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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投资对上海经济转型的作用

陈志强
（上海商学院 社科部，中国 上海２０１４００）

　　摘　要：本文分析了海外华商的经济特点、发展趋势及上海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阐述了华侨华人对上海引

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所起 的 先 导、示 范、联 动 和 扩 散 作 用，提 出 利 用 上 海 区 位 优 势，立 足 浙 闽 粤 等 侨 乡 资 源，

发展非政府组织，建立模块服务团队，形成以港澳台 为 节 点、以 东 盟 为 跳 板 辐 射 美 加 澳 的 产 业 互 动 群，构 筑 筹 资、营 销

和创新三大板块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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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国 务 院 下 发 的 《全 国 人 才 发 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提出要 “完 善 外 国 人 永 久 居 留

权制度，吸引外 籍 高 层 次 人 才 来 华 工 作。加 大 引 进 国 外

智力工作力度，探 索 实 行 技 术 移 民，制 定 国 外 智 力 资 源

供给、发现评 价、市 场 准 入、使 用 激 励、绩 效 评 估、引

智成果共享等办法。”［１］

上述政策的出 台 表 明，随 着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的 全 面 进

步和国际影响 力 的 不 断 提 升，高 端 人 才 紧 缺 问 题 日 益 突

出。而在高端紧 缺 人 才 队 伍 中，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是 华 侨 华

人，他们大多选 择 上 海、北 京 等 一 线 大 城 市 作 为 创 业 之

地。以上海 为 例，截 至２００８年，上 海 留 学 归 国 人 员 中，

“有９０％具有博士、硕士学历，７０％来自发达国家，３０％
有在海外大公司中高层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在上海１６３
名两院院士中，有８６人 具 有 侨 的 身 份 或 海 外 留 学 经 历；

而在上海高校 现 职 领 导 中，具 有 侨 的 身 份 或 海 外 留 学 经

历者已占８％。”［２］胡锦涛总书记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会见

第四届世界华 侨 华 人 社 团 联 谊 大 会 全 体 代 表 时，对 华 侨

华人寄予厚望，希 望 他 们 能 够 “做 中 国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积

极参与者，做中 国 统 一 大 业 的 积 极 促 进 者，做 中 华 文 明

的积极传播者，做 中 国 人 民 和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友 好 往 来 的

积极推动者。”［３］胡 总 书 记 的 讲 话 既 令 人 振 奋，又 发 人 深

思。上海的人文 环 境、法 制 环 境 和 投 资 环 境 的 现 状 能 够

给华侨华人提 供 多 大 的 发 展 空 间 呢？华 侨 华 人 促 进 地 方

经济发展的程 度，与 地 方 政 府 的 投 资 环 境 和 人 文 环 境 有

很大关系，最终要 看 归 国 人 员 是 否 移 得 进、留 得 住、住

得久、能融入，也 要 看 上 海 经 济 转 型 能 否 与 华 侨 华 人 产

业结构和投资 结 构 实 现 有 效 对 接。本 文 拟 从 华 侨 华 人 的

投资结构及其 演 变、上 海 经 济 转 型 面 临 的 挑 战 和 机 遇、

华侨华人在上 海 经 济 转 型 中 的 作 用 进 行 探 讨，并 在 此 基

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华侨华人的投资结构及其演变

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深 入 和 投 资 环 境 的 不 断 改 善，外

资 进 入 中 国 呈 同 步 上 升 趋 势。中 国 引 进 外 资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效，海 外 华 资 是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的 主 要 来 源。目 前，

中 国 的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遍 布 于 世 界 近１７０个 国 家 和 地 区，

拥 有 资 金２万 多 亿 美 元，以 其 雄 厚 的 经 济 实 力 成 为 国

际 资 本 市 场 中 一 支 不 可 忽 视 的 重 要 力 量，他 们 不 仅 为

所 在 国 的 经 济 发 展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也 为 中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和 经 济 发 展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加 速 推 进，新 兴 产 业 的 不 断 兴 起，世 界 产 业 链 的 梯 度

分 配、地 缘 布 局 和 行 业 结 构 也 发 生 了 重 大 变 化，我 国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经 济 转 型 和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在 所 难 免，而

如 何 借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产 业 转 型 和 变 化 之 机 推 动 上 海

产 业 结 构 升 级，促 进 上 海 经 济 转 型，是 当 前 侨 务 工 作

面 临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大陆投资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三 十 多 年 来，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对 祖 国 大 陆 的

投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１年为第一阶段，是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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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初步发 展 时 期。改 革 开 放 初 期，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对

祖国大陆的投 资 速 度 较 慢，且 规 模 也 较 小，投 资 项 目 多

为中小型企业。当 时 海 外 华 资 主 要 投 向 广 东 和 福 建 沿 海

地区，尤其是珠 江 三 角 洲 和 闽 南 金 三 角 地 区，加 工 贸 易

以及劳动密集 型 加 工 企 业 如 纺 织 品 加 工、电 子 电 器 组 装

等 “三来一补”企 业 占 据 大 部 分 比 重，投 资 期 限 多 为 三

至五年，投资方式 以 合 资、合 作 为 主，投 资 额 和 规 模 都

不大。这些企业在税收上享受 “免 三 减 四”的 特 别 优 惠，

这对于吸引大 量 海 外 侨 胞，到 国 内 投 资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促

进作用。这一 时 期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在 华 投 资 总 额 超 过１８０
多亿美元，华侨华人的投资区域由 经 济 特 区 扩 大 到１４个

沿海开放城市 以 及 沿 海 地 区，并 逐 步 延 伸 到 广 大 内 陆 地

区，投资期限延长 至 十 年 以 上；投 资 方 式 由 合 资、合 作

向独资发展，投 资 领 域 由 一 般 的 组 装、加 工 业 向 深 度 加

工业和系列加工业转变。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７年为第二阶段，为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

大陆投资的快速发 展 时 期。１９９０年 代 以 来 中 国 政 府 鼓 励

外商投资生产型 企 业 项 目 如 工 业、农 牧 渔 业、交 通、能

源、邮电等生产性 项 目，以 及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并 要

求不断提高投资质 量 和 技 术 水 平。１９９２年 中 国 政 府 做 出

了加快发展第 三 产 业 的 决 定，利 用 外 资 的 领 域 逐 渐 扩 大

到金融、贸 易、商 业、旅 游 等 第 三 产 业。这 一 时 期 海 外

华侨华人在华 投 资 总 额 超 过１　６７７亿 美 元，平 均 每 年 达

２００多亿美元。

１９９８年至今为第 三 阶 段，为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在 祖 国 大

陆投资的调整 与 成 熟 发 展 时 期。中 国 政 府 逐 渐 将 引 资 重

点转向高新科技 领 域 和 引 导 外 资 投 入 国 内 薄 弱 产 业 部 门

如基础产业的 建 设。引 进 外 资 的 重 点 已 不 仅 是 为 了 解 决

国内建设资金 的 不 足，而 是 要 配 合 产 业 调 整 和 升 级，提

高技术水平，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门类。

（二）华侨华人对华投资结构

导致华侨华人投资 大 陆 的 影 响 因 子 有 三：一 是 政 策，

如近年来我国 对 外 商 税 收 优 惠 和 引 资 重 点 转 移 后，逐 渐

转为与中国公 民 同 等 待 遇 后，便 对 技 术 水 平 相 对 较 低 的

外资项目和单纯 为 享 受 优 惠 政 策 而 对 华 投 资 的 项 目 有 所

影响；二是劳动 力 成 本 和 原 材 料 成 本；三 是 我 国 与 他 国

经济形势的变 化 形 成 的 推 拉 力。从 目 前 华 侨 华 人 对 华 投

资结构的状况 来 看，正 在 形 成 由 东 南 亚 向 欧 美 扩 散、由

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和多元化的态势。

首先，华侨华人 投 资 的 来 源 地 分 布 格 局 正 在 悄 悄 发

生变化，已经形 成 了 以 东 南 亚 地 区 为 主 的 态 势。根 据 商

务部的统计，自改革开放 以 来 至２００５年 年 底，我 国 累 计

吸收的６　２２４亿美元外商投 资 中，至 少 有 多 达４　１７０亿 美

元是由华侨华 人 主 导 的 企 业 带 来 的，约 占 全 部 外 商 投 资

的６７％。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５５万多家，其

中华侨华人企业约占７０％ ［４］。虽然目前华侨华人的 投 资

来源地仍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但随着美、加、澳等国

对新移民吸引力 的 增 强 以 及 技 术 移 民 和 投 资 移 民 政 策 的

制定，新移民对华投资趋势开始显现。

其次，华侨华人 对 华 投 资 的 行 业 正 呈 现 出 多 元 化 趋

势。表现在：（１）虽然东南亚华侨华人财富仍主要来自传

统行业，但 高 科 技 含 量 在 增 加。房 地 产、农 业、银 行 与

金融、食品与饮 料 是 东 南 亚 华 人 富 豪 的 主 要 财 富 来 源，

以这些传统行业 为 核 心 的 东 南 亚 富 豪 合 计 占 入 选 福 布 斯

富豪榜总数的６０．４８％。但与过去不同是，ＩＴ、电子、环

保、生物制药等高 科 技 产 业 已 开 始 成 为 东 南 亚 华 人 富 豪

的重要财富来 源，以 这 些 为 核 心 业 务 和 从 事 多 元 化 业 务

的富豪占 总数的近１０％。（２）北 美 华 侨 华 人 则 以 贸 易 型

和科技型为主 要 特 点，投 资 领 域 集 中 于 信 息 产 业，外 贸

和生物制药，“海鸥型跨洋经营的华人企业增多。”［５］

根据世界 杰 出 华 商 协 会２００８年 度 全 球 华 商 高 科 技

５００强排行榜统计，港台、美国和东南亚入选的２００家华

商高科技 企 业 中，从 事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的 有１８７家，占 总

数的９３．５％，这说明电 子 信 息 产 业 正 成 为 华 侨 华 人 投 资

的重要行业。

（三）华侨华人海外投资结构的分析

中国大陆对外 开 放 和 对 外 经 贸 的 发 展 催 生 了 一 批 商

业移民和投 资 新 移 民 到 世 界 各 地 从 事 贸 易 相 关 的 批 发、

加工、零售等 业 务，使 餐 饮、旅 游、金 融、地 产 等 传 统

行业重获生机，并 改 变 了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区 域 分 布 和 行

业发展态势。遍 布 世 界 各 地 的 中 餐 馆、贸 易 批 发 和 商 业

零售已不限于 服 务 华 人 社 区，而 是 扩 大 到 华 人 社 区 以 外

并以非华人社 区 为 主 要 服 务 对 象，以 移 民 和 国 内 游 客 为

主要服务对象 的 旅 游、租 赁 和 金 融 服 务 业 也 获 得 前 所 未

有的发展。

１．餐饮业。海外中 餐 馆 经 营 地 域 不 断 扩 大，资 本 来

源逐渐出现了一批 现 代 化 经 营 的 连 锁 企 业。２００９年 美 国

约有４．５万 家 中 餐 馆，年 销 售 额２００亿 美 元，加 拿 大 仅

多伦多和温哥华２００７年就有约２　０００家。欧洲仅英、法、

德、西、荷、奥六国２００７年就有中餐馆３万多家。

２．酒店业。在美国，据估计仅南加州２００７年华侨华

人开设的旅馆已 逾４００家，２００９年 专 门 从 事 大 陆 游 客 服

务的旅游机构超过１００家。

３．贸易、批发与零 售 业。在 中 国 大 陆 居 民 和 中 小 企

业出国经商的 热 浪 中，海 外 华 商 的 贸 易、批 发 与 零 售 业

也发生了急剧 的 变 化，成 为 联 系 中 外 贸 易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中介和推销 中 国 商 品 的 至 关 重 要 的 营 销 网 络。中 国 中

东沿海地区的 出 国 商 人 特 别 是 温 州 商 人，已 成 为 推 销 中

国小商品的重要力量。

在美国，２００家温州籍批发商集聚于纽约曼哈顿小商

品批发市场，在 此 工 作 的 温 州 人 逾 千 人。来 自 港 台 的 北

美新移民也通过 与 中 国 大 陆 发 展 经 贸 关 系 和 利 用 新 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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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机会获得 成 长 和 转 型。２００９年，巴 西 的 温 州 商 人

有５０００多人。位于巴西圣保罗 的 南 美 最 大 的 小 商 品 贸 易

集散中心有７００余 家 华 人 商 店，主 要 经 销 中 国 商 品。在

阿根廷，华人 超 市２００６年 市 场 占 有 率 已 达７％。在 中 东

门户阿联酋的迪拜，有２　０００多家温州、义乌、福建等地

销售五金皮具等 小 商 品 的 贸 易 商。在 俄 罗 斯 约１００多 万

外国人中有９０％以上 是 华 人，他 们 从 事 批 发 和 零 售 各 种

中国商品。

４．房地产与金融业。华 人 新 移 民 为 北 美 华 人 房 地 产

与金融业的发 展 增 添 了 新 的 活 力。随 着 华 人 新 移 民 的 增

加，房地产业成 为 加 拿 大 华 侨 华 人 经 济 增 长 最 快，投 资

额最 大 的 行 业。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上 半 期，加 拿 大 华 人

房地产公司发展 到５００家。美 国 华 商 创 立 的 银 行 和 金 融

机构、证券公 司 等 将 近２０００家，其 中，华 资 银 行 有８０
多家。

在目前 复 杂 多 变 的 国 际 经 济、科 技 和 金 融 环 境 下，

海外华商凭借 其 灵 活 机 动 和 善 于 应 变 的 特 质，正 在 加 速

调整产业结构。例 如，东 南 亚 和 北 美 传 统 华 商 聚 集 区 开

始利用中国经 济 快 速 崛 起 的 有 利 时 机，加 大 布 局 投 资 中

国的力度；非洲 正 在 成 为 吸 引 华 商 新 的 聚 集 地，非 洲 华

商加快向 多 元 化 和 本 土 化 发 展，从 主 要 从 事 工 程 承 包、

商贸、餐馆业等发展为在当地投资办厂。

（四）华侨华人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

当前，随着我国 区 域 发 展 总 体 战 略 的 实 施 和 利 用 外

资水平的提高，侨 商 境 内 投 资 将 呈 现 规 模 更 大、范 围 更

广、层次更高、形式更 多 样 的 发 展 趋 势。华 侨 华 人 产 业

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方式表现为：一是职业多样化、行

业多元化、领域扩大化和技术 含 量 高 新 化。从 外 部 来 看，

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转型的条件有三个：一是世界经济

一体化、科学技术 的 突 飞 猛 进 以 及 现 代 企 业 的 形 成 和 市

场经济的不断 完 善；二 是 华 侨 华 人 有 过 成 功 进 行 经 济 发

展和转型的经历和经验，为其新的经 济 转 型 奠 定 了 基 础；

三是中国现代化 进 程 的 加 速 和 中 国 经 济 产 业 结 构 的 调 整

和升级，使海外华 侨 华 人 经 济 发 展 与 祖 国 大 陆 形 成 相 互

需求和相互呼应的态势。

从内部来看，影响华侨华人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的 因 素 有：

（１）华侨华人人 数 剧 增； （２）海 外 侨 胞 的 资 本 和 经 济 实

力不断增强；（３）海 外 侨 群 的 变 化 使 经 济 管 理 和 科 技 人

才不断出现。海外 侨 胞 中 有２００多 万 优 秀 的 经 济 管 理 和

科技人才集中 在 美 国 等 发 达 国 家 和 地 区，为 产 业 结 构 调

整提供了高素质的 人 才 保 障； （４）华 侨 华 人 经 济 科 技 社

团日益增 多，为 投 资 国 内 经 济 建 设 提 供 了 组 织 保 障；

（５）华人在所在 国 参 政 意 识 日 益 增 强，一 旦 他 们 参 政 议

政获得成功，将为对华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６）华侨华

人的传统产业已经出现危机；（７）海外侨胞在参与中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当中，也意识到要在中国继

续投资发展，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８）中

国与侨民居住国经济关系的变化产生的推力和拉力。

二、上海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 “十二五”规 划 的 战 略 高 度 来 看，上 海 发 展 面 临

五大挑战。

一是出口拉动模式 需 要 转 型。上 海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增

长依靠的是出口导向型经 济，这 种 经 济 模 式 导 致 上 海 经

济的外向度较高。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上海的出口平 均 依 存

度是７４％，而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８年，全国出口的 平 均 依

存度为３４％，上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但在 发 达 国

家如美 国、德 国 和 日 本，其 出 口 依 存 度 分 别 是７％、

２４％和１０％，由此形成了欧美消费。亚洲生产。中 东 地

区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的全 球 不 平 衡 的 经 济 增 长 模 式。这

种模式是 建 立 在 欧 美 贸 易 赤 字 和 东 亚 贸 易 盈 余 的 基 础

上，其经济增长不是产业技 术 革 命、产 业 创 新 带 动 的 结

果。与这种模式并行不悖的是 全 球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的 愈 演

愈烈，表现在传统的贸易壁 垒 不 断 扩 大，而 新 的 贸 易 壁

垒又层出不穷。２００９年，世 界 已 经 有 近６０个 国 家 和 地

区采取了超过１００项贸易保 护 主 义 政 策，而 且 准 备 实 施

的贸易保护措施还有１３０项。在 这 种 背 景 下，上 海 经 济

转型面临来自国内外双重 压 力，只 有 充 分 利 用 上 海 现 有

的技术和产业优势，面向亚 非 拉 国 家 推 进 产 业 转 移，同

时以 “四个中 心”建 设 为 核 心，加 快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吸

纳海内外物流、资金流和人 才 流，才 能 有 效 规 避 发 达 国

家发起的贸易 摩 擦，同 时 打 造 以 上 海 为 上 游 的 国 际 产

业链。

二是资源环 境 的 瓶 颈 约 束 更 加 突 出，外 延 式 投 资 拉

动模式需要转 型。上 海 持 续 十 六 年 的 两 位 数 高 速 增 长，

主要是 通 过 大 开 放、大 投 资、大 基 建 带 来 的 总 量 扩 张。

２００８年，上海的投 资 是４　８００多 亿，２００９年，上 海 全 市

固定资产投资是５　３００亿左 右，投 资 强 度 是１平 方 公 里１
亿元投资。这在 一 般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都 是 没 有 的，这 种 投

资规模不可能 再 有 大 的 增 长，特 别 是 世 博 会 之 后，大 规

模的基础设施 建 设 已 经 完 成，随 着 上 海 进 入 后 工 业 化、

后世博时代，这种 高 速 度 外 延 式 的 投 资 趋 动 模 式 已 经 到

了极限。上 海 土 地 资 源 日 益 稀 缺，新 增 用 地 即 将 用 完，

城区开发的强 度 过 高，能 源 资 源 的 供 求 偏 紧，能 源 的 价

格长期高企的情况下，难度更大。

三是上海的 产 业 水 平 处 在 国 际 产 业 链 的 中 低 端，组

装加工型发展 模 式 需 要 转 型。上 海 通 过 大 开 放、大 合 资

实现了传统产 业 向 现 代 产 业 的 转 型，但 是 与 国 际 大 都 市

及深圳等国内 先 进 城 市 来 比，上 海 的 产 业 能 级，特 别 是

自主创新能力 还 存 在 较 大 差 距，组 装 经 济 的 痕 迹 明 显。

首先，服务业发展 基 础 不 牢，结 构 层 次 偏 低。从 总 量 来

看，２００９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是８８４７亿，接近世界平

均水平，但落后 于 北 京 和 广 州。北 京 服 务 业 的 比 重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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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广州服务业的比 重 是６１％。上 海 的 服 务 业 更 落 后

于纽约和 伦 敦，后 两 者 的 第 三 产 业 比 重 都 超 过 的８０％。

目前，上海服务 业 主 要 集 中 于 商 贸 餐 饮 等 传 统 行 业，对

周 边 辐 射 作 用 不 强。另 外，服 务 业 增 长 也 不 够 稳 定。

２００９年，上海第三产业实 现 了 约１４％的 增 长，其 中 股 市

房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超过了３％，但股市房市的波动性

比较强，而上海 的 新 兴 服 务 业 又 没 有 形 成，其 高 端 服 务

业发展仅仅是 单 兵 突 进；其 次，制 造 业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不

强，高新技术产 业 是 高 新 而 不 高 端。上 海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研发投入 所 占 产 值 比 例 约０．９％，而 全 国 的 平 均 水 平 是

１．５％，发达国家是１０％，这种局面导致上海可持续发展

和自主创新能 力 不 足。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的 消 化 吸 引 能 力 也

比较低，全国企 业 的 发 明 专 利 前 十 强 企 业，上 海 一 个 也

没有，而深圳占了６个；再 次，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失 去

了第一轮 先 机。以 新 能 源 汽 车 为 例，２００５年 以 前，上 海

新能源汽车的 研 发 重 点 放 在 氢 动 力 上，但 是 制 氢 储 氢 技

术难以 解 决，大 规 模 产 业 化 难 以 实 现，而 混 合 动 力 车、

纯电动车的产 业 化，则 比 较 简 便 易 行，但 在 这 方 面 上 海

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

四 是 消 费 增 长 内 生 机 制 尚 未 形 成，消 费 驱 动 模 式

需 要 转 型。首 先，消 费 受 到 收 入 分 配 格 局 不 合 理 的 制

约。分 配 格 局 不 合 理 导 致 居 民 手 中 缺 钱 花。２０１０年，

中 国 的 ＧＤＰ总 量 已 经 是 全 球 第 二，上 海 的 ＧＤＰ总 量

却 排 在 全 国 倒 数 第 三，尽 管２００８年 上 海 的 ＧＤＰ总 量

超 过 了 新 加 坡，２００９年 又 超 过 了 中 国 香 港，但 收 入 分

配 格 局 不 合 理 状 况 需 要 依 靠 提 高 工 人 工 资 来 解 决。其

次，消 费 受 到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不 完 善 的 制 约。公 共 服 务

支 出 比 较 低，２００９年 市 本 级 财 政 的 支 出 大 概１２．３％
用 于 就 业 保 障，而 欧 美 一 般 是３０％～５０％。上 海 用 于

经 济 发 展、就 业 保 障 和 民 生 方 面 的 比 重 很 低。再 次，

消 费 环 境 不 佳，消 费 高 端 服 务 供 给 不 足。上 海 高 端 医

疗 服 务 的 需 求 估 计 有１１０亿 元，但 只 能 满 足３８％；上

海 的 城 市 知 识 竞 争 力 排 名 位 列 世 界 第１１２位。根 据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２日 上 海 市 统 计 局 公 布 的２０１０年 上 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统 计 数 据，２０１０年，上 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占

上 海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为９．７５％，远 低 于 伦 敦、纽 约

１８％的 水 平，纽 约、伦 敦 虽 然 是 经 济 金 融 中 心，但 是

文 化 产 业 的 比 重 仍 然 很 高，值 得 我 们 深 思。

五是体制机制 的 约 束 日 益 趋 紧，增 量 改 革 驱 动 模 式

难以持续。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深 入，传 统 体 制 对 增 量 改 革 的 牵 制 作 用 也 逐

步增强。从上海来 看，经 济 结 构 不 合 理、资 源 环 境 不 持

续既是我国在 世 界 产 业 链 分 工 固 化 的 结 果，更 是 关 键 领

域改革开 放 没 有 到 位，传 统 发 展 体 制 没 有 破 除 的 结 果。

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业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服务

经济发展 的 税 制、管 制、体 制、法 制 的 障 碍 尚 未 去 除。

上海服务业实 行 的 是 全 额 征 收 营 业 税，制 造 业 实 行 的 是

征收增值税，生产 型 服 务 业 如 果 从 制 造 业 企 业 里 面 分 离

出来，就 被 征 收 高 额 的 营 业 税，而 金 融 业 的 税 赋 达 到

６０％，明显高于 国 外１８％～３０％的 水 平。这 种 状 况 不 利

于产业间的分离。二 是，服 务 业 的 管 制 也 明 显 较 多。国

家对银行、电信、保险、民 航、铁 路 实 行 的 是 多 头 管 制、

重复管制和过度管制，大量服务产 品 的 价 格 由 政 府 制 定。

三是，服务业的 法 制 不 完 善，许 多 新 型 服 务 的 法 律 依 然

是空白 （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四 是 创 新 体 系 的 环 境 还

没有形成，导致 大 量 海 外 资 本 难 以 融 入，同 时 科 技 成 果

转化难以实现。

然而，机遇 与 挑 战 并 存，每 一 次 重 大 经 济 危 机 都 是

世界经济孕育 新 产 业 的 革 命，对 各 个 经 济 体 制 都 是 一 次

重新的洗牌。上 海 经 济 面 临 重 大 挑 战 的 同 时，也 迎 来 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有三大机遇已经初露端倪：

一是新一轮产 业 革 命 有 利 于 上 海 加 快 发 展 战 略 性 新

兴产业，抢占经济 发 展 制 高 点。首 先，新 能 源 战 略 和 智

慧地球将引领 世 界 新 一 轮 技 术 革 命。世 界 主 要 经 济 体 纷

纷提出新技术 战 略，主 攻 方 向 就 是ＩＴ和ＥＴ，即 能 源 技

术和环境技术。美 国 奥 巴 马 政 府 提 出 的 新 能 源 战 略，计

划今后十年投 入１　５００亿 美 元 用 于 开 发 新 能 源 和 低 碳 技

术。ＩＢＭ公司提出 的 智 慧 地 球 把 物 联 网 和 互 联 网 并 联 融

合。欧盟提出２０１３年 前 投 资３２亿 欧 元 开 发 绿 色 技 术。

我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央财预算安排资金６２８亿元，推动１１
个科技重大专项，包括大飞 机、新 一 代 宽 带 无 线 通 信 网、

核心电子器件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其次，低碳产

业和信息产业 有 望 引 领 全 球 产 业 结 构 升 级。国 务 院 确 立

的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 料、生 物 医 药、生 物 育 种、

信息、新能源技术、航 空 航 天、海 洋 等 九 大 战 略 性 新 兴

产业，为上海加快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和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的 发

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二是国内外 经 济 格 局 发 生 的 深 刻 变 化，有 利 于 上 海

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抢占国 际 产 业 分 工 链 的 高 端。首 先，

上海世 博 会 的 成 功 召 开 不 仅 推 动 了 旅 游、会 展、休 闲、

商贸的发展，而且 推 动 了 文 化 创 意、专 业 服 务、节 能 环

保等新兴服务 业 的 发 展。同 时 迪 斯 尼 项 目 的 落 户，也 为

全市的 文 化、娱 乐、休 闲 业 带 来 巨 大 商 机。其 次，全 球

金融贸易格局的重构助推上海国际金融 中 心 地 位 的 形 成。

再次，全球的贸 易 格 局 正 从 传 统 依 赖 港 口 资 源、以 进 出

口贸易和转口 贸 易 为 主 要 功 能 转 向 依 赖 贸 易 组 织、市 场

体系、专业 服 务 为 主 要 功 能。金 融、物 流、服 务 业 的 跨

国投资快速增 长，促 使 国 内 产 业 结 构 加 快 升 级，从 而 拉

动对生产服务业 的 需 求，这 对 上 海 发 展 金 融、保 险、研

发服务和专利 设 计 等 业 务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契 机。同 时，长

三角的一体化发 展 对 形 成 以 上 海 为 核 心 的 世 界 第 六 大 城

市群的崛起，也 是 一 个 重 大 机 遇，上 海 有 可 能 因 此 成 为

第１３卷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２月
陈志强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Ｎｏ．１Ｖｏｌ．１３
Ｆｅｂ．２０１２



·７２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ｂｓ．ｅｄｕ．ｃｎ

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

三是我国改革 开 放 的 深 化 和 扩 大，有 利 于 上 海 争 取

更多的政策先 行 先 试，突 破 体 制 发 展 的 瓶 颈，坚 持 增 量

改革和 存 量 改 革 并 举，以 开 放 促 改 革，以 改 革 促 开 放。

上海 “四个中心”建 设 的 推 进 和 “四 个 率 先”目 标 的 陆

续实现将使跨 国 公 司 的 研 发 设 计、服 务 外 包、功 能 机 构

和机构投资基 金 加 速 向 上 海 集 聚，外 资 转 向 现 代 服 务 业

和战略性新 兴 产 业 的 趋 势 将 给 上 海 带 来 新 的 发 展 机 遇。

同时，上海企业 的 海 外 投 资 也 将 加 速 扩 张，上 海 利 用 国

内和海外 “两种资 源”和 “两 个 市 场”的 开 放 时 代 正 在

来临。

三、华侨华人在上海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智规模，国家有关 部 门 于２００９

年相继出台了 《国务院侨办 重 点 华 侨 华 人 创 业 团 队 支 持

办法 （试行）》、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关 于 实 施 中 国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 支 持 计 划 的 意 见》和 《国 务 院 侨

务办公室、教育部关于华侨子 女 回 国 接 受 义 务 教 育 相 关

问题的规定》等文件，２０１０年， 《全 国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 颁 布 又 为 我 国 由 人 力 资 源 大 国 向

人才资源大国转变进行了 整 体 规 划，是 我 国 侨 务 工 作 加

快人才发展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和 政 策 创 新，扩 大 对 外 开 放，

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 人 才 资 源，以 高 层 次 人 才、高 技

能人 才 为 重 点 统 筹 推 进 各 类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的 指 导 性

文件。

从人口经 济 学 角 度 看， “人 口 国 际 迁 移 对 迁 入 国 来

说，人才流入几乎是无本万利 的 交 易。从 经 济 效 益 上 看，

人才流入可以 增 加 劳 动 力 资 源，缓 和 劳 动 力 不 足，增 加

对商品的需求，由 此 产 生 了 更 有 效 率 的 经 济 效 益；可 以

收到 “智能效益”，节省培养人 才 的 费 用，这 种 人 力 资 本

投资在发达国 家 越 来 越 昂 贵，而 流 入 人 口 的 素 质 越 高 收

益越大。据统 计，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美 国 从 发 展 中 国 家 吸

引的高级人才中所获得的价值为 年 平 均 值８６亿 美 元，比

同期美国对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外 援 总 和 还 多，而 联 邦 德 国 在

１９５７—１９７３年 期 间，仅 这 方 面 的 收 益 就 高 达３３０亿 美

元。［６］与之相对 应，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在 中 国 利 用 国 外 资 金、

技术和管理经 验 方 面，在 中 国 商 品 出 口 和 国 际 销 售 网 的

形成方面，在国内 企 业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和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方

面也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 （见表１）。

表１　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估算

项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累计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累计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累计

实 际 利 用 海 外 华 商 直 接 投 资 额

（亿美元） １　１８０．７６　 １　６７７．７４　 ２　６４７．０３

实 际 利 用 海 外 华 商 直 接 投 资 额

（亿元 人 民 币，按 历 年 加 权 平 均

汇率换算）
９９　２７４．２１　 １３　８８７．８７　 １９　９４１．７３

（续表）

项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累计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累计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累计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 （亿

元人民币） １２　３９２．９２　 ４１　３６４．１１　 １５８　６４２．５４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合

计 （亿元人民币） ２１　６６７．１３　 ５５　２５１．９８　 １７８　５８４．２７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合

计ＧＤＰ比重 （％）
６．４９　 ８．６０　 １１．９４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

额比重 （％）
２０．４６　 ３０．１３　 ３４．１０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占资本形成总

额比重 （％）
７．１１　 ５．７８　 ３．０５

资 料 来 源：根 据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网 “中 国 经 济 统 计 数 据 库”相 关 数 据 推 算。［７］

表１说明海外 华 商 对 华 的 直 接 投 资 状 况 及 其 所 带 来

的出口贸易增 长 效 应。随 着 上 海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型，

农业及商 业、外 贸、金 融、保 险、证 券、电 信 和 旅 游 等

第三产业利用 外 资 规 模 将 逐 步 扩 大，上 述 变 化 给 包 括 华

人资本在内的 外 资 提 供 了 公 平 竞 争 的 机 会，华 人 资 本 必

然会大量投资 于 上 述 产 业，而 华 人 企 业 对 高 新 技 术 领 域

的投资也将使 上 海 的 产 业 结 构 更 为 优 化；华 人 华 侨 资 本

可以促进上海 经 济 走 向 外 向 型 道 路，积 极 参 与 国 际 竞 争

和国际合作，其 溢 出 效 果 明 显。通 过 华 侨 华 人 的 个 人 影

响、海外华人传 媒、华 文 教 育 以 及 华 侨 华 人 社 团 的 民 间

形象，可以开展出境旅游作为旅游 市 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从而实现上海旅游业的国际化。

那么如何 发 挥 华 侨 华 人 对 上 海 经 济 转 型 的 作 用 呢？

这需要从侨群、侨 区、侨 资 变 化 的 新 趋 势 中 寻 找 发 挥 作

用的新途径，并从 政 府 内 部 消 除 妨 碍 引 资 引 智 的 制 度 约

束因素。应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

（一）如何看待华侨 华 人 对 上 海 经 济 和 金 融 中 心 建 设

所起的作用

华侨华人在上 海 利 用 外 资 中 的 作 用 主 要 表 现 在 所 发

挥的先 导、示 范、联 动 和 扩 散 作 用。改 革 开 放 以 来，海

外华侨华人对 华 投 资 势 头 猛 增，华 侨 华 人 投 资 来 源 地 向

拉丁美洲和非 洲 等 新 移 民 地 区 扩 散。从 外 商 投 资 的 来 源

地来看，海外重点 侨 区 是 上 海 利 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的 最 重

要来源地，这间接 反 映 了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在 上 海 引 进 外 资

中的重要地 位。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来 自 港 澳 台 及 海 外 重 点

侨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２　４７６．３亿美元，占全部投

资的８８．５％。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与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相比，除一些传 统 侨 区 的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继 续 保 持

较大幅度增长 外，一 些 新 兴 侨 区 的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保 持 在

一倍以 上 的 增 长 幅 度，其 中，来 自 越 南、文 莱、缅 甸 和

柬埔寨四个新 东 盟 成 员 国 的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最 快，其 他 增

长较大的有阿 联 酋、南 非 维 尔 京 群 岛 与 开 曼 群 岛、新 西

兰、俄罗斯等国。这 些 国 家 有 多 个 中 国 海 外 移 民 的 聚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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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对华直接投 资 的 快 速 增 长 也 反 映 了 海 外 新 移 民 的

带动、扩散和联 动 效 应。上 海 应 从 中 看 到 新 移 民 和 新 移

民地所引发的 新 的 投 资 趋 势，并 利 用 上 海 的 区 位 优 势 和

大都市的 “虹吸效应”，把目光投向更 广 阔 的 地 区 和 更 有

活力的人群，通过 内 引 外 联，建 立 新 的 引 资 渠 道，为 新

一轮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二）如何看待华侨 华 人 对 上 海 贸 易 中 心 建 设 所 起 的

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和 大 陆 新 移 民 建 立 的 全

球营销网络是 上 海 出 口 贸 易 的 两 股 重 要 推 动 力 量，而 新

移民则从小本 经 营 的 贸 易 批 发 和 零 售 做 起，逐 渐 建 立 起

上海劳动密集型小商品的全球销售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经商 的 大 陆 新 移 民 特 别 是 沿 海

侨乡的新移民，是上海商品 出 口 的 海 外 销 售 大 军。据 估

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从 中 国 大 陆 移 出 的 新 移 民

约６００万，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１３％，主要 移 入 地

包括 北 美、日 本、澳 洲、法 国、英 国、意 大 利、西 班

牙、德国 和 俄 罗 斯；主 要 移 出 地 是 福 建、浙 江、广 东、

上海和北京。新移民不仅改变 了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区 域 分

布，更重要的是为海外华侨华 人 的 经 营 发 展 带 来 新 的 商

机，催生了众多为新移民提 供 服 务 的 商 业 企 业，并 形 成

了专门从事中国小商品 出 口 贸 易、批 发、零 售 业 务 及 专

门提供移民、旅游服务的新 移 民 群 体，在 新 移 民 群 体 中

也崛起了一批有影响力的 华 侨 华 人 企 业 和 企 业 集 团。新

移民尽管集中于海外华侨 华 人 的 传 统 产 业，企 业 和 投 资

规模小，经营管理传统，流 动 性 大，但 由 于 他 们 与 中 国

大陆企业主要是中小民营企 业 建 立 了 密 切 的 商 业 贸 易 联

系，成为推销中国产品和促进 中 国 新 移 民 居 住 国 之 间 经

贸关系的有生力量。上海不应 该 是 归 国 华 侨 和 华 人 的 中

转站，更应该是这个群体的 贸 易 乐 园 和 安 居 乐 土。因 此

可以利用上海推进 “四 个 中 心”建 设 的 契 机，完 善 为 侨

商服务的法律体系和人文 环 境，尽 快 为 侨 商 建 立 国 际 营

销网络、资金网络、技术网 络 和 合 作 关 系 网 络，从 而 以

海纳百川的气魄，激发物流、资 金 流 和 人 才 流 快 捷 有 效

的运转。

（三）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对扩大海外市场所起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 内 企 业 对 东 盟 国 家 （特 别 是 新 加

坡、印度 尼 西 亚、菲 律 宾、越 南、缅 甸、柬 埔 寨、老

挝）、俄罗斯、加拿大、澳大 利 亚、阿 联 酋 和 东 西 欧 地 区

等重点侨区的直 接 投 资 增 长 幅 度 远 超 出 对 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的增长幅度。东盟国家作为华侨华 人 最 重 要 的 聚 居 区，

已成为国内企业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的 重 要 目 的 地。截 至２００９
年末，中国在东盟国家的 直 接 投 资 企 业 近２０００家，在 当

地雇员６万人，直接投 资 存 量 达９５．７１４亿 美 元，主 要 投

向新加坡、缅 甸、印 度 尼 西 亚、越 南、柬 埔 寨 等 国；中

国对东盟国 家 的 直 接 投 资 主 要 分 布 在 电 气 水 生 产 供 应、

批发 与 零 售、制 造 业、商 务 服 务、采 矿、建 筑、运 储、

金融和农业等行业，这些行 业 合 计 约 占２００９年 末 中 国 对

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９７％。

上述关于国内 企 业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和 经 济 合 作 的 投 向

和来源分布说 明，海 外 重 点 侨 区 是 吸 引 包 括 境 内 港 澳 台

和华侨华人企 业、私 营 企 业 在 内 的 企 业 对 外 投 资 和 经 济

合作的主要区 域，港 澳 台 商 和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最 早 进 入 的

中国东部沿海 正 在 成 为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的 重 要 来 源 地，从

这个意义上说，海 外 华 侨 华 人、港 澳 台 商 和 国 内 企 业 之

间正在进入双向 乃 至 多 向 的 互 利 互 惠 经 贸 关 系 发 展 新 时

代。基于上述事 实，在 沪 企 业 应 从 战 略 高 度 充 分 考 虑 如

何利用侨资和侨团打开国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

除上述作 用 外，还 应 看 到 港 台 厂 商、大 陆 厂 商 与 其

他海外华侨华人 之 间 的 合 作 对 上 海 劳 动 密 集 型 制 造 业 的

工艺技术改进、国际销售网络及品 牌 的 建 立 所 起 的 作 用；

应看到北美留学 归 国 人 才 在 引 进 硅 谷 风 险 投 资 和 企 业 运

作模式及引进 海 外 创 新 团 队 方 面 所 起 的 作 用；应 看 到 海

外华侨华人在昆山的产业集群对上海ＩＴ及其相关 产 业 研

发、制造和服务一 体 化 产 业 链 形 成 所 起 的 作 用 以 及 华 侨

华人跨国公司 在 中 国 大 陆 包 括 台 湾、香 港，东 南 亚 和 欧

美发达国家之 间 进 行 区 域 性 或 全 球 性 研 发、制 造 与 营 销

资源配置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四、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产 业 政 策 的 调 整、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变 和

经济继续保持 较 快 的 增 长，加 之 欧 美 等 发 达 国 家 近 几 年

来面临的经济 衰 退，北 美、西 欧 等 海 外 重 要 侨 区 高 科 技

人才回国创业 和 投 资 方 兴 未 艾 潮。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在 中 国

产业结构再次 升 级 中 将 扮 演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除 了 直

接参与中国新 一 轮 产 业 升 级 的 创 业、投 资 和 创 新 活 动 之

外，海外华侨华人 在 引 进 国 外 高 新 技 术 和 风 险 资 金 中 的

中介和示范作 用 日 益 凸 显。按 照 《全 国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所确 立 的 服 务 发 展、人 才 优 先、以 用

为本、创新 机 制、高 端 引 领、整 体 开 发 的 指 导 方 针，需

要我们走出传 统 的 华 侨 华 人 政 策 的 误 区，从 全 球 化 大 背

景和中国经济转 型 大 视 角 和 改 革 开 放 新 局 面 以 及 华 侨 华

人群体的新变 化 来 重 新 反 思 国 家 和 地 方 的 侨 务 政 策，关

注华侨华人对祖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后 续 效 应 和 祖 国 经 济 发 展

对海外华侨华 人 的 反 馈 效 应，立 足 上 海 经 济 结 构 现 状 及

转型趋势，突破 地 域 限 制，营 造 良 好 的 招 才 引 智 的 制 度

环境，使华 侨 华 人 能 够 招 得 来、留 得 住、住 得 久、能 融

入，从而使上海成 为 广 大 华 侨 华 人 的 第 二 个 投 资 创 业 的

故乡。

（一）上海应积极 拓 展 与 浙 江、福 建 和 广 东 侨 乡 侨 民

的经济关系，使 其 产 业 带 延 伸 至 上 海。重 点 侨 区 是 吸 引

包括境内港澳台 企 业 和 华 侨 华 人 企 业 对 外 投 资 和 经 济 合

作 的主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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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发挥上 海 的 区 位 优 势，以 上 海 经 济 转 型 为

契机，以上海先 进 制 造 业 和 高 端 服 务 业 为 重 点，引 导 华

侨华人投资及 产 业 结 构 实 现 调 整，推 进 上 海 经 济 和 社 会

的转型发展。为 此，需 要 上 海 市 侨 务 工 作 搭 建 交 流 合 作

平台，促进本土企业与海外华商的合 资 生 产 和 合 作 经 营，

以重点项目和 重 点 地 区 为 中 心 进 行 联 合 推 介 和 引 进，聚

集相关各方的 优 势 资 源，以 带 动 海 内 外 大 中 小 企 业 之 间

的联动和合作，提 高 投 资 项 目 和 地 区 的 后 续 配 套 投 资 和

后续效应。

（三）充分利用 “两个市场”和 “两种资源”，创新改

革思路，开拓开放局面，搭 建 贸 易 舞 台，延 伸 服 务 半 径，

树立服务理念。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地 不 外 乎 海 内 与 海 外，

物流、人流和资 金 流 的 走 向 无 非 是 国 内 与 国 外，现 在 侨

务工作应立 足 于 上 海 的 “十 二 五”规 划 方 向，以 人 口 跨

国迁移的大视 野，在 关 注 既 有 华 侨 华 人 群 体 的 同 时，把

目光投向大批 的 留 学 生、海 外 务 工 人 员 和 其 他 类 型 的 出

国人员，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华侨华人 的 新 生 代 和 潜 力 军，

是上海吸引外 资 和 转 型 发 展 的 储 备 库 和 后 援 团。在 利 用

海外华侨华 人 开 展 对 外 华 侨 华 人 投 资 和 经 济 合 作 方 面，

随着国内劳动 力、原 材 料 和 能 源 成 本 的 提 高，相 当 一 批

劳动和资源密 集 型 的 企 业 需 要 转 移 到 东 南 亚、非 洲 等 发

展中国家，通过与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建 立 合 作 关 系 有 助 于 降

低由于海外市 场、劳 动 就 业 环 境、政 策 法 规 的 不 了 解 造

成对投资环境、合 作 伙 伴、购 并 资 产 的 信 息 不 对 称 所 带

来的对外投资 与 经 营 风 险，提 高 对 外 投 资 和 经 济 合 作 的

质量和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少走弯路。

（四）打文化牌，摆时空阵，利用 “五缘文化说”，整

合亲缘、地 缘、神 缘、业 缘 和 物 缘 五 种 关 系，发 展 非 政

府组织，建 立 模 块 服 务 团 队，形 成 内 外 联 动 的 大 格 局。

打文化牌，就 是 要 强 化 公 关 外 交 意 识，把 真 心、诚 心、

热心和贴心放到第一 位，推 动 人 事、社 保、公 安、外 交、

统战和工业 等 各 个 部 门 联 手 制 定 切 实 可 行 的 移 民 政 策，

为华侨华人在出入境、居 留 入 籍、社 会 福 利、子 女 教 育、

投资创业等方 面 开 绿 灯；摆 时 空 阵，就 是 要 以 时 间 换 空

间，增强侨务工 作 的 紧 迫 感 和 使 命 感，以 内 外 贸 和 投 资

出口为核心，加快 引 进 步 伐，拓 宽 辐 射 区 域，形 成 全 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侨 务 格 局，使 华 侨 华 人 感 受 到 祖

国的 温 暖，顿 生 “海 内 存 知 己，天 涯 若 比 邻”之 感。在

具体操作上，应 利 用 上 海 和 长 三 角 区 位 优 势，立 足 浙 闽

粤等侨 乡 资 源，形 成 以 港 澳 台 为 节 点，以 东 盟 为 跳 板，

辐射美加澳的 产 业 互 动 群，构 筑 筹 资、营 销 和 创 业 三 大

板块。

（五）在政府引导 下，广 泛 建 立 各 级 各 类 的 华 侨 华 人

非政府组织和社团，形 成 “以 侨 搭 桥”、 “借 侨 出 海”的

侨务工作新局 面。目 前，上 海 民 间 的 华 侨 华 人 非 政 府 组

织数量还不多，以 侨 联 为 主 开 展 工 作，这 与 我 国 开 放 现

状及上海经济 转 型 所 需 的 招 商 引 资 压 力 还 不 相 称。上 海

侨联目前已经形成了四大组织：一是以新归侨为主的市侨

联青年委员会；二 是 以 侨 资 企 业 家 为 主 题 的 市 侨 联 华 商

联谊会；三是以归 侨 侨 眷 企 业 家 为 主 题 的 海 外 经 济 技 术

促进会；四是由事 业 有 成 的 侨 界 女 性 和 知 名 人 士 的 夫 人

组成的是侨联女侨联谊会。上海侨 务 工 作 可 以 通 过 联 络、

参与、引导和规 范 上 述 组 织，并 积 极 鼓 励 成 立 面 向 海 外

的各种社会团 体，以 民 间 机 构 多 元 化、地 缘 结 构 模 块 化

为拓展思路，建 设 以 侨 联 为 主 体、涵 盖 各 种 国 内 外 民 间

机构的广 泛 联 系 网 和 以 上 海—香 港—新 加 坡—纽 约 等 金

融中心为节点 的 面 向 亚 太 的 华 侨 华 人 筹 资 网 络、遍 布 全

球的华侨华人加 工 制 造 与 营 销 网 络 及 “以 硅 谷—台 湾—

北京—上海—苏州—东 莞 等 创 新 城 市 为 节 点 的 全 球 华 商

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８］，推进中 国 的 区 域 和 产 业 经 济

发展，提升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六）需要加强对 相 关 国 家 涉 侨 政 策 的 动 态 研 究。华

侨华人居住国政 府 对 华 侨 华 人 的 态 度 和 政 策 直 接 影 响 到

海外华侨华人 的 经 营、投 资 和 发 展，进 而 也 影 响 到 中 外

经贸关系的发展。例如，近 些 年 来，新 加 坡、马 来 西 亚、

印度尼西亚等东 盟 国 家 政 府 对 华 侨 华 人 及 其 对 华 投 资 的

态度和政策 逐 渐 从 负 面 或 中 性 转 向 正 面，加 上 中 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 的 正 式 启 动，中 国 与 东 盟 国 家 之 间 的 经 贸

关系正步入良 性 发 展 轨 道；而 俄 罗 斯 和 西 欧、东 欧 一 些

国家对新华侨华 人 的 态 度 和 政 策 却 因 各 种 原 因 正 在 从 正

面或中性转向 负 面，新 华 侨 华 人 传 统 的 经 营 模 式、过 度

的区域聚集和 “灰色经营”，加上经 济 不 景 气 下 当 地 企 业

和商人所感受 到 的 竞 争 压 力 混 杂 在 一 起，影 响 到 一 些 国

家对新华侨华 人 的 态 度 和 政 策 导 向，进 而 阻 碍 了 中 国 与

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七）应在国内设立 半 官 方 性 质 的 专 门 服 务 于 大 陆 新

华侨华人海外 投 资 经 营 的 行 业 或 专 业 协 会，指 导 海 外 贸

易批发和零售 网 点 的 区 域 合 理 布 局，为 新 华 侨 华 人 在 海

外的投资发展 提 供 信 息 与 法 律 咨 询、政 策 和 技 术 支 持，

以利于大批中小 规 模 的 海 外 新 华 侨 华 人 企 业 尽 快 实 现 经

营转型和通过 股 份 合 作 走 上 规 模 经 营 和 联 合 经 营，提 高

中国出口商品的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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