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E-mail:suzhuxiang@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孙竹芗 美编/吴婷 2017.4.21 11

COLUMN 专栏

雄安新区来了（上）

□卫华韵 绘

全球化浪潮中，浦东开发开放成就了一个理想的投资场所。 □东方 IC 供图

1994年 1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访问

浦东，看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规划模型后，

兴奋地说：“如果我再年轻一点，我一定来

浦东投资。”

老布什并非矫情也非夸张，浦东开发

后确实成为一个理想的投资场所。统计显

示：从 1990年至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年，

浦东合同外资项目和合同外资金额年均增

长分别达 32.0%和 40.0%。累计签订合同

外资项目 16967个，吸引外资 456.53亿美

元。浦东开发启动时的1990年，外商投资

项目仅为 28个，之后直线上升，在 2005年

达到1734个。增长的速度让人咋舌。

为什么进入 1990年后的浦东会有那

么多的海外投资？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和

疑惑的话题。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 浦
东开发正逢其时

在日前再版的《浦东奇迹》一书中，上

海市老市长徐匡迪在序言中有这样的解

释：“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时任市

委书记、市长的江泽民、朱镕基同志为筹划

浦东开发，曾先后率上海市代表团遍访欧、

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园区、新兴工业

园区及自由贸易区，学习借鉴其成功的经

验。通过比较、分析、讨论，逐步形成了上

海浦东开发的思路，其核心是要抓住国际

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托长江三角洲的地

缘优势和人才资源，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

产业梯度转移，并根据上海的基础与条件，

把承接产业的水平定在‘中高端’，从而可

以把浦东新区建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的交汇点与聚合区，走出一条‘开发

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新

路子。”

20多年来，浦东开发确实按照这一思

路紧紧抓住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成为

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当然也是受惠者。

按照经济学家李扬的观点，1991年到

2008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以中国全面

推行改革开放战略、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制度和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并一

面倒地发展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而浦东

开发正逢其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也证实了这

一点，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

家的对外净融资一直呈上升趋势，1986
年—1993年平均增长率为9.9%，而1990年
—1993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2.5%。国际资

本流动伴随着产业大转移，不但速度加快，

而且流向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幅度增大。

学者称之为“第三次海外投资浪潮”。

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

全球化当中，纷纷实行改革，改善投资环

境，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而发达国家也对全

球化态度积极，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和资

本市场的管制。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

证券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推动下，全球资

本流动的规模明显扩大。

这种投资浪潮还与上世纪 80年代新

技术革命有关，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

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

产业开始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传统产

业，而次发达国家和地区又将自己淘汰的

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的全球化、资

本的流动加速，使得产业转移更加容易实

现，从而加快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速

度。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通过产业扶持政

策，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学

家对此有一种理论解释：梯度推移。

比如，美国硅谷从1990年代开始在集

成电路产业形成设计业、制造业、封装业、测

试业高度专业化的格局，之后渐渐将制造业

和封装业等转移到其他地区，开始了新一轮

产业升级。正是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成为

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浦东抓住了全球

半导体产业大转移的机会，将芯片产业作为

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扶植，形成以芯片制造业

为主体的浦东微电子产业带，聚集了上百家

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以及半导

体材料、设备、器件等配套企业。一块芯片

从设计到成品都可在浦东完成，集成电路成

为浦东值得骄傲的产业。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发展成为新的世界

制造业中心之一。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原院长姚锡棠曾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中

国八十年代对外开放的战略是：首先在广

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利用优

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

国需要在此基础上使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

新的阶段、新的层次。也就是在吸引外商投

资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同时，扩大到汽车、

电子等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行业，充分利

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促进和加快我们产业

结构的战略升级。浦东、上海和长三角的扩

大开放，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的需要。”

全球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也是一大契

机。李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变

化是全球产业链的重组。由于信息技术革

命降低了交易成本，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

链进一步分解，可以将同一个产品的生产

服务环节拆分成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生产。因此，坐在跨国公司总部

的那些CEO对于全球化，态度更为积极。

曾为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回

忆，他在1995年收到了美国AT＆T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伦送的一本最新

出版的世界分册地图，在上海地图一页上

面看到了单独画出的“浦东简图”，图中还

标有“陆家嘴”“外高桥”等开发区的地名。

显然，这些投资者的嗅觉比常人更灵

敏。在罗伯特·艾伦等手握重金的投资者

眼里，浦东有庞大的市场腹地、充足且成熟

的劳动力，其母体——上海，有着更多的技

术人员、更齐全的工业门类、更容易沟通的

管理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可在自己熟

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攫取丰厚的利

润。于是，那些发达国家无法消化的资金

哗哗地涌向了浦东。

参与全球化 亦从全球
化中得红利

有意思的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可以

发现，对于经济全球化，是积极应对还是消

极等待？各个国家、地区政府的态度不

一。浦东开发 20多年则坚持了积极地参

与经济全球化。

比如，上世纪 90年代，中国政府申请

加入WTO，浦东抓住机遇，率先实现现代

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业的对

外开放。

对此，理论上的解释为：在经济全球化

中，坚持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问题；用世界

的语言来对话国际社会；克服文化的差异

来破解难题；以国际贸易通用的规则来修

正我们的经济行为。用赵启正的话说，就

是“站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

实践已经证明，“以国际贸易通用的规

则来修正我们的经济行为”是非常有效

的。唯有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从

全球化中得到红利。

曾参与谈判的中国原外贸部部长石广

生说，加入WTO后中国修改了 3000多条

法律法规。由此，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全方位开放带

来十余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头

号贸易大国。相反，有些同时入世的国家

后来并未获得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对

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这确实

耐人寻味。

因为经济全球化，浦东的经济总量发

生巨大飞跃。1990年是60亿元，到南汇和

浦东两区合并之前的2008年，已达3150亿
元。到了 2016年，则为 8732亿元，相较于

1990年开发开放之初，增长了144倍。如果

再说得具体一点，浦东国际机场的飞机平

均每一分钟有一架起飞，而那里最早是一

片海滩，海鸟飞翔。再看浦东张江开发区

的超级计算中心内，滴答一秒间，那台中国

最先进的电脑已运算230万亿次。早先，那

里是一片泛光的水田，种了很多红菱……

今天，国际上逆全球化潮流来势汹汹，

反全球化思想在发达国家蔓延，浦东应不

忘初心，拿出信心和行动，成为坚持全球化

的样本，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浦东要成为
坚持全球化的样本

浦东的实践证

明，唯有积极地参与

经济全球化，才能从

全 球 化 中 得 到 红

利。当下，逆全球化

潮流来势汹汹，浦东

仍应不忘初心，拿出

信心和行动，成为坚

持全球化的样本。

□马迁 财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