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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政策意涵 

第一節  結論 

2001 年 1 月 1 日，中國大陸政府提出「西部大開發」區域發展政策，

期能撫平目前中國大陸區域發展不均衡的差距，希望藉此一舉改善西部發

展上的弱勢。西部地區能否脫離落後狀態，其中關鍵即在於是否能夠吸引

外商至當地投資。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外商投資西部的決定性因素，

並以此來評估西部大開發政策之成效。 

透過 1997 年至 2005 年外商對中國大陸西部地區投資的追蹤資料，搭

配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這段期間西部地區並沒有

獲得更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儘管至中國大陸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不斷地在

持續增加，中國大陸政府也提出了多項政策提升西部地區的條件增加對外

商的誘因，不過西部大開發政策似乎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在缺乏外商直

接投資的情況下，西部地區欲透過資金健全市場、進ㄧ步弭平和東部地區

的差距，可能靠現有的政策並不足夠，還有許多問題亟待克服。 

從實證結果顯示，在這段期間內，影響外商至西部進行投資的決定性

因素有四，分別為相對工資率、基礎建設、礦產資源，以及開放程度。至

西部地區各省市投資的外商主要目的是著眼於西部地區豐富的礦產資

源。這些遙赴中國大陸偏遠西部省份投資的外商並非基於降低成本的因

素，至西部地區利用當地的廉價勞動力。反而是相對工資較高的省市，顯

示其具有較良好的技術水準，輔以交通便捷、基礎建設完善優勢，較有助

於外國投資者利用當地的豐富礦產資源，因此這些省份能吸引到較多的外

商投資。此外，西部地區由於地處內陸，與外界在經濟貿易上的交流較不

易，在國際貿易上的影響力也較弱。因此，相較於其他省市，在外資方面

開放程度越高者，越具有競爭力吸引外商至當地進行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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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利用多種統計量進行實證模型正確性之檢定，以確認本文

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本文模型和估計結果分別實施 RESET 檢定、自我相

關檢定和 LM 檢定。檢定的結果發現，本文實證模型並無法被證明為設定

錯誤，而且並不存在自我相關和共線性的問題。因此，本文在實證模型中

所獲得的研究結論，具有相當的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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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意涵 

ㄧ、平衡東西部區域經濟差距仍待努力 

中國大陸內部經濟發展不平衡的現象，主要是表現在中國大陸各區域

之間的差距。為此，中國大陸政府在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實施「西部大開

發」。由於西部地區在各方面發展皆不及東部地區，因此這項政策所涵蓋

範圍極廣，直接介入性質的政策和間接介入性質的政策皆包含在內，希望

透過政策一舉改善西部目前發展上的弱勢，平衡過去以非均衡區域發展做

為策略，換取經濟持續高度成長所產生的區域落後問題。根據經濟發展理

論，充足的資本得以讓市場得到發展。若西部地區能透過吸引外國投資注

入市場，便能促進西部地區的市場發展。西部大開發政策所切入之角度是

否能提高外商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額，是本文觀察政策是否切中西部所需的

關鍵，而這也將是中國大陸是否能解決東西部區域經濟差距問題的觀察重

點。 

 根據實證模型的結果，吸引外商至西部進行投資的決定性因素為相對

工資率、基礎建設、礦產資源，以及外資開放程度。其他的變數如市場大

小、勞動力素質、國營企業比重、中央移轉性支付比例以及優惠政策等，

皆未有顯著影響；且外商直接投資未有隨著時間而增加的趨勢。此結果顯

示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其中或有切中外商投資西部的重點，但總體而

言，西部大開發政策並未成功地提升西部省市對外來投資者投入更多資金

的吸引力。 

 就實證結果中各項變數之表現與現行政策相對應之關係來探討，可對

中國大陸政府提出數點政策建議，分述如下： 

(一) 提升技術水準 

西部大開發政策在發展科技教育方面提出增加教育投入，以提升各級

教育體系水準。但與本文實證結果相對照，以教育經費占各省生產總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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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勞動力素質變數，其對外商投資數額的增減並無顯著影響。此代

表，以增加教育經費的方式提升教育水準對一省市的發展或有其他幫助，

但對外商而言，以此種方式促使勞動力素質的提升並非影響其進入西部投

資的關鍵因素。相較於勞動力素質，外商更注重的是生產技術的良莠，儘

管具有較高生產技術的省份其相對工資也較高，但比起前者，根據實證結

果顯示，逕赴西部地區投資的外商願意付出較高的生產成本以取得較高的

生產技術支持。因此對於西部地區政府來說，在有限的政府預算之下，將

經費的配置重點置於提升一省的產業技術水準方面，對於外來投資數額增

加上可能會較有效益。 

(二) 提高對外資開放程度 

自 2001 年起，西部地區省市配合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各省相繼

推行各項優惠政策，其中包含對特定產業、企業實行減稅、免徵等賦稅政

策、簡化投資項目審批程序等，以利改善投資環境。但是根據實證結果顯

示，這類型優惠政策並未對外商的投資決策有顯著的影響。相對地，一省

市的外資開放程度高低才是影響外商投資的關鍵點。因此，西部大開發在

貿易方面的政策，如擴大企業對外貿易經營自主權、實行優惠邊境貿易政

策，並與周邊國家區域經濟進行技術合作，推動地區協作與支援等，對於

增加一省市的外資開放程度有實質效果的政策，對於外商而言，可能較具

有吸引力。 

(三) 中國大陸中央政府應以間接性政策扶助地方市場發展 

 中國大陸政府面對內部區域差距問題一向以政策介入的方式，希望西

部地區經濟發展不佳的情況能夠獲得改善，而其中的政策可分為直接性的

與間接性的政策兩個面向。前者是基於地區差距是因國家政策造成的而提

出的作法，例如透過調整中央財政移轉性支付的數額，對地方經濟進行扶

助，直皆介入各地區的發展。後者則基於傾向支持地區差距是因市場發育

不完善而造成的看法，因此認為透過間接性的政策可以健全市場機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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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差距的問題獲得改善。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中央移轉性支出對於外

商的投資數額的改變並無顯著的影響效果，以此對照前述的說法則得以證

實，直接性的政策介入地區發展對於地區造成影響的影響並不佳，區域不

均衡的發展政策並不是造成區域差距的一個主因，可能影響較大者還是地

區市場發育不完善之故。因此，欲改善西部地區發展落後的狀況，透過如

提高外資開放程度等間接性的政策，還是對地方政府來說，中央政府最適

合的介入方式。 

(四) 善用西部地區優勢 

 根據實證結果，對外商來說，西部地區最具有吸引力的影響因素即當

地豐富的礦產資源。對此，西部大開發政策也提出相應的多項措施，積極

開發運用當地最具有競爭力的優勢—礦產資源。不過西部地區也同時具有

一個讓外來投資者卻步的原因—地處偏遠、交通不便，造成生產成本提

高。因此，交通的易達性程度也成為影響外商投資與否的重要考慮因素。

中國大陸政府認知到西部地區的交通運輸問題，因此在西部大開發政策中

也特別強調改善各路交通運輸狀況，提出鋪設鐵路、公路和增建機場等重

大建設方案。中國大陸政府在這方面的對症下藥切中了西部地區所需，以

增進地方基礎建設改善交通環境，使當地的礦產資源能妥善地運用，吸引

更多的外商至當地投資，為地方引入更多資金，進而促使當地市場發育完

善，達到平衡東西部地區的不平衡發展狀況的目標。 

二、對台灣的意義 

   在外商至中國大陸總投資增加速度高速成長的情況之下，西部地區所

吸引到的外資雖有微幅增長，但所佔份額卻呈現下降的趨勢，此對台商而

言，表示以西部地區作為投資標的可能並非理想的選擇。尤其以台灣赴陸

投資佔最大比例的高科技產業和傳統產業來說，二者分別以人才技術和廉

價勞動力為主要的需求，皆非西部地區所具有的優勢條件，赴西部地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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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投資更非台商之首要選擇了。不過就總體而言，依據本文以所有進入中

國大陸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為研究對象所做的分析結果顯示，得到的結果是

全世界外商投資西部地區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是相對工資率、基礎建設、礦

產資源，以及外資開放程度四者，此項結論對近年來逐年增加赴陸投資的

台商來說，也可作為其在考慮進入西部地區投資與否時，決策上的判準依

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