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外資與地方政府間之互動與影響 

在上一章中我們由全球化的角度對中國大陸改革開放進行觀察，

進而對現階段外資企業與東道主之間的互動關係產生關注的興趣，在

本章中，筆者將由外資的角度切入，進而討論其與大陸地方政府間之

互動（主要以韓資企業的投資，韓商與青島地方政府間所形成的互動

關係為分析對象），探討外資企業如何在地方政治領域中，對「經濟

與政治」、「行政與政治」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等情形產生

何種影響。  

第一節、外資引入對於中國大陸地方政企分離的影響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以來，各級政府的職能部門開始與政治領域相

分離，各種日常行政的事務逐漸由具自主和專門的機關去執行。但是

在經濟改革的領域當中，由於長期實行計畫體制管理的模式，使政府

不可能完全放手於企業，企業擺脫不了政府的控制 1 。因此，改革一

開始中國大陸首先面臨的就是將經濟與政治、社會與國家如何分開。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資本（如韓資企業資本）的進入要求管理的國際化

和標準化，這對於大陸政府職能與經濟成長間的規範能力，產生了很大的挑

戰。自 80 年代之後，跨國公司對中國大陸的投資與日俱增，截至 2003 年

底，世界最大的 500 家跨國公司中，已有 400 餘家對中國大陸進行投資，

他們投資設立的獨資和合資企業不斷增加，如依其投資規模來分，約略可分

為以下階段：第一階段 1989-1987 年為觀察階段，僅有極少數的誇國公司

對中國大陸進行小量的投資；第二階段 1988-1991 年為試探階段，有一些

跨國公司對中國大陸作試探性的投資，規模已較前一階段為大：第三階段則

從 1992 年迄今為投資階段， 2 跨國公司至中國大陸的投資有明顯地增加，

                                       
1  丁元竹，「大陸沿海開放地區的社會問題及對策」，收錄於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

主編，變遷的探索( 台北：聯合報系文化基金會，1997)，  頁 21-39。  

2  方敏，「大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策略剖析」，投資研究，1997 年第 6 期，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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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01 年底中國大陸加入WTO後，投資規模與數額不斷增加。一般而言，

跨國公司對中國大陸投資是透過以下幾種途徑：(一)直接與中國大陸中央或

地方政府接洽合作；(二)跨國公司與過去合作的技術夥伴進行合作；(三)跨

國公司間共同配合投資。大致上跨國公司在中國大陸的投資採取簽訂合作協

定與配合中國大陸在地化(localization)政策。 

中國大陸在其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積極地吸引外資，以促進經濟發展，外

資投資企業的商品進出口總額在 1999 年達全中國大陸總額的 50.78%， 3 跨

國公司的企業數佔外商投資企業數的 20.9%，其資本金額佔全部企業資本金

額的 30.2%， 4 可見其對於中國大陸經濟發展貢獻良多。跨國公司已不只成

為連結中國大陸國家國際體系的重要管道，也逐漸成為影響國家決策與國際

活動的重要因子。 

就經濟成長的角度來看，外資企業紛紛設立，在很大程度上解決

了地方經濟成長的這個問題。在工業總產值構成中（表 3 - 1）， 1 9 9 7

年全民所有制企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 1 9 8 5 年的 6 4 . 9 %

下降至 2 6 . 5 %；同期集體所有制企業產值所佔比重由 3 2 . 1 %上升至

4 0 . 5 %：城鄉個體工業產值所佔的比重由 1 . 8 挑上升至 1 5 . 9 %。尤其

三資企業的變化特別大。這一變化意味著中國大陸體制內原有經濟結

構逐漸擺脫了政冶的束縛，而且在原有結構之外滋生出一塊新的完全

獨立自主的結構來，特別是三資企業的發展。  

表 3 - 1   中國大陸工業總產值構成  

年份  國有工業  集體工業  城 鄉 個 體 工

業  
其他經濟類型工

業 5

1 9 8 5  6 4 . 9  3 2 . 1  1 . 8  1 . 2  
1 9 9 0  5 4 . 6  3 5 . 6  5 . 4  4 . 4  
1 9 9 5  3 4 . 0  3 6 . 6  1 2 . 2  1 6 . 5  
1 9 9 7  2 6 . 5  4 0 . 5  1 5 . 9  1 9 . 0  

                                       
3  網 路 資 料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經 貿 部 」 ， www.moftec.gov.cn/moftec  

cn/tjsj /wztj /2000html

4  李清俊，外資對中國大陸發展之影響，（台北：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 年 6 月），頁 126。  

5  其主要成分為「三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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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國統計摘要， 1 9 9 8 年。  

 

三資企業經濟的發展，是經濟結構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例

如，在 1 9 7 8 年全青島市外資企業達一戶都沒有，但至 1 9 9 7 年，全

省該一年批准外商投資企業已增加至 1 6 8 1 戶，協議利用外資 4 3 . 6

億美元，實際投資 3 5 多億美元， 1 9 9 7 年在三資企業中工作的中方員

工達到將近 6 0 萬人，佔全部職工人數 6 3 3 萬人的 1 0 %左右 6 。  

雖然改革開放後，中共當局曾經進行了多次的改革，但由於各種

條件的限制、環境制約，並沒有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在經濟領域當

中，機構龐大、政企不分、人浮於事、官僚主義、不正之風等問題仍

然存在 7 。  

因此，中國大陸不得不持續進行其「政企分開」的改革動作，

「政企分開」的重點在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主要集中精力

解決戰略性、政策性的大問題，搞好宏觀調控。而把屬於企業經營自

主權範圍的職能切實還給企業；把配置資源的職能轉移給市場。但不

少企業的廠長仍感到諸事不順。這是因為，有些部門仍留戀過去對企

業的直接管理，而對於產業中不必要的行政干預依然存在；有的政府

部門積習難改，對宏觀管理的手段尚不熟悉 8 。  

外資企業也同樣面臨這種問題，不過，外方堅持自主的壓力使中

方不得不改革。本文在此把中外合資企業與外商獨資企業分開來觀

察，觀察外資此一因素是如何促進了大陸地方政府「政企改革」此一

作為的進行。  

在筆者訪談的過程中，「 C D 電纜公司」似乎是一個很適合作為

                                       
6  青島統計年鑑，1998 年。  

7  這既 增 加 了 國 家 財 政 負 擔 ， 又 影 響 了 黨 群 和 幹 群 關 係 。 國 家 黨 政 機 關 有

8 0 0 萬人。 1 9 9 6 年行政管理費就高達 1 , 0 4 0 多億元，仍滿足不了機關的開支需

要。有的部委每年所需經費有一大部份是自己通過各種渠道收取的，有的甚至達

到了 3 / 4 的比例。王子鵬，「於無聲處聽驚雷」，中國經貿導刊，1998 年第 9 期，頁

20-2l頁。  

8  青島日報，1994 年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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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的例子，該企業是一個老企業整廠嫁接後的典型，其之前身是建

廠 4 0 餘年的 C D 電纜廠， 1 9 9 3 年該廠與韓國 D 電線株式會社合

資，雙方總投資 2 , 9 5 0 萬美元設立 C D 電纜有限公司。整廠合資後，

工廠的所有制性質發生了變化，工廠的領導體制、內部組織體系、管

理制度、生產經營方式、以及職工思想意識、思想觀念也隨之而變，

經營機制轉換成功，企業出現前所未有的活力。  

合資前，該廠的領導體制是政府領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7 名廠長

級領導各管一攤，「一把手」要花很多精力協調各種內部關係，應付

各種外界干擾。合資後，實行董事會領導下的總經理負責制，正、副

職各設一人，不但加快了決策，還達到了「政企分開，擺脫行政干

擾」的目的。這是企業所明顯感到的最大收穫之一。  

另一個收獲是合資後對各部門精簡合併， 1 , 2 0 0 人的企業雖裁員

三分之一，工作效率、勞動生產率、產品銷售率，以及產值、利稅等

指標卻比過去大為提高。﹝訪談對象 1 1 , 1 2﹞  

董事會的運作架構是採取青島地區合資企業常用的管理模式，以

財產多寡決定的董事會的決策模式，而該廠這種做法直接的衝擊了傳

統體制下政府充當董事會角色的模式；在中外合資的鄉鎮企業中，外

資的進入也改變了所在社區的權力結構，企業擺脫了政治的束縛，獲

得了經營自主權。  

雖然，合資企業相對獨資企業比較積極且直接地影響當地經營管

理模式及環境，但獨資企業也透過間接的管道影響著當地經營環境。

既然韓資的大量引進對山東地方政府其有經濟和政治上的利益，青島

地方政府不顧中央政策，競相攀比吸引外資，力圖經濟發展。外資及

其技術的進入要求能夠在法律和政策上得到切實的保障，這使得中央

和地方政府訂出一系列的優惠政策和符合國際慣例的法規 9 。以新的

優惠政策來吸引外資幾乎成了地方政府近年來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

也就是在稅收、進出口、管理與經營方式、金融、土地使用方面都競

相設計政策，改善投資環境。  

如此，外資企業基本上要求作為自主的生產經營單位，而隨著外

                                       
9  丁元竹，前揭書，頁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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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企業的增多與發展，政府組織中從行政上直接管理經濟的職能部門

的功能被要求弱化，而用經濟槓桿和法律手段對經濟進行宏觀調控的

職能部門的功能被要求加強 10 。  

 

第二節、外資引入對於地方政府經濟管理能力的影響  
 

如上所述，韓資企業的增長一定程度衝擊促進了「經濟與政治分

離」、「政企分開」的改革進度。與此同時，韓資企業的引入也對地

方政治體制中「行政管理」的改革起到積極影響。  

行政與政治分離的一個表現是國家公務員的人事調整。 1 9 8 2 -

1 9 8 5 年中國大陸進行了大規模的機構改革並按照「四化原則 11 」對

人事進行了重大調整。至 1 9 8 5 年 2 月，約有 9 0 萬老幹部退出二、

三線，另外還有 8 萬多名有知識、懂專業的中青年幹部被選拔到縣以

上各級領導崗位，有自主意識的新型文官隊伍開始萌芽 12 。這是實現

政治穩定和推進政治民主化的關鍵一環。  

青島也不例外，尤其是直接接觸外商的政府機關，其人事專業化

更為凸顯。隨著外商投資日益增長，青島市各級政府的相關部門有需

要專業化改革，以應付外商的各種需求。「對外經濟貿易委員會」下

屬的「外商投資服務中心」，和半官半民機構「貿促會」的人事組織

目前有了明顯的變化。此兩個機構按照職能分別設各地區服務處，如

歐美處、亞洲處、韓國處等。並且每地區服務處的相關人員皆具備專

業知識，如韓國處的相關人員大都為韓國專家，也會講韓文，有的曾

留學朝鮮 13 ，有的則是中國的朝鮮族，皆對韓國深有知識。以筆者所

                                       
1 0  李英明，前揭書，頁 157-171。  

1 1  所謂「四化原則」是指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  

1 2  閔琦等，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來自大陸民間社會的報告（台北：時報，

1995），頁 317。  

1 3  朝鮮是指北韓，中國大陸習慣把北韓稱為朝鮮，北韓語言與韓國語言相差不大，

溝通上並無障礙。  

 47



訪問的簡稱「青島市貿促會」 14 為例，「韓國投資事務處」為了來青

島投資的韓國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從東北調來 3 位朝鮮族人員提高

服務品質。  

1 9 9 3 年「外商投資服務中心」遵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建立

起一種新的運行機制，設置了國際投資促進辦公室、日本處、韓國

處、東南亞處、歐美處等 8 個處室，建立起一支熟悉政策法規，掌握

談判知識，通曉多國語言的複合型、專業型服務隊伍，以向全市各方

面提供多項優質服務 15 。  

1 9 9 0 年代以來，尤其是 1 9 9 2 年鄧小平南巡以後，加速吸引外

資成為各地政府的主要職能，尤其是為了應付所謂確立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形勢，地方政府都紛紛組成所謂集團公司，不少地方政府領導

人都以集團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理的身分與外資互動，有些基層地方

政府的職能幾乎部被化約成吸引外資的經濟行政職能 16 。  

另外， 1 9 8 7 年中共十三大提出「黨政分開」和「建立國家公務

員制度」：的政治體制改革設想。按照這一設想， 1 9 8 7 年以後，開

始在各種國家機關裡撤銷黨組，特別是經濟部門，推行企業的經理、

廠長負責制，改變原來的黨委負責制 17 。  

這種變化一定程度由外資企業的衝擊所致。外資企業，尤其是中

外合資企業的經營管理大都優先適用經理、廠長負責制，克服長期社

會主義制度下所形成的低效率問題。當地國營企業常面臨競爭力減弱

的現象，察覺到不改革不能生存，而紛紛引進市場經濟管理模式。  

以筆者的調查資料來看，在 1 9 9 3 年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黃島

區完成體制合一和機構改革後， 1 9 9 6 年又一次對現有機構，按照政

企職責分開和精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對機構設置進行了大刀闊斧的調

整，以進一步適應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需要，目的是進一步弱

                                       
1 4  正式名稱為「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青島市分會」或「中國國際商會青島商

會」。  

1 5  青島日報，1994 年 5 月 28 日。  

1 6  李英明，前揭書，頁 157-171。  

1 7  閔琦等人，前揭書，頁 3l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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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府的微觀管理職能，強化宏觀管理職能，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

開，以做到精幹高效。這次調整，還將對區內部門副職以下領導幹部

進行「公開招聘」，並採用試用期和聘任制，解決「終身制」和「鐵

飯碗」。同時，下放了部份幹部管理權限，以適應分類別分層次的科

學規範化管理 18 。  

青島市工商局也轉變工作作風，改進工作方法，積極為外商到青

島投資創造良好的軟環境。據統計，僅 1 9 9 3 年一年在該局登記註冊

的外商投資企業就連 1 , 3 3 0 戶，相當於 1 9 8 0 年至 1 9 9 2 年 1 3 年間

登記註冊總和的 1 . 3 倍。青島工商局為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放

權力，在所轄 1 3 個區、市工商局設立三資企業登記管理機構，由他

們分別負責三資企業登記的受理、初審、核准，然後再由青島市工商

局外資管理處核發營業執照。與此同時，簡化登記手續，與國際慣例

接軌。另外，該局還力求「常事快辦、特事特辦」，企業名稱登記可

以當天審批，開業登記由原訂 3 個月改為 5 天 19 。  

由上述可以顯示，韓商等外商的投資行為已經衝擊了如青島市政

府此種大陸地方政治體制，促使地方政府必須要改善行政部門的管理

能力，讓其能夠為因應吸引外資的需要而發展出具有自主規畫並主導

的地方經濟成長格局的能力。  

 

第三節、外資引入對地方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  
 

1 9 8 4 年中共中央決定進行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中央和地方

的關係基本維持著高度中央集權的模式。立法權、用人權和財政權都

掌握於中央政府之手；中央通過中長期計畫安排國民經濟，地方只是

被動的執行者；中央負責調劑各地區財政收入，地方的生產狀況和財

政狀況基本脫鉤，地方只能仰仗中央的「恩惠」得到好處。  

但是隨著地方經濟實力的逐漸擴增，此一現象也逐漸衝擊到過去

                                       
1 8  青島日報，1996 年 1 月 29 日。  

1 9  青島日報，1994 年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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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陸中央與地方關係模式，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由於外

資增長及青島地方經濟實力的增強，使得青島對中央決策的影響力也

逐漸增加。在過去中國大陸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當中，「諸侯經濟」的

現象主要是與財政改革中「分灶吃飯」和「財政經貿權下放」有所關

連，但「諸侯經濟」、「分灶吃飯」和「財政經貿權下放」又使地方

以府或部門企業利用外資的行為傾向於獲利高、回收快、風險小、創

造就業機會多、投期短的投資模式；反過來，外資鑑於中國大陸的政

經形勢也傾向於投向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中的加工業和下游工業，並

鑑於自身的利益，這與上述地方政府或部門企業的意向是相吻合的。

因此外資投資模式與「諸侯經濟」形成一種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的微

妙互動關係。  

一般認為，由於目前財力雄厚的跨國公司對中國大陸直接投資的

比例相當小，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陸經濟自主性的影響甚微，

能夠透過強大經濟實力和各種優勢向大陸當局提出要求並影響中共的

政策、甚至左右其經濟方向的例子並不多，就目前的情況來看，韓資

企業中大型跨國公司對中國大陸直接投資的比例也不多，但是眾多的

中小企業在相對集中投資於青島地區之後的結果，使得韓商在當地佔

有一定的比較優勢 20 。  

這種相對重要性雖然並沒有直接影響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方

向，但至少影響到青島市經濟政策甚至方向，例如，在 1 9 9 7 年的亞

洲金融危機時，青島韓資企業因為受到衝擊，導致原先在中國大陸加

工生產出口到東南亞的韓資企業，因為東南亞國家的購買力急速減

少，短時間內無法開發其他市場，使得許多青島當地韓商面臨嚴重的

減產狀況；有的韓資企業的母公司倒閉，在山東的韓資企業也跟著倒

閉；有的正準備投資，但情況轉壞無法繼續投資等，這種情況也直接

的損及青島地區的經濟發展。  

當然，青島政府不能坐視韓資企業長期陷於此一困難，因為投資

於青島的韓資企業的倒閉或投資中斷  ，對山東經濟有著深刻影響。

青島對外貿易額中對韓國貿易額所佔比重大約為 2 2 % ，尤其是對韓

                                       
2 0  以投資國家別算，韓資企業佔山東省外資企業總數的第二位，僅次於香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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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易額中外商企業貿易額所佔比重高達 7 0 % 左右 21 ，是因為包括

韓商的外商企業把青島地區當作加工基地  ，由韓國進口源副材料及

設備，在山東加工後再往韓國出口成品及半成品。  

正因為韓資企業與青島地區經濟成長間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因

此，亞洲金融風波後，青島市人民政府為了幫助韓資企業渡過困難

期，提出了幫扶措施，則「三點方案」和「十條意見」 22 。  

在這個案例的陳述中，我們可以說，韓資企業由於相對集中投資

青島，在青島擁有相對投資優勢格局，因此間接地左右了地方政府的

經濟政策，進而形成了一種地方政府與外資企業間共生的關係。  

 

 

第四節、外資在地區投資對地方政府經濟成長模式的

                                       
2 1  據韓國貿易振興公社提供資料。  

2 2  「三點方案」主要是：1、對還貸信譽好、產品有市場、用工數量大、發展有前

途，但因資金緊張而經營困難的企業，由市政府出面協調金融部門出資救企。2、將因金

融危機遇到各種困難的企業，由稅務、財政、工商等部門聯合制訂並實施有關稅費的

緩、減、免政策。3、對以出口為主，因東南亞、東亞出口市場不好而暫時經營困難的，

批准其在一定期限內適度擴大其產品內銷比例。「十條意見」主要是：1、完善「一條

街」（外商投資綜合服務中心）功能，突出抓好集中收費，堅決制止亂收費。2、對受危

機影響較大的韓資企業，商請金融部門進行支持。3、建議對因為受金融危機影響而暫時

納稅困難的企業，經審核同意，對應稅額給予緩交照顧。4、建議對企業應繳納的各項規

費和基金，經審核同意，給予緩減免照顧。5、凡屬租賃方式的利用外資項目，經營好但

暫時有困難的，建議對其土地使用費酌情予以減凳。6、建議對技術含量高、外銷暫時有

困難且產品國內市場有銷路的韓資企業，報經審批機關同意，放寬內銷比例。7、進一步

改進工作作風，簡化辦事手續，提高辦事效率。建議在加工貿易的通關、商檢等方面進

一步改善服務，努力降低企業費用，探索聯合審批加工貿易項目的有效途徑。8、建議對

卻因金融危機造成支付困難而發生的經濟糾紛，儘量協調司法部門暫緩受理。9、對韓資

企業在配額、許可證方面遇到的困難，僅力幫助企業“跑部”解決。10、定期研究分析有

關情況，密切關注危機走勢。青島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青政外領函字 [1998]10 號，

19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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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在目前中國大陸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模式中，地方政府發揮了舉

足輕重的作用，從引資到佈局和生產，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努力，眾

多企業是難以進入市場展開競爭。不過也因為體制上的弊端 23 導致地

方政府行為短期化，不少地方政府往往以犧牲公平環境來取得短期的

經濟增長。但是在外資企業的吸引與運用上，許多地方政府的做法卻

著令人驚艷的表現。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韓商對青島投資的特色是「仲介機構」

模式。韓商由於語言障礙及投資前並無具有關係網絡，故韓商到中國

大陸時，相當依賴「仲介機構」，與地方官員形成「間接關係」。  

「仲介機構」很可能在跟它無直接利益關係的範圍中，會遵守國

家的產業政策，主動挑選出需要跟外資合資的企業和項目，主動進行

招商引資，擇優選定合作對象；而不是飢不擇食地違反國家規定，在

生產能力已超過需要的行業中仍然吸收外資搞重複建設，增加供過於

求的困難。  

譬如，會選擇真正有經濟實力，有先進技術，信譽好，有誠意投

資的外商作為合作對象；不會被有些缺乏實力和投機者蒙蔽受騙；會

挑選有利於中方的幹部作為中方代表或負責人；善於中間調節，既維

護中方原則，也照顧外方的利益，使得避免激烈的衝突。透過「仲介

機構」所形成的韓商與地方政府問的「間接關係」，讓非常配合政府

政策進行投資。  

另外，韓商與地方政府間的互動關係比較為「正式關係」。由於

韓國與中國大陸自 1 9 9 2 年建交後，就成為友邦國家。故韓國政府對

韓商到中國大陸投資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韓國政府不但支持企業

對中國大陸移轉關鍵技術，以爭取優質合資項目，並鼓勵韓國銀行業

者對韓中合資企業提供金融支援。舉韓國汽車工業的例子而言，中共

為保護本土汽車工業，只允許五家外商汽車公司在中國大陸設立整車

廠，而韓國政府積極為韓商爭取在中國大陸的投資機會，使韓國「起

                                       
2 3  以產值和發展規模來考核地方官員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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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汽車公司」最近成為中國大陸現有五家以外的第六家外國整車廠。  

並且韓國政府利用其和中國大陸政府建交的政治關係，保障到中

國大陸投資韓商的權益。投資企業面臨經營上困難時，比較傾向利用

「韓資投資協會」、「駐中國大使館及領事館」等「正式管道」，個

別利用「非正式管道」解決問題的方式逐漸減少。雖然不少韓商仍然

認為，這些「正式管道」的效果還不到他們所期待的水準，也不能比

其他外商得到的效果，但至少與台商相比，其效果是不能忽視的。  

對中國大陸中央與地方間權力變化，韓商起著一定程度的影響。

地方政府與外商鑑於本身的利益，傾向於獲利高、回收快、風險小、

創造就業機會多、投期短的投資模式，這與中央政府的外資政策相背

離。  

但是，由於韓商依賴「仲介機構」，在投資地區、投資規模、投

資項目的安排上，比較與中央政策符合。因為，中國大陸「仲介機

構」雖然愈來愈具有自主性，但基本上還是遵守政府的指導方針，即

不違反政府方針的範圍之下，招商引資過程中享受相對自主性。自

然，韓商與地方政府協商的籌碼並不多，比較「乖乖地」被地方政府

擺佈 . 而台商與地方政府問的互動關係為直接又非正式的關係，台商

能用的籌碼比韓商豐富又自由，比較有彈性地適應當地政治環境，能

與地方政府的利益掛靠一起。  

其二，在經濟與政治、行政與政治的分化上，韓商給予比較積極

的影響。韓商則迫切需要這些機構的服務，因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為

應付這種韓商的特殊需求，不能不加快其改革步驟，把各種和韓資企

業接觸的部門從政治領域中分離出來，提高各種部門的專業化以及其

辦事效率。  

那麼在整理韓資企業對於型塑中國大陸地方政府經濟成長角色的

各項討論時 24 ，筆者認為，在青島市，在引入韓商的各項政策作為

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扮演有點近似於戴慕珍（ J e a n  O i ）所言的公司

形式國家（ c o r p o r a t i s t  s t a t e）的角色，在戴氏的理論描述中，地方

                                       
2 4  Oi,  Jean C.,  “The Role of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  no.144( December 1995), pp.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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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企業的運作直接納入行政監督中，地方黨政官僚更身兼企業的

負責人，他們的決策以促進企業的繁榮為優先，所以整個地方政府與

企業形成了一個大的公司集團型態的組織，這個組織的頂端通常是縣

級官僚，鄉鎮如同區域分佈，村如同附屬公司。在這種結構下，縣、

鄉鎮、村各級地方政府、銀行、企業間形成一個緊密的結盟，縣級官

僚可以藉稅收、貸款及其他優惠政策支持地方企業的發展，不僅如

此，鄉鎮及村級幹部更直接扮演企業的決策角色。  

不過，大陸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並不一致，且地方政府所扮演的

角色也會呈現不相同， O i 的分析模式似乎不能概括中國大陸各地方

經濟發展的差異，而筆者認為 B l e c h e r（ 1 9 9 1： 2 6 5）所提出的觀點

是更為完整的分類，其指出中國地方政府所表現出的經濟角色有二：

一類是創業型國家 (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i a l  s t a t e ) ，另一類是發展型國家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S t a t e )。兩者在結構上最大的差別，在於「創業型

國家」中地方政府官僚和企業經營者同屬一批人，而「發展型國家」

中地方政府官僚和企業則分屬兩批人，這個差別決定了兩種不同地方

政府的經濟行為模式。  

在創業型國家類型中地方政府比較傾向於直接引領外資企業，以

從屬關係掌握外資企業，直接介入企業的決策行為，形成了一種類似

創業者角色。  

而在發展型國家類型中，地方政府不直接介入外資企業的決策過

程，而是以其他的政策來引導，外資企業也不附屬在地方政府之中，

在這個類型寸，地方政府扮演了一個類似發展型國家的角色。  

可能按照外資企業不同投資形式，各與地方政府相結盟的類型呈

現不同，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會呈現不同類別，當一個外資企業

與當地企業合資時，其聯盟形式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會是企業型國家的

角色，倘若外資企業的投資形式為獨資時，其中地方政府則會扮演一

發展型國家角色。  

從上述互動情形所表現出來的地方政府行為模式來看，青島市地

方政府在其性格上比較類似於發展型國家。這種政府形態為了地方經

濟發展，與外資形成某種形式的聯盟，不過地方政府卻不願意完全服

從中央政策，進而產生了短期行為，這與一般國家發展模式有很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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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筆者認為，這正是中國大陸在進行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因為地

區制度條件的差異，進而導致其發展模式與政府角色有所差別的結

果，而這也正是中國大陸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重要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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