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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区外向型经济特征、现状与对策研究

——基于 2004年经济普查资料的分析

（2005 年）

前 言

外向型经济或外向经济，一般指面向国际市场的经济，或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的经济。即以国际市场的需求和结构变动为依据，组织本地的生产与贸易，积极

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分工与合作，推动本地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形成与全

球经济联为一体的经济贸易结构和体制运行结构。

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由于受生产力水平低和体制结构落后的束缚，长

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自我循环的、相对封闭的模式，与国际市场和国际

经济少有联系。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意味着开放本地市场，打破原有的封闭模式，

面向国际市场，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进来，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

易，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令本地经济循环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之中。因此，人们常

常以进出口贸易额（或出口额）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值来测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

区的经济外向度，用引进资金、技术占本地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源的比重来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的程度。与此相关，外商投资经济、出口贸易经

济、对外投资和劳务、技术输出经济，都被划入外向型经济之列。

但这种划分或判断标准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大缺陷。因为，外向经济与内向经

济是一个整体，并非可以绝然分开。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会带

动本国或本地区内向经济的发展，令它们呈现出相互交错、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和相互促进的态势。人们很难在实际中分清哪些部门、哪些领域属于外向型经济，

哪些部门、哪些领域属于内向型经济。例如，以出口加工业务为主的外商（含港

澳台商）投资经济，肯定可以划入外向型经济之列；而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服务

的企业，包括为其提供原料、零部件、半成品的企业，提供包装、仓储、运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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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企业，还有为其提供劳务、咨询服务的企业等等，它们所进行的经济活动、

形成的经济产值能否划入外向型经济呢？就很难判断了。又例如，在开放的市场

经济条件下，外销与内销主要取决于国际与国内市场的供求与价格，当国际市场

需求旺盛、价格高时，企业产品外销的比重可能会高一些；反之，内销的比重就

可能比外销高。这时候就很难说：外销比重高的企业属外向企业，而内销比重高

的企业是内向企业。所以，用一两个指标来判断或衡量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状况，

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尤其当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内市场与国

际市场逐步融合的情况下，外向与内向的划分界限就更模糊了。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常常使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发展进出口贸易等指标

数据，监测和描绘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概况，分析其现状、特征和面对的矛盾，探

索加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策。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引进外资和

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借助国际市场，缓解自身在资金、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不

足，是它们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它们实现由封闭型经济向开

放型经济转变的必由之路。所以，本文的研究亦基于这一事实，把研究分析的重

点放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经济与出口贸易上。

深圳特区自成立时起，就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自己发展的战略模式，坚持

“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所有制结构以境外投资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

为主，经济调节以市场为主”的“四为主”方针，推进各方面的开放与改革。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深圳已从昔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渔村，演变为今天闻

名国际的现代化大都市。其中，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抹。从 1991 至 2004

年 14年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共达 356.59亿美元，占全省同期利用外资总

额的 1/5。2004 年，深圳全市出口总额达 778.43 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 509.7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65.5%。以出口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计算的经济

外向度达 188.2%。

南山区是在深圳特区成立 10年后，即 1990年才成立的一个行政区。在此以

前，区内的蛇口工业区已经闻名于世，科技工业园、南油集团、华侨城等大型建

设项目逐步成型。由港澳商人在本地兴办的以合资、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密集

型出口加工业遍布区内，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相当基础。据统计，1990

年，全区常住人口 18.53万（含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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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 78.64亿元，人均约 42439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 1.06亿美元。此后，

经过 15 年的发展，到 2005 年，南山区人口增至 90.06 万，本地生产总值达到

1132.8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攀上 12.58万元的高峰。15 年间，全区实际利用外

资累计达 49.0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391.23 亿元），约占同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的 20.36%。2005年，全区利用外资 4.59亿美元，外贸出口总额 90.2 亿美元，

其中加工贸易出口约占 75.28%。以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计算的经济外向

度为 65.23%。

外向型经济在南山区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促进了

南山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而且带动了南山区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

整，推动南山区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为了更好地总结南山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成就、经验，分析其目前面临的问题，探讨继续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策，本

报告利用 2004 年经济普查的数据资料，结合往年的数据和相关调研资料，对南

山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征进行分析，探寻其今后发展的态势，为市、区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一、经济发展概况与结构

（一）发展概况

南山区自建区以来，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跨越了三个台阶。第一个

五年（1991-1995），即“八五”计划期间，全区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23.4%，人均

生产总值由 1990年的 42439.3 元上升到 1995 年的 53598.7元，增长 1.26倍。第

二个五年（1996-2000），即“九五”计划期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成长，

带动了工业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使国民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

长速度。5 年间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7.5%，人均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5.4%，2000

年达到 69695.5元，比 1995 年增长 30%。进入第三个五年（2001-2005），即“十

五”计划，全区继续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建设“三个基地、一个中心”1为

重点，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

1 即由该区“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教育基地、旅游基地和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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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势头。5年间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7.6%，人均年递增 12.5%。2005 年本地生

产总值达到 1132.82亿元，人均达到 12.58万元，比 2000年增长 80.5%（见表 1.1）。

表 1.1南山区 15 年的经济发展规模与增速

指标
绝对值 年均增速%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八五” “九五” “十五”

生产总值（亿元） 78.64 224.9 503.55 1132.82 23.4 17.5 17.6

人均（万元） 4.24 5.36 6.97 12.58 4.8 5.4 12.5

注：本表绝对数为现价，增速亦按现价计算，未剔除价格变化的因素。

（二）结构特征

15年来，南山区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农业商品化、产业化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下降。

受城区扩张与农用地日渐缩小的制约，传统农业在向都市型、休闲型、生态

型转变的同时，生产与开发逐步转移到区外，留在区内的农业企业大多数转变为

以购销、研发、咨询服务和品牌经营为主业的企业，以至从统计上看，第一产业

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并趋于零。

2. 工业经济居于国民经济的先导地位，工业内部结构不断升级换代。

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南山区经济，工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2005年，工业增加值达到 758.9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67%，成为国民经济的

第一大支柱。与此同时，工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90 年代上半期，支

撑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但后来受到城区

土地空间的限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从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该类加工业

陆续退出南山区，向特区外转移。取代其位置的，是近 1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

以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它们成为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的新

动力。“十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以年均递增 21.7%的速度增长，到

2005年，其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63.1%，比 1995年的 28.6%提高了 44.1个

百分点，比 2000年的 55.5%提高了 7.5 个百分点，实现了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不过，尽管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但工业的外向

特征依然明显，而境外投资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的高技术出口工业方面仍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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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贸物流、文化教育和金融咨询、专业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迅速崛起，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南山区原先是个农业区，改革开放后逐步演变为工业区，服务业发展相对落

后。近 5年，一方面受工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为工业转型服务的商贸物流业和文

化教育、科技咨询、专业服务业等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受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加快，经济环境改善和区内居住人口增长的拉动，房地产业、公共医疗卫生服

务业、体育文化娱乐业和居民生活消费服务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两股力量合成第

三产业兴起的浪潮，令服务业经济不断发展，推动着南山区的工业区型结构逐步

向城市综合经济型结构转变。

在这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西部港口为中心的物流业的兴起。近年

来，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蛇口、妈湾、赤湾、东角头等港口配套设施的

建设，南山区对外进出口货物运输大幅增加。2004 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超过深

圳东部港区，2005年达到 838.6万标箱，占了全市集装箱吞吐量的一半以上；而

货物吞吐量 1.2亿吨更占到全市货物吞吐量的 78%，使南山区成为深圳市名符其

实的物流中心，辐射并带动着周边地区外贸的发展。

作为上述结构变化的总结果，是三大产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上升或下

降。表 1.2 列出了 10 年来南山区三大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化。从该表上，我们可

以看到：10年间，农业（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到 2005年趋向于零；

第二产业由 1995 年的 65.66%上升到 2000 年的 68.78%，到 2005 年又上升到

70.10%；第三产业则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的变化方向：由 1995年的 33.98%降为

2000年的 31.05%，2005年的 29.87%。

表 1.2 南山区近 10年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5 年 0.36 65.66 33.98
2000 年 0.17 68.78 31.05
2005 年 0.03 70.10 29.87

2004 年的经济普查，以一个横断面的数据，刻画了南山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与结构特征。下面，我们将运用这些数据对南山区的经济及其外向型发展的现状

和特征作进一步描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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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行业结构与特征

全部产业中工业不仅是南山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是外向型经济的主

导部门。南山的工业经济结构特征反映了其外向型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

（一）产业结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突出

在接受经济普查的七大部门中，无论是单位数、职工人数、营业收入和资产

总额，工业都名列第一，它们分别占到全部经济普查单位的 32.8%、60.5%、74.0%

和 47.7%，堪称第一大产业部门。（见表 2.1）

表 2.1 南山区行业普查主要数据

指标
单位数 职工人数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个 比重％ 万人 比重％ 亿元 比重％ 亿元 比重％

全部单位数 8985 100.0 57.28 100.0 3225.46 100.0 3512.68 100.0
工业 2948 32.8 34.64 60.5 2386.50 74.0 1674.60 47.7
建筑业 135 1.5 3.48 6.1 100.86 3.1 87.59 2.5
交通运输电信业 313 3.5 2.01 3.5 95.98 3.0 203.12 5.8
批发零售业 2620 29.2 3.99 7.0 343.97 10.6 208.09 5.9
住宿和餐饮业 134 1.5 1.29 2.3 15.62 0.5 31.85 0.9
房地产业 380 4.2 2.46 4.3 111.48 3.5 427.82 12.2
其他 2455 27.3 9.41 16.4 171.04 5.3 879.62 25.0

不仅如此，工业还集中了全区近一半的大专以上学历职工和一半以上的具有

高中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见表 2.2），是高素质人才最为集中的领域。

表 2.2 各行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和具有高中级技术职务人数

指标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 具高中级技术职务人数

合计(人) 占比% 占职工% 合计(人) 占比% 占职工%
合计 186812 100.0 32.6 60635 100.0 10.6
工业 91232 48.8 26.3 30626 50.5 8.8
建筑业 5857 3.1 16.8 3218 5.3 9.3
交通运输、电信业 6061 3.2 30.4 1686 2.8 8.4
批发零售业 17818 9.5 44.7 3842 6.3 9.6
住宿、餐饮业 1570 0.8 12.2 519 0.9 4.0
房地产业 6981 3.7 28.4 2009 3.3 8.2
其他 57293 30.7 60.8 18735 30.9 20.4

（二）行业结构：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独占鳌头

按照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的工业行业分类，南山区的工业涉及 31 个行业，

其中制造业有 27个。为了更好地把握全区制造业的行业结构与经济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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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将产品与制造技术相近的行业归为一个大行业的办法，将 27 个细分行

业归并为 12大行业。下面的表 2.3按产值比重由高到低排序，列举了这 12 大行

业的主要指标，包括企业数、从业人数、工业产值、资产额以及各大行业占制造

业的比重等。

表 2.3南山区制造业的行业结构

指标
企业

数

从业

人数

工业产

值

销售产

值
资产额

比重

企业 人数 产值
销售

值
资产

个 万人 亿元 亿元 亿元 % % % % %

制造业合计 2915 33.30 1756.92 1701.71 1366.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

590 12.48 1089.24 1046.10 773.11 20.2 37.5 62.0 61.5 56.6

2.橡胶、塑料及金属

制品
330 3.26 145.39 131.09 98.68 11.3 9.8 8.3 7.7 7.2

3.通用、专用及运输

设备制造
430 2.66 73.13 70.14 81.66 14.8 8.0 4.2 4.1 6.0

4.食品、饮料加工制

造
73 0.81 96.09 110.60 61.14 2.5 2.4 5.5 6.5 4.5

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
306 3.17 80.17 77.03 79.79 10.5 9.5 4.6 4.5 5.8

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
219 2.41 68.37 65.59 51.74 7.5 7.3 3.9 3.9 3.8

7.纺织、服装与鞋帽 427 4.67 50.02 50.03 41.75 14.6 14.0 2.8 2.9 3.1

8.石油、化学、医药

与化纤
154 0.87 43.72 43.25 72.12 5.3 2.6 2.5 2.5 5.3

9.非金属矿物制品 83 0.83 40.80 40.34 49.12 2.8 2.5 2.3 2.4 3.6
10.黑色、有色金属冶

炼
13 0.15 30.15 28.94 19.31 0.4 0.5 1.7 1.7 1.4

11.造纸、印刷及文体

用品
158 0.96 26.43 25.04 25.24 5.4 2.9 1.5 1.5 1.8

12.皮革、家具工艺品

及其他
132 1.01 13.41 13.56 12.85 4.5 3.0 0.8 0.8 0.9

注：本表数据为全部制造业企业，包括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企业。

该表显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简称“电子信息设备

制造业”）是南山区制造业的第一大支柱行业。其企业数占 20.2%，从业人数占

37.5%，工业产值占 62.0%，资产额占 56.6%。位居第二的橡胶、塑料和金属制品

业，其工业产值和资产额仅相当于电子信息业的 13.3%和 12.8%。可见差异之大。

同时反衬出南山区工业行业集中度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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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产值与资产比例图直观地描绘了各行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与地位。

（见图 1）

产值比例%

8.3

5.5

4.6
4.2

3.9
2.8

1.5
0.8

1.72.3

2.5

62.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橡胶、塑料及金属

制品
食品、饮料加工

制造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
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

制造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
纺织、服装与

鞋帽

石油、化学、医药与

化纤
非金属矿物

制品

黑色、有色金属

冶炼
造纸、印刷及文体

用品

皮革、家具工艺品及

其他

资产比例%

56.6

7.2
6.0

5.3

5.8

4.5
3.8 3.6 3.1

1.4
1.8 0.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橡胶、塑料及金属

制品
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

制造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
石油、化学、医药与

化纤

食品、饮料加工

制造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

非金属矿物

制品
纺织、服装与

鞋帽

造纸、印刷及文体

用品
黑色、有色金属

冶炼

皮革、家具工艺品及

其他

图 1 制造业各行业的产值比例与资产比例

在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中，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和家用视听设备三大产品

又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企业数占 49.3%，人数占 63.8%，产值占 86.2%，资产占

86.9%。（见表 2.4）

表 2.4南山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的产品结构

指标

主要指标 比重（%）

企业

数

(个)

从业人

数(万
人)

工业总

产值

(亿元)

工业销

售产值

(亿元)

资产

(亿元)

企

业

数

人

数

产

值

销

售

值

资

产

电子信息设备 590 12.48 1089.24 1046.10 773.11 100 100 100 100 100

1.电子计算机 114 2.40 286.23 279.38 215.66 19.3 19.2 26.3 26.7 27.9

2.通信设备 112 4.24 495.57 464.64 347.76 19.0 34.0 45.5 44.4 45.0

3.家用视听设备 65 1.32 157.14 152.17 108.55 11.0 10.6 14.4 14.5 14.0

4.电子元件 133 2.70 97.59 97.94 59.92 22.5 21.6 9.0 9.4 7.8

5.电子器件 107 1.19 35.11 35.21 28.03 18.1 9.5 3.2 3.4 3.6

6.广播电视设备 42 0.50 15.36 14.49 11.64 7.1 4.0 1.4 1.4 1.5

7.其它电子设备 17 0.13 2.25 2.27 1.55 2.9 1.0 0.2 0.2 0.2

注：本表数据为全部企业（包括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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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结构：内外资平分秋色，传统行业外资比重略高

根据经济普查提供的资料，2004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实到资本结构为：

内资占 49.1%，港澳台商占 21.3%，外商占 29.6%，内外资比例为 49.1：50.9，基

本上是平分秋色（见表 2.5）。但不同行业，差异较大。一般说来，多数传统行

业境外资本所占比重较高，如皮革家具和工艺品、食品饮料加工制造、造纸印刷

及文体用品、纺织服装和鞋帽、橡塑金属制品等；新兴行业内资占比较高，如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但也有例外。如非金属矿

物制品行业系传统行业，内资占比竟高达 70.9%；而像新兴行业的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外资占比也高达 72.3%。其他行业内外资占比相差不大。说

明内外资在南山区制造业各行业中的分野已不明显，投资者的行业选择主要取决

于自身拥有的市场网络和经济技术状况。相对而言，港澳台商与外商投资分布的

行业差异较大：前者在橡塑金属制品、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纺织服装与鞋帽、

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等行业占比较大，后者则在食品饮料、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设备、皮革家具及工艺品上占比较高。

在内资中，法人资本2占有绝对优势。国家、集体和个人合计仅占内资的 37.7%。

当然，法人资本的终极所有权仍归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其中可能还会有港澳台

或境外投资者参股的资本。但以法人资本形式出现，并在总资本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明以法人拥有为形式的资本在资产重组和新产业开拓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表 2.5南山区制造业各行业的资本结构（%）

指标
内资 港澳

台商
外商

合计 国家 集体 法人 个人

制造业合计 49.1 6.2 2.7 30.5 9.6 21.3 29.6
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
57.7 6.2 3.8 36.4 11.2 17.6 24.7

2.橡胶、塑料及金属制品 45.7 3.1 1.2 28.4 13.0 38.1 16.2
3.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 51.2 2.7 0.3 39.0 9.2 34.2 14.6
4.食品、饮料加工制造 28.8 6.8 0.9 19.7 1.5 9.8 61.4
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43.9 11.8 1.8 15.3 15.0 13.1 42.9
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27.7 3.5 1.7 14.5 8.1 9.6 62.7
7.纺织、服装与鞋帽 44.6 4.5 4.4 23.6 12.2 44.0 11.4
8.石油、化学、医药与化纤 49.0 4.4 1.1 36.7 6.8 18.0 33.0

2 法人资本是指法人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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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非金属矿物制品 70.9 9.0 1.6 55.6 4.6 16.9 12.2
10.黑色、有色金属冶炼 49.2 43.4 0.0 5.8 0.0 28.2 22.6
11.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 37.8 4.5 20.7 8.2 4.5 55.6 6.6
12.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 24.2 0.0 0.2 18.0 6.0 14.1 61.7

注：本表数据为规模以上企业。

从各类资本在各行业的分布占自身资本总额的比重看，则 30%以上集中于电

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其中，集体资本占 53.5%，为最高；法人资本其次，占 45.0%；

个人和国家资本分别为 44.0%和 37.8%。外商和港澳台资本投在该行业中的比例

最小，分别为 31.4%和 31.1%。其他各业所占比例多不超过 10%（见表 2.6）。这

也是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之所以成为南山区第一大支柱产业的重要原因。

表 2.6各类资本在各行业分布的比例（%）

指标
内资 港澳

台商
外商

合计 国家 集体 法人 个人

制造业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
44.3 37.8 53.5 45.0 44.0 31.1 31.4

2.橡塑金属制品 7.0 3.7 3.3 7.0 10.2 13.4 4.1
3.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 10.2 4.2 0.9 12.5 9.4 15.7 4.8
4.食品饮料制造 3.3 6.1 1.9 3.6 0.9 2.6 11.7
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7.7 16.2 5.8 4.3 13.3 5.3 12.4
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4.4 4.3 4.9 3.7 6.6 3.5 16.5
7.纺织、服装、鞋帽 3.7 2.9 6.6 3.2 5.2 8.4 1.6
8.石化医药与化纤 7.9 5.5 3.1 9.5 5.6 6.7 8.8
9.非金属矿物制品 7.1 7.1 2.9 8.9 2.3 3.9 2.0
10.黑色有色金属冶炼 1.5 10.5 0.0 0.3 0.0 2.0 1.2
11.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 1.7 1.6 16.9 0.6 1.0 5.8 0.5
12.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 1.2 0.0 0.2 1.4 1.5 1.6 5.0

注：本表数据为规模以上企业。

（四）技术结构：中低技术为主，劳动密集型占相当比重

虽然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在南山区工业中占有极大的比例，但就整体来看，

南山区的工业（尤其制造业），仍以中低技术为主，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占

有相当大的比例。表 2.7 按 12 大类行业列举了其人均资产、科技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科技经费和研发支出占销售值的比率，以及按科技人员

数平均的人均科技经费等六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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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南山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指标

人均

资产

额

每百职

工科技

人员

每百职

工工程

人员

科技经费

占销售值

比率

R&D 支出

占销售值

比率

人均科

技经费

万元 人 人 % % 万元

制造业平均 46.78 8.22 4.91 3.1 2.0 21.86
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65.91 15.24 5.49 4.4 2.9 24.89

2.橡胶、塑料及金属制品 33.22 3.75 4.19 1.1 0.6 13.10
3.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 38.44 5.72 5.43 2.0 0.9 11.11
4.食品、饮料加工制造 81.09 1.46 3.43 0.2 0.1 15.86
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27.95 4.07 4.89 1.6 0.7 10.70
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
23.35 5.45 6.38 1.8 0.7 9.89

7.纺织、服装与鞋帽制造 11.07 0.06 1.78 0.0 0.0 3.85
8.石化、医药与化纤 86.94 8.18 10.49 2.5 1.4 17.06
9.非金属矿物制品 65.71 3.06 5.47 0.9 0.2 15.34

10.黑色、有色金属冶炼
132.3
9

4.48 6.61 0.4 0.0 15.08

11.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 32.66 0.09 4.57 0.0 0.0 0.00
12.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 15.38 0.76 2.59 0.3 0.0 6.11

注：（1）本表为规模以上企业数据。（2）人均科技经费是按科技人员数平均。

1. 资本（劳动）密集程度

人均资产额是反映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相对指标，显示企业资本密集程度。

一般说来，机器设备投资越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高，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

就越大，资本密集度也就越高。相反，资本密集度越低，劳动密集度就越高，两

者成反比关系。上表显示，在南山区制造业 12 大类行业中，黑色和有色金属冶

炼是资本密集度最高的行业，其人均资产额为 132.39 万元；纺织、服装、鞋帽

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度最低，而劳动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其人均资产额仅 11.07 万

元。位于平均数以上、属中等资本密集度的行业依次有石化、医药与化纤，食品、

饮料加工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四大

行业；位于平均数以下、属中低资本密集度的行业有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

橡胶、塑料及金属制品，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等六大行业。



12

2. 技术密集程度

每百名职工的科技人员数与工程技术人员数、科技经费与研发支出占销售收

入的比例，描述的是企业科技人员与经费的投入比例；人均科技经费是按科技人

员计算的平均科技经费投入，显示科技投入的平均强度。这五个指标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企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上表显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是技术密集程度最高的行业，它的五个指标除百名职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数低于

石化、医药与化纤和黑色、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外，全部居于第一位；居于其后的

依次为石化、医药与化纤，通用、专用与运输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设备，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橡胶、塑料及金属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

物制品，食品、饮料加工制造，而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造纸、印刷及文

体用品，纺织、服装及鞋帽制造，则是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三个行业，五个指标均

居于末后一二位。

根据上述指标数据，经过加权平均和五等分类，按高、较高、中、较低和低

五个等级将 12大类行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密集度评定如下表：（见表 2.8）

表 2.8南山区制造业技术结构评价

指标 资本密集度 劳动密集度 技术密集度

1.黑色、有色金属冶炼 高 低 较低

2.石油、化学、医药与化纤 高 低 较高

3.食品、饮料加工制造 较高 较低 较低

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较高 较低 高

5.非金属矿物制品 中 中 较低

6.橡胶、塑料及金属制品 较低 较高 较低

7.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 较低 较高 低

8.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 较低 较高 较高

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较低 较高 中

10.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 低 高 低

1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较低 较高 较高

12.纺织、服装与鞋帽制造 低 高 低

注：本表行业排序按资本密集度从高到低排列。

从上表看，南山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整体不高，排在中上的行业仅 4个；

相反，劳动密集度高和较高的行业却有 7个。技术密集度与资本密集度多不挂勾。

只有石油、化学、医药与化纤和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属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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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高的行业。而资本密集度较高的黑色有色冶炼和食品饮料加工制造却是中低

技术密集度的行业。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技术密集度较高，但资本密集度偏低。表明这些行业依然在相当多工序上依赖于

劳动密集型技术。

其实，即使作为第一大支柱产业，又是资本、技术密集度双高的电子信息设

备制造业，其细分行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亦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也有低资本

密集、高劳动密集度的行业。在研发投入和科技人员占职工人数比例方面，不同

细分行业差距也很大。例如，通信设备的人均资产虽然位居第三，但每百名职工

科技人员数、研发支出占销售值的比率都处于领先地位，是名符其实的高技术行

业；家用视听设备人均资产颇高，研发投入低于通信设备和广播电视设备而高于

其他各业；广播电视设备虽然人均资产较低，但每百名职工科技人员、研发支出

除低于通讯设备外均高于其他行业。电子元、器件和其他电子设备人均资产、科

技人员数和研发投入都比较低，属于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见表

2.9）

表 2.9南山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技术经济指标

指标 人均资产
每百职工科

技人员

R&D 支出占

销售值比率

人均科技经

费

万元 人 % 万元

电子信息设备制造平均 65.91 15.24 2.9 24.89

电子计算机 95.68 4.76 0.6 24.22

通信设备 84.12 34.61 5.7 22.60

家用视听设备 93.27 6.88 0.8 76.50

电子元件 23.55 3.39 0.4 27.17

电子器件 25.60 2.91 0.7 13.70

广播电视设备 21.70 8.27 1.7 8.96

其他电子设备 8.74 1.97 0.1 2.50

注：（1）本表为规模以上企业数据。

（2）人均科技经费是按科技人员数平均。

如果用三维图像来描绘 12大行业的分布，可以得出下面的立体分布图：



14

图 2 各行业立体分布示意图

（五）市场结构：出口倾向明显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南山区的工业以出口加工为主。90年代中后期，出口

加工业逐步转移到特区外，但留在区内的工业，包括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高新技

术工业，仍延续了加工出口的贸易优势，产品出口倾向十分明显，成为推动南山

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2004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产品出口交货值占销

售值的比重达 39.2%。其中，出口交货值占销售值的比例超过 50%的行业有橡塑

金属制品、纺织服装与鞋帽、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设备、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

等 4大行业，它们属于出口主导型行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值比重在 50%以下和

20%以上的有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气机械

及器材、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石油化学医药与化纤、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等 6个行业。剩下的两个行业——食品饮料加工和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出口很少，

是纯粹的内向型行业（见表 2.10）。

表 2.10南山区制造业 2004年产品销售、出口及其比率
销售值(亿元) #出口交货值(亿元) 出口/销售(%)

规模以上制造业 1674.89 656.88 39.2
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1041.61 409.35 39.3
2.橡胶、塑料及金属制品 127.88 87.95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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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用、专用及运输设备制造 65.70 26.45 40.3
4.食品、饮料加工制造 110.07 4.96 4.5
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74.08 26.55 35.8
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63.86 37.66 59.0
7.纺织、服装与鞋帽制造 45.58 30.28 66.4
8.石油、化学、医药与化纤 42.09 10.18 24.2
9.非金属矿物制品 39.79 9.03 22.7
10.黑色、有色金属冶炼 28.88 1.11 3.8
11.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 23.04 6.58 28.5
12.皮革、家具、工艺品及其他 12.30 6.78 55.1

注：本表为规模以上企业数据。

在工业的大宗出口产品中，既有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如橡胶、塑料

及金属制品和纺织服装、鞋帽、皮革、家具等，又有技术含量较高的高附加值产

品，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三、境外投资企业现状与特征

我们在分析南山区工业资本结构时已经看到：境外投资企业（即外资企业，

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下同）是南山区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方

面军。分析境外投资企业在南山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结构特征，对于

把握南山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脉络，研究南山区外向型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一）境外投资企业发展的现状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 年南山区有境外投资企业（含港澳台商和外商企

业，下同）1278 家，占南山区全部企业数的 15%。其中，港澳台商企业 774家、

外商企业 504家，分别占全部企业数的 9.1%和 5.9%。

1. 发展态势平稳，并呈稳中增长

从开业的时间看，有 17%的企业开业于 1991年以前，34.6%的企业开业于近

4 年，其余近一半（48.4%）的企业开业于 90年代。这与 62.5%的内资企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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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 4 年有很大差别。表明境外投资企业的发展相对平稳，10 多年来一直保持

着持续稳定的发展势头。（见表 3.1）

表 3.1企业数及开业时间

指标
企业数

（个）

比重

（%）

按开业时间分类占比％

1991 年

前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4

全部企业 8536 100.0 5.4 10.4 25.8 58.3
1、内资企业 7258 85.0 3.4 7.9 26.2 62.5
2、境外投资企业 1278 15.0 17.0 24.6 23.8 34.6
（1）港澳台商企业 774 9.1 18.5 25.3 24.2 32.0
（2）外商企业 504 5.9 14.7 23.6 23.2 38.5

内资企业近 4年开业的比重高，从普查数据看，主要是因为占内资企业总数

79.6%的私营企业中，有 69.1%成立于 2001 至 2004 年。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可能

有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国家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较为宽松，因而促进了私营

企业的较快发展，令近 4年登记开业的企业数大幅增加；二是私营企业发展不太

稳定，以前年度成立的私营企业有相当一个部分持续时间短，到经济普查的 2004

年，留存下来的企业不多，以致普查数据显示的 2001年以前登记注册的企业数

量少。相对而言，其他类型的内资企业，除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业数量和比重

呈日渐萎缩状态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都呈稳定上升趋势。（见表 3.2）

表 3.2不同类型内资企业开业时间的分布

指标
企业数

（个）

比重

（%）

按开业时间分类占比（%）

1991 年前
1991-199

5
1996-200

0 2001-2004

内资企业合计 7258 100.0 3.4 7.9 26.2 62.5
其中：国有企业 181 2.5 36.5 24.9 23.2 15.5
集体企业 69 1.0 34.8 33.3 23.2 8.7
有限责任公司 795 11.0 9.8 14.1 29.2 46.9
股份公司 188 2.6 16.0 27.1 23.4 33.5
私营企业 5776 79.6 0.5 5.1 25.3 69.1

2. 对投资拉动大，对发展和就业贡献多

尽管境外投资企业数只占到全部企业的 15%，但其投资总额却占到全部企业

的 42.0%，安排就业人数达到 40.4%，2004年的营业收入则占到 60.3%。（见表

3.3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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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企业资产额、从业人数、营业收入及比重

指标
资产总额 从业人数 营业收入

亿元 占比% 人 占比% 亿元 占比%
全部企业 3512.68 100.0 572810 100.0 3225.46 100.0
1、内资企业 2037.01 58.0 341514 59.6 1281.43 39.7
2、境外投资企业 1475.67 42.0 231296 40.4 1944.03 60.3
（1）港澳台商企业 617.99 17.6 117505 20.5 683.59 21.2
（2）外商企业 857.68 24.4 113791 19.9 1260.44 39.1

3. 工业生产占半壁江山，出口贸易居主导地位

再看工业企业的情况。2004年普查的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1100个，从

业人数 28.06 万人，工业总产值 2071.07 亿元，工业销售值 2021.95 亿元，其中

出口交货值 722.43亿元，出口交货值占销售值的比重为 35.7%。其中，境外投资

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50.2%、61.9%、68.3%、69.4%、86.5%。也就是说，境外投资

工业企业无论在企业数量、从业人数、工业总产值上，还是在工业销售值和出口

交货值上，都占据了全部工业企业的一半以上。其中出口交货值甚至占到全部工

业出口交货值的 86.5%，成为南山区出口贸易的绝对主体。（见表 3.4）由此可

见，境外投资企业在南山区外向型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表 3.4规模以上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产值、销售值与出口交货值比较

指标
企业数

（个）

从业人数

(万人)
工业总产

值（亿元）

工业销售

值（亿元）

＃出口交货

值（亿元）

出口交货值

占销售值%
规模以上企业 1100 28.06 2071.07 2021.95 722.43 35.7
1、内资企业 548 10.69 655.66 618.09 97.26 15.7
占全部企业％ 49.8 38.1 31.7 30.6 13.5 ——

2、境外投资企业 552 17.37 1415.40 1403.86 625.17 44.5
占全部企业％ 50.2 61.9 68.3 69.4 86.5 ——

（1）港澳台商企业 338 8.73 678.09 661.50 261.46 39.5
占全部企业％ 30.7 31.1 32.7 32.7 36.2 ——

（2）外商企业 214 8.64 737.31 742.35 363.71 49.0
占全部企业％ 19.5 30.8 35.6 36.7 50.3 ——

注：“＃”号为其中（下同）。

在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中，境外投资企业在就业、生产、经营和出口方面亦占

有重要地位。2004年普查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有 1829个，其中境外投资企业仅

354 个，比重为 19.4%。而内资企业则占了 1488个，比重 80.6%。但境外投资企

业安排就业人数 1.7 万，生产工业产值 7.40 亿元，提供工业销售值 7.12 亿元，

出口交货值 2.99亿元，分别占到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总量的 31.1%、26.5%、26.4%

和 80.7%。境外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达 42.0%，内资企业仅为 3.6%。（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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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规模以下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产值、销售值与出口交货值比较

指标
企业数

（个）

从业人

数(万人)
工业总产

值（亿元）

工业销售

值（亿元）

＃出口交货

值（亿元）

出口交货值

占销售值%

规模以下企业 1829 5.46 27.93 26.95 3.70 13.7

1、内资企业 1475 3.76 20.53 19.83 0.71 3.6

占全部企业％ 80.6 68.9 73.5 73.6 19.3 ——

2、境外投资企业 354 1.70 7.40 7.12 2.99 42.0

占全部企业％ 19.4 31.1 26.5 26.4 80.7 ——

（1）港澳台商 243 1.26 5.46 5.26 2.34 44.4

占全部企业％ 13.3 23.0 19.6 19.5 63.0 ——

（2）外商 111 0.44 1.93 1.86 0.65 35.1

占全部企业％ 6.1 8.1 6.9 6.9 17.7 ——

4. 经营规模大，经济效益高

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规模一般来说比内资企业要大，经营效益亦比内资企业

高。表 3.6 显示：2004 年，境外投资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达 11493万元，是内资企

业的 4.3倍；户均年营业收入 15140 万元，是内资企业的 9.1 倍。从人平均数看，

内外资企业的差距要小一点：境外投资企业人均资产 63.90万元，人均年营业收

入 84.19 万元，分别是内资企业的 1.06 倍和 2.22 倍。港澳台商企业人均资产甚

至低于内资企业，但人均年营业收入仍比内资企业高出 53.2%。说明外资企业比

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要高。再从百元资产提供的营业收入额看，境外投资企业为

131.74 元，比内资企业的 62.91元高出一倍多。其中，港澳台商企业高 75.8%，

外商企业高 133.6%。

表 3.6境外投资企业资产、年营业规模及百元资产营业额比较

指标
资产额（万元） 年营业收入（万元） 百元资产营业额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元

全部企业 3909 61.81 3590 56.76 91.82
1、内资企业 2645 60.38 1664 37.98 62.91
2、境外投资企业 11493 63.90 15140 84.19 131.74
（1）港澳台商企业 7943 52.59 8787 58.18 110.61
（2）外商企业 16950 75.63 24910 111.14 1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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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进行比较，外资企业的优势和贡献

就更加明显了。2004年，外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比内资企业高出 5.7 个百分点，

但资产利税率、净资产利税率和人均利税额分别比内资企业高出 12.0、32.3 个百

分点和 5.76万元。（见表 3.7）

表 3.7不同经济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比较

指标
资产负债率 资产利税率 净资产利税率 人均利税额

% % % 万元

规模以上全部企业 55.3 17.1 38.3 9.20
1、内资企业 53.3 9.6 20.6 5.74
2、境外投资企业 56.8 22.6 52.3 11.33
（1）港澳台商企业 48.0 34.8 66.9 14.77
（2）外商企业 63.3 13.5 36.9 7.85

（二）境外投资企业的结构特征

1. 以工业企业为主，并以合资独资经营为主

2004年，南山区有境外投资企业 1284家，其中工业企业 912家（规模以上

554家，规模以下 358家），占全部境外投资企业的 71.0%。其中，港澳台商企

业有 75.1%属工业企业，而外商企业该比例为 64.8%。分时间段的企业登记开业

数较平稳，近年有上升的趋势：1991 年以前开业的企业仅 217家，90年代上半

段 316家，下半段 307家，近 4 年 444 家。（见表 3.8）

从企业的类型和经营模式看，港澳台商企业占全部境外投资企业的 60.6%，

外商企业占 39.4%。其中，合资经营和独资经营企业占据了两类企业 94.9%和

91.5%，合作经营和股份有限公司只占很小的比例。

表 3.8境外投资企业数及其结构

指标

企业数 其中：工业企业 分时间段的企业开业数

个
占

比%
个

占企业

总数%
1991年
以前

1991-95
年

96-2000
年

2001-0
4 年

企业合计 1284 100.0 912 71.0 217 316 307 444

1、港澳台商 778 60.6 584 75.1 143 196 190 249

合资经营 324 41.6 246 75.9 83 94 83 64

独资经营 415 53.3 310 74.7 52 85 96 182

合作经营 34 4.4 25 73.5 5 17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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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 5 0.6 3 60.0 3 0 2 0

2、外商 506 39.4 328 64.8 74 120 117 195

合资经营 243 48.0 168 69.1 44 71 60 68

独资经营 220 43.5 133 60.5 21 30 47 122

合作经营 31 6.1 20 64.5 4 16 7 4

股份公司 12 2.4 7 58.3 5 3 3 1

2. 户均资产经营规模较大，大中型企业比重高

表 3.9显示了境外投资企业资产规模及分布情况。整体来看，境外投资企业

户均资产规模为 1.15 亿元，比内资企业的 0.26 亿元高出 3.4 倍。其中，港澳台

商企业户均资产平均规模为 0.79亿元，外商企业户均资产平均规模为 1.70 亿元。

从经营模式看，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经营企业的户均资产规模大于独资经营

和合作经营企业。尤其外商股份有限公司，户均资产达到 4.71亿元，规模最大。

按户均资产规模划分为 1亿元以下、1 至 10亿元和 10 亿元以上三大类来分

析，境外投资企业资产规模在 10亿元以上的有 28户，占境外投资企业数的 2.2%，

而资产总额则占 54.9%，比内资企业同一指标高出 5.3 个百分点。如果分别就港

澳台商企业和外商企业与内资企业作比较，则 10 亿元以上资产规模的港澳台商

企业资产总额所占比重与内资企业相差无几；但是，在 1 至 10 亿元企业类，港

澳台商企业的资产总额占比高于内资企业。所以，从整体来看，港澳台商企业的

户均资产平均规模仍高于内资企业。

表 3.9境外投资企业资产规模及分布

指标

户均资

产额

(亿元)

＃10 亿元以上 ＃1～10 亿元 ＃1 亿元以下

企业数
资产额占

比%
企业数

资产额占

比%
企业数

资产额占

比%
企业合计 1.15 28 54.9 173 33.8 960 11.3
1、港澳台商 0.79 12 49.2 81 35.3 609 15.4
合资经营 1.22 10 61.3 43 26.9 259 11.8
独资经营 0.51 2 28.9 36 50.9 315 20.0
合作经营 0.12 0 0.0 0 0.0 32 99.7
股份公司 1.13 0 0.0 2 67.5 3 32.5
2、外商 1.70 16 59.0 92 32.8 351 8.2
合资经营 2.21 7 63.8 57 30.1 161 6.0
独资经营 1.09 7 53.5 27 33.8 159 12.6
合作经营 0.78 0 0.0 4 79.4 25 20.6
股份公司 4.71 2 61.5 4 33.5 6 5.1
比较：内资 0.26 29 49.6 237 30.6 3917 19.0
注：“资产额占比”指该类企业资产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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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经营规模看（见表 3.10），境外投资企业年营业收入在 100亿元以上的

企业有 3家，其营业额占境外投资企业营业总额的 36.2%。而内资企业仅 1 家，

营业额占内资企业营业总额的 18.0%。年营业收入在 30 至 100 亿元的境外投资

企业有 8家，内资企业仅 2 家；各自占营业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21.8%和 9.8%。在

年营业收入 1亿元以下的企业中，内资企业有 7523家，占内资企业总数的 28.2%，

而境外投资企业仅占 7.5%。显然，境外投资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规

模比内资企业要大得多。

表 3.10境外投资企业经营规模（年营业收入）及分布

指标

100 亿元以上 30～100 亿元 1～30 亿元 1 亿元以下

企业数

（个）

营业

额比

重（%）

企业数

（个）

营业额

比重

（%）

企业数

（个）

营业

额比

重（%）

企业数

（个）

营业

额比

重（%）
全部企业 4 29.0 10 17.0 348 38.2 8623 15.7
1、内资企业 1 18.0 2 9.8 175 44.0 7523 28.2
2、境外投资企业 3 36.2 8 21.8 173 34.5 1100 7.5
（1）港澳台商 2 34.5 2 15.0 75 37.1 699 13.3
（2）外商 1 37.1 6 25.5 98 33.0 401 4.4

3. 高学历员工不多，高中级技术人员比重偏低

虽然境外投资企业资产经营规模大，但并不意味着其资金、技术结构比内资

企业密集。表 3.6显示，境外投资企业的户均资产规模较高，但人均资产规模却

与内资企业不相上下。再看境外投资企业职工的学历结构与高中级技术人员比重，

则呈现学历偏低、技术人员偏少的现状。（见表 3.11）

经济普查的企业职工学历结构和技术人员比重显示，2004 年全区企业大专

以上学历人数有 18.36 万人，其中内资企业有 12.90 万人，占 70.3%，而境外投

资企业只有 5.45万人，仅占全部企业的 29.7%。企业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

员，内资企业占了 78.7%，高中级技术职务人数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达 13.9%；而

境外投资企业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数仅占全部企业高中级技术职称人数

的 21.3%，占企业职工人数的比例仅为 5.5%。无论高学历人员还是高中级技术人

员的绝对数与比重，境外投资企业均偏低。说明境外投资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合

资、合作和独资企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非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

对而言，内资企业在人才、技术资源方面较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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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境外投资企业大专以上学历及高中级技术人员比重

指标
企业人数 ＃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高中级技术职务人数

人 合计 占比% 占职工% 合计 占比% 占职工%

全部企业 572810 183566 100.0 32.3 5969
7 100.0 10.5

1、内资企业 337379 129040 70.3 38.2 4696
2 78.7 13.9

2、境外投资企业 235431 54526 29.7 23.6 1273
5 21.3 5.5

（1）港澳台商 117505 21939 12.0 18.7 5675 9.5 4.8
合资经营 54760 11165 6.1 20.4 3163 5.3 5.8
独资经营 58193 10392 5.7 17.9 2398 4.0 4.1
合作经营 4169 290 0.2 7.0 65 0.1 1.6
股份公司 383 92 0.1 24.0 49 0.1 12.8
（2）外商 117926 32587 17.8 28.7 7060 11.8 6.2
合资经营 52687 14545 7.9 27.6 4018 6.7 7.6
独资经营 50347 15636 8.5 31.1 2107 3.5 4.2
合作经营 6659 690 0.4 10.4 202 0.3 3.0
股份公司 3719 1716 0.9 46.1 733 1.2 19.7

4. 依赖出口加工贸易，研发投入偏少

境外投资企业高学历和科技人员偏少，与其行业技术结构的特点相关。前面

我们已经分析过境外投资企业在南山区出口加工贸易中的地位和贡献：占境外投

资企业总数 71%的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出口加工贸易行业；其出口交货值占到

全部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 91.5%（规模以上企业）和 80.7%（规模以下企业），

出口倾向分别为 53.3%和 42.0%（见表 1.1.4 和 1.1.5）。对于这样一种以出口加

工贸易为主要经营业务形式的企业来说，其经营规模和销售收入主要依赖于劳动

密集型的对外出口加工业务，而其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则主要来源于境外，自主

开发的需求与迫切性不大，因而企业在研发支出、科技经费以及技术改造等方面

的投入较少。这可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经费支出情况的普查统计资料看出来。

（见表 3.12）

表 3.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研、技改及技术经费支出情况

指标

户均科技

经费

户均技改

经费

户均引进

消化技术

支出

户均购国

内技术支

出

R&D 支出占

销售值比率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
全部企业 455.52 17.50 0.75 1.35 1.64
1、内资企业 632.90 19.65 1.14 1.49 4.47
2、境外投资企业 279.42 15.36 0.35 1.21 0.39
（1）港澳台商 109.69 17.24 0.31 0.00 0.35
合资经营 200.20 31.82 0.03 0.00 0.84
独资经营 29.52 4.03 0.63 0.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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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营 8.00 4.00 0.00 0.00 0.11
股份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2）外商 547.50 12.40 0.42 3.13 0.42
合资经营 851.69 21.66 0.79 5.93 0.46
独资经营 216.88 2.45 0.00 0.00 0.35
合作经营 0.05 0.00 0.00 0.00 0.00
股份公司 451.03 0.00 0.00 0.00 1.24

2004 年，规模以上的境外投资工业企业户均科技经费和技改经费分别为

389.46 万元和 16.82 万元，仅相当于内资企业的 72.9%和 85.6%。而在引进和消

化吸收国外技术方面，境外投资企业的户均支出经费则比内资企业高：港澳台商

合资经营企业该项支出达 20.69 万元，外商合资经营企业为 12.39 万元，远高于

内资企业平均的 2.21 万元。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方面，情况又倒过来：内

资企业户均 1.49万元，港澳台商企业为零，外商企业为 3.12万元，其中外商合

资经营企业为 5.93 万元，投入最大，但其他经营形式的企业为零。以研发支出

与其销售规模相比（R＆D 支出占销售值的比率），内资企业为 4.47%（其中内

资股份有限公司更高达 6.10%），而境外投资企业仅为 0.49%，其中港澳台商企

业 0.63%，外商企业 0.40%。可见，内资企业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比境外投资

企业要高得多。而境外投资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偏少，长期依赖于低技术、高劳动

含量的出口加工业务，有可能影响其自身的技术结构升级和持续竞争力的提高。

四、几点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对南山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工业经济是南山区外向型经济的主要载体，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

升级，外向型经济将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南山区最初的外向型经济主要集中在由港澳台商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加工业。90 年代后，随着民营科技经济的兴起，以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

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了南山区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中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逐步取代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外向型

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带动了商贸、物流、房地产业和金融、技术

咨询、专业服务、文化教育、旅游娱乐等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国内和国外跨国

公司研发、营销机构与其他专业服务机构进入南山，令外向型经济逐步扩展、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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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由此开启了南山区由出口加工业型经济向城市综合

发展型经济转变的进程。当然，推进这一进程，南山将面对着种种重大的挑战。

（二）境外投资经济在南山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须积极推动其持续升级与转型。

早期进入南山区的境外投资者是南山外向型经济最早的创业者和推动者。随

着 90 年代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境外投资经济亦纷纷适应这种转变而进行转

型。尽管同内资企业相比，境外投资企业在人才和研发投入略为逊色，但它们在

工业生产和出口方面仍然占据大半壁江山，是南山区出口贸易最重要的生力军。

如何支持境外投资经济的发展，帮助它们解决升级转型中面临的困难，发展与本

地企业的合作，使其落地生根，与本地经济融为一体，是南山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因此，应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市场环

境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为境外投资企业创建一个更为良好的发展空间与环境，

以大力推动南山区外向经济的升级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三）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南山区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也面临着继

续调整升级的课题。

我们在工业技术结构分析部分已看到，南山区的工业整体仍属低资本密集和

中低技术为主，劳动密集型技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像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

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也很不平衡，相当一部分制造工序仍以劳动密集型技术

为主。而从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看，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也较大。

以至南山区在国际高技术产业分工中，仍处于装配、制造的低端，既缺乏核心技

术，又缺少自主品牌。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本土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高新技

术产业迫切需要从低端的制造加工环节向高端的研发与营销两头拓展。只有这样，

才能保持高新技术产业持久的发展势头，为外向型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促

进外向型经济向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自主品牌建

设，应当作为南山区今后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四）适应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升级的要求，需要大力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

密切相关的知识型服务业和现代营销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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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与技术服务业、科研、教育与培训业、文化与创意产

业、专业咨询服务业与风险投资业等。知识型服务业主要是由高技术产业发展带

动起来的新兴服务业，反过来它的成长又会大大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目前，

南山区的知识型服务业尚处在初始成长阶段，企业研发机构少，在 262个高科技

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 99 个，且多数停留在情报收集、信息分析状态，真正进

行自主研发的并不多。社会性的大型综合研究机构更少。因此，发展共性技术的

研发创新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型服务业，是南山区当前的一个紧迫课题，也是

今后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重大课题。

与知识型服务业相比，和高新技术产品营销服务密切相关的会展业、商贸物

流业则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像会计、法律咨询，

检疫、检验和报关代理等现代服务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因此，应进一

步深化体制改革，积极配合 WTO 和 CEPA的全面实施，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引

进与发展步伐，充分利用香港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的辐射作用，使之与南山区制造

业更进一步紧密合作，形成相互融合发展的外向型产业体系。

从最初的由港澳台商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经济，转变为现在的有

大量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参与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贸易型经济；从早期的工

业主导型经济转变为现在的工业与服务业同时发展的综合型经济，可以说经过建

区以来十多年的发展，南山区的外向型经济已经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用发

展的眼光来看，新台阶也意味着新挑战和新任务，需要运用新思维、创造新办法，

去迎接新的挑战。

（本课题由深圳南山区统计局委托，主要完成人：许卓云、冯杰、

汪雪、牛海荣，指导：南山区统计局余新生、许洪兴。获深圳市第一

次经济普查数据开发利用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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