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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资企业给深圳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深圳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困难；外资企业也

对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发展、研发能力提高起到了重要

作用。当前，深圳利用外资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面临新的挑

战。在此背景下，深圳应采取措施促进外资结构升级，通过外

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发挥外资企业

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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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圳外资企业发展概述 

外资企业是指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港澳台）的企

业或自然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两大类。外资企业曾给深圳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设备、技术。目前外资

企业仍在产值创造、出口拉动和人员就业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在 2015 年深圳全市创造的 6785.01 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中，外资企业就占到 44.2%，达 2996.45 亿元。 

到 2016年 6 月底，深圳的外资企业共有 39579家，其中企

业法人 29810 家，占 75.3%；企业非法人 9769 家，占 24.7%。

这些外资企业的职工人数有 364.6 万人，户均 92人；注册资金

有 7950.3 亿元（涉及外币的统一换算成人民币，下文同），户

均 2008.7 万元，相关户均指标都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相应数

值。在这近 4 万家外资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有 12203 家、注

册资金 3009.3亿元、职工人数 122.5 万人，分别占外资企业总

数的 30.8%、37.9%和 33.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有 27376 家、

注册资金 4941.0亿元、职工人数 242.1万人，分别占外资企业

的 69.2%、62.1%和 66.4%。 

二、 深圳外资发展出现新态势新特点 

（一）从历年走势看，政策和周期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历年来新成立外资企业的数量、注册资金和职工人数的



2 
 

走势看，这些指标都与外资政策和经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

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台的外资优惠政策、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

和 2001 年的中国加入 WTO 等重大事件后，深圳都迎来了一大

批外资企业的入驻发展；而在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2007

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深圳的外资引入数量则出现一个低潮。深

圳历年来的外资企业走势如图 1所示。 

图 1 深圳历年新增外资企业分布图
1
 

从图 1 可看出，外资企业历年走势与外资政策和周期因素

的相关性很强。其中从企业数量看，深圳从 1984年开始，外资

企业入驻数量逐步增多，并先后在 1993 年和 2007 年形成两个

阶段性的高点；而 2009 年后外资企业数量的回升则说明国内

出台的经济刺激和 2010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

                                                             
1 本文中 2016 年的数据均为截止 2016 年 6 月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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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 号）等政策取得一定

成效。 

从注册资金看，2013 年前的注册资金随政策和周期变化波

动明显；而 2013 年后，注册资金显著增长，这与 2013 年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推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紧密相关。从职工人数看，

它与政策和周期因素的相关性最强，但近年来新增职工人数的

持续走低，可能与新增外资制造企业的大幅减少有一定关系。 

（二）从行业分布看，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 

从现存企业的行业分布看，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企业最多，

有 11151 家，占外资企业总数的 28.2%，排名第二的是批发和

零售业，有 10891 家，占 27.5%，排名第三的是租赁与商务服

务业，有 5871 家，占 14.8%，各行业的具体分布如图 2 所示。 

图 2 各经济行业的外资企业分布图 

从图 3历年各行业的新增企业数量看，不同行业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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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时间变化明显。2006年之前，外资企业以制造业为主，

随后快速下降，到 2014年时下降得几乎可忽略不计；2006年

以后，引进外资企业以服务业为主，到近年来已占绝对优势，

说明产业转移已显现出新的格局，已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

服务业为主。不过在服务业内部，行业间的差异也十分巨大，

其中多年来引入外资企业最多的是批发零售业，说明该行业的

对外开放程度大；而其它服务业在逐步放开准入限制后，引进

外资企业数量也逐渐增多，如 2013 年后的金融和信息技术业

就日渐增多。 

图 3 部分经济行业历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分布图 

从图 4的各行业的增资数量看，服务业也已占据主导地位。

据统计，2016年上半年深圳外资企业增加注册资金的有 268家，

增资金额 383.0 亿元。其中制造业增资企业 78 家，增资 2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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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别占全部增资企业的 29.1%和 7.3%；而服务业增资企业

190家，增资 355亿元，分别占全部增资企业的 70.9%和 92.7%。

值得一提的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虽仅有中国

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增资，但增资数额却高达 101.5 亿。 

图 4 外资增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图 

从图 5 的各行业的注吊销数量看，注吊销数量最多的是制

造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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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外资注吊销企业的行业分布图 

从新增、增资和注销三个角度都能看出深圳的外资产业结

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制造业转弱而服务业转强。这一方面

反映了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在追求低成本和规模经济效应的

制造业国际转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跨国公司会不断地加大对

制造业上下游和生产服务领域的投资，以完成其整体投资战略

布局。而鉴于深圳的人才、科技和产业优势，跨国公司已有将

研发设计、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向深圳转移的苗头。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压力，近年来新设外资制造企

业增长明显放缓、而注销仍在持续，说明该行业的发展遇到了

生存瓶颈，可能会打断制造业的自我升级步伐和良性循环，需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实体制造业的正常运行。 

（三）从投资来源地看，经济发达国家的比例逐渐增大 

从投资来源地看，最先涌入深圳的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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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跟进的是东亚的日本和新加坡投资企业，它们共同带动了

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夯实了深圳的制造根基；这些先期进入的

外资企业由于享受到了十分优惠的超国民待遇，吸引着其他地

区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岛屿投资企业的大

规模跟进，不过在超国民待遇取消后，这些来自避税群岛的投

资企业就逐渐减少，到 2015 年时几乎销声匿迹；而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一批欧美投资企业开始入驻深圳谋取发展。总体来说，

近期来自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企业日益增多，所占比重

逐渐增大，具体如图 6所示。 

图 6 排名前十的外商投资来源地历年新增企业分布图 

目前深圳已吸引了全球过半国家或地区（约 130 个）的企

业前来投资。截至 2016年 6 月底，在深圳的外商投资企业总量

已达 12203家，其投资来源地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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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来源地分布图 

（四）从经济类型看，“三资”并重逐渐演变“独资”主导 



9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大力引进三资企业来推动国内经

济的发展，即采取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在我国设立合资经营

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经营企业。在这一时期，深圳基本

是“三资”并重，其中港澳台商多采取合作经营方式，而外商

多采取合资经营方式；到上世纪 90 年代，独资企业开始异军突

起，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而中国加入 WTO 后，随着国内的所有

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外商采取独资企业

方式进入我国市场，而原有合资企业也加快重组步伐，逐渐向

独资企业转变。如今外资企业已出现明显的“独资化”趋势，

独资企业已成为深圳利用外资的最主要方式，三资企业的走势

如图 8和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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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历年来新增外商投资企业的经济类型分布图 

 图 9 历年来新增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经济类型分布图 

（五）从规模结构看，大型外资占主导小型外资起补充 

从规模结构看，深圳大型外资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其中注

册资金大于 5000 万元的有 2451 家，其注册资金为 6592.4 亿

元，分别占全部外资企业的 6.2%和 82.9%；而注册资金大于 5

亿的特大型企业虽只有 251家，但其注册资金却高达 3578.2亿

元，分别占外资企业 0.6%和 45.0%，特别是其中的近 200 家世

界 500 强企业更是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对来说，小型外

资企业则起着补充作用，其中注册资金小于 500 万小型外资企

业有 27464 家、注册资金 191.6 亿元、职工人数 159.2 万人，

分别占全部外资企业的 69.4% 、2.4%和 43.7%，从就业指标看，

小型外资企业发挥了十分有益的补充作用，具体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各规模结构的外资企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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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区域分布看，各行业的区位选择及集聚特征明显 

    从区域分布看，不同行业的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

集聚偏向性，其中制造业明显偏向于宝安和龙岗两区，落户两

区的外资制造企业分别为 4461家和 2374家，分别占外资制造

企业总数（11151 家）的 40.0%和 21.3%；职工人数分别为

89.8万人和 52.2 万人，分别占外资制造企业职工人数

（224.2万人）的 40.0%和 23.3%，而外资制造企业职工人数

又占到全部外资企业职工人数的 75.4%，说明外资制造业对深

圳尤其是对宝安和龙岗两区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各行业的区域

分布，如表 1所示。 

表 1 外资主要经济行业的前两名区域分布表 
主要经济行业 

（家） 

行政区划

（家） 

占比 

（%

） 

行政区划

（家） 

占比 

（%

） 

制造业 11151 宝安 4461 40.0 龙岗 2374 21.3 

房地产业 1629 福田 447 27.4 罗湖 359 22.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35 福田 344 30.3 罗湖 340 30.0 

批发和零售业 10891 福田 3128 28.7 南山 2204 20.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871 福田 1992 33.9 南山 1685 28.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771 南山 831 30.0 福田 795 28.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09 南山 892 46.7 福田 469 24.6 

三、 进一步促进深圳外资企业发展的建议 

在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一方面，生产要素成本

上升，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用工要求日益提高，无形中

降低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

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而与此同时我国周边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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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这些因素给深圳的外

资引进带来新的挑战。深圳可针对这些新情况，因时因地采取

对策促进外资结构的升级，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

出效应，进一步推动深圳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继续引导外资投资，实现结构调整和优化 

首先，要遵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向和国际产业转移规律，

引导外资企业的投资方向调整，继续引导其由一般加工贸易向

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转移，针对第三产业开放

程度不一的现状，逐步扩大金融、保险、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

业等领域的开放度，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力度。其次，跨

国公司在完成制造业组装工序转移后, 将进入技术转让阶段, 

会逐步把应用性研发中心和项目开发中心转移到目标地区, 实

现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本土化，深圳可借机加大引智力度，吸引

外资研发机构进驻，从“市场换技术”向“人才换技术”转变。 

（二）调研外资制造所遇瓶颈，提出对策遏制下滑趋势 

针对新增外资制造企业几乎停滞不前而注销仍在持续的不

利状况，建议组织相关部门调研制造业面临的各类问题，采取

切实措施改善实体制造的环境，同时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招商

力度，以推动深圳从产业链中端制造环节向高端制造环节延伸，

为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当前美国等发达国

家已推出“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计划，吸引制造业回

归和资本回流，深圳也可结合调研情况，提出进一步促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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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有效对策，打响“深圳制造”的品牌。 

（三）变优惠政策为优质服务，改善吸引外资的软环境 

从长远发展看，单靠优惠政策的引资做法不可持续，也容

易形成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可行的做法是提高吸引外资的软环

境，稳定、规范的投资环境比一般的优惠政策更重要。为此，

一要加强和重视教育，特别是劳动力的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

培养高级适用人才；二要完善深圳的产业配套环境，提升市内

企业的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延长与外资企业配套的产业链，即

大力支持市内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档次，以接近外

资企业对相关零配件的要求。三要着力构建和完善市场信息与

协调服务系统，增加透明度，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

良好营商环境的培育，促使内外资同台竞技，促进深圳经济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培育专业化产业集聚区，精准招商促进片区发展 

针对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倾向性, 深圳各下辖行政区可结

合自身特长和优势产业，培育专业化的产业集聚区, 鼓励相关

外资企业入驻集聚区。如宝安和龙岗可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制

造领域，继续吸引高端制造业入驻, 保持“制造业中心”的健

康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工业制造业依然是推动深圳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此可培育专业化的集群区，增加产业的

规模经济效应，吸引跨国公司入驻。再如福田、南山和罗湖等

行政区可发挥服务业的优势，进一步吸引现代服务业进驻发展。



14 
 

各行政区域在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的同时，还要注意在引进

外资政策方面保持协调性和一致性，以取得更好的引资效果。 

（五）加强总部经济的招商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鉴于深圳地小人多，面临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承载四

个难以为继的现状，引进技术先进、附加值高的外资企业和发

展总部经济将是可行的方向。从深圳外资企业发展的实践看，

引进的大型外企已发挥出明显的主导作用，今后可继续加大对

世界 500 强等企业的招商力度，为提升深圳的经济发展质量培

育出新的领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