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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韩民春，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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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2008 年以来出现了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撤出中国的现象。本

文从在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入手，分析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的原因以及对中国
就业的影响。在华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劳动密集，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其撤离中国，对

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冲击，其中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的冲击更大。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

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有利于缓解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中
国就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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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DI Withdrawing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Chinese Employment

HAN Minchun，ZHANG Lina
( School of 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FDI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es to China for cheap labor． It ha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job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 the impact of

FDI withdrawing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Chinese employment， through the feature of

manufacturing FDI and its relative importance in China． It comes to conclusion that manufacturing
FDI in China is much more labor-intensive，elastic to labor cost． Its withdrawing has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employment，of which the unskilled type of labor is severely affect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segmentation of labor market increases the cost of labor remarkably in China，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may alleviate the bad effect of FDI withdrawing o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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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第

二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承接地，吸引了大量外资。外资带来新产业和新

技术，行业实现了更快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通常，外资企业为了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进入相对落

后的市场。作为对落后东道国影响程度最大的外资形式，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东道

国的要素禀赋，进入的行业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前期进入中

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制造业，创造了众多岗位。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活动，已经深

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劳动力就业。
2012 年以来，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额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 月到 7 月大多同比下降，其中 6、

7 月份下降幅度巨大。30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外商资本金下降的行业数明显增加，在华制造业外商

直接投资已经产生“流出”现象，并且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大规模撤离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撤离对中国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从在华制造业外商

直接投资的特点入手，结合其在中国经济的相对重要性，分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外商直接投

资撤离可能给中国就业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在本文中，将港澳台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统

称为外商投资企业。

二、在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偏好

外商直接投资为追逐利润而来，其跨境流动通常基于获得市场和获得廉价生产要素这两个目的。

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载体，跨国企业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或者市场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价值链。

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和母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

决定因素［1］。由行业分布和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可以明确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的要素偏好。

1． 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行业分布

表 1 列出了 1999 ～ 2011 年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及其占制造业所有类型企业就业人数

的比例。由表 1 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明显上升，从 1999 年的 748. 8 万人上升到 2011 年的

2540. 6 万人，增长超过两倍。但是自 2008 年起，就业人数出现波动，2009 年和 2011 年有明显下降。

较大的就业人数波动说明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力的利用具有较大弹性。

表 1 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及占制造业全部企业就业人数比例 万人，%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人数 748. 8 804. 8 886. 4 992. 8 1243. 5 1429. 2 1876. 8 2094. 0 2323. 6 2546. 4 2418. 7 2613. 5 2540. 6
比例 23. 4 24. 2 25. 6 26. 3 27. 7 28. 8 32. 1 33. 5 34. 2 33. 3 30. 8 30. 4 28. 5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制造业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比例总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从

1999 年的 23. 4%上升到 2007 年 34. 2%的顶峰，随后逐步下降，2011 年为 28. 5%。在外商投资企业

就业的人数约占制造业全行业的三成。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成为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比较大，一旦外商投资企业

调整经营规模，将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为更加明晰地分析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将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编号，详见表 2。

在表 3 中，按照表 2 中的行业编号，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按照递减的顺序

排序。排名的变化说明该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吸收就业方面相对重要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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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造业细分行业编号
编码 细分行业 编码 细分行业 编码 细分行业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 食品制造业 1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2 金属制品业

3 饮料制造业 1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4 烟草制品业 1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4 专用设备制造业

5 纺织业 15 医药制造业 2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6 化学纤维制造业 2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业

7 皮 革、毛 皮、羽 毛 ( 绒 ) 及 其 制
品业

17 橡胶制品业 2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8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8 塑料制品业 2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

9 家具制造业 1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9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0 造纸及纸制品业 2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0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
工业

表 3 外商投资企业制造业就业人数前 10 位的行业
排序 第 1 第 2 第 3 第 4 第 5 第 6 第 7 第 8 第 9 第 10

1999 年 6 27 7 5 26 12 18 19 22 25
2000 年 6 27 7 5 26 12 18 22 19 25
2001 年 27 6 7 5 26 18 12 22 19 25
2002 年 27 6 7 5 26 18 12 22 19 25
2003 年 27 6 7 5 26 18 12 25 29 22
2004 年 27 6 7 26 5 18 12 25 22 29
2005 年 27 6 26 5 7 18 25 12 22 23
2006 年 27 6 26 5 7 25 18 12 22 23
2007 年 27 6 26 5 7 25 18 22 23 12
2008 年 27 6 26 7 5 25 18 23 22 12
2009 年 27 6 26 5 7 25 18 23 22 12
2010 年 27 26 6 25 5 7 18 23 22 12
2011 年 27 26 25 6 5 7 23 18 22 19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27) 是目前吸收劳动力最多的行业，自 2001 年便一

直居于第一位。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26 ) 吸收的就业人数总体上升，排名也不断上升，但是

2011 年的就业人数较 2010 年有所下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25) 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增强，就业人

数不断上升，到 2011 年已达 175. 07 万。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 6) 曾经是劳动吸收能力相对最

强的行业，但是近年来相对作用逐渐削弱，这与近年来观察到的大量该行业企业撤出中国的现实相

符。同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值在近几年也有显著下降，从

2008 年最高峰的 229. 04 万下降到 2011 年的 166. 39 万，降幅达 27. 35%。皮革、毛皮、羽毛 ( 绒)

及其制品业 ( 7 ) 的就业人数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情况，从 2008 年的 161. 31 万人降到 2011 年的

140. 42 万人，降幅为 12. 95%。其他行业的就业人数和行业排名也各有变化。

近三年来，30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的只有 4 个行业，其余 26

个行业都在某一年出现了负增长。最近三年中有两年出现负增长的行业有 18 个。连续四年出现负增

长的行业有 5 个，分别是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 6 )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 8)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 11) ，橡胶制品业 ( 17)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29) 。外商投资企

业在制造业的劳动需求已经显现出下降的趋势。

2． 在华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

行业的资本劳动比，是衡量行业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的直观指标，也是确定对于该行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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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重要性的指标。用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 ( 亿元) 度量固定资本存量，用行业年平均从业人员

( 万人) 度量就业人数，资本劳动比等于两者之商。其中，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经过了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的调整。

外商投资企业是相对密集使用资本还是相对密集使用劳动力，可以通过比较外商投资企业与全国

所有类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得到结论。可以作两组比较。第一组，比较特定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

劳动比与该行业所有类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低于所有企业的水平，

则该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相对”全国密集地使用劳动力。第二组，比较特定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

资本劳动比与全国制造业整体的资本劳动比，若该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水平较低，则说明外商投资企

业所处的该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绝对”密集使用劳动力。若比较结果出现叠加，则说明该行业

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比该行业全国整体水平更加密集使用劳动力。

比较结果列于表 4。

表 4 制造业分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劳动比 万元 /人
行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 7. 225 6. 997 5. 092 5. 895 5. 697 5. 523 5. 159 5. 796 6. 005 5. 969 7. 154 7. 565 8. 303
2 6. 983 6. 808 7. 291 6. 674 5. 991 5. 868 6. 203 6. 220 6. 462 6. 277 6. 986 7. 098 7. 049
3 13. 092 12. 420 12. 733 12. 668 13. 139 12. 273 12. 024 11. 846 11. 709 11. 334 12. 545 12. 473 11. 527
4 16. 853 15. 430 15. 071 12. 763 8. 816 6. 066 6. 869 7. 307 8. 499 9. 495 18. 519 16. 527 7. 295
5 4. 487 4. 614 4. 316 4. 229 4. 016 3. 899 3. 512 3. 654 3. 876 3. 945 4. 259 4. 150 4. 171
6 1. 314 1. 254 1. 178 1. 139 1. 065 1. 078 1. 130 1. 231 1. 273 1. 347 1. 452 1. 561 1. 669
7 1. 149 1. 112 1. 035 1. 061 1. 056 0. 989 0. 963 1. 037 1. 109 1. 140 1. 205 1. 295 1. 341
8 5. 058 5. 775 5. 665 5. 587 4. 795 4. 241 4. 403 4. 529 4. 232 4. 313 4. 696 4. 786 5. 110
9 2. 887 2. 665 2. 526 2. 557 2. 273 2. 270 2. 124 2. 067 2. 203 2. 198 2. 709 2. 627 2. 742
10 11. 013 14. 156 15. 182 15. 854 14. 622 13. 712 15. 866 16. 222 16. 254 15. 861 17. 827 18. 385 19. 096
11 7. 130 7. 025 7. 079 6. 511 6. 376 5. 981 5. 900 5. 918 5. 549 5. 282 5. 647 6. 185 5. 193
12 1. 337 1. 320 1. 333 1. 398 1. 270 1. 233 1. 236 1. 273 1. 349 1. 347 1. 641 1. 459 1. 500
13 38. 964 42. 296 61. 752 33. 867 35. 199 32. 690 29. 228 37. 928 36. 325 27. 939 50. 725 46. 125 47. 183
14 10. 334 13. 463 13. 271 12. 715 14. 355 14. 135 17. 908 22. 409 21. 610 21. 479 25. 166 24. 817 26. 521
15 6. 932 7. 348 7. 710 8. 958 7. 554 7. 874 8. 303 8. 192 8. 271 8. 083 9. 017 8. 767 8. 777
16 19. 260 19. 943 16. 697 19. 148 21. 315 21. 843 21. 707 22. 297 22. 627 24. 078 24. 772 23. 229 22. 815
17 5. 414 5. 156 7. 078 6. 552 6. 120 6. 368 5. 637 6. 240 7. 356 7. 227 8. 014 7. 774 8. 301
18 5. 102 5. 263 5. 189 4. 814 4. 676 4. 516 4. 661 4. 634 4. 189 3. 994 4. 390 4. 383 4. 199
19 10. 119 9. 677 8. 606 8. 980 8. 368 8. 074 8. 360 8. 945 9. 561 9. 944 11. 217 11. 854 12. 136
20 15. 116 17. 862 16. 635 14. 471 15. 113 13. 773 17. 598 21. 716 21. 297 22. 124 24. 543 29. 282 29. 107
21 10. 915 11. 850 11. 256 13. 963 12. 881 11. 976 10. 894 13. 085 13. 753 13. 556 19. 041 21. 701 21. 781
22 6. 039 5. 420 5. 614 4. 900 4. 363 4. 029 3. 722 3. 763 3. 912 4. 039 5. 150 5. 448 5. 054
23 6. 716 6. 713 6. 505 7. 165 6. 605 5. 718 5. 391 5. 917 6. 000 6. 011 7. 281 7. 691 7. 857
24 4. 802 4. 887 4. 644 4. 599 4. 713 4. 560 4. 526 4. 732 4. 955 4. 994 6. 140 6. 683 6. 391
25 11. 102 11. 876 12. 405 11. 297 10. 183 9. 672 9. 586 10. 766 10. 871 10. 638 12. 142 10. 887 11. 164
26 5. 182 4. 846 4. 845 4. 394 3. 876 3. 550 3. 128 3. 182 3. 334 3. 411 4. 336 4. 407 4. 582
27 5. 636 5. 226 6. 305 6. 267 5. 768 5. 857 5. 220 5. 073 5. 198 4. 944 5. 182 6. 362 4. 307
28 3. 470 3. 217 2. 991 3. 000 3. 061 2. 904 2. 817 2. 877 2. 757 2. 903 3. 324 3. 212 2. 959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注: 斜体数据代表当年该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低于当年该行业全国所有类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因而可以判定该行

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全国更加密集地使用劳动力。下划线数据代表当年该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低于当年制造业全国所
有类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因而该行业可以判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 29、30 无 2004 年之前的数据，在此不做比较，实际上这两
个行业在产值、固定资产和就业人数占制造业的总体比重都很小。

从第一组对比结果看，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全国该行业所有类型企业 “相对”密集使用劳

动力的行业数量随着时 间 逐 步 增 多。1999 年 只 有 皮 革、毛 皮、羽 毛 ( 绒) 及 其 制 品 业，2000

年增加了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2003 ～ 2004 年增加了烟草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2005 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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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截至 2011 年，已经增加到

12 个，其中就业量排名前 10 位的行业，有 8 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低于该行业全国所有企业水

平，就业量排名前 6 位的行业全部在列。外商投资企业相对该行业全国水平密集使用劳动力的

行业就业人数，占外商投资企业全部就业人数的 65% ，较 2010 年上升 5%。

从第二组的比较结果看，外商投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本劳动比水平比制造业整体小，属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的行业数量随时间明显上升。1999 年为 5 个，2003 年增加到 8 个，2004 年为 11 个。到

2006 年劳动密集型行业数量为 12 个，并且就业人数最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也成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到了 2011 年，劳动密集型行业数量上升到了 15 个，且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

数最多的 10 个行业中有 7 个是劳动密集型的，包括就业人数最多的两个行业。到 2011 年，就业于劳

动密集型行业的人数已占外商投资企业就业总人数的 70%。

将两组比较结果叠加，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该行业全部企业更加密集使用劳动力

的行业数也逐年增长 ( 即斜体与下划线同时存在的行业)。1999 年只有 1 个行业，2004 年增加为 4 个行业，

2005 年 6 个，2008 年 7 个。到了 2011 年，这一个数量上升为 12 个。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排名前 6 位的

行业中，只有第 3 位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不在其中。2011 年，同时满足“相对”和“绝对”劳动密集标

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外商投资企业全体就业人数的 65%，而 2010 年该比例为 35%。

由分行业资本劳动比可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活动中，劳动力是相对更重要的生产因

素。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例很高。即使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没有在劳动密集

型行业，在生产中也比该行业的全国平均水平更加密集地使用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价格是影响在

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规模的最重要因素。结合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对促进就业的重要性，一旦由于劳

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规模的调整，必定会给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产生巨大冲击。

三、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1． 中国的工资水平

工资是外商投资企业用工成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工资上升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

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性弱于资本，对于密集使用劳动力的外商投资企业，工资水平上升影响其经营

规模，即用工成本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向。

图 1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及增长比例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图 1 列 出 了 自

1995 年以来不同类型

企业的实际工资变化情

况，柱状 图 为 平 均 工

资，对应左侧坐标轴，

折线图为工资同比增长

比例，对 应 右 侧 坐 标

轴。各种类型企业的工

资都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外商投资企业的工

资年均增长8. 87%，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年均增长 8. 13%，国有企业年均增长 11. 07%。从工资的绝对值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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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最高。以所有类型企业的工资为参照，1995 年外商投资企业工资高出 64. 77%，随后差距不断缩小，

到 2011 年高出 16. 91%。外商投资企业工资水平对劳动力的相对吸引力逐渐下降。

在工资水平的相对排位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发生了较大改变。1995 ～ 2003 年，其工资水平高

于国有企业和全国平均水平。到 2011 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工资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84. 11%，

国有企业的 81. 35%，外商投资企业的 78. 4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对劳动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 2010 年以前的大多数年份，国有企业的工资增长率最高，其次是全国平均水平和外商投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工资增长率最低。从 2004 年起，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步入了持续上升的通

道。2004 年也是中国出现大规模 “民工荒”的时间节点。为招募劳动力，企业被迫提高工资。2010

年起，外商投资企业工资上涨速度加快，一方面是对前期工资增速较小的补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

同类型企业对劳动力竞争加大的压力。
2． 中国的制造业劳动供给能力

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会受到劳动力供求的影响，而劳动力的供给量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约束。根

据两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对制造业就业者的年龄分布和学历分布的统计，可以看出，

制造业明显偏向于低技能的劳动力。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则体现为年轻劳动

力的供给量。

图 2 2010 年中国人口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所绘。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

构整体呈现出中间宽、

上 下 窄 的 金 字 塔 形

( 见 图 2 ) 。全 部 人 口

中，35 ～ 49 岁 人 群 所

占比例较大，呈现出严

重的老龄化趋势。从人

口的年龄结构可知，中

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

持在高位，但是劳动力

中年龄较大的群体将占

很大比例。2011 年，在 16 ～ 65 岁的潜在劳动力人口中，超过 40% 的人口数量年龄超过 40 岁; 到

2026 年，这一比例将会超过 55%，且潜在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会下降。未来，中国年轻的低技

能的劳动力供给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呈现下降状态。供给数量的下降势必会提高这类型劳

动力的价格。并且劳动力价格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上涨速度随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越来越快。

在华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密集地使用劳动力，并且偏好青壮年低技能劳动力。因人口年龄结

构约束导致的青壮年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能力的下降，则会相应地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且

上涨速度将逐渐加快。因此，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撤离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其规模将逐

渐增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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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统计数据，2010 ～ 2011 年，在 30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外商资本金下降的行业数为 16
个，2009 ～ 2010 年为 6 个。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其余所有撤离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均小于制造业全国平均水平。
2010 ～ 2011 年，在 30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的行业数为 2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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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1． 资本外流对母国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撤离，在宏观的层面上可以归结为资本的外流。其他国家关于资本外流对母国就

业影响的研究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资本外流对就业

的总体影响结论不一，需要细分资本流向的目的地国家和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影响［2 ～ 5］。

资本流向的目的地国家通常可以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流向发展中

国家的资本对母国的就业起到抑制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母国倾向于将劳动

密集的行业或者生产环节重新布局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资本流向的是发达国家，对母国的就业影响倾

向于促进作用，这时候起主导作用的是由于市场份额扩大所带来的就业增加。

按照劳动力的类型划分，资本流出通常对低技能的就业者有负面冲击。资本的流出伴随着大量工

厂的关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的下降、收入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而对拥有较高

技能的就业者的影响作用不明确。
2． 导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中国就业产生影响的几个因素分析

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结论可以为中国借鉴。但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且所

处的经济环境有别于他国，发达国家的结论不能照搬到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未来就业的

综合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 1) 从理论上看，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中国就业的直接影响是负向冲击。国际分工根源于比较

优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丰裕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布局在中国的价值链主

要是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低附加值环节［6］。在外商直接投资撤离的行业，相对于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便宜［7］，外商直接投资撤离符合比较优势。中国作为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承接

地，缺少发达国家由于中间产品需求上升的就业扩张效应，并且缺少境外投资回流收益的补偿①。因

此，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就业的直接影响是负向冲击。
( 2) 中国同时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制造业就业空间受限。中国的劳动力成

本较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高，面临着这些国家廉价生产要素的竞争［8］。同时，中国还面临着来自

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再次认识到制造业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为了提振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了高端制造业再造计划，外资企业逐渐回流母国。中

国制造业的就业空间受到限制，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就业的负面冲击将长期存在且更加显著。
( 3)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外商直接投资撤离。这一现象集中爆

发于沿海东部省市，此处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内陆地区②。中国劳动力的总量供给仍然充足，由于

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的限制，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9］，造成区域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若能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促进劳动力流动，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局面有望缓解。
( 4) 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与省际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有利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继续

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 同时，中西部拥有相对丰裕、相

对廉价的劳动力，两者综合对密集使用劳动力的外商投资企业产生巨大向心力［10］。若能做好省际产

业转移承接，可以缓解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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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中，流出中国的净投资收益快速上升，由 2009 年的 157 亿美元上
升到 2013 年的 599 亿美元，其间在 2011 年达到最高峰 853 亿美元。如果考虑通过服务贸易隐形转移的投资收益，则净流出量更
大。
以江苏和四川为例，2012 年的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42641 元和 36243 元，差异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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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研究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就业的影响不能照搬现有框架。制造

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导致的失业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国内市场的就业容纳能力不足。因

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吸收能力的因素，量化测度其影响程度，并根据影响程度制

定针对性政策，这是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五、结论和启示

综合现实情况，本研究认为由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会对中国的

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其中，非熟练劳动者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而中国的非熟练劳动力比例在现阶

段，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高位。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发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

撤离，对中国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会持续存在。

要缓解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需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方面，

促进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成本进行调节; 另一方面，打破国内的市场垄断，释放出更大的市场容

量，强化国内市场吸收由外商投资企业释放劳动力的能力。此外，引导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向内陆地

区转移对缓解就业压力也有很大作用。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撤离也是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各地可以在此过程中调整产业结

构，使产业向高层次发展。但是，产业的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高端，保障就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目的，必须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良好生存空间。在许多行业，中国的生产技术并不位于技术前沿，

在管理技能和产品创新上也不如发达国家，要想获得市场只能依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合理地利用我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仍是我国竞争优势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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