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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論文採用固定效果模型，分析了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大經濟區中的重

點城市─蘇州、杭州及東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要素為何。實證結

果顯示，自 1992 年至 2008 年三市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符合中

國大陸整體的外商投資趨勢。並且從三市的固定效果可以看出蘇州市成為

三市中最受外商歡迎的城市。自從中國大陸開始以上海為中心，發展長江

三角洲經濟圈以來，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便發生位移，從廣東省逐漸

向江蘇省與浙江省移動。而蘇州市為江蘇省境內的重點城市之ㄧ，積極推

動各項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資，而蘇州市近年來經濟成長快速，外商投

資所帶來的直接受益，如提供工作、提升工資水準。以及間接收益，如技

術外溢效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東莞市在三市比較中排名

第二，也標示著雖然目前整個珠三角面臨了產業轉型問題，但仍受外商投

資青睞。產業轉型意味著活力與生機，也同時帶有轉型失敗的可能，但是

對體制健全，營運良好的企業而言，產業轉型有助於其減少競爭對手，汰

弱存強。至於杭州由原本的內源型經濟轉為依賴出口及外商投資的過程

中，因為起步較晚，在比較上略遜於蘇州及東莞二市，然而如前所述，杭

州市在許多投資意願的調查裡表現出色，可見其發展的未來性頗受看好。 

 

從實證效果顯示，自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至 2008 年的期間內，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有三，分別為勞動力品質、產業聚集與政府政

策。勞動力品質呈現正向顯著，基本上符合三市的產業結構，高科技產業

尤其是電子產業，佔有三地工業產值一定的份額。而此類產業相當重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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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過程的良莠率，因為良莠率不但是成本控制的重要一環，也是其是否

能與其他廠商兢爭的關鍵。使得他們需要水準以上、具備基礎產業知識的

勞工。第二，產業聚集因素呈現正向顯著，表示蘇州、杭州、東莞三地的

外商直接投資型態，並非相互競爭型，而可能偏向於上中下游的產業鏈整

合型。若一地的產業重複度太高，除非其目標市場不同，否則產業聚集將

會帶來惡性競爭的可能。但是以高科技中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分為晶片設

計、製造、封裝、測試等幾大階段，每一段中需要的廠商型態皆有差異，

但可帶動大量相關廠商發展。根據產業聚集理論，相同產業聚集帶來的優

勢有：擴大市場規模、節約生產費用、易與供應源接近、可使市場需求集

中等。而特定產業的產業鏈規模龐大，一旦上游產業前進投資，勢必帶動

大量中下游廠商一同遷徙。使產業聚集形成對吸引投資的正效果。最後一

項呈現負顯著效果的是政府政策，本論文以中國大陸 1995 年公佈的《外

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為準，測試外商直接投資對該政策的反應。結果顯

示，自政策實施後，將不利於外商直接投資。筆者認為應與《外商投資產

業指導目錄》並非為完全的獎勵條例，其中尚規定了限制類的產業投資，

使得原本看重中國大陸低廉勞動力的廠商，因其本身產業不符合中國大陸

的規定而無法進入投資。從另一方面來看，本因素也符合目前中國大陸所

強調的綠色 GDP 政策。中國大陸希望透過經濟結構轉型，以排拒造成高

耗能、高污染的產業。使經濟發展不用爲將來造成的環境破壞付出代價。 

 

另外，許多關於中國大陸外商投資區位因素的文獻，均顯示了工資變

數對外商的重要性，通常而言愈低的工資水準，愈能吸引外商投資。但是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兩者沒有相關性。筆者推論應與樣本的選擇有

關，就中國大陸全國的量化研究或是區域性的量化研究，所蒐集的資料相

當龐大，反映出整體趨勢。然而本論文只選擇三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觀

察，使個別的獨特性能夠彰顯。工資水準在三市中不顯著代表的意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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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三地積極發展高附加價值工業以及商業服務產業的經濟發展目標。相關

產業之所以進入投資，對低廉工資的要求並不高，反而更重視政府支持，

以取得土地、優惠政策輔助等等。 

 

最後，本論文利用多種統計量進行實證模型正確性檢定，也確認了本

論文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本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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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實證模型並無法被證

明為設定錯誤，且不存在自我相關與共線性問題。因此，本論文在實證模

型中所獲得的研究結論，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論文採用量化方式研究外商投資，具有統計上的可信度。雖然本論

文將研究對象縮小三個，且以城市為準。但相較於質性研究，所得知的資

料偏向整體與宏觀角度，可能有許多無法量化的區位優勢，但可透過田野

調查的實地訪問而得知，此部份或可透過後續的研究補足。另外，也由於

中國大陸推動經濟轉型時間過短，若試圖探究其對外商投資的影響，可能

有樣本數不足的問題。 

 

再者，例如內需市場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為何。也因為中國大陸正處

於關鍵的轉型點而無法用量化方式得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重要性，在

歐美市場因金融海嘯而快速萎縮的全球經濟中，日益彰顯出其重要性。中

國大陸當局亦極力拓展內需，欲由出口帶動的經濟成長，轉而朝向內需擴

張。故於 2008 年 11 月由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計劃推出推出高達 4 兆人

民幣的擴大內需方案，計畫包括基礎建設、農村保障、生態保育、創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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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等全面性內容。諸如上述這些擴大內需政策，將帶動相關產業龐大的

商機。但較難以從量化研究表現出來。 

 

 對台商而言，以往進入中國大陸所看重的是其低廉勞動力成本、土地

成本，並以中國大陸為出口中心，主要市場還是集中於歐美等地。但全球

金融海嘯的影響也深深重創了這些以出口為主的台灣外資。一份由工商時

報出版的「大陸台商一千大」調查顯示，相較於過去表現亮眼的出口貿易

台商，過去長期不受重視的內需型台商，獲得明顯的成長。這番巨變讓台

商開始思考作出調整與改變。許多原本專攻出口產業的台商，也開始思考

轉型進化成內需型台商。舉例來說，全球最大燈飾生產基地之一，位於東

莞沙田鎮環保工業區的永晉集團，原本的商品展示廳，只供給國外客商參

觀，但從 2008 年開始，永晉集團花費五百萬元人民幣打造了規模豪華的

大陸內銷市場展示廳，也成為了等於永晉集團誓師大陸內銷市場的最佳證

明。除了傳統產業外，例如高科技電子業也開始針對內需市場制定相關進

軍方案。例如奇美光電原本只在寧波設液晶面板的後段模組廠，但為了與

大陸家電企業配合，還到大陸彩電最大的組裝基地之一的廣東佛山投資。

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個別企業的營運政策，不能直接透過數據表

現，需要使用面談或是訪問方式才可得知實際情況。當前中國大陸的人均

購買力雖比不上歐美先進國家，但由於中國大陸的人口結構龐大，即使金

字塔頂端的消費人口僅佔 1%，其消費能力亦相當可觀。筆者建議後續研

究可針對中國大陸經濟轉型階段，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做實地調查訪問

的補充，將可更為豐富投資理論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