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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以中國大陸歷年外資統計數據可以發現，外資有集中在某

一些區域，特別是沿海區域的省分。而且，外資在各產業分佈也是呈現對

某一產業有特別集中的情況。但是，單以觀察外資統計數據較難瞭解外資

集中的程度。所以，本文利用第（1）式計算外來投資於中國大陸的吉尼

係數，以分析外來投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各產業分佈不均的程度。再以

第（2）式對吉尼係數加以分解為組間差異與組內差異，進一步瞭解此一

外資在地區間分佈不均的情況，主要是來自於中國大陸七大經濟區域間的

分佈不均，抑或是來自於各經濟區域內各地區的分佈不均。此外，也進一

步分析外資在各產業間投入的差異來源，主要來自於中國大陸三級產業間

分佈的不均衡，或是外資對三級產業內之某些行業特別集中。本節以下，

分別對外資在各地區及各產業分佈不均的情形加以分析。 

 

第一節　 外資在各地區分佈的不均程度 

一、外資在各地區分佈的不均程度 

　  先以整體外資投資額在 30 各地區（省市）的不均程度來看，從

圖 3 可以發現，在 1985～2002 年間外資實際投資金額的吉尼係數，介於

0.65～0.77之間；而外資協議投資金額的吉尼係數，介於 0.62～0.78之間。

在吉尼係數以[0, 1]為範圍限定之下，外資實際投資金額的吉尼係數每年皆

超過 0.65。這樣的數據顯示出在 1985～2002 年間，外資在中國大陸各地

區的分佈有著相當不均衡的狀況。外資協議投資額之吉尼係數變動趨勢背

後所隱藏含意為，外資集中現象與中國政府所實施的總體政策有關，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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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外資實際投資與協議投資吉尼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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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政策的鬆緊對外國投資人在簽訂投資額時的影響相當大。中國在

1985、1988～1989、以及 1993～1994 發生較為明顯的通貨膨脹期間，中

國政府皆採取了緊縮政策。例如，中國在 1993 年因鄧小平「南巡」而產

生經濟過熱的情況，為了降溫朱鎔基也採取了一連串的措施，包括調高利

率、國內金融人事大換血、強行配銷國庫券…等，甚至派團至各地監視緊

縮政策的成果。這些措施讓外資在簽訂協議金額時只集中在特定地區，造

成 1994 年外資協議投資額吉尼係數上升。此外，中國政府在 1999 年實施

寬鬆的總體政策，朱鎔基決定要進一步拓寬消費領域及擴大消費信貸，尤

其在居民住房消費更是要大力的推展。間接必須下放更多的權力給地方政

府，造成 1999 年外資簽訂協議金額在各地區集中程度降低。 

由於外資協議投資金額，有時可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同意投資，條件

滿足之下外資才願意投資。或者，投資者在當時所考慮到的政治環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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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環境、風險、偏好常與後來實際投資的時點不盡相同。1所以，協議的投

資金額充其量只能視為外商投資意願的表達。因此本文以下，主要針對外

資實際投資金額在中國大陸各地區分佈不均的程度加以分析。而協議投資

金額的吉尼係數，主要是當做參考之用。 

    先就外資投資額在中國大陸各地區間分佈不均度的時間趨勢來看，若

依據第二節中將 1985～1991 視為中國大陸吸引外資的第二階段，1992～

1995 視為第三階段，1996～2002 視為第四階段，由圖 3 可以發現，第二

階段的外資投資額的吉尼係數最高。也就是說，外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的

分佈，以第二階段的不均程度最高。在第三階段時，此一分佈不均的情形

有相當程度的改善，最後在第四階段的初期，分佈不均的現象持續改善。

圖 3的變動趨勢表達了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的外資，在中國大陸開放初期

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近年來，以內需導向的外資則必須接近消費市場，必

然不像早期的外資那麼集中於沿海。另外，由圖 3也可觀察出 1985～2002

年間，外資實際投資與協議投資吉尼係數時間趨勢大致上呈現一致的情

形，只有 1999 年呈現相反的情形。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於 1999 年提出「西

部大開發」戰略，導致當年外國投資者對於東部除外的其他地區產生高度

的興趣，以致於 1999 年各地區協議投資吉尼係數降低。 

在 1985～1991 年間中國大陸吸引外資的第二階段，外資投資額在各

地區分佈的不均程度，遠超過以後的階段。這樣的現象，主要是此一時期

為中國大陸吸引外資的初期，採取成立經濟特區與開放了 14 個試點城市

等政策。這使得大量的外資跟隨中國政府開放政策的引導，進入這些特定

開放地區。也使得外資實際投資額的吉尼係數，在此一時期的各年都超過

0.70。當時的外國資金高度集中在這些沿海開放特區及城市，所以中國大

陸內陸與沿海經濟活絡程度呈現兩極化。 

                                                 
1 如果協議的另一方是關聯企業，就會產生自身循環銷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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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二節中可知，自 1992 年鄧小平確立市場開放的決心以後，「沿海、

沿江、沿邊」的三「沿」戰略，較過去重視平衡發展的觀念。在 1995 年

中國大陸鑑於資源、國民所得、投資投入過於偏重東部地區，通過《中共

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 2010 年遠景目標的建

議》，以縮小區域間發展的差距為政策目標。到了「九五」計劃（1996～

2000 年）時期，更強調中、西部地區的發展。2而 1999 年江澤民強調「西

部大開發」戰略的重要性，不僅在 2000 年年初成立「西部開發領導小組」，

而且將「西部大開發」列為施政重點納入「十五」計劃（2001～2005 年）

中。至 2000 年 12 月 27 日發佈《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若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表示中國大陸實施西部大開發戰略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所以，

在 1992～2001 年時期的吉尼係數都比 1985～1991 年時期來得低。 

由此可見，改革開放二十多年來，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重心，有些微

地呈現由沿海經內陸轉移的軌跡，外資投資的地區也有逐漸開始轉移，張

新（1999）也說明了，中國大陸在中西部地區一些大型工程項目對外投標

吸引了外資進入，如三峽工程與二灘水電站。但是，以 1995 年實際金額

的吉尼係數為 0.67，至 2002 年則為 0.69 來看，外資投資不均衡程度不僅

沒有下降，反而有些微上升趨勢。也就是說，上述平衡發展政策的施行，

就目前而言並沒有顯著的效果。這主要是在 1996～2002 年期間，中國大

陸下放部分權利給予各地方政府，讓各地方政府向外商提供各種優惠措施

來引導資金投入，造成外資集中在特定地區。 

雖然，近幾年西部地方的基礎建設、特殊產業已經因外資投入而增加

                                                 
2 1995 年 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
計劃和 2010 年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了指導往後十五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條基本方針，

其中第八條是堅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江澤民在五中全會閉幕時闡述

《正確處理現代化建設中的若干重大關係》中，“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關係”的方針。他進一
步指出：“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今後改革和發展的一項戰略任務。從

「九五」計劃開始，要更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逐步加大解決地區差距繼續擴大趨

勢的力度，積極朝著縮小差距的方向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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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其經濟活力。但是，由徐東、孫寧（2003）的研究中可知道，從 1994

年開始上海、江蘇、福建、山東佔據全中國大陸五成以上的外資投資，以

及殷醒民（2003）利用技術開發人員、技術開發經費、技術改造經費和技

術引進經費等四項指標，計算出上海、廣東、江蘇等東部地區技術開發相

關經費相對比重日益增加之研究，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興起一波高新技術

產業投資的熱潮，技術密集度高的產業更吸納了高額的投資資金進入特定

地區，使得中國大陸外資直接投資結構改變。由此，可推測高科技產業聚

集在東部地區是讓近年來吉尼係數升高的因素之一。而且，尹希果、任毅、

王韌（2003）也認為，近年來東部地區，在技術含量高、附加價值高的行

業中，外資直接投資的數額和比例大大增加，電子與通訊設備製造業、儀

器儀表行業、醫藥工業、化學工業、電器設備製造業等資金、技術密集的

行業成為重點行業，高科技產業投資加大。間接表示東部地區因技術、資

金密集之高科技產業進駐，產生中國大陸外資分佈更加相對傾斜的情況。   

至於外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分佈不均的來源，由表 10 可以發現，若

以吉尼係數來看，外資實際金額及協議投資金額的組間差異佔吉尼係數的

比重，都高達表 65％以上。這意味著外資在中國大陸的地區分佈高度不均

的情況，主要來自於外資在中國大陸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不均。也就是

說，七大經濟區域中每一個經濟區域外資投入的金額差距過大，解釋了大

部分的吉尼係數值。這樣的結論，主要是因為大部分外國投資者對東南地

區經濟區域、環渤海經濟區域、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具有高度的投資意願

（參見表 8）。尤其外資多投入在以廣東及福建構成的東南地區。雖然，中

國大陸七大經濟區域的外資投入的集中程度有稍微趨緩的情形，但是資金

集中在上述三個地區的情況仍然相當嚴重。這也顯示，外資在中國大陸同

時存在有區域性「投資缺口」與「投資擁擠」的現象。 

而且，中國大陸幅員廣大，有許多地區因為地理環境特殊、交通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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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外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分佈之吉尼係數及其來源 

  外資實際投資額 外資協議投資額 
    
 年  吉尼 

係數 組間(%) 
組內
(%) 

吉尼 
係數 

（17個省
市地區）

吉尼
係數

組間
(%) 

組內
(%) 

吉尼 
係數 

（17個省
市地區）

1985  0.76 89.12 10.88 0.65 0.77 74.85 25.15 0.69 
1986  0.76 86.07 13.93 0.72 0.75 65.64 34.36 0.67 
1987  0.75 80.49 19.51 0.66 0.76 75.43 24.57 0.69 
1988  0.74 76.88 23.12 0.66 0.73 89.24 10.76 0.62 
1989  0.75 84.35 15.65 0.65 0.78 90.51 9.49 0.70 
1990  0.77 85.92 14.08 0.67 0.77 90.81 9.19 0.66 

第 
二 
階 
段 

1991  0.76 86.27 13.73 0.63 0.77 89.84 10.16 0.66 
1992  0.73 86.42 13.58 0.60 0.69 88.93 11.07 0.55 
1993  0.67 87.01 12.99 0.52 0.67 87.31 12.69 0.53 
1994  0.67 86.96 13.04 0.51 0.70 88.88 11.12 0.55 

第 
三 
階 
段 

1995  0.67 88.22 11.78 0.53 0.68 89.55 10.45 0.54 
1996  0.67 90.03 9.97 0.53 0.68 90.93 9.07 0.54 
1997  0.65 88.59 11.41 0.50 0.64 83.94 16.06 0.49 
1998  0.67 88.60 11.40 0.50 0.65 86.70 13.30 0.50 
1999  0.69 91.00 9.00 0.55 0.62 87.58 12.42 0.46 
2000  0.70 89.15 10.85 0.55 0.68 86.98 13.02 0.54 
2001  0.69 88.92 11.08 0.54 0.68 88.55 11.45 0.55 

第 
四 
階 
段 

2002  0.69 87.00 13.00 0.53 0.70 88.28 11.72 0.57 
資料來源：同表 2。 
註：1、本文將中國大陸區分為七大經濟區域，作為計算的基礎。所以，吉尼係數為中國大陸 30

各省、市之不均程度。組間效果表示，七大經濟區域之間不均衡的程度在吉尼係數中所
佔的百分比；組內效果表示，每一個經濟區域中各省、市之間的不均程度在吉尼係數中
所佔的百分比。 

2、東北地區：遼寧、吉林、黑龍江。環渤海地區：北京、天津、山東、山西、河北、內蒙
古。長江三角洲地區：江蘇、浙江、上海。東南地區：福建、廣東。中部五省地區：河
北、湖北、湖南、 安徽、江西。西南華南地區：四川、貴州、雲南、廣西、海南。西
北地區：陝西、甘肅、青海、寧夏、新疆、西藏。 

3、依據表 5所計算出 1992~2002外資直接投資的比重，將投資比重不到 1％的省市、地區排
除所剩下的 17個省市地區樣本。包括：北京、天津、河北、山東、遼寧、上海、江蘇、
浙江、江西、河南、湖北、湖南、福建、廣東、廣西、海南、四川。  

 

 

或人口稀少等因素造成外資缺乏，甚至國內投資也呈現相當稀少的情況。

所以，依據表 8 將在 1992～2002 年間擁有全部外來投資比重不到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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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市、地區樣本排除，再來觀察其吉尼係數的趨勢變化。3從表 10 中可

以看出，外資在中國大陸地區 17 個省、市、地區樣本分佈的吉尼係數低

於未扣除前的數值，但不均衡的趨勢與未扣除之前並無差異。另外，實際

及協議金額的組內差異佔吉尼係數的比重都比較低。這也顯示中國大陸在

「九五」計畫期間，依照各地區的地理環境、產業特色所劃分的七大經濟

區域，都能合乎計畫中所安排的地區性結合發展。致使每一個經濟區域

中，各地區間的外資投入差距很小。 

 

 

 

 

 

 

 

 

 

 

 

 

 
                                                 
3 共排除 13個省、市、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林、黑龍江、安徽、貴州、雲南、西藏、

陝西、甘肅、青海、寧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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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資在各產業分佈的不均程度 

《中國統計年鑑》只公布 1997～2002 年「按行業分外商實際直接投

資額」，所以本節在分析外資在各產業之吉尼係數時，就針對此 6 年間之

外資投資產業情況作探討。在分析中國大陸外資在各產業分佈之差異程度

前，先以整體外資在 12種行業的不均度來看，從圖 4可以發現，在 1997

～2002 年（第四階段）外資實際直接投資金額的吉尼係數，介於 0.68～0.75

之間。在吉尼係數以「0,1」範圍限定之下，顯示出 1997～2002 年外資在

各行業的分佈有不均衡的情況。以外資在各行業投資的時間趨勢來看，各

行業之外資投資集中程度在近年來有升高的趨勢。 

圖 4的變動趨勢說明了，外資似乎並沒有積極地跟隨中國政府在 1992

年提出的「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高度重視農業，加快發展基礎工業、基

礎設施和第三產業」、41994 年國務院通過的《90 年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 

 

圖4    外資實際投資在中國大陸各產業之吉尼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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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2 年 10月召開中共 14大，在重視解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目標問題的同時，也注意到產業
結構的問題。在《政治報告》的“九十年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中論述了產業結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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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995 年所頒佈的《指導外資投資方向暫行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

指導目錄》等一連串之產業政策投資。雖然，中國大陸的外資政策逐漸與

產業政策相配合，但外資在各產業投資流向卻無明顯達到官方所期待的成

效。反而，如前所述 1999 年以後技術密集、資金密集之高科技產業大量

進入東部地區，這不僅造成外資在地區性吉尼係數有稍微往上攀升的情

況，外資資金投入在各行業之吉尼係數也呈現顯著集中。 

外資在中國大陸各產業分佈不均的來源，由表 11 可以知道，若以吉

尼係數來看，外資實際直接投資額在各行業的組間差異佔吉尼係數的比

重，都高達 55％以上。顯示出，外資在中國大陸產業間存在高度分佈不均，

主要是因為三級產業之間，外國投資者主要高度集中於第二級產業。但

是，外資實際直接投資額在各行業的組內差異佔吉尼係數的比重也都佔 41      

％以上，如周穎（2000）的研究所言，外資在三級產業內部分佈也有呈現

集中的情況。就如表 9所示，第二級產業中各行業佔外資投資比重加總後 

為 72.04％，第三級產業各行業外資投資比重加總後為 26.27％，第一級產

業各行業外資投資比重只有 1.68％。外資投資選擇偏向第二級產業，在各

行業中嚴重集中於製造業。因此，由吉尼係數所計算後的數據也證明了，

外資不僅在三級產業分佈不均，在各行業中也呈現相當集中的情形。而

且，觀察表 10和表 11後發現，外資投資在產業的分佈集中程度確實比在

各地區分佈還要更為集中。 

最後，結合外資在各地區以及外資在各產業的投資情況來看，外資在

各地區和各產業皆呈現不均的情況。各地區呈現外資投資吉尼係數高主要

是外資在七大經濟區域間投資不均，而各產業呈現外資投資吉尼係數高的

原因為，三級產業及其內部行業外資都存在高度偏向的情況。如前所述，

外商在上海、江蘇所注入的資金日益提高、技術開發相關經費也逐漸增

加、高新技術產業大量進入，外資在東部地區投資比重增加，長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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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外來投資在中國大陸各產業之不均度 

  

年  吉尼係數 
(Gini Coefficient)

組間 
(Between-Group) 

(%) 

組內(Within-Group)
(%) 

1997  0.68 58.85 41.15 
1998  0.68 54.92 45.08 
1999  0.68 54.21 45.79 
2000  0.71 57.14 42.86 
2001  0.72 57.90 42.10 
2002  0.75 56.13 43.87 

資料來源：《中國統計年鑑》 
註： 1、三級產業由 12種行業組成。依據中國統計年鑑分類，第一級產業包括：農業、漁林、

牧業與漁業。第二集產業包括：採掘業、製造業、電力、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築
業。第三產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批發和零售貿易餐飲業、房地產業、
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福利、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其他行業。 

     2. 組間效果表示，三級產業之間不均衡的程度在吉尼係數中所佔的百分比；組內效果表
示，每一個產業中各行業之間的不均程度在吉尼係數中所佔的百分比。 

 
 
經濟區域在中國大陸的重要性未來將會逐漸升高，造成 1996～2002 年（第

四階段）外資在各地區集中程度增加且 1997～2002 年（第四階段）外資

在各產業集中程度趨勢上揚。王方、全偉（2004）發現，外商在長江三角

洲的投資集中在第二產業，其中以製造業最多。尤其，高新技術是高附加

價值的產業，在外商投資的企業總資產中，高新技術產業只佔總量的四分

之一，卻可創造 50％的總利潤，史東明（2003）認為，目前跨國公司在中

國紛紛設立投資研究中心與研發中心，可知外資青睞資金和技術密集型行

業。在 1999 年頒佈了《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大多數服務業項目

進一步開放，讓大量的外來資金進入服務業部門。而且，近年來鼓勵高新

技術產業投資，如 2000 年中國政府又公布《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目錄》

之後，因產業聚集效應使得更多外資流向特定地區及特定產業。 

由此可知，外資近年來集中在東部地區的製造業。由尹希果、任毅、

王韌（2003）的研究可以得知，中國大陸東西部不僅在利用外資規模上差

異相當大。同時，東西部在利用外資產業結構上也有很大的差異。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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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制訂開放政策時也有把產業政策納入考量。東部地區各方面條

件較為優異，近年來投資結構不斷優化，促進了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在

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中技術含量高、附加價值高的行業中外資投資比重大

大增加，資金、技術密集型行業為投資重點。在第一級產業方面，東部地

區也充分利用外商投資發展各自的特色農業經濟。而西部地區主要投資在

第二級產業，只是投資結構集中在技術層次較低、技術轉移效果較差的行

業，不利於實現地區產業結構優化。 

呂福玉（2003）強調，中國大陸在制訂產業政策時，應該發揮自己在

勞動密集產業的比較優勢。雖然，現今高新技術產業是各國競爭力決定的

產業，但這不意味著中國大陸也必須要發展與各國結構驅同的產業，而應

該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的勞力密集產業。換句話說，中國大陸在現階段應

該著重發展勞力密集產業，在高科技產業方面應該以下游工業為主，不僅

可以充分運用本身具優勢的資源，也可以解決目前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

孫久文（1999）也提到，勞動力價格低廉是中國大陸的一大優勢，發展勞

動密集產業是重要的發展方向。目前，中西部勞動力價格的地區差距已逐

漸擴大，真正具有勞動優勢的地區都已經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但是，勞動

密集產業並未做相應的區域轉移，長江三角洲將可能會形成非高新技術產

業結構，又不是勞動密集產業結構的「三明治」式產業結構。史東明（2003）

表示，目前外資在中國各地區直接投資有分佈不均衡的情況，而導致地區

發展差異擴大。中國政府採取許多引資政策至西部地區，成效不僅不顯

著，反而因為外資對中低檔產業重複投資而增加了產業結構的矛盾，增加

了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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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欲分析外資在中國分佈之不均程度。計算外來投資於中國

大陸的吉尼係數，以分析外來投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各產業分佈不均的

程度，再分解為組間差異與組內差異，進一步瞭解此一外資在地區間分佈

不均的情況。此外，也進一步分析外資在各產業間投入的差異來源。本章

重點整理如下： 

一、外資在各地區分佈的不均程度。 

　  （1）1985～2002 年間，外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的分佈有著相當不均

衡的狀況。在 1992～2001 年時期的吉尼係數都比 1985～1991 年時期來得

低。分析結果顯示，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的外資，在中國大陸開放初期扮

演極重要的角色。近年來，以內需導向的外資則必須接近消費市場，必然

不像早期的外資那麼集中於沿海。然而，在 1996～2002 年期間，中國大

陸下放部分權利給予各地方政府，讓各地方政府向外商提供各種優惠措施

來引導資金投入，造成外資集中在特定地區。 

（2）至於外資在中國大陸各地區分佈不均的來源，若以吉尼係數來

看，外資在中國大陸的地區分佈高度不均的情況，主要來自於外資在中國

大陸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不均。因為大部分外國投資者對東南地區經濟

區域、環渤海經濟區域、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具有高度的投資意願。這表

示，外資在中國大陸同時存在有區域性「投資缺口」與「投資擁擠」的現

象。 

（3）此外，中國大陸在「九五」計畫期間，依照各地區的地理環境、

產業特色所劃分的七大經濟區域，都能合乎計畫中所安排的地區性結合發

展。致使每一個經濟區域中，各地區間的外資投入差距很小。 

二、外資在各產業分佈的不均程度。 

　  （1）針對 1997～2002 年間之外資投資產業情況作探討，以外資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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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投資的時間趨勢來看，各行業之外資投資集中程度在近年來有升高的

趨勢。 

（2）雖然，中國大陸的外資政策逐漸與產業政策相配合，但外資在各

產業投資流向卻無明顯達到官方所期待的成效。反而， 1999 年以後技術

密集、資金密集之高科技產業大量進入東部地區，這不僅造成外資在地區

性吉尼係數有稍微往上攀升的情況，外資資金投入在各行業之吉尼係數也

呈現顯著集中。 

（3）外資在中國大陸各產業分佈不均的來源，若以吉尼係數來看，主

要是因為三級產業之間，外國投資者主要高度集中於第二級產業，尤其是

製造業。 

（4）由吉尼係數所計算後的數據也證明了，外資不僅在三級產業分佈

不均，在各行業中也呈現相當集中的情形。 

（5）外資投資在產業的分佈集中程度確實比在各地區分佈還要更為集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