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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与对策
＊

○　向　君

(兰州商学院 经贸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 为加大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 ,推动甘肃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本文就甘肃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 以寻求加快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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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facilitatedirectforeigninvestmentinGansuProvinceandtherebypromotethedevelopment

ofexport-orientedeconomyoftheprovince, thispaperoffersanin-depthanalysisofthepresentsituation

andexistingproblemsconcerningtheattractionanduseofdirectforeigninvestmentbyGansuProvince,

withtheviewofseekingmoreeffectivewaystospeeduptheattractionofforeign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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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位居古 “丝绸之路”要道 ,是我国历史上对
外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 ,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贸易
往来的重要通道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长期以来甘
肃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基本上是在一个以内贸
为主 、自求平衡的半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中运行 。改
革开放以来 ,外资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日益
扩大 ,已成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截止到
2004年 6月底 , 全省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1 770家 ,投资总额达 38亿美元 ,合同金额 18.5亿
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8亿美元。但是 ,甘肃在吸引外
商直接投资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就此入手 ,
分析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问题的原因 ,寻找
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措施 。

一 、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及问题

　　1980年甘肃始有外商直接投资 ,但仅有 155万

美元的投资规模 。到 1985年 ,外商直接投资达 297

万美元 ,几乎是 1980年的 1倍多 。到 1988年 ,外商
直接投资达 1 620万美元 ,比 1985年增长了 4.45
倍。到 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 14 940万美元 ,其
后除 1994年为 8 434万美元外 ,其余年份均有大幅
度增长。但从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以后 ,甘
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下降 , 2000年情况略有好
转但增幅较小 , 2002年又呈现下降之势 。总的来
说 ,外商直接投资在甘肃近年来呈回落态势。其现
状和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

(一)外商投资的主体较少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大量外商开始

把注意力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向了充满潜力的西

部地区 ,并陆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商进入了甘
肃。但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 ,由于资金来源渠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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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等原因 ,投资主体仍较单一 。截至 2002年底共

有 3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经济组织 、个人到甘肃
省投资兴办三资企业(见表 1)。

表 1　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分国别(地区)前十位
单位:万美元

国别
地区 项目数

占比率
(%) 总投资 外资额

占比率
(%)

1 香港 859 50 142 405 70 210 46

2 美国 204 12 82 130 33 744 22

3 台湾省 203 12 16 879 8 800 6

4 韩国 29 1.7 13 047 5 536 3.6

5 澳大利亚 40 2.4 8 105 5 013 3.3

6 英国 10 0.5 7 789 3 540 2.3

7 澳门 39 2.3 5 133 3 210 2.1

8 泰国 39 2.3 6 084 3 003 2

9 加拿大 36 2.1 11 277 2 766 1.8

10 新加坡 39 2.3 6 816 2 524 1.6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年鉴(2002年)数据计算所得。

(二)外商投资的区域结构分布不均
从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来看 ,甘肃各地区也很

不均衡 。从表 2可见 ,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兰
州市 ,兰州市的外商投资企业占全省外商投资企业
总数的 80%以上;其他地区虽均有分布 ,但数量较
少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甘肃省大多数地区
的地貌地形及气候条件复杂 ,使得交通条件差 ,通讯
设施和手段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信息流通不畅 。而
兰州交通条件相对较好 ,通讯设施与技术能够满足
投资的需求 ,总体上投资条件较其他地区优越 。

表 2　甘肃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截止到 2003年 9月)

单位:万美元

地区
项目
(个)

所占比
重(%)

合同外
资额

所占比
重(%)

实际利
用外资额

所占比
重(%)

兰州 1 230 83 99 044 87 48 276 89.4

武威 34 2.29 3 837 3.37 189 0.35

天水 33 2.22 1 298 1.14

白银 28 1.85 1 719 1.51 961 1.78

金昌 27 1.77 2 061 1.81 2 754 5.1

酒泉 21 1.33 1 059 0.93 157 0.29

张掖 19 1.18 1 765 1.55 459 0.85

庆阳 18 1.11 1 275 1.12 383 0.71

临夏 18 1.11 546 0.48 151 0.28

定西 17 1.03 831 0.73 405 0.75

平凉 15 1.03 626 0.55 178 0.33

嘉峪关 9 0.51 524 0.46 87 0.02

甘南 7 0.44 387 0.34

陇南 16 1.04 444 0.39

合计 1 492 113 844 54 000

　　资料来源:甘肃省外经贸厅有关统计数据。

(三)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失衡
来甘肃投资的外商分别来自 44个国家和地区 ,

项目涉及工业 、农业 、饮食服务等多个领域 ,行业分

布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一是制造业
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 。这在全国来说是一个基本
趋势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甘肃还有一定差距
(见表 3),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二是甘肃利用
自身资源方面的优势 ,在电力 、煤电等行业吸引了大
量外资;此外 ,外商在甘肃的建筑业 、房地产业方面
也相对有着较大规模的投资 。但总体上看 ,大型财
团 、跨国公司来甘肃投资参股的较少 ,投资分散 、零
碎 ,形不成集团力量 ,竞争力受到限制。国际资本在
甘肃的投资项目大都是中小型项目 ,多数项目投资
额小于 50万美元 ,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仅为 70

万美元左右 ,远低于全国单项平均投资 180万美元

的水平。在行业分布上 ,投资领域主要是一些劳动
密集型和能源开发型的加工项目 ,高新技术产业领
域的投资较少 ,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 、保险 、交通 、通
讯 、旅游 、教育 、文化 、卫生 、体育等领域的投资较少。
同时 ,由于外商投资的短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
也影响到企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外资在国有
企业的改组 、改造 、改制方面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
用。

表 3　外商投资行业分布(2002年)　　单位:万美元

全国 甘肃

制造业 69.77 43.5

电力 、煤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2.61 21.4

建筑业 1.34 5.1

房地产业 10.74 13.6

社会服务业 5.58 10.3

农林牧渔业 1.95 1.68

　　资料来源:甘肃省外经贸厅有关统计数据。

(四)外商投资的方式结构单一
到目前为止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虽已基本形成

了对外借款和吸引外资相结合的格局 ,但仍处于初
级阶段。西部 12省区中 ,有 5个省区是以间接利用

外资为主 ,外商直接投资中以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
中外合作为主要方式 ,其他方式所占比例较小。有
利于石油 、天然气勘探和开采的 “合作开发 ”方式 ,
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的 BOT方式 ,都较少采用。在
间接投资方式中 ,各种基金和股权以及期货投资和
期权投资 ,或是没有建立起来 ,或是运行效率低下。
同时又由于西部地区在对外借款和吸引外商投资中

存在着资金不到位的现象 ,且大量的对外借款容易
使本身缺乏资金动力的西部地区背上沉重包袱 ,从
而影响到西部地区引资的进一步扩大 ,达不到利用
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目的。

在甘肃 , 就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 , 2001年和
2002年分别为 20 558万美元和 22 620万美元 ,其
中对外借款和外商投资分别占 36.2%和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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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甘肃吸引外资的方式还停留在较低的层
次 ,尚未完成招商引资的第一次战略性转变 。在目
前国际资本大流通的背景下 ,甘肃要强化吸引外商
投资的力度 ,就必须在招商引资的方式上实现跨越

式发展 。
就外商投资方式来看 ,甘肃在利用外资上仍限

于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外商独资三种基本形式 ,这
三种形式占了引资方式的 95%以上 ,外商投资股份
公司等方式在甘肃还没有开展。同时 ,在三种形式
中 ,中外合资经营的比重最大 ,中外合作的比重最
小 ,这也说明甘肃通过参股 、合作 、联营等多种形式
吸引外资 ,共同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提高产品质量
和技术档次的能力还相当有限 。

表 4　甘肃省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结构　　单位:万美元

外商投资方式 项目数
(个)

所占比
重(%)

合同
外资额

所占比
重(%)

实际利
用外资额

所占比
重(%)

中外合资经营 949 63.6 72 860 64 34 240.5 61

中外合作经营 65 4.4 4 554 4 2 370.9 5.6

外商独资经营 478 32 36 430 32 17 388.6 33.4

合计 1492 100 113 844 100 54 000 100

　　资料来源:甘肃省外经贸厅有关统计数据。

二 、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问
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体制与政策缺乏活力
投资环境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

由于甘肃经济体制转换相对滞后 ,政府主导型经济
发展模式明显 ,行政干预比较突出 ,政府管理范围和

权限缺乏明确界定 ,项目审批环节繁琐等问题没有
得到彻底解决 ,无形中增大了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
和风险 。同时引进外资的宏观管理政策不力和滞
后 ,保障外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很健全 ,比如 ,投资领
域开放度 、透明度低;各地盲目出台地区优惠政策来
取代国家的产业优惠政策 ,使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
不合理 ,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多 ,技术密集型产业项
目少;很多领域受到人为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 ,也影
响到外资的流入和投向。而且 ,由于政策实施的经
济社会背景和运行空间差异严重 ,也造成了政策效
果的差异。虽然甘肃省和其他区域省份一样 ,在税

收 、进口设备免税 、劳动用工 、土地管理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 ,就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 ,和其他省份
没有太大的差别 ,甚至更加优惠 ,但政策效果并不明
显 。

(二)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甘肃和整个西部地区一样 ,总体经济规模有限 ,

经济基础薄弱 ,人均收入水平低 ,城市化水平只有
30%左右。 2002年全省 GDP为 1 161.4亿元 ,排在
全国倒数第五位 ,人均 GDP只有 4 493元 ,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 5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全国倒数第

五位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倒数第六位 ,农民
人均纯收入则排在全国倒数第一位。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总体规模狭小 ,布局极不
均衡 ,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 。

(三)文化差异的影响和约束
长期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拓创新意识一直

强于内地 ,文化意识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市场意
识兼容并蓄 ,使东部地区很快从商品经济的思维定
势中解脱出来 ,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力 ,推动着市
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甘肃地处西北内陆 ,长期
以来由于民族众多 ,宗教信仰各异 ,文化传统上相对
具有很强的凝固性和封闭性 ,带有浓厚的农业文化
气息 ,具有典型的 “黄土板结文化 ”的特征 。这种文
化思维方式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表现为因循守旧 、
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封闭落后 ,缺乏市场意识 ,不愿
承担风险 ,没有创造性思维与开拓精神 ,这一文化思
维定势也影响了外资进入后文化的相互融合 。

(四)劳动力资源素质低下的限制
虽然甘肃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 ,是吸引外

资的一个显著优势之一 ,但由于教育基础薄弱 ,人才
培养环境较差 ,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 ,技术
熟练程度远不及东部平均水平 ,无法满足外资企业
对具有较高素质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大量劳
动力外流 ,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甘肃外商投资发
展水平。

三 、甘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措施
选择

(一)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1.转变政府职能 ,强化服务意识。为外商创造

一个可以按照国际惯例投资 、管理 、经营的环境 ,坚
持公正 、公开的办事原则 ,主动协调 、密切配合 、简化
工作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 ,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的指
导 、协调 、管理 、监督和服务工作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
重点项目要实行跟踪服务和项目责任人制度 。要协
同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 ,协商解
决外商投资企业在建设 、生产 、经营中存在的有关问
题 ,解决纠纷和矛盾 。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要紧紧抓住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机遇和国家为西部开发

提供的宽松的政策环境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积极
改善交通 、水利 、能源 、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
积极培育发展以西陇海兰新线甘肃段为轴线的区域

经济带 ,以兰州市为中心 ,以天水 、白银 、武威 、金昌 、
张掖 、酒泉 、嘉峪关等城市为基点 ,依托铁路 、公路交
通干线 ,形成多个相互关联 、协调配套 、辐射周边的
区域性经济 、交通 、物流 、金融 、信息 、技术和人才中
心 ,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基础设施建设和生
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为外商提供一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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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对完善 、条件基本具备 、市场比较乐观的投资发
展环境 。

3.加强外商投资法规建设 。就东部地区而言 ,
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 ,使得其以劳动密集型
为特征的初加工产业的竞争优势已逐步减弱。然而
西部地区却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对较大的潜

在市场 ,对国外投资者具有巨大吸引力。在这种情
形下 ,必需通过法律手段对外商投资行为和政府管
理行为进行规范 ,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保证各项
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 ,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活动沿着法制的轨道有序进行 。要根据甘肃省的实
际情况制定切合甘肃省实际的地方性法规 ,严格执
法 ,保障外商的合法权益。

(二)转变利用外资的思路
1.实现引资的重点由弥补 “资金 ”缺口向弥补

“技术”缺口的转换。重点瞄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 ,
吸引他们进来建立产业基地 、研究和开发中心 ,与省
内企业 、科研院所联合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产业 ,并同
甘肃的市场资源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结合 ,使甘
肃省的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 ,
同时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对区域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扩

散作用 ,提升产业结构 ,促使甘肃的生产力水平在利
用外资的过程中得到逐步提高 。

2.由单一方式转向多元化方式。近几十年来 ,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 BOT受到普
遍的青睐 ,并被当作一种通用的模式广泛地用于大
型项目建设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我国也早已
运用 BOT模式建成了广东省沙角 B电厂 ,现阶段正
准备将 BOT试点推广到全国 。在我国 BOT大发展
的局面到来之前 ,借鉴各地区不同的 BOT模式的经
验 ,构造适合甘肃省的 BOT模式 ,并确立正确的发
展方向 ,已成为当务之急 。利用外资方式的多元化
是甘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实现渠道 。

3.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甘肃应充分利用
自身条件 ,外引内联 ,通过制定新的投资政策和更加
优惠的措施吸引外商投资 ,并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和
范围。除国家产业政策明令禁止的以外 ,省内所有
行业领域应一律向外资开放。制定具体措施和相关
的管理办法 ,重点加快供水 、供热 、供气 、污水及垃圾
处理等行业引进外资 ,利用各类国外贷款发展城市
公用事业;对保险 、电信 、外贸 、旅游 、商业 、教育 、医
疗 、运输等服务领域进行利用外资的试点工作;积极
吸引外资银行来我省设立分支机构。

(三)引导外资参与企业改组和产业整合
1.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 、

市场状况和经济发展需要 ,有重点地采用鼓励政策

和措施引导外商投资。对基础设施 、农林水利和生
态环保类投资项目 ,可给予扩大经营范围等优惠。
根据我国入世承诺 ,有步骤地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的
国民待遇 。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各
项政策措施 ,加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支持力度 。

2.引导外资参与省内国有企业的改组与产业
整合 。在坚持以技术为核心的前提下 ,应充分发挥
外资经营机制灵活 、运行效率比较高的优势 ,通过以
市场换资金 、股权筹资金 、经营权融资金等手段 ,积
极利用外资改组现有国有企业 ,加快国有企业资本
结构多元化和经营机制转换 。特别鼓励有核心技术
和主导产品的外资企业 ,通过整体或参股并购等手
段 ,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并通过这些跨国公司的
生产和销售网络 ,帮助省内企业加快跨入国际市场 ,
进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圈。

(四)拓宽筹资渠道
积极利用国外各种资金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

内容 。一是认真贯彻国家各项利用外资的政策 ,抓
住国家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有利时机 ,逐
步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 ,简化审批手续;二是
地方政府要选择好投资产业和项目 ,促进外资投向
的合理化 。对于那些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 ,且不
能直接创汇的基础性的开发项目应多争取引进外国

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无息或低息贷款 。对投资周
期短 ,创汇有保证的短线产品的设备引进 ,应考虑选
用国外商业贷款和信贷资金 。对于技术改造项目 ,
应当多安排使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
款 ,同时要提高对项目运作的管理能力 ,做好跟进服
务 ,督促企业按时还本付息;三是广开筹资渠道 ,利
用国际互联网络 、多边合作框架和委托代理招商等
方式积极组织外国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
国际商业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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