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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业三资企业现状和问题
上海市统计局 周 效 门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周 国 平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吸收和利用外资是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一环。本文以上海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为基础，对上海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现状与问题作初步分
析。

一、上海工业三资企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1 ．工业三资企业的总量描述。至 1995 年底，上海共有工业三资企业 3912 家，占上海工
业企业数 9.8 % ，实际投资额 321.9 亿元；1995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496.96 亿元，占上海工
业总产值 28.0 %。按企业规模分析，三资企业中，大中型企业 375 家，小型企业 3496 家，分
别占三资企业总数的 9.7 %和 90.3 % ；至 1995 年末，外商累计实际投资额中，大中型企业为
162.56 亿元，小型企业为 159.35 亿元，分别占三资企业实际投资额的 50.5 %和 49.5 %。1995
年大中型三资企业完成产值 809.4 亿元，小型三资企业完成产值 481.2 亿元，分别占三资企业
总产值总量的 62.7 %和 37.3 %。从投资形式来看，1995 年全市工业共有合资企业 2755 家，合
作企业 68 。家，外商独资企业拐 6 家，分别占三资企业总数的 71.2 %、17.7 %和 11.1 % ；至
1995 年末，合资企业中，外商累计实际投资 232.62 亿元，合作企业中外商投资 42.76 亿元，
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商投资 46.52 亿元，三者占三资企业外商投资总额分别为 72.3 %、13.3 %和
14.4 %。而从其完成产值情况来分析，1995 年合资企业完成产值 1106.89 亿元，合作企业完成
产值 116.72 亿元，外商独资企业完成产值 67.03 亿元，三者分别占三资企业总产值的 85.8 %、
9 %和 5.2 % ，因此，从外商投资形式来分析，合资企业在数量和产出方面都是主要方式。按开
工年代分析，全市工业三资企业中，建国以前开业的仅 45 家，1999 年至 1990 年之间开业的为
302 家，而 90 年代以来开工的三资企业达 3524 家，90 年代开工的三资企业占目前全市三资企
业的 91 % ；从外商累计实际投资额分析，建国以前的三资企业投资 2.17 亿元，1949 年至 1980
年之间开工的三资企业投资 0.61 亿元，80 年代开工的三资企业投资 40.69 亿元，90 年代开工
的三资企业投资额达 278.43 亿元，90 年代开工的三资企业投资额占 86.5 %；从产出情况分析，
1995 年建国以前开工的三资企业完成产值 12.24 亿元，1949 —1980 年开工的三资企业完成产
值 3.1 亿元，80 年代开工的三资企业完成产值 496 .11 亿元，90 年代开工的三资企业完成产
值 779.18 亿元，90 年代开工的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三资企业产值的 60.4 %。

2 、工业三资企业的结构分析。从上海三资企业的行业分布来分析，总体上轻工工业和加工
工业占较大比重。至 1995 年末，上海共有三资企业 3871 家，轻工业 2691 家，重工业 1 180 家，
分别占 69.5 % 和 30.5 % ；在重工业中，原料工业仅 171 家，加工工业 1009 家，占重工业企
业数的 85 % ；在全部三资企业中，加工工业企业占 95.6 %。从累计实际投资额分析，轻工业投
资 189.54 亿元，重工业投资 132.37 亿元，分别占 58.9 %和 41.1 % ，在重工业中，原料工业
投资仅 17.43 亿元，加工工业投资 114.94 亿元，加工工业投资占重工业投资总额 86 .8 % ；
在全部三资企业中，加工工业企业投资额占 94.6 %。从销售收入来分析，轻工业销售收入 6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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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重工业销售收入 662.07 亿元，分别占 47.8 %和 52.2 %。从企业平均销售规模来分析，
重工业企业明显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企业高于加工工业，显示出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从行业大类来分析，服装、纺织、食品行业三资企业较多，分别达 557 家，324 家
和 239 家，其占全市三资企业总数分别 14.4 %、8.4%和 6.2 %。从外商实际到位投资额来分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投资 36.91 亿元，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6.44 亿元，电气机械造业 22.67
亿元，其占上海三资企业外商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1.5 %、11.3 %和 7 %。从销售总量来分析，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居首位，达 245.73 亿元，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次之，达 164.41 亿元，服
装业 101.22 亿元次之，居第四位的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91.30 亿元，四个行业占全部
三资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9.4 %、13 %、8 %和 7.2 %。由此表明投资额多，销售规模也
较大，相应的是市场占有份额就高。

3.工业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经营效果比较。总体来看三资企业由于先进的技术装备、科学的
管理方法和人员素质较优，其经营效果明显好于内资企业。从十大经济效益效益指标来分析，三
资企业均高于内资企业，1995 年上海三资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197.12 ，而内资企业仅为
95.95 ，低于三资企业 1 01.17 个百分点；分单个指标看，总资产贡献率三资企业高于内资企业
12.58 个百分点；社会贡献率三资企业高于内资企业 23.29 个百分点。

二、工业三资企业的作用

1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海工业发展资金短缺的矛盾。资金短缺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
一个主要因素，对上海工业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充分利用本国资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外，大力开办三资企业成为上海工业系统吸收外资的有效途径。至 1995 年末，上海工业三资企
业实收资本 477.57 亿元，其中，中方投资 187.84 亿元，港澳台地区投资 109.03 亿元，外国
投资 180.70 亿元，分别占 39.3 %、22.8 %和 37.8 %。“八五”期间上海工业固定资产新增额
中，外资投入占 74.6 %。

2 、促进上海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转变。发展工业三资企业使上海许多行业的产
品得以更新换代，一批老企业得到技术设备改造。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公司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将我国的轿车工业技术水平、通信设备技术水平带到了国际 80 年代和 90
年代。据统计至 1995 年末，上海工业固定资产新度系数为 0.64 ，而三资企业则达到 0.78%按
照工业生产设备技术等级来划分，三资企业具有 90 年代水平的工业生产设备占 61.81 % ，比全
市平均水平高出近 30 个百分点。技术较先进的三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商业往来和人员交流，
还对国内其他企业提高技术产生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了上海工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上海工
业生产技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推进上海工业向集约化发展。

3 、增强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大量三资企业的建立和投产开业，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
入来源。1991 年上海三资工业企业利润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为 19.6 % ,
1992 年为 27.5 % , 1993 年为 32.3 % , 1994 年为 43.4 % , 1995 年已达 47.7 %。目前上海
许多利税较高的行业都是三资企业来带动，如汽车工业、通信行业，其支撑全市工业利税的近
20 %。据统计，1995 年三资企业共实现利税 146.88 亿元，其中，利润 87 亿元，分别占全市工
业 64.2 %和 62.4 %。三资企业也给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至 1995 年末，已开业的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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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业人员达 43.49 万人，占全市工业系统职工总数的 13.7 % ，如再加上为外商投资配套或
提供服务的企业和单位的职工，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

4 、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三资企业和国际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除了带来
资金以外，也带来了销售渠道和市场，凭借这些条件，三资企业已成为上海工业品出口的一支生
力军。1995 年上海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出口交货值为 679.80 亿元，其中，三资企业出口
交货值已达 327.05 亿元，占 48.1 %。目前上海工业三资企业主要分布于加工工业，其出口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有的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1995 年全市三资工业企业中，加工工业出口销售收入
达 337.80 亿元，占其销售收入总额的 28.9 %。

5 、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开办三资企业，使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1995 年全市工业三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产品销售成本占 79.16%，
比内资企业低 3.06 个百分点，利息支出占财务费用比为 85.37 % ，比内资企业低 23.93 个百分
点，劳动生产率为 67367 元／人比内资企业高 2.13 倍。三资企业不仅带来管理高效率，也带来
了先进的管理观念，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才，使我国的人才素质和管理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

6 、发展工业三资企业有助于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
资企业的大量出现，促进了我国传统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对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集体、
个体、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起了积极作用。1995 年上海工业经济中外商资本金
总额达 304.18 亿元，占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资本金总额的 20.4 % ，外资的流入推动
了企业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形成了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了上海国有企业制度
的创新。三资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上海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信息市场的发育。

三、工业三资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根据本次工业普查和其他方面的资料看，最突出的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

1 ．外商独资企业增长过快，行业分布不尽合理近年来，上海外商独资工业企业和投资额均
呈高速增长势头，增幅远远大于合资和合作企业。

从行业分布看，外商独资工业企业的增长具有下述四个特点：一是行业分布面较广，但主要
集中于机械及部件，一般轻工业、塑料制品业、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仪表电器和电脑
部件及软件等行业。二是技术层次高的较少，而一般产品较多。三是产品市场在国内的多，面向
海外市场的较少。四是属限制和严格限制的行业较多，如服饰、食品、饰品、日用化学、化妆品，
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医药、卫生用品等均属国家限制项目，这些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较多，
明显不符合产品异向。

2 ．在合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外方控股的比重明显上升

1992 年 9 月以前，全市批准设立的总投资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36 家工业外商投资企业中，
外方控股（投资比例超过 50 % ）的只有 2 家，仅占 5.5 % ，而 1994 年批准设立的总投资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投资工业企业 40 个，外方控股的有 28 家，占总数的 70 %。1995 年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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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设立的工业企业，外商控股占总数的 29.4 %；由外商独资的占总数的 11.3 %。两者相加已达
40.7 %。

根据本次工业普查资料，全市三资企业的资本金总额中，中方所占的比例为 61.03 % ，外
方所占比例达到 38.97 %。另据 1995 年本市外汇管理部门对 4898 家三资企业进行验检所得的
资料，在全部企业协议注册资金和实收注册资金中，外方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77.80 %和75.56% ，
远远超过了中方。

3 ．部分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存在虚假亏损

根据本次普查资料显示，上海三资企业中有 43.3%亏损。其中，合资企业有 39.6 %亏损，合
作企业有 49.6 %亏损，独资企业有 56.9 %亏损。这些亏损中有的属于正常性亏损，但有的则属
于非正常性亏损。从调查资料看，三资企业的利税总额与销售额之比要低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外
商独资企业，总计的利税总额为负数（其中港台独资企业利税总额为 0.08 亿元，境外独资企业
利税总额为—0.24 亿元），大大低于合资企业。而与此同时，外商独资企业的产品销售费用不
仅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而且高出合资和合作企业近一倍，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对外商独资企业财
务统计报表的真实性产生疑问，这也反映出独资企业中存在着较严重的虚假亏损。

4 ．工业三资企业的内向化倾向比较明显

在上海三资企业销售收中，内销收入与外销收入的比例大致为 12.56: 1 。其中，合资企业
为 4.08: 1 ，外商独资企业为 1.60: 1 。另据 1995 年上海三资企业年检所得的资料，上海三
资企业实际平均返销率为 23.56 写，比合同规定的平均返销率 37.87 %低 14 个百分点。上海有
6 %的三资企业未能按规定履行返销合同。

造成上述问题主要是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中方资金紧张，致使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和合资企业中外方股权比重迅速增加。具
体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中方投资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使合资企业中中方投资比例一让再
让，或干脆变为外商独资企业；二是有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合资企业，外商用所赚的利润不断增资，
而中方增资资金又无着落，造成外方投资比例逐年提高；三是一些区县，无法解决中方配套资金，
造成合作和独资企业猛增的局面。

第二，一些跨国公司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乐于独资经营管理，以避开中方监管。因
此，在项目谈判中，通常要求举办独资企业。即使独资不成，一般也要求占大股，掌握控制权，
从而造成新办大企业外方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第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能够维持更长的减免税期，以便少交税、多分利润，有意利用
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的不一致，多报支出，少算收入，从而造成帐面上的亏损。尤其是一些
外商独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利用其所控制的供销渠道，在价格上高进低出，
将大量的利润转移到海外，致使很多的国内的投资企业盈利微小，甚至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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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一些外资企业为了占领国内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或是由于产品出口换汇成本较高，
外销不如内销，因而，不愿意履行合同规定的外销业务，甚至根本不打算出口，造成外商投资企
业的内向化倾向明显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