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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造综合环境新优势是当前开发区的首要任务。基于对资金流动和投资环境新动向的分析，本文从国内外大背 

景、开发区和城市三个层面构建新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并针对重庆北部新区进行了实证对比分析，指 出投资环境竞争力提 

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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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eating the new superiority of synthetic environment is the first task faced by developing areas．The essay analyzes the new 

trends of FDI and the environmental ch~ es，and figures that developing alia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inoring compelitive production eft— 

pacity，to forming enterprise groups and industrial groups．By the met}l【x|s of the expert analysis and investor views，new evaluation system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developing areas is built．Meanwhile，this essay chooses and evaluates the investment envi~nmental competitive 

s~nsth of ten developing zones，and points out that Chongqing new north zone has development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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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是投资的地域化和归宿。近 20年来，我国地区 

之间特别是开发区之间竞争态势基本形成，投资者的投资动 

机和投资策略13趋成熟。在要素资源全球性配置、世界产业 

结构大调整和科技革命13新月异的背景下，创造综合环境新 

优势，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及项目和企业 

进入，保证投资者获得预期利益与安全，已成为开发区的首 

要任务。 ． 
一

、投资与开发区投资环境新动向 

第一，国际资本流动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四大新 

特点。一是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幅超过 30％，远远高于全球 

经济总量和世界贸易的增长水平，2OOO年跨国投资总量超过 

1万亿美元，达到12 708亿美元。二是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 

投资的主导方式，国际资本流动加速。20O0年跨国并购数量 

也突破 1万亿美元，达到11 438亿美元，占跨国投资总量的比 

重超过 9o％。三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正发生急剧变 

化，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 

险、电信 、物流等现代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资本流向的热点。 

四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区域结构失衡加剧，发展中国家吸收外 

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减少了十几个百分点。 

第二，加入WTO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在华实施提供了 

可能，三大投资新动向值得关注。一是投资力度强化，新一 

轮投资热正在形成。200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500亿美元，达到 527．4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二 

是投资地域集中化，东部地区仍然是重点。截止到 2001年， 

外资的85．96％分布在东部地区，8．78％分布在中部地区，5． 

26％分布在西部地区。同时，跨国公司投资又向长江三角洲 

集中，2002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454．6亿美元，上海、江 

苏、浙江三省市达175．4亿美元，将近占40％。三是投资方式 

多样化，跨国并购、独资经营和产业链投资三大动向日趋明 

显。特别是产业链投资表明，跨国公司在华不再单打独斗， 

而以完整的生产配套获取竞争主动权。 

第三，内外动力有利于我国吸引投资，但投资环境竞争 

力迫切需要提升。从外动力看，受世界经济低迷和全球贸易 

滑坡的影响，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加速，在这个过程中，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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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强和现代物流发 

展快的新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从 自身看，我国经济开始步八 

快速上升通道，2001年增长 7％，20O2年增长 8％，经济总量 

跃上 lO万亿元新台阶，加上社会政治稳定、市场潜力巨大、发 

展前景看好等因素，我国对外引资吸引力进一步放大。与此 

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促使各地相继加大投资力度， 

新一轮投资热潮已掀起。相比之下，我国投资环境竞争力却 

偏弱，2001年技术成就指数为 0．299，低于 72个参评国家(地 

区)平均值0．374，处于世界中等偏下水平，在发展中大国里 

优于印度但低于巴西。这种状况与加大投资要求明显不相 

符，急需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资环境。 

第四，投资环境竞争已成开发区间竞争的关键，投资环 

境的改善也从硬环境到软环境进而提升到企业生态环境。 

关键在增强配套能力，要求开发区及其依托城市拥有企业生 

存发展所必须的产业链、企业群。这样，投资企业突破其所 

在地限制，在要素供给上需要所在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代 

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蕴提供丰裕的人才，在空间拓展上则需 

要合作竞争机制健全的城市群支撑。以企为本，天津泰达已 

率先起步，提出变过去打造硬环境的“五通一平”为创造综合 

环境的新“九通一平”，其中，“新九通”包括信息通、市场通、 

法规通、配套通、物流通、资金通、人才通、技术通、服务通， 
“

一 平”则是建立2l世纪中国的新经济平台。 

基于上述新动向、新趋势，开发区投资环境正从单纯的 

税收优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为主要吸引力的开放“怪圈”中 

走出，转而注重以改善环境、完善体制、发展产业等创新为吸 

引力的开放，并立足于发挥自身优势，依靠特色来进行吸引 

投资和发展产业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税收、土地、基础设施 

等传统因素对开发区投资环境的作用减弱，配套能力的影响 

则逐步增强，并在纵向上要求开发区形成企业群，横向上拓 

展到所在城市或地区具备研发、生产、营运等一体化的综合 

配套能力。 

二、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 

按空间尺度大小划分，开发区投资环境属于微观投资环 

境范畴，其评价侧重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建设条件等因素。 

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取向，综合性评价开发区投资环境， 

既要涉及硬环境和软环境，还要包括影响开发区长期发展的 

无形因素，例如文化底蕴与创业氛围；既要评价开发区本身， 

更要评价其依托的城市或地域。因此，投资环境评价及其体 

系构建应把握两点：其一，拥有低成本。对投资者而言，包括 

产品生产、运输 、营销等环节和技术、管理、人力等要素的成 

本在开发区尽可能得到降低；对开发区而言，意味着投资环 

境具备了较强竞争力，能在吸引投资者上掌握主动权。其 

二，拥有大配套。这主要针对开发区所依托的城市或地域来 

讲的。一是技术、人力、管理等资源要素的供给能力；二是制 

度、体制、技术的创新能力及其传播扩散能力；三是生产配套 

能力，即形成企业群和产业群。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由 

三部分组成。 

第一，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的总体环境。一般而言，国家 

或地区内所有开发区受到总体环境的影响应该一致。但由于 

各开发区的对外开放度，或者对外经济联系紧密程度不同，国 

际国内形势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差异。比如沿海开发区吸 

引外资量和外贸出口比重大，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 

冲击就远高于其他开发区；同时应看到，国际形势趋好特别是 

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沿海开发区又抢 占先机获得发 

展。排除突发事件和战争因素，影响我国开发区的国际因素 

主要是全球经济增速和外交关系，而国内因素则集中在宏观 

调控政策取向，其中类似沿海倾斜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等 

地区政策影响最显著。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开发区所在地来反 

映，因此本文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中不再单列。 

第二，基于低成本的开发区自身环境。包括五个方面 

(表 1)：一是开发区所处的区位，包括外区位和本区位。这直 

接关系到区内企业的对外运输成本。其中，外区位指开发区 

所在城市的区位，以城市对外大通道的便捷程度来表征；本 

区位则指开发区在城市中的所在区位，以开发区到城市的对 

外大通道的便捷程度来表征。对开发区自身环境评价，主要 

在本区位。二是生产要素，由土地、水、电、气、讯、路和劳动 

力的保障程度和价格组成。三是政策优惠 ，包括要素价格、 

税收、信贷、出口经营权等。目前各地开发区政策优惠程度 

基本相当，其差异在落实程度上。四是运行机制，即开发区 

采取的管理模式。除经济特区外，全国开发区要么只搞开发 

建设，要么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共抓。五是生活环境，以投 

资者就医、就学、娱乐休闲的便捷度和舒适度来表征。 

第三，基于大配套的开发区所在城市投资环境。从服务 

开发区角度出发，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区位，即开发区的外区 

位，主要由距全国(或地区)首位城市上海的距离和城市腹地 

大小组成。二是综合经济实力，可通过经济总量和地方财力 

来衡量。三是生产配套能力，即制造业发展水平，由行业的 

门类、支柱地位 、综合效益和企业的数量、规模、知名度等构 

成。四是服务设施配套能力，指运输、商业、文化、体育、医疗 

卫生保健、学校、金融、咨询机构等设施的发展水平与满足程 

度。五是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包括科技人员总量、人力资源 

培训实力和人才流动载体建设等。六是经营能力，可由对外 

开放度、城市公信度和城市形象美誉度来描述。 

三、开发区投资环境竞争力实证分析 

成立于 2001年的重庆北部新区，地处重庆主城区，北靠 

江北国际空港，南临渝中半岛，长江、嘉陵江环抱而成，规划 

面积 136．6平方公里。截止 2003年，重庆北部新区累计引进 

项目122个，合同投资额269亿元，当年完成投资52．9亿元， 

增长60．4％；实现工业总产值 39．4亿元，增长 2．3倍，正步人 

起飞发展的新阶段。按照“再造一个重庆工业”的要求，重庆 

北部新区的重点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造综合环境优势争 

取更多的产业项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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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 城市投资环境[o．45] 
指 
标 
体 

系 

区位优势[O．03] 

综合实力[O．06] 1．GDP(亿元) 

2．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生产配套[O．12] 

1．支柱产业产值比重(％) 

2．重点优势企业产值比重(％) 

3．综合经济效益指数(％) 

服务配套[0．1] 

1．货运量(亿吨) 

2．邮电业务总量(46．,-L)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4．金融机构存款(亿元) 

人力资源：O．05] 1．科技人员数量(万人) 

2．高校在校生(2rzk．) 

经营城市I．O．09] 

1．进 出口占GDP比重(％) 

2．城市公信度 

3．城市形象美誉度 

注：(1)表中方括号表示权重；(2)区住、运行体制、优惠政策、生活环境、城市公信度及形象美誉度由专家打分和投资者评价合成
。 

表 2 十开发区投资环境等级评价 

注：(1)要素价格确定及单位见表 1；(2)要素价格资料来自开发区网站
， 因时间关系不具有可比性仅作参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国统计 

年鉴》(2002年)；(3)区住、运行体制、政策落实和生活环境评价资料来自《经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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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定量指标选取及单位见表 1，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002年)、《中国城市年鉴》(2OO2年)及各城市统计数据；(2)区位等级综合 

考虑到城市与出海口距离及城市腹地范围，城市信用及形象评价等级来自相关报道和零点调查公司资料。 

为客观全面地衡量重庆北部新区投资环境竞争力，本文 

选取东部的天津泰达、大连经开区、苏州新区和广州开发区． 

中部的长春赛得和长沙经开区，西部的成都高新区、昆明经 

开区和西安高新区等九个开发区作为参考，采用专家评分和 

投资者评估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北部新区投资环境竞争力 

在十个开发区中排位靠后，综合分值与投资环境最优的天津 

相差近10个百分点，与毗邻的成都高新区也差 1．2个百分点 

(表 4)。 

表4 十开发区投资环境等级评价分值及排序 

注：得分①和得分②分别根据表 2、表3计算而得，其中要素价格 

越高，优惠度和评价值越低。 

具体到次级指标，与沿海各开发区相比，重庆北部新区 

在要素价格优惠和城市的服务配套上比较占优，其中具有绝 

对优势的是天然气充裕和劳动力价格便宜(表 2)。除区位因 

素外，处于劣势地位的在开发区管理效能、政策落实程度、生 

活环境，以及重庆自身生产配套功能不强、对外开放度偏低 

和城市经营水平不高等方面。其中，生产配套功能不强主要 

在行业和企业集中度不高(表 3)。在中西部开发区中，重庆 

北部新区投资环境优势明显，但总体上弱于成都高新区，尤 

其在开发区自身上。一是成都高新区的水价和电价在全国 

都很便宜，水价比北部新区低一半，电价只有 64％；二是运行 

体制和政策落实程度优于北部新区，特别在政策落实上；三 

是生活环境较北部新区便捷、舒适。事实证明，成都高新区 

建设速度、引资效果较重庆北部新区优。 

根据投资环境因素改善的可能性，提高投资环境竞争 

力，重庆北部新区自身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利用更优 

惠的政策降低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尽可能地缩小与 

成都高新区差距；二是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管理 

效能，降低投资成本；三是落实现有优惠政策，重点在西部大 

开发政策，放大政策对投资者的吸引作用。同时，作为依托 

城市，重庆要加大工作力度，增创发展新优势：一是加大经济 

结构调整力度，集聚全市有利因素进入重庆北部新区，发展 

壮大一批企业群、产业群；二是加大开放型经济发展力度，促 

使北部新区及重庆利用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三是加 

大城市经营力度，突出建管并重，逐步从建转到管上，以向管 

理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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