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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論文旨在探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透過外商直接投

資政策的變遷來檢視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之影響，本文從 1979

年改革開放後至 2007年，透過分析中國大陸各時期外資政策的形成背景，探討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調整軌跡與深層問題。從各時期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

資本、貿易、技術、制度和就業等影響，剖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帶來的正負效應。探討「十一五」時期外資政策之調整，藉以找出中國大陸在利

用外商直接投資現階段所遇到的問題。 

 

  根據錢里納( H. Chenery ) 和 斯特勞特( A. N. Strout )的雙缺口理論指出了

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資本往往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填補缺口

成為各國政府在經濟政策調整的重要目標，利用外資來平衡這兩個缺口，既能解

決國內資金不足問題，又能減輕匯不足切實轉向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

質人才，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需求開始從「數量為主」轉為以「質量為主」。外商

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帶來的影外匯不足的壓力，從而滿足國內經濟增長對

投資和進口的需求。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引進是必要的，中國大陸經過 20多

年的發展，「資金缺口」和「外匯缺口」逐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技術缺口」，

因此中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從彌補資金、外響有利有弊，為降低負面效

應，中共當局將逐步調整利用外資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