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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保障我国的产业安全 

编者按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 日 

渐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保障我国产业安全 ，才能保障民族产业的发展 ，保存 国家综合 

实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目前，就对外开放的尺度问题，学界争论颇多。我国经济 

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大发展，无疑，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但如果本国产业在开放 

中不加选择地吸收外资，就有可能丧失本国产业的产权、国内市场的份额乃至给本国产 

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这组文章，希望能帮助读者全面动态 

地理解开放、发展、安全三者的关系。虽为一家之言，但所论及的问题值得关注。 

我国对外开放中产业安全的基本态势 

一

、相关的理论问题 

口 高 梁 

近几年关于产业安全的争论，焦点是如何看待 

外资在华投资与并购。由于争论涉及“开放国策”， 

这里先在理论上作一简单说明。 

产业安全问题，就是在开放条件下，面对外部 

的挑战，要不要及如何保障民族产业的生存基础。 

民族产业(或本国产业)是由中．国公民(机构)持有 

产权并管理控制的企业群。保障本国产业的产权、 

国内市场的份额 、主导产业运行的地位 ，是产业安 

全的基本内容。 

产业的生存是发展的前提。保障产业安全的必 

要性在于：(1)它关系中国公民的切身经济利益(不 

仅是税收和就业，还包括企业利润的归属)；(2)中 

国企业是 自主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基础平 台； 

(3)中国企业是国家贯彻经济政策(产业、宏观政 

策)的基础；(4)中国企业的实力，决定了国家应对 

重大挑战(如大灾、战争)时，动员资源的能力。 

保障民族产业的生存，就是保国家综合实力 ， 

就是保人民的福祉，就是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 
一 个大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有人认为：过去计划经济、封闭落后，才导致不 

安全；而开放促进了发展，才有真正的安全。这是 

片面的、直线式的、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讨 

论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系统在充满机会和威胁的环 

境中，趋利避害，保生存图发展的问题。封闭导致 

僵化和停滞，必须开放(与环境互动)以获得发展能 

力。但如果我国产业在开放中不加选择地吸收外 

资，“融人”全球大市场环境，同样可能会导致部分 

企业失去生存权。我们要全面动态地理解开放、发 

展、安全三者的关系，这是理解“统筹国内发展与对 

外开放”的要 旨。 

二、开放引资中的现实挑战和威胁 

近十几年，各地将招商引资作为促经济增长的 

主要抓手，出台“土政策”(诸如零地价、送厂房、配 

套贷款、五免十减)进行引资竞赛。这种吐血式的 

依靠外资的发展 ，还有更深远的隐忧，即民族产业 

主导权的旁落。 

我国吸引外资总量已达安全底线 

目前我国三资企业产值已占全部工业的28％、 

出口总额的57％(2009)。一般认为，外资占本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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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比例达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 

本(占三资的1／3)，外资在我国工业中的份额也已 

达到了这一水平。 

工业中属于国家命脉的煤炭、石油、冶金、军工 

类及电网燃气供水等行业，国有企业尚占绝对优 

势。在皮革、家具、电子通讯、仪器仪表行业 ，外资 

占绝对优势。在部分轻工业(如农副产品及木材加 

工)，私营经济占绝对优势。在食品饮料、纺织服 

装 、造纸印刷、化工橡胶塑料及机械设备行业 ，国 

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处于激烈竞争状态。 

我国FDI(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投资领域扩张：从轻纺工业、电子装备向上游工 

业延伸，从组装加工环节向整机、研发延伸；从工业 

向三产(商贸、金融、咨询乃至教育传媒)延伸。 

投资大型化：欧美企业单项投资规模动辄几千 

万、上亿美元，世界500强几乎全部到中国投资。 

独资化趋势：随着政策放宽、外资对大陆的熟 

悉 ，独资企业 占FDI企业数和实际投资额 ，从 90年 

代的不足40％，猛增到2003年的66％、2007年的 

77％。外商独资使我们学习先进技术的初衷基本落 

空，更容易形成外资垄断。 

FDI中并购比重明显提高 

过去我国对外资在华并购案审核较严。加入 

WTO后，放宽对FDI的限制(持股比例、转让技术) 

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 ，给外资在华并购提供了条 

件。2004--2005年，外资并购额占FDI总额的比重， 

从以前的5％猛增至60％左右，2005年外资在华并购 

案值达140亿美元左右，其中美资占第一位。此后 

因社会反映强烈，国家出台审查政策和颁布《反垄 

断法》，并购案比例有所下降。 

由于没有官方数据，各机构提供的数据仅作参 

考：2010年外资人境并购案44起，环比增长57．89％， 

披露金额23．91亿美元 ，环比上升109．37％(2010年 

中国并购市场统计分析报告)；2011年外资并购66 

起，披露金额44起68．6亿美元。未披露数据至少占 

并购案件的1／4。外资在华并购行为，多数为战略性 

投资(关键行业或企业)。 

三、鼓励外资参与对国企的改组收购 ，威 

胁我战略产业安全 

2000年前后，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国家鼓励民 

营企业参与中小国企的改组改制。国有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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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思路之一，是利用外资。2003年经贸 

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外管局联合发布《利用外资 

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此后各地纷纷把“引进国 

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大型国企改革首选。 

但是地方国企中有不少原工业部属(特别是装 

备工业)骨干、龙头企业，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 

系的核心部分，把它们出让给外资，等于变相帮助 

跨国公司消灭竞争对手、扩大在华地盘、垄断中国 

市场。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被外资收购后，给行业 

级协同技术攻关造成 巨大损失。甚至一些承担国 

防工业重要配套任务的战略性企业，一度也面临被 

外资吞并的威胁。 

利用外资进行产权改革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 

推进改革，但由于不顾产业结构与产业安全，属于 

“自杀”性质。 

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在开放中都不能回避“本 

国产业核心利益”底线。许多发达国家，如德国可 

以批准出售少量中型企业，但不可能卖西门子。通 

用是美国政府必救的支柱企业。1980年代英国私 

有化、1990年代两德统一后对东德国企托管式改 

革，从未允许任何重要企业出售给外资。西欧各国 

工业的外资比重不超过 15％，银行业外资比重不超 

过 13％。只有若干拉美和东欧国家彻底将国企拍卖 

给外资，其丧失经济主权的严重后果已明摆在世人 

面前。 

外资并购我 国企业的主要形式 

受让合资企业内中方股权：外方凭借技术优势， 

控制关键 职位 、掌控销售渠道 、转移收益 、制造亏 

损，再要求“增资扩股”，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通过并购直接入主企业：外资乘地方政府拍卖 

国企之机，选择龙头企业或其中优质资产，压价收 

购。外资常利用华人雇员公关，通过地方政府向企 

业施压；一些地方不顾企业员工意见强行“改制”， 

甚至不惜将国家战略性骨干企业让与外资。 

间接并购：后台公司通过多家子公司收购目标 

公司股权、间接控股。 

通过资本市场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全流通后，外 

企通过二级市场恶意收购。如通过QFII收购A股； 

受让上市公司定向增发B／H股；竞购负债公司的股 

权拍卖(如佳通轮胎竞购桦林44％股权)；利用债转 

股市场并购；通过外资基金收购企业再转手(如深 

发展被转卖给新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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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资在华势力不断膨胀，对我经济主 

权与安全的危害 

垄断市场，控制产业话语权：凡是对外资完全 

放开的领域，已经形成外资垄断或寡头竞争式的外 

资主导格局 。如外资企业 已控制了中国洗衣粉市 

场的一半 、医药行业骨干企业 的 45％、轮胎重点厂 

的一半以上。外资有条件操纵价格，打压或收编本 

国中小企业，囊括大部分收益。 

抑制自主创新能力和民族品牌的成长：行业骨 

干企业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平台，如果被外资并 

购，我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 

和熟练技工队伍将会被打散，或被外方收编成为外 

资扩张中国市场的工具。国家以自主创新促进产 

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就会落空。 

干涉国家政策、侵蚀经济主权：如2005年国际 

快递四巨头公开声明干涉我《邮政法》的制定；54个 

在华跨国公司上书国务院阻挠“两税合一”。 

五、政策措施的讨论 

内在统一的经济战略思想 

多年来我们总是强调开放成就的一面，“开放= 

招商引资=国策”几乎成为不可挑战的思维定势。 

当前，我们工业的技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仍不敌跨 

国公司。如果听任外资无限扩大规模，各开放产业 

被外资控制或主导，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落人谁手? 

国家的产业政策、综合国力的根基何在?这是重大 

严肃的问题。 

因此，我国要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上，形成明确 

的、内在逻辑一致的战略思想，明确“统筹国内发展 

和国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要服从国家的 

长远发展利益，即通过 自主技术创新推动产业优化 

升级，而国有骨干企业是民族工业的支柱和自主创 

新的主体，要全面清醒地认识开放引资和保障产业 

安全(及产业未来升级空间)的关系，在政策上处理 

好开放与安全、发展的关系。 

国家法规的逐步完善 

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问题，过去我国没有专 

门法规。2005年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 

企业的规定》以及2008((反垄断法》，是对外资并购 

审查的初步依据，但缺乏操作性。 

2011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其中规定： 

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是：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 

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 

单位；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 

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 

装备制造等企业。规定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部 

际联席会议，由国务院领导、发改委、商务部牵头， 

根据外资并购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并购安全审查。 

这是我国对外经济法规的重要文件，接下来就 

是对执行力的考验。 

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1．需要考虑制定较高定位的“外资法”，及时适 

度修订有关外商投资政策与准入范围的政策规定。 

2．制定各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名录，禁止外资与 

此类企业整体合资控股，或收购其核心业务。 

3．清理行业与地方有关对三资企业的各种优惠 

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同一国民待遇。 

4．制定相关的法律细则，防范外资利用二级市 

场的恶意收购行为。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重工业行业的外资并购形势 

口 义 之 

国重工业中，矿山、能源(煤油气)、电力、钢铁、 

石化、铁路装备等大规模、集中度高的“国家命 

脉”类行业，仍在中央企业旗下。而其他非中央直属 

企业所在的化工、建材、矿山勘探、装备制造行业，则 

因缺乏统一的行业规划，在地方大力吸引外资(包括 

并购性质的投资)的情况下，呈国有、民营、外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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