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國75年

外資利用水平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外資工作取得巨
大成就，對外開放領域不斷拓展，外商投
資環境持續改善，吸引外資結構日益優
化，利用外資水平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前，中國利用外資規模有限。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利用外資以對外借
款為主，引進外資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
規模有限，1979-1991年的13年間實
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僅251億美
元。

•1992年以來，中央強調 「更多更好地
利用國外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
驗」 ，引資力度不斷加大，實際使用外
商直接投資金額由1992年的110億美元
增至2023年的1633億美元，增長13.8
倍，年均增長9.1%。

•2023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
金額佔全球的12.3%，連續3年保持全
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地位。

•隨着中國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及外資准
入領域的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行業
分布更加優化，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以製
造業為主向多個產業共同發展轉變，第
二產業投資規模縮小、第三產業投資規
模擴大。

•2023年，製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
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
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批發和零售
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7個行業實際使
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佔比近90%。近年
來，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發展，高技術
產業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佔比逐
步提升，成為吸引外資的重要增長點。

•2023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
資4233億元，佔全部實際使用外資金
額37.3%。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
營企業法》的頒布，奠定利用外資的法
律基礎。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積
極履行入世承諾，持續擴大自主開放，
全面參與全球經濟合作，投資便利化進
展加快，投資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大力推動構建開
放型經濟新體制，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
規則，在金融、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多
個領域加大開放力度，進一步優化營商
環境。2014年外商投資項目管理由全
面核准制轉向普遍備案和有限核准；
2018年全國統一的外資准入負面清單
正式上線並實行動態調整機制，禁止准
入和許可准入事項不斷縮減；2019年
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對外商直接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
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通過一系列努力，公開透明、可預期的
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建設取得顯著成
效，中國成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
目的地之一。

外商投資環境優化
企業投資領域不斷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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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資水平提高
引資結構日趨改善

市場吸引力增強
引資規模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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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暨南大學1979年復校初期在香港招生的大學生，也是新中國改
革開放後第一家進入內地的港資銀行的員工，從此走上了一條與

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道路，他就是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北京分行、廣州
分行和深圳分行前行長楊茲誠。

新中國成立75年以來，大批港澳金融人士陸續北上內地發展，楊茲
誠參與了外資銀行從服務外資企業到與中國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歷程，
通過組織銀團、提供貸款，幫助內地企業引入美、加、法、日等多國資
本及技術。楊茲誠堅信，開放的中國將吸引更多外資關注，開放的中國
也將給外資、外企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中華大地
呈現出勃勃生機。同年，暨南大學在廣州
復校招生，香港青年楊茲誠在《大公報》
上看到暨大於香港招生的啟事，於是報考
該校經濟系，北上廣州讀書。1983年8
月，楊茲誠畢業後以管培生的身份進入香
港南洋商業銀行總部工作，這家銀行由愛
國企業家莊世平於1949年12月14日創辦
於香港，開業當天升起了全香港第一面五
星紅旗。

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被確立
為中國的基本國策。1981年，外資銀行
被允許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珠海
這5個經濟特區設立營業性機構試點，奏
響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前奏。香港南
洋商業銀行1982年於深圳建立分行，成
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家進入內地發展的
外資銀行。1985年5月，楊茲誠被調到北
京，籌辦南洋商業銀行北京代表處，也與
祖國內地更加緊密地依偎在一起。

金融賦能 推動中國產業升級
「我受委派去北京時，當時每個禮

拜只有一兩趟飛北京的飛機，機票也難
買，坐火車從香港到深圳經廣州再到北
京，通常需要耗費2-3天，條件比較艱
苦。」 在內地工作時，楊茲誠見證並參與
了多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項目，如中國第
一筆銀團貸款──上海靜安希爾頓酒店項
目便是由南洋商業銀行牽頭。為天津國際
聯合輪胎橡膠股份有限公司引進加拿大生
產線的 「大輪胎」 項目提供貸款……這
些項目不僅推動相關行業的技術進步與產
業升級，也為外資銀行在內地的業務拓展
奠定了堅實基礎。

信貸扶持 助青島啤酒廠增產
令楊茲誠印象深刻的，還有青島第

二啤酒廠──青島二啤銀團貸款項目。青
島啤酒廠清末由英德兩國投資所建，建國
後改為國營。改革開放後，中國加大優質
產品出口換匯，青島啤酒是備受國際歡迎
的知名商品，尤其在美國市場受到青睞。

楊茲誠記得，中國各大專業銀行
1986年才陸續試點撥改貸（撥款改貸
款）， 「企業發展要先納入國家年度計劃
才能向銀行申請銀行貸款，外匯貸款更是
非常緊缺。外資銀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
景下取得不少業務機會。」 1988年，在
得悉青島啤酒有意擴產、從法國引進一條
年產14萬噸的先進生產線消息後，了解
到當時中國銀行青島分行沒有足夠的外匯
指標為項目解決用匯問題，自己便主動聯

繫中國銀行青島分行，爭取到由中行為項
目提供擔保，聯手南洋商業銀行組織銀
團，為青島第二啤酒廠提供4000萬美
元、用以擴建工廠、引進法國全套生產設
備的貸款。青島二啤項目提升了青島啤酒
廠的生產力，為青島啤酒繼續 「出海」 鋪
平了道路。

見證歷史 港經驗解決外資入華難題
在楊茲誠為南洋商業銀行工作的二

十年間，中國通過試辦深圳等經濟特區、
興建經濟開發區，同時制定一系列引入外
資的政策法規，令外商投資領域從出口加
工業擴大到高新技術等產業，從製造業擴
大到服務業，對外開放範圍由沿海擴大到
沿江、內陸和沿邊，形成了全方位、多層
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楊茲誠介
紹，自己所在的南洋商業銀行憑藉其在香
港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豐富經驗，通過提供
外匯結算、融資、諮詢等服務，幫助外資
企業解決了在中國市場運營中的諸多難
題，促進了外資的有效利用和企業的健康
發展。

2002年底，楊茲誠接到被調回香港
總行工作的通知，但他難以割捨曾為之奉
獻、充滿着機遇的祖國內地，於是離開了
服務20年的銀行。隨後他曾供職於深圳
本地大型民企、也曾下海創業，擔任過大
中華金融業人員總會理事長、澳門立橋銀
行股東會秘書。 「改革開放不僅打開了中
國的大門，也為我們這
些在香港、內地成長
起來的金融人提供
了廣闊的發展空
間。」 楊茲誠感
慨萬千。

牽線搭橋引資來華
貸動內企轉型升級

港資銀行高管深耕祖國幾十年 見證用外資促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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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內地金融業、經濟領域的第一
線，楊茲誠從銀行作為服務行業的角色

變遷中窺見了內地與外資、外企合作模式的轉變。在深圳經
濟特區成立之初，越戰剛結束不久，世界經濟復甦，深圳經
濟特區解決了香港傳統勞動密集型工業迫切尋找外溢空間的
問題，成就了深港兩地前店後廠的初級合作模式。如今，香
港發力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香港作為
中國最開放的國際城市，既是 「超級聯繫人」 又是 「超級增
值人」 ，在共建 「一帶一路」 、中國企業 「出海」 領域大有
可為。

楊茲誠認為，如今，內地的工業全產業鏈趨於成熟、成
本優勢下降而科創實力明顯上升，與香港的合作可以順勢轉
向商貿、服貿的合作。在他看來，香港具備不可替代的多個
優勢：普通法加涉外業務國際仲裁的優勢；英語作為官方語
言、法律語言的優勢；港幣作為自由兌換貨幣的優勢；國際
金融中心提供多幣種存放匯結算功能的優勢。

楊茲誠表示，自2013年中國發布實施第一份外商投資准
入負面清單以來，清單數次 「瘦身」 ，說明中國在不斷拓展
開放的新空間新領域。 「香港有百年對外貿易的經驗，利用
好香港優勢，一方面可以幫助中國科企 『出海』 ，另一方面
可以升級中國對外開放的層次，吸引服務業領域的外資進入
中國，打造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大有可為

1997年，楊茲誠被調往
深圳出任南洋商業銀行深圳

分行第五任行長，為他日後扎根深圳工作和生活埋
下了生根發芽的種子。 「27年前的深圳，貫穿東西
兩側的只有一條深南大道。」 當年印象中，深圳論
底蘊比不上北京，論規模跟廣州仍有很大的距離，
「從羅湖口岸到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短短一公里
多的建設路，沿途乞討的、倒匯的比比皆是，致使
我對深圳的印象大打折扣。」

但與深圳 「相處」 久了，楊茲誠發現，深圳市
民都是懷揣着希望通過努力奮發、贏取美好將來的
心態，共同建設這座城市。27年間，伴隨着深圳經
濟的飛速發展，基礎設施和文教建設不斷完善，楊

茲誠到任之初所見的陋習消失於無形，一座充滿着
包容、活力和法治精神的超大規模都會城市已悄然
聳立於深圳河之北。

今天的深圳，GDP超過
3.4萬億元人民幣，是27年前
的26倍。高鐵、高速公路、
空港和海運碼頭交通運輸設
施連接全國，工業、高新科
技和物流各業皆能躋身世界
前列。作為長居深圳的香港
人，楊茲誠眼中深圳的巨變
猶如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
卷，每一筆都鐫刻着創新與

奇跡的印記，令人嘆為觀止。他感嘆，深圳的故
事，就是一部新中國生動的時代史詩，激勵着每一
個人勇往直前，不斷追求更加美好的未來。

75周年新中國 華誕

新中國成
立75年來，中

國經濟創造了波瀾壯闊、驚
天動地的歷史。向陽花木易
為春。過去數十年的歷史證
明，香港處於國家改革開放
的最前沿，既是國家改革開
放的親歷者、參與者，更是
受益者，香港的每一次飛
躍，都是建基於國家的改革
開放。中國內地的高速發
展，必將一如以往為香港發
展提供強大支撐和廣闊舞
台。

大公報今起推出《港人
家國情》系列專題，透過港
人視角回顧中國發展歷程，
抒發受訪者扎根內地打拚的
滿足感、對國家發展一日千
里的自豪感，讓讀者真切感
受到香港和祖國風雨同舟、
心手相牽、血脈相連。

編者按

港人家國情 一

盼展優勢
升級中國對外開放層次

◀9月8日，客
商在福建廈門
舉行的第二十
四屆中國國際
投資貿易洽談
會 「 投 資 中
國」 對接專區
參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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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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