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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直接投资促进浦东服务业发展

杨周彝

一、高速发展的浦东经济

在 1900 年以前，浦东是上海的城郊地区，相对浦西而言，经济结构相当落后。1990 国务院向全世界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以来

的 9年，浦东新区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1990 年浦东的 GDP 为人民币（下同）60.24 亿元，1998 年跃升至 708.85 亿元，8 年增长 11.8 倍，远远高于浦东开发开放

初期专家预测的到 2000 年浦东 GDP 将达到 500 亿元的目标，浦东新区的经济连续 9年以平均超过 20%的速度高速增长；

98 年浦东新区人均 GDP 达到 4.6 万元，约合 5500 美元，远高于 98 年上海全市人均 GDP870 美元，全国人均 GDP870 美元的

水平；

98 年浦东新区的工业总产值已高于 1983 年上海全市工业总产值，新区第三产业继续高速发展，98 年浦东新区一、二、三

产业的结构比例为 0.7:59.3:40，其中第三产业比 90 年增长了 100%；

截至 99 年 4月，已有 31 户外资银行、30 户中资银行进驻浦东，19 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98 年底，浦东新区各

银行的存款余额达 823.67 亿元，比 90 年的 30.84 亿元增长 27 倍，98 年浦东金融业对新区 GDP 的贡献率达 21.6%；

截至 99 年 4月，浦东新区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5630 户，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280.1 亿美元；

98 年浦东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均比 90 年翻了两番；

98 年在全国外贸出口普遍不景气的形势下，浦东外贸一枝独秀，出口 5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1%。进口 67.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6.7%。99 年一季度，浦东外贸首次出现出口大于进口的局面，预示浦东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已开始摆脱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数据显示，浦东新区已成为上海经济新的增长极。

二、浦东开放服务业和发展服务贸易现状

浦东作为我国 90 年代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承担了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先行先试”的重任，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按照 WTO 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标准和规范开展经济活动。与此相配套，中央和国务院为浦东新区制订了一系列在服

务贸易领域“先行先试”的相关政策，例如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组建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允许内地各省国营外贸公

司到浦东开设子公司、允许外资零售业、批发业在浦东和上海经营等等。

同时，浦东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也试行了比内地更开放的市场，目前，浦东已经开放的行业和部门已涉及房地产、金融（部

分开放）、餐饮娱乐、宾馆旅游、运输与仓储、咨询与评估、研究与开发（R&D）、教育、广告、律师与会计师、物业管理、建筑

工程服务与施工监理等等行业。

据统计，截至 98 年底，在浦东新区全部外资企业中，投资第三产业的为 3353 户，占外资企业总数的 61.3%，投资额占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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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 44.81%左右，其中：

通信、运输、仓储服务业 174 户，投资额 3.8 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服务业 2258 户，投资额 35.2 亿美元；

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 189 户，投资额 76 亿美元；

建筑与工程服务业 230 户，投资额 5.7 亿美元；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社会福利、法律、咨询等各类社会服务业 465

户，投资额 16 亿美元。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在浦东服务业中，除了电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少数部门未开放以外，其他大多数服务部门均已

不同程度地对外资实行了开放。

三、香港直接投资是

浦东服务业高速发展的动力截至 99 年 4月底，中国大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 2276 亿美元。其中，香港作为内地吸引外资

最大的来源地，实际投资额高达 1427 亿美元，合同金额 3000 亿美元，直接投资项目 18 万个，分别占 51.4%、51.48%和 54.8%。

作为 9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窗口的浦东，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亦始终居外商投资的榜首：截至 99 年 4月，浦东新区共吸引

外资直接投资 280.1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 5630 户，其中香港直接投资企业 2400 多户，占外资企业总数的 42%，累计投资超过

73 亿美元，占浦东外商直接投资的 26.1%。

在浦东服务业领域，香港投资者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目前已有近 2000 家香港企业投资浦东服务业，总投资达 58.5 亿美元，占香港在浦东直接投资的 80%，浦东的外资房地产业

中港资占 90%；在外商投资咨询业，港资达 66 家，占总数 47%；浦东新区 19 家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港资占 3家（汇

丰、东亚、华侨）。

综观浦东的外商投资领域，欧美和日本资本主要投资浦东的第二产业，美国通用汽车（总投资 15．8亿美元）、科达（总

投资 12 亿美元）、德国克虏伯钢铁（总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以及日本的 NEC（总投资逾 10 亿美元）、索尼（总投资 4亿美

元）等一批特大型工业项目，推动了浦东制造业的飞跃发展。而香港在浦东投资的 2000 多家中小企业，遍及浦东服务业各个领

域和部门，承担了推动和发展浦东服务业的重任。

浦东 9年开发开放，已初步形成新兴国际大城市的雏形。在前 5年（1990-1995）的形象开发阶段，浦东由落后的城郊起步，

通过对外开放房地产业和土地批租，吸引了主要来源于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极为迅速地崛起了数百幢楼宇（其中有部分楼宇

是国内投资者建造），彻底改变了浦东的形象。外国记者曾戏称，“全球一半的塔吊都集中在浦东”。

在大规模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初战告捷以后，浦东进入了功能开发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以“一

个龙头、三个中心”（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龙头、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为目标，通过对服务贸易开放的先行先试，

努力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环境，使浦东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地域载体。为此，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管委会制订了

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功能性、优惠性政策，使浦东成为外商首选的投资服务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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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经过近 20 年经济结构调整，目前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超过 80%，制造业的比重不足 20%。

香港发达的服务业具有强烈的聚集和辐射功能，除了吸引全球大银行大公司到香港经营以外，香港的服务业功能也迅速向

内地辐射。浦东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香港服务业企业前来投资，投资者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同时也带来了人

才、技术、营销理念、品牌、市场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浦东服务业的发展。

四、沪港合作、前程广阔

中国加入 WTO 是历史大趋势，不管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是不会发生逆转的。由于中国

政府采取了“梯度开放”的战略，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换言之，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进程中，沿

海和内地不可能同步。浦东的先行先试的实质，就是对我国原先未开放的经济领域，通过在浦东新区的试行，再逐步向其他地

区推广，如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等等功能性政策，都是通过在浦东的试行，取得经验，总结教训以后

再向深圳等地推广的。

浦东开发开放 9年，服务业刚刚起步，无论就市场准入程度、市场规模、专业人才数量和素质、经营管理水平等等，与香

港相比，差距极大。

但是，浦东也拥有较大的优势；先行先试的市场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业已具备的服务市场雏形和商机、以及潜在

的广阔的大市场。这是吸引外商服务业投资者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朱榕基总理访美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

开放将随着加入 WTO 而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的服务业至今仍相当落后（96 年中国服务业进出口总额仅 409 亿美元，占国际服

务贸易总量的 2%左右），因此国内的服务业市场的潜力极大。

香港作为在浦东服务业投资量大的来源地，已在浦东的服务业市场占领了相当份额，笔者认为，港资完全有能力继续拓展

浦东的服务市场，包括已经开放的和尚未开放的市场，如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金融、保险、证券、电信、外

贸等领域，尽管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浦东新区却独具“先行先试”的优势，因此香港服务业扩大对浦东

的投资，拓展浦东服务业市场，将是一项既有利于投资者，又能够促进浦东经济发展的好事。

本文作者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