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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东道国角度来看，称为外商直接投资或外国直接投资。下文在阐述我国利用 FDI时，即指此意。现阶段并购是 FDI的一种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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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导致产业被外资控制的产业安全问题近几年来受到高度关注，尤其
是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装备制造业。本文利用 1998 － 2008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选取外资市
场控制率、外资股权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和主要企业受外资控制率 4 个指标，从产业控制力角度考察
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问题，发现外资对装备制造业产业控制力影响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强
内资装备制造业产业控制力、保障产业安全的主要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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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① 与对外间接投资 ( 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FII)

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对所投资企业具有控制力。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当一个产业尤其是重要产业如装备
制造业利用 FDI较多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该产业在多大程度上被外资所控制? 产业安全性如何?

装备制造业又称装备工业，主要是指资本品制造业，是为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而
制造各种技术装备的产业总称。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产品范围包括机械、电子和兵器工业中的投资
类制成品，分属于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设备及器
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7 大类。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会对一国国防建设及其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和军
事地位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深人，注入我国装备制造业的 FDI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并且这些 FDI对我国
装备制造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 FDI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工艺，促进了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改变了装备制造业的市场格局，给装备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最终将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推动装
备制造业的产业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些逐渐增加的 FDI也不可避免地给装备制造业带来了一些产业安全隐
患。如 FDI在给我国带来新技术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内资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使我国与他
国间的技术差距逐渐加大，最终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目前，在我国装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的总体
竞争力高于内资企业。这从表面上看，外资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然而实际上，外资的进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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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挤出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抑制了一部分内资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设备的基础性产业，它的产业安全关系到整个
国家的发展，甚至经济安全。所以，需要对装备制造业进行动态的产业安全评价。

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包括产业国内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和产业控制力等 4 个一级指
标 ( 李孟刚，2006)，其中产业控制力是产业是否安全的最为重要的外在表象 ( 王苏生等，2008 )，是实现产业安
全的关键性因素 ( 赵元铭，2008)。由于装备制造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其产业控制力要比一般产业
在产业安全评价中更为重要。本文从产业控制力角度分析 FDI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产业控制力是指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东道国产业控制力的削弱能力和由此影响产业
安全的程度 ( 李孟刚，2006 )，其实质是外资产业控制力和东道国产业控制力两种力量的对决能力 ( 李孟刚，

2006)。根据产业控制力评价体系以及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王苏生等 ( 2008 ) 选取的外资
市场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外资股权控制率和主要企业受外资控制情况等 4 个指标对中国装备制造业
的产业控制力进行分析。王苏生等人在采用以上指标进行分析时，外资市场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和重
要企业受外资控制情况都只有一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外资股权控制率是 2000 － 2005 年 “制造业” ( 不是
装备制造业) 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用一个年份的截面数据进行判断，结论的可靠性不够强，也无法看
出变化趋势; 用“制造业”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不能说明装备制造业的情况及其 7 个细分行业各个行业
的具体情况。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1999 － 2009) 和
《2009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装备制造业外资 ( 包括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 产业控制力进行分析。

二、外资市场控制分析
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对东道国市场的控制。21 世纪以来外商为了实

现这一目的，加强了产业内并购，谋求在产业内的垄断地位 ( 祝年贵，2003)。分析 FDI 对我国产业市场的控
制程度，可用外资市场控制率指标。该指标反映国内产业市场外资控制企业的程度，用外资控制企业市场
份额与国内产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市场控制率越高，产业安全受影响的程度越大。

在实际计算时，笔者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和 《2009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
装备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和与该产业总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百分比表示 ( 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最高，
自 2004 年以来超过了 80% ; 其次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自 2002 年以来超过了 60%，
只有 2008 年略低于 60% ; 排第三位的是在 1998 － 2002 年是金属制品业，在 2003 － 2008 年是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是 30%，而在装备制造业 7 个产业中，只有通用设备
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低于这个标准，其他 5 个产业 2000 － 2007 年均高于 30%，而且装备制造业总体
自 2004 年以来也超过了 50%。虽然说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仍属于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较高的外资市场控
制率并不代表外资垄断了市场 ( 王苏生等，2008)，但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连续 4 年高
达 80%以上的市场控制率，值得关注。另外，从表 1 还可以看出，从 7 大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总体综合
来看，除了金属制品业，外资市场占有率都是上升的;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 11 年间上升约 20 个百分点。

表 1 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 (%)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JSZP 35. 67 35. 53 39. 27 36. 85 37. 16 36. 05 37. 76 36. 90 35. 38 34. 78 30. 50

TYSB 19. 47 20. 75 21. 90 22. 58 24. 02 25. 49 29. 52 28. 44 27. 81 28. 17 25. 83

ZYSB 13. 74 14. 36 16. 05 18. 87 20. 25 20. 89 25. 96 24. 62 26. 90 27. 77 27. 25

JTYS 26. 48 29. 57 30. 85 32. 71 32. 57 40. 41 42. 63 43. 31 46. 89 46. 22 45. 55

DQJX 29. 73 32. 23 33. 86 33. 79 33. 57 35. 93 38. 85 37. 99 37. 69 37. 28 3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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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TXSB 63. 87 69. 49 72. 21 74. 14 73. 92 78. 27 83. 30 83. 53 82. 06 83. 58 81. 05

YQYB 59. 23 57. 33 57. 48 59. 64 62. 65 68. 37 68. 94 66. 99 65. 72 63. 55 58. 01

合计 36. 22 39. 91 42. 99 44. 74 44. 93 49. 51 53. 39 52. 81 52. 31 51. 40 57. 58

注: “JSZP、TYSB、ZYSB、JTYS、DQJX、TXSB、YQYB”分别为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前四个字的首字母，分别
代表这 7 个产业，表 2 － 5 同此。

资料来源: 1998 － 2007 年数据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08 年数据根据《2009 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计算得出。

三、外资技术控制分析
对外商而言，保持技术垄断性比市场更重要 ( 祝年贵，2003)。尽管我国国内关于中国的 FDI 技术溢出效

应文献绝大多数发现了我国正向的 FDI技术外溢效应，但是在明确考虑制度变迁效应的情况下，我国 FDI
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我国近 30 年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特
别是民营经济的成长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明显促进作用，以及外资企业其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 郑秀君，

2006)。所以，FDI在技术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技术的控制。德国博世并购江苏威孚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虽然合资后“企业经营状况非常好，一举弥补了国内欧三、欧四标准的电喷产品的空白，产品供不
应求，预计今年销售将超过 60 亿” ( 蒋姮，2008)，但是 “合资公司不但没有如中方期望的那样进行电喷技
术攻关，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开发活动，主要由博世在汽油燃油喷射系统领域向合资企业提供 EV6 的技术
许可……已经可以谋取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甚至不再愿意允许中国企业保持对引进技术进行学习的控制
权”( 王苏生等，2008)。事实上，考虑到我国 FDI 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 蒋殿春和张宇，2008 )，由外方控制核
心技术的“国际收支”中“中国居民”意义上的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若不考虑其提供的就业、税收和
污染，只从技术的掌握角度考虑，与进口没有什么差别。

从技术角度反映外资对国内产业控制情况的指标是外资技术控制率。单个企业的外资技术控制率与国
产化率之和为 1。因而，可以首先通过国产化率计算单个企业的外资技术控制率，然后将单个企业的外资
技术控制率按产值加权平均，即可计算出产业的外资技术控制率。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用装备制造业大中
型外资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占大中型企业总体的百分比表示外资技术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越高，产业
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越大。

从表 2 可以看出: 总体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例最高，其次是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并排第三位。

表 2 装备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外资技术控制率 (%)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JSZP 14. 58 23. 08 5. 73 35. 29 18. 97 3. 69 41. 52 17. 51 26. 72 31. 04 24. 28

TYSB 5. 58 3. 80 13. 24 24. 71 28. 03 25. 16 29. 88 17. 82 20. 92 18. 82 17. 04

ZYSB 11. 6 14. 83 3. 47 4. 61 7. 07 11. 16 18. 39 6. 74 8. 41 14. 20 21. 73

JTYS 2. 88 11. 58 16. 58 7. 57 19. 33 18. 80 37. 21 14. 69 16. 65 21. 15 14. 41

DQJX 7. 76 10. 49 50. 00 13. 75 38. 72 46. 43 54. 19 51. 41 31. 09 42. 62 35. 92

TXSB 9. 47 25. 19 34. 64 24. 92 30. 77 47. 79 55. 89 31. 16 55. 23 56. 30 38. 92

YQYB 25. 81 15. 69 18. 18 48. 46 18. 92 24. 86 95. 93 31. 61 26. 99 23. 60 24. 63

合计 8. 02 13. 18 22. 96 18. 08 25. 92 27. 70 44. 30 30. 10 33. 43 41. 39 29. 99

注: 1998 － 1999 年因为缺乏“发明专利数”，表中的“发明专利”数据为相应的“专利授权”数据; 2008 年数据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据。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1999 － 2009)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四、外资股权控制分析
外资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的策略往往是先与国内重要企业合资，利用转移价格，提高由其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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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 ( 如原材料) 价格，造成合资企业亏损的局面，然后再提出“增资扩股”。中方因缺乏资金，外资
股权占比提高，获得绝对控股权，甚至于变成外资独资企业。

外资股权控制率是从股权角度反映外资对国内产业控制的程度。本文 1998 － 2008 年数据用 《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中装备制造业七大行业的“外商资本”加 “港澳台资本”之和与 “实收资本”① 和的百
分比表示; 2008 年数据用《2009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三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
益之比表示 ( 见表 3) 。

表 3 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外资企业股权控制率 (%)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JSZP 38. 27 38. 08 39. 62 40. 13 41. 06 38. 86 37. 91 39. 14 39. 22 39. 33 37. 31

TYSB 21. 86 22. 75 23. 39 25. 93 25. 65 26. 58 28. 73 30. 84 30. 71 31. 07 32. 59

ZYSB 12. 95 13. 56 14. 03 15. 28 15. 67 17. 10 24. 86 26. 89 29. 18 32. 44 31. 66

JTYS 19. 32 21. 21 21. 24 21. 75 20. 74 22. 50 25. 07 25. 75 30. 50 32. 31 42. 27

DQJX 31. 11 33. 06 32. 36 35. 02 35. 92 37. 25 38. 88 39. 64 39. 60 40. 61 36. 55

TXSB 46. 92 46. 26 49. 64 51. 25 53. 46 57. 88 62. 16 67. 70 69. 26 70. 41 68. 41

YQYB 37. 07 37. 44 38. 47 38. 32 40. 20 46. 54 48. 08 47. 41 50. 13 48. 60 44. 76

合计 28. 67 29. 08 30. 22 31. 90 32. 52 35. 49 38. 81 41. 61 43. 32 44. 57 44. 12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和《2009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从表 3 可以看出: ( 1) 7 个产业在 2004 － 2008 年外资股权控制率全部超过 20%，，而且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 2001 － 2008 年外资股权控制率超过 50%。一般来讲，单个企业外资股权份
额超过 20%即达到对企业的相对控制，超过 50%即达到对企业的绝对控制 ( 王苏生等，2008)。套用上述企业
控制标准，这表明外资已对装备制造业达到了相对控制的程度。 ( 2) 外资股权控制率排在前两位的是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之后在 1998 － 2003 年是
金属制品业，在 2004 － 2008 年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需要指出，即使在外资没有获得绝对控制权的产业、企业，外方也可能具有实际控制力。景玉琴
( 2006) 提供了例子。上汽大众 51%绝对控股的合资股权构架，成为中国汽车界股权构架的标准模式，但
即使是改动桑塔纳轿车的一个门把手，也必须经德方同意。四川韵律公司控股 73%，与百事公司合资多
年，百事公司提出终止合作合同，终止浓缩液供应协议和商标许可证合同，提供了一个核心技术与股权谁
说了算的经典案例。国家产业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已经无法完全体现在股权控制上，也不在于产业的庞大
和产业的属地，而在于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掌握在谁的手中。

五、主要企业受外资控制情况
因为装备制造业中龙头企业 ( 主要企业) 的各项经济指标在装备制造业的不同行业中都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所以本文考察装备制造业中的主要企业受外资控制的情况，用受外资控制率指标。受外资控制
率为 7 大装备制造业行业各行业主要企业中外资企业总数与该行业主要企业总数的百分比。本文用 《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年) 的数据中的 7 大装备制造业行业和其中的 185 个细分行业中 10 家
主要企业的外资控制情况，说明外资企业对国内装备制造业主要企业的控制程度 ( 见表 4) 。

表 4 反映了这 7 个行业主要企业里外资企业所占比例情况。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在 7 个行业主
要企业中所占比重在 2003 － 2007 年期间全部在 20%以上，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所占比率最高，一直在 50%以上，分别排在第二、三位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也一直在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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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收资本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按投资主体可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
本 ( 见《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中的“统计数据部分指标解释”) 。



表 4 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主要企业受外资控制率 (%)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JSZP 41. 15 40. 38 45. 00 46. 15 47. 31 41. 67 45. 83 42. 92 44. 17 43. 75

TYSB 22. 00 23. 14 25. 43 24. 29 26. 29 28. 18 32. 42 34. 24 36. 06 36. 06

ZYSB 27. 71 15. 83 16. 88 20. 61 22. 04 23. 53 30. 39 31. 57 32. 35 33. 73

JTYS 15. 43 14. 57 15. 71 17. 58 17. 43 24. 07 29. 63 28. 52 33. 70 33. 70

DQJX 40. 33 42. 67 46. 33 48. 33 47. 00 52. 14 52. 50 52. 50 50. 36 53. 21

TXSB 58. 10 61. 50 56. 67 67. 22 56. 19 68. 57 75. 24 74. 29 74. 76 73. 81

YQYB 30. 97 34. 52 34. 52 37. 10 36. 45 47. 20 51. 60 51. 60 51. 60 53. 60

合计 31. 64 29. 82 31. 28 33. 56 33. 30 37. 61 42. 39 42. 39 43. 44 44. 26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1998 － 2007 年)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六、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控制力总体评价与对策
综上所述，从市场控制、技术控制、股权控制和主要企业受外资的控制四个角度，总结外资控制程度

最强的三个行业，如表 5 所示。从表 5 可以看出，总体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资
产业控制程度最高，其次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排在后面的两
个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外资产业控制程度都较高，值得关注。

表 5 装备制造业外资产业控制程度
控制程度 ( 强→弱)

外资市场控制 TXSB YQYB JSZP和 JTYS

外资技术控制 TXSB DQJX YQYB

外资股权控制 TXSB YQYB JSZP和 DQJX

重要企业受外资的控制 TXSB DQJX YQYB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FDI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控制力的影响较大，对产业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
胁。这就需要合理利用外资，使外资充分发挥效用，真正带动内资企业的发展，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控
制力和竞争力。从产业控制力角度探讨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问题，其实质在于强调利用国外资金的
同时，要注重对装备制造业实行与产业竞争力相融合的产业控制，使其健康独立地发展，从而维护装备制
造业的产业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 ( 王苏生等，2008)。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 1) 完善国内制度环境。目前造成产业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制度环境 ( 蒋姮，2008 )。同
样，对于装备制造业来说，如果不改善制度环境，即使再强调国内企业要加大吸收投入和自主研发力度，
引入再多外资，跨国公司带来最先进的尖端技术，这些外资及其技术也很难刺激和带动国内企业的技术发
展，增强内资企业的产业控制力。目前我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歧视性制度仍然存在，这将影响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只有在一个以经济效率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环境中，才能完全解放现有
企业的竞争潜力，不断涌现新的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力量，中国才会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变成一个技术
强国 ( 蒋殿春和张宇，2008)，中国装备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

( 2) 实施差别化的产业引资政策。将装备制造业的 7 大行业和其中的 185 个细分行业进行分类，比
如分为通用类装备、基础类装备、安全保障类装备和高技术关键性装备四类 ( 王广凤和肖春华，2007 )，针对不
同种类的装备制造业，实施差别化的引资政策。

( 3) 在装备制造业产业内加大对外资并购国内主要企业的监控力度。对跨国公司在装备制造业中需
要限制甚至严格控制的行业有针对性地并购我国大型骨干企业，企图取得控制权和垄断市场的行为尤其要
予以关注和限制 ( 王广凤和肖春华，2007)。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实现对外资并购内
资企业的监控，如制订并完善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明确外资跨国并购的产业导向、健全外资并购审查制
度、建立健全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等。 ( 下转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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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M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power. The result shows a full impact on EMI. On the base，it presents
corresponding main countermeasure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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