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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 利用外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 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的经验表明:后起国家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演进离不开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有效运用。在辽宁

老工业基地振兴及产业结构调整中 , 外资不仅提高了对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促进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

构优化 、还加大了产业带动作用;同时 , 外资对辽宁省产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 , 在利用

外资过程中 , 依据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 采取引导外资投向优势主导产业 、第三产

业 , 利用外资嫁接国有企业 ,盘活国有资产的战略措施来优化产业结构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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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 ,外

商投资纷纷涌向辽宁省。 2004年辽宁省利用外资

高速增长 ,利用外资合同额完成 86.62亿美元 ,同比

增长 33.8%;实际利用外资完成 54.07亿美元 ,增

长 91.5%。其中实际利用外资增幅高出全国 78.2

个百分点 [ 1] 。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当年净增额和增

幅均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 。辽宁省利用外资实

现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主导产业的拉动 ,其中装备

制造业 、重要原材料 、高新技术 、农产品加工 、现代服

务等产业吸引了大量外资 ,仅 2004年上半年高新技

术产业 、农产品加工业 、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占辽宁

省利用外资的 69.7%。截止 2004年底 ,有 111家世

界 500强企业在辽宁投资 ,同时 ,技术含量高 、拥有

国际品牌产品的项目越来越多 。利用外资建立辽宁

急需发展的产业 ,或生产急需的产品并增加现代化

工业部门及企业 ,调整产业结构 ,已是振兴辽宁老工

业基地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 、辽宁老工业基地外商投资企业
产业结构特征

　　外资对辽宁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研

究 ,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辽宁三次产业之间的分

布特征 ,为此从以下方面加以分析 。

(一)辽宁省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

到 2003年底 ,在外商对辽宁省实际投资额中 ,

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 60.31%(其中制造业占到了

54.93%),而第一 、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2.02%和

37.67%。投向辽宁老工业基地第二产业的外商直

接投资占主导地位 ,尤其是工业部门 ,并以加工制造

业为主。其次是第三产业(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业和

社会服务业),而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则明显偏

低。尽管如此 ,外资在辽宁省三次产业分布(2.02:

60.31:37.67)比外资在全国三次产业分布(1.87:

73.23:24.87)及外资在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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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2.96:34.84)均衡 ,相对而言也比吉林省 、 黑龙江省外资三次产业分布均衡(如表 1)。
表 1　2003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在三次产业的构成 　　 (单位:%)

Tab.1 Actualprovincialinvestmentsharesinthreeindustriesin2003(unit%)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制造业) 第三产业 (房地产业)

全　国 1.87 73.23 69.03 24.87 9.79

东北三省 2.20 62.96 56.74 34.84 11.46

辽 宁 省 2.02 60.31 54.93 37.67 20.17

吉 林 省 0.84 80.43 71.47 18.73 6.82

黑龙江省 5.69 65.24 54.57 29.07 5.57

　　资料来源:根据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辽宁统计年鉴 、黑龙江统计年鉴 、吉林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二)辽宁省外资产业内部构成

辽宁省外资主要分布于装备制造业 、钢铁 、饮料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食品制

造业 、木材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工业 、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 、房地产等 18个门类 、64个行业大类

中 。从辽宁省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

看 ,主要集中在农业 ,尤其是种植业。

在第二产业中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

门 [ 2] ,尤其是制造业(91.08%),比吉林省(88.87%)

和黑龙江省(83.64%)分别高出 2.21和 7.44个百

分点 ,外商投资在制造业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 ,与辽

宁老工业基地基础雄厚 、制造业原有的经济技术和

产业基础较为突出紧密相联。辽宁省建筑业所占比

重为 5.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6%)4.18个百

分点 ,在东北三省处于中间状态(见表 2),辽宁省外

商投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比全国更为均衡 。
表 2　2003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在第二产业的构成 (单位:%)

Tab.2Actualprovincialinvestmentsharesinthesecondaryindustryin2003 (unit%)

行　业 东北三省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采掘业 0.39 0.24 1.42 0.08

制造业 90.12 91.08 88.87 83.6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75 3.02 6.18 6.22

建筑业 5.74 5.66 3.53 10.06

　　资料来源:根据 2004年辽宁统计年鉴 、黑龙江统计年鉴 、吉林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表 3　2003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在第三产业的构成 (单位:%)

Tab.3 Actualprovincialinvestmentsharesintertiaryindustriyin2003(unit%)

行　业 全　国 东北三省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合　计 1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 0.13 0.16 0.17 - 0.14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6.52 9.88 10.84 2.48 5.27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8.39 12.37 12.02 12.35 17.83

房 地 产 业 39.35 50.83 54.35 36.41 19.15

社 会 服 务 业 25.5 22.65 20.07 39.21 38.8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96 0.42 0.44 0.2 0.27

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 0.43 0.46 0.37 2.11 0.1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94 1.65 0.89 7.24 6.31

其 它 行 业 16.92 1.58 0.85 -- 12.01

　　资料来源:根据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辽宁统计年鉴 、黑龙江统计年鉴 、吉林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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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产业中 ,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辽宁省房

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这四项共占 97.28%(全国为

79.76%),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二者占 74.42%

(全国为 64.85%),仅房地产业就占 54.35%(全国

为 39.35%),辽宁省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

中在四大行业的现象比全国更为突出(见表 3)。

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所处

阶段密切相关 [ 3] 。辽宁省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比

重达到 37.67%,比全国平均水平(24.87%)高 9.97

个百分点 ,表明辽宁省经济正处在扩张时期 ,产业结

构调整已见成效 。

　　二 、辽宁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的外资效应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尤其近些年外资的进入 ,

调整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 ,对产业结构升级

演进起到了支撑作用 。

(一)外商投资对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总产值

的贡献提高

可以通过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对东北

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所做出的贡献 ,反映出外

商投资在辽宁省工业化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 4] 。

辽宁省的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占辽宁省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已经由 1997年的 15%上升到了 2003年的

23.74%;外商投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也由 1997

年的 13%提高到 2003年的 22.66%(见表 4)。

1997— 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对全部工

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是 19.6%,对工业的增加值的

贡献是 20.09%。

1997— 2003年 , 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增长年均

10.27%,其中有 2.01%是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贡

献;同期辽宁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6.68%,有

3.35个百分点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 。无论外

资经济的绝对规模还是对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贡

献度在东北三省辽宁都处于领先地位。
表 4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单位:%)

Tab.4 Provincialforeigninvestmententerprisescontributiontoindustrialtotalvalue, industrialtotaladdedvalue(unit%)

辽 宁 省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工业总产值 15 15.73 17.93 19.9 19.97 21.01 23.74

工业增加值 13.77 14.24 16.36 20.1 19.03 20.36 22.66

吉 林 省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工业总产值 1.76 14.8 16.51 18.6 21.99 23.42 29.34

工业增加值 5.62 13.93 17.65 16.9 20.64 21.06 27.2

黑龙江省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工业总产值 4.7 5.93 6.04 5.225 4.76 6.49 6.17

工业增加值 3.37 3.54 3.78 3.41 2.94 4.52 4.45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辽宁统计年鉴 》、《吉林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 》计算而得。

　　(二)外资促进了辽宁省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

优化

截至 2004年底 ,世界 500强中有 111家跨国公

司进入辽宁省 ,主要是同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展合资

合作 ,开展了一批能够带动行业发展的重大项目 ,如

汽车 、电视机 、显示器 、空调 、冷藏设备等。以电子行

业为例 ,辽宁省 59.09%的电子企业同外商进行了

合资 ,促进了全行业产品结构优化。

通过利用外资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促进

了企业技术进步 。辽宁省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外商合

资合作的项目水平较高 ,普遍为国际当代先进水平 ,

有的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据统计 ,改造

后的企业引进的先进设备达到 20世纪 90年代水平

的占 63%,所生产的产品全部达到国际标准 ,出口

额由过去的几百万美元猛增到现在的几亿美元。

利用外资弥补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投资缺口 ,

且还实现了生产要素配置活动的整体推进 [ 5] ,促

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2003年辽宁省信息产业实

际利用外资实现 3.5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6%,外资

进入使得信息产业正在逐步成为辽宁的支柱产业 。

总之 ,通过利用外资加速了辽宁省产业结构由

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优

化了产业结构 ,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三)利用外资的结构倾斜加重产业结构比例

的不协调 ,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外资对辽宁省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优化的同

—15—



时 ,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从辽宁省吸

收外资的三次产业结构看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 ,而

且多为一般加工工业 ,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 ,资金

和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投资在第三产业的外资主

要集中于关联效应较低的商贸零售业和房地产业 ,

投向第一产业的外资比重偏低 ,而且企业规模小 ,与

辽宁省第一产业资源的总量和地位不相称(见表

1)。辽宁省第二产业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不仅高于同类发展中国家的印度 ,也高于美国等发

达国家 ,这就加大了辽宁省三次产业的不协调 。

近几年 ,辽宁省的外商投资企业效益不理想 ,开

工率仅为 70%左右 ,亏损面为 60%左右 ,占投产开

业总数的 50%以上 ,亏损额增大了近 50%。这样浪

费了辽宁省的生产要素资源 ,加重了原有企业的经

营困难 ,强化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消费品相对过

剩和生产能力闲置的状态 ,使三次产业不协调状态

更加突出 。

从辽宁省外资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看 ,较多

地流向层次较低的房地产业 、商业等利润较高的产

业 ,对这些产业的产出比重变化发生了一定影响 。

而流向较高层次的通讯 、金融保险 、卫生体育和社会

福利业 、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研和

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较少 ,科教

文卫部门较少(见表 5)。由于商业 、房地产等行业

具备预期效益较好和投资风险小的特点 [ 2] ,已成为

外商投资的热点 ,第三产业内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

状况 ,对辽宁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将产生一定的

消极影响 ,更主要的是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
表 5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在第三产业投资分布 (单位:%)

Tab.5 Liaoningprovincedistributionofdirectforeigninvestmentinthreeindustries(unit%)

行　　业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3.61 1.62 4.58 1.77 2.25 3.75 5.82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26.71 31.55 20.3 21.17 20.56 14.51 11.04

房 地 产 业 42.64 41.07 48.03 56.07 52.2 59.1 63.67

社 会 服 务 业 25.97 19.93 25.03 16.8 19.86 18.81 7.22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003 0.32 1.39 1.72 0.08 0.48 0.23

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 - - - 0.05 0.48 5.27

其 他 行 业 1.07 5.51 0.67 2.47 5 2.87 6.74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辽宁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而得。

　　三 、利用外资调整辽宁东北老工业
基地产业结构的措施

　　引进外资不仅能通过资本供给推动经济增长 ,

而且还能带动技术进步和机制转换 ,调整产业结构 。

因此 ,恰当地引导和调控外资 ,能更好地为辽宁老工

业基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服务 。

(一)引导外资投向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引导外资投向辽宁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

业 、支柱产业和潜导产业 ,将是调整辽宁老工业基地

产业结构的关键 。辽宁省根据经济特点和产业优势

提出建设产业基地 ,即装备制造业基地 、原材料基

地 、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生态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

现代中药和生物制药基地 、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 、钢铁产业基地等 ,其中东北装备制造业是世界少

有国内不多的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辽宁省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发展中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 ,但

仍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传统的科研 、生产基地 ,在国

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 ,围绕几大产业基地

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基地吸引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来辽

宁省投资 ,实现石化 、重大技术装备 、民用飞机和直

升机 、汽车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等生产企业的建设改

造 ,优化产品结构 ,成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最佳

选择 。

(二)引导外资投向第三产业

就目前而言 ,辽宁省第三产业外商投资主要集

中于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商业零售业等劳动密集

型行业。按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辽宁省应加快第三

产业发展速度 ,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 ,这不仅是适

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兑现入世承诺的需要 ,更是调

整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结构演进 ,提高经济整体实力

的必要举措。应稳步增加外商对商业 、旅游业 、仓储

业 、社会服务业 、餐饮等行业的投资。增加就业机

会 ,保持社会安定。同时 ,要加大外资对教育事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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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 、金融保险业 、信息咨询业等各类技术服务

业和基础行业的投资 。

(三)利用外资改造国有企业

辽宁省是全国国有企业最多的地区之一 ,辽宁

省国有企业分布的行业比较广泛 ,主要分布于传统

的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 ,因此 ,国有企业改革成败事

关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兴衰。截至 2004年底 ,辽宁省

利用外资改造国有企业 2 200家 ,其中 ,国有大中型

企业嫁接改造 735家(在主导产品和主要生产线上

利用外资改造的近 400家)利用外资 46亿美元 ,相

应拉动中方 54亿美元投资 ,涉及石化 、冶金 、电子 、

机械 、建材 、轻工 、纺织 、医药等行业。辽宁省国有企

业以厂房 、场地和设备作价出资 ,共盘活了 450亿元

人民币的存量资产 ,但仍仅占辽宁省国有资产存量

的 1 /10。因此 ,必须把利用外资嫁接改革国有企业

作为经济结构调整 、推进产业结构演进的战略重点 ,

摆脱国有企业经营不善 ,市场萎缩的局面 ,促进国有

企业的资产重组 ,盘活存量资产 ,使国有资产获得保

值增值 ,优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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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countriesespeciallyJapanandsomenewdevelopingindustrialcountriesandareasavailedforeign

fundstoimproveindustrialstructuresandtoenhancetherapidprogressofeconomy.Theirexperiencesshowed:In-

dustrialstructuresoflaggingnationscan'tdeviatefromthegooduseofforeign-investmentandadvancedtechnolo-

gy.IntheadjustmentontheindustrialstructureintheoldLiaoningindustrialbase, Foreign-investmentcannot

onlyimprovetheindustrialconcentrationofmachinery, enhancedevelopinglevelofthetertiaryindustry, butalso

upgradetheindustrialstructure.Atthesametime, foreign-investmentinevitablyhassomenegativeinfluences,

suchaswidenthedevi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 anddeepenthegapamongthethirdindustry, withinthethird

industriesforeignfundsinvestedinland-housedevelopingandrestaurantbusinesses, lowertheimprovementofin-

dustrialstructure.So, usingforeignfundsaccordingtotheadjustmentdirectionofLiaoningindustrialstructureand

itsdevelopingrule, toguideforeignfundstoinvestinadvantageousmainindustries, thethirdindustryandtocom-

binetheforeignfundswithnationalenterprisestomakethefulluseofnationalassetsarethekeystrategiestoim-

provetheindustrialstructureinLiaoningprovince.

KeyWords:Adjustmentontheindustrialstructure;Liaoningoldindustrialbase;availForeign-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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