

(三)日本企业不能把最新的产品和技术率先带

到中国。汽车业是一个例子，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最

早，但市场占有率没有取得先动者优势。空客320

为了中国市场，在天津投资。奥迪能够把最先进的

产品和技术投资中国，三星电子把最先进的芯片技

术技资西安，而日本总是把边缘技术转移到中国，

这个策略是值得思考的。

(四)技资方式选择。日本企业比较少的在中国

采取并购的方式，增加生产能力。而韩国、美国、

欧洲的企业，例如汽车业、医药业，都通过大规模

的跨国并购，迅速提升生产能力，占领中国市场。

(五)改善劳工保护，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改变

日本企业在员工中的形象。

(六)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低

碳产业、生态发展、节能环保等领域，中国具有巨

大发展潜力，是未来开放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日

本企业在该领域拥有优势，日本企业应该在这些领

域，关注中国，积极参与。

(七)中国日益成为对外技资的大国，吸引中国

企业到日本技资，是深化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关

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