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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太平洋地区经济特区蓬勃发展

烟 台大学 孙 宝珊

当代太平洋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

家
、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

大都争相

在国内开辟一些特殊地区
,

采取特殊政策作

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

据有关资料统计
,

现在世界上 自由港区和 自由贸易区总数为

60 0 多个
,

其 中在太平洋地区的约 近 30 0

个
,

而且数量还在 日益增加
口

一些过去未设

特区 的国家也 不断宣 布兴办或筹建特区
。

如
,

澳大利亚设立 了贸易特区
,

苏联已宣布

在远东 的纳霍德卡和东方港开辟 自由经济

区
。

由此可见
.

开辟经济性特区已成为亚太

地区超越社会经济制度
,

超越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普遍经济现象
。

究其根本原因有以下几

方面 : 一是经济性特区对本国本地区经济发

展起到 良好作用 ; 二是特区是开展世界经济

技术合作的畅通渠道 ; 三是特区具有联结与

繁荣国际贸易的功能 ; 四是因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把特区经济列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受到重视
。

太平洋区域现有的 300 个左右的经济性

特区名称繁多
,

总计不下几十种
。

但设置特

区的宗 旨却大致相同
,

即各国都是为实现经

济增长而设区的
。

因此
,

我们不坊把它们统

称为 自由经济区或经济开发 区
。

然而根据它

们的中心任务又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

即 自由

港
、

自由贸易区
、

出口 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

区
。

其中有些特区发展速度快
、

规模大
,

经

济效益显著
,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很有影响
。

像新加坡 自由港
、

墨西哥的客户工业
。

菲律

宾的巴丹出口加工区和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

园区
。

新加坡自由港

新加坡共和国是 由新加坡及其周 围约

40 个小岛组成
,

面积总计约 600 多平方公

里
。

新加坡短短 20 年 的立国史是一部成功

的历史
。

它在工业
、

贸易
、

金融和海空运输

上取得 了惊人成就
,

以经济高速增长著称于

世
,

居 民生活水 平在亚洲仅次于 日本居第二

位
。

新加坡自由港在其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80 年代以来
,

以进出

的船舶总吨位计
,

它仅次于鹿特丹
,

跃居世

界第二大港
。

虽然新加坡政府从维护民族经

济出发
,

已为某些工业部门制定了保护关税

条例
,

但从总体上看
,

新加坡港仍属有限 自

由港
。

新加坡港飞速发展原因何在 ?

1
.

地理 条件得天独厚 新加坡港地处太

平洋与印度洋间航运要道
,

东西方交往的十

字路 口
,

马六 甲海峡的咽喉
,

从而成为世界

海洋交通中枢之一
。

马六甲海峡长约 1 千多

公里
,

最窄处约 4 0 公里
,

水深约 25 一 1 13

米
,

可通行 20 万吨海轮
。

据统计
,

每年从

这条海峡通过的船只约 4 万艘
。

该海峡对欧

亚许多国家
、

尤其对 日本 的海上运输至关重

要
。

新加坡海峡西联 马六 甲海峡
,

东接南

海
,

扼亚洲
、

大洋洲和欧洲
、

非洲间航线的

要 冲
,

通航水道 一般宽 13
.

5 公里
,

最窄处

仅有 2 公里多
,

但仍可容纳 4 艘轮船对开通

过
,

是世界上航运最大的水道之一
。

该海峡

的导航设备优良
,

航标清楚
,

夜间通航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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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近 十多年来每年来往船只达 4 万多

艘
。

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南面因苏门答

腊的阻挡
,

处于 印度洋强大季风 的背风处
,

造成新加坡沿海常年风平浪静
,

使其具有重

要 的经济和战略地位
。

19 71 年
,

新加 坡
、

马来西亚和印尼发表联合声明
,

宣布共同管

理两个海峡
,

反对
“

马六甲海峡国际化
” ,

并

组成联合机构
,

负责航行安全问题
。

优越的

地理位置
,

适于发展转 口贸易型经济
,

因而

新加坡港在上个世纪就成为东南亚贸易转 口

站和货物集散中心
,

这种单一的经济模式延

续到 50 年代末
。

新加坡独立后
,

政府充分利用港口基础

设施和装卸设备先进的优势
,

以豁免货物进

出口关税
,

减少海关监督的优惠
,

及开展货

物的储存
、

分级挑选
、

改装等业务便利
,

吸

引各国货船来港经营
,

扩大了转口 贸易
,

进

一步发挥商品集散中心作用
。

这样
,

新加坡

不但赚取巨额外汇
,

而且成为世界最大货物

转 口港之一
。

2
.

堪称世界一流港口 新加坡港进港航

道方便
,

港 口水域宽阔
,

并 已开放了 6 条通

路
。

它有长达 12 .6 公里 的码头
。

码头是 港

口 的心脏
,

它不单指堤岸
,

还包括运输场
、

货场
、

仓库
、

车辆轨道和其他出人通道
。

新

加坡港的这些设备都是一流的
,

可供巨型客

轮
、

集装箱船
、

沿海船舶和港 内驳船靠舶之

用
,

经常有升挂几十个国家国旗的 150 多艘

远洋商船云集港内
。

该港 口能 出现这般繁荣

景象
,

一是为适应 当代国际贸易的迅速发

展
,

大力提高海运能力
,

成为世界主要的集

装箱海运国之一
。

二是港 口附近有近百家造

船厂
,

拥有一个 4 0 万吨级
、

两个 30 万吨级

的早船坞
,

能修理世界最大超级油槽船
,

并

可同时修理总吨级 2 00 多万吨的船只
,

是亚

洲最大的修船基地
。

它供应修船配件齐全
,

修理及时
,

收费低廉
,

国际竞争力强
。

三是

在港内设有许多特殊修理工程机构
,

包括水

下净化
、

修配工程
、

电机工程
、

自动化装

置
、

船舶检修和测试工程
。

因此
,

新加坡港

被誉为
“

国际航运 中心港务局
” 。

了
.

货物接近终端稍售市场 新加坡与马

来半岛之间相隔 1
.

2 公里的柔佛海峡
,

有一

条深水道 和一条长达 10 49 米海堤沟通
。

新

加坡港向北有铁路通往马来西亚的浙山
,

转

而可达吉隆坡和曼谷 ; 向南过新加坡海峡抵

苏门答腊
,

两地之 间海运 和空运都十分方

便
。

可见
,

新加坡自由港面对广阔的东南亚

销售市场
,

在转 口 贸易 中可 以减少货物运

费
,

保险费及其他流通费用
,

降低成本
,

增

强商品的竞争能力
。

这对外商
、

特别是对想

拓展并占领东南亚销售市场的美国和 日本
,

无疑是富有吸引力的经营与竞争场所
。

此

外
,

新加坡政府为了提高海空一体的交通运

输能力
,

前几年峻工的樟宜机场
,

在客运和

货运方面为亚洲最大的现代化机场
。

世界各

国的航空部 门被新加坡宽厚的航空政策所吸

引
,

经营者纷至沓来
。

目前
,

已有 40 条航

线经过这里
,

沟通着 50 个国家 的 70 多个城

市
,

空运 业务的发展促进 了港 口 作业的繁

荣
。

4
.

具备发展综合经 济 自由 区 的基础 现

在世界上大量经济特区逐步发展为综 合型 自

由区
,

其特点是在以商业贸易为主体的原有

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基础上
,

开辟了出口加

工 区
、

科技 园 区 和旅游业等
。

新加坡在

l% l 年建立 了裕廊工业区
,

至今已 近 2 0 0 0

家工厂
。

其中现代化大工厂 300 多座
,

港 口

深水码头和各项公用设施配套进行
,

构成新

加坡主要工业体系的综合体
。

当代高级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

本动力
,

技术 落后国家更渴望引进先进技

术
,

从而产生了以发展高科技为主体的科学

工业 园区的潮流
。

新加坡为亚洲新兴工业化

国家
,

财富充裕
,

科技和教育设施良好
,

各

种门类的人才高度密集
,

及时地创办了肯特

岗科学工 业园区
。

它设在新加坡大学附近
,

区内设有海事科技研究和软件科技研究等中

心机构
,

直接为新加坡经济提供各种科技成

果
,

形成教育
、

科技 与生产统一体
。

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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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采用 自由港的各项政策
,

如减免关税和各

种国内捐税
,

鼓励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
,

以

扶植和发展 自己的新高级技术产业
。

肯特岗

科学园区拥有良好的 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
,

风景优美
、

气候宜人
,

社会基础设施周全
,

大批高科技人员应聘而至
,

他们用工作高效

率产生社会经济高效益
。

新加坡没有多少历史和 自然形成的旅游

资源
,

但旅游业却很发达
,

每年接待外来游

客数百万人
,

旅游收人高达几十万美元
,

旅

游业成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新加

坡被称为
“

花园都市
” ,

港 口 异常清洁
,

终年

气候宜人
,

气温保持在 22 度至 32 度之间
,

温差较小
,

整个环境对游客有巨大吸引力
。

再加 上东 西方文化在这里共存
,

民族
、

语

言
、

建筑
、

宗教
、

肤色等五光十色
,

生机勃

勃
,

令游人一饱眼福
。

各方面人士对新加坡的繁荣一致认为
:

“

近十年来
,

新加坡取得辉煌硕果
,

几乎全

靠港 口
、

航运
、

船舶修建和海洋工程收益而

来
。 ”

菲律宾巴丹出 口加工区

60 年代后 期
,

菲律宾制定的经济发展

战略长远规划的主要 内容之一
,

是 以首都马

尼拉为中心
,

沿海湾建设一个工业地带
。

当

时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创办出口加工区已初

见成效
。

据此
,

菲律宾政府决定
,

在上述工

业地带范围之内的 吕宋岛马里韦莱斯地区的

巴丹半岛南端
,

建立 巴丹出 口加工 区
。

为何建区选址于 巴丹半岛南端 ? 首先
,

利用巴丹是进出马尼拉湾必经之路
,

有天然

深水港的良好 自然条件
,

兴建以实现
“

进 口

替代
”

和
“

出口 导 向
”

兼而有之 的工业港 区
,

促进马尼拉湾工业地带的形成
,

推动整个民

族工业的发展
。

其次
,

巴丹是个偏辟的农渔

村
,

在这里建区符合当时菲律宾政府正在实

施的关于工业分散化政策
,

即在农村发展工

业以减轻人 口流人马尼拉市的压力
。

第三
,

利用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机会
,

发展

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
,

解决失业

问题
,

扩大 出口产品
、

增加外汇收人
、

缩小

外贸逆差
,

同时改变马里韦莱斯地区的贫困

落后面貌
。

19 69 年
,

巴丹出 口 加工 区破土 动工
,

丘陵地带
,

起伏不平
,

工程艰巨
。

加工区总

面积 为 12 0 9 公顷
,

其 中 345 公 顷 为工业

区
,

3 7 4 公顷为住宅和公共设施
,

49 0 公顷

为绿化地和广场
。

同时
,

工业厂房用地又划

分为三个 区域
,

两种规划协调配套实施
。

这

种使经济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并举兴建

的方案
,

既符合外籍厂商投资意向的要求
,

又有利于加工区本身功能的发挥
,

堪称为一

个很好范例
。

巴丹出口 加工区工业布局为三个区
。

第

一 区内发展轻工业
,

第二区发展中型工业和

汽车工业
,

第三区内发展重工业
。

三个区的

轻重工业均以 吸引外资为首要 目标
。

巴丹出口加工区成长迅速
,

经济效益卓

著
:

70 年代末
,

吸引外资开办企业活跃起

来
.

80 年代初
,

在区内设厂 60 家左右
,

其

中外资与合资企业为 40 多家
,

占 70 %
。

在

产品出 口方面
,

1 9 7 3 年 出口额仅有 12 万美

元
,

到 1979 年底就达到 1二13 亿美元
,

这期

间增长了 9 0 0 多倍
。

建区以来共创造了 3 千

多个就业机会
,

推动了周围地带商业和服务

业的发展
,

市场活跃
,

区内职工及当地居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促进了地 区经济 日益发

展
。

马里韦莱斯地 区 1 970 年财政收人只有

1 0 万 比索
,

19 7 8 年增 加到 5 0 0 万 比索
,

8

年内递增 4 9 倍
。

80 年代以来
,

该地区继续

保持增 长势头
。

巴丹出口加工区发展迅速
,

在亚太地区

颇有影响
。

除了制定健全的外国投资法
、

提

供较优惠的经济待遇
,

确保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外
,

还有其独特的成功经验
。

第一
,

建立

起较高效率的管理体制
。

该区管理局 由总统

和 7 名政府副部长组成
。

管理局统一指挥和

调遣一切管理机构
,

对外执行政府职能
,

对

内管理加工区全部事务
。

外商来区内投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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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

可在一个办公地方一次性于 48 小时内

统统办完
。

权力集中的管理体制保证了涉外

工作的高效率
。

在当今国际经济瞬息万变的

情况下
,

经营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捕捉有利

的投资时机
,

而这个问题又与设区国的行政

效率密切相关
,

各国企业家无不十分关切
。

巴月
·

出口加工区管理工作高效率极有利于外

商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

因而对投资者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
。

第二
,

采取多种办法引进外

资
。

(1) 注重选择
。

外商投资设厂必须在经

营管理
、

产品区外推销
、

技术力量等方面有

一定基础和经验
,

能够增加外汇
、

扩大就业

和采用菲律宾国产原料等
,

才能获得批准
。

(2 ) 招揽多国投资
。

一些发展中国家重点引

进一两个发达国家的资金
,

一旦他们的经济

发生危机就深受其害
。

为此
,

菲律宾政府采

取了多国引进的措施
,

其外资及合资企业来

自北美
、

亚太
、

西欧和大洋洲诸国
。

这样既

可缩小因某个或几个发达国家经济波动所带

来的损失
,

又可促使各国投资者竞争
,

确保

设区国谋取较大利益
。

(3) 通过实行优惠政

策提高竞争能力
。

设区国经济法规所体现的

优惠程度是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之一
。

巴丹

出 口 加工区规定允许外资拥有 100 % 的股

权 ; 准许公司产品 5 %在当地市场销售 ; 外

商的资本及利润 随时可按现行汇率汇 回本

国 ; 投资者可以得到优惠贷款等
。

如
,

澳大

利亚一大公司决定在东南亚地区投资
,

但具

体地方举棋不定
,

最后被菲律宾的优惠待遇

所吸引
,

投资于巴丹出口加工区
。

(4) 把开

发出口加工区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

部分
。

菲律 宾政府 力求 巴丹 出 口 加工区选

址
、

规划及经营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
、

全国工业布局协调一致
。

总统直接掌管建区

事务
,

并设一理事会具体负责制定出口加工

区的各项政策
,

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分阶

段地把一部分工业
,

从拥挤的城市转移到加

工区或其它地区
,

以缩小地区间的经 济差

距
,

使更多的乡镇居民分享到工业化带来的

实惠
。

如
,

加工区管理局为了向区内各类企

业提供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工人
。

开办

了各类技术学校和经常举办工人培训班
,

使

许多原来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农村青年具备了

工业基础知识和生产技能
。

80 年代初
,

在

巴丹出口加工区工作的人已达 2 万多人
,

其

中 15 0 0 0 人是工厂工人
,

这些工人都是来 自

巴丹及附近地区
,

昔日是个偏僻小渔村的巴

丹
,

这时 已成为拥有 5 万多人 口 的繁荣城镇

了
。

此外
,

巴丹出口加工区对改变菲律宾外

贸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

它的出 口额不断增

长
。

19 76 一 19 78 年
,

菲 全国工业制 品出 口

年均增长为 25 %
,

而 巴丹出 口加工 区的增

长却高达 75 %
.

1 9 7 7 年后者的出 口总额为

460 万美元
,

19 81 年增至 2. 3 14 亿美元
,

减

少了菲律宾的外贸逆差
。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
,

世界工业生产

国际化趋势的加强
,

国际贸易 日益繁荣
,

推

动各国创办经济性特区向高层次
、

多样化方

向迈进
。

于是
,

科技型的 自由贸易 区
、

即科

学工业园区在 70 年代获得迅速发展
,

80 年

代其磅礴发展之势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
。

太

平洋两岸 国家的科学工业园区在世界上处于

领先地位
。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可谓科学

工业园区的先驱
。

苏联亚洲地区的科学城在

开发西伯利亚经济过程中已起了重要作用
。

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硅岛是世界上设施最为

完备的科技工业园
.

加拿大兴建北硅谷成效

卓著
。

新加坡肯特岗科学园
,

中国台湾省新

竹科学园在世界上已负有盛名
。

此外
,

南朝

鲜的大德科学工业园
、

印尼西爪吐的科学中

心
,

菲律宾的
“

特别出 口加工区
”

等也在迅速

成长中
。

在此
,

仅对台湾新竹科学园作一评

介
。

台湾当局兴建科学工业园区实际上是受

到了美国加州硅谷的启示
,

深刻认识到只有

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迅速应用到生产部门
,

其

产 品才能在国 际市场上保持较强的竞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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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把科技开发与生产产品紧密结合将是经

济性特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

于是
,

台湾在

19 76 年开 始筹建新竹科学工业园 区
,

19 80

年 12 月 正式使用
。

到 19 8 6 年初
,

已有 4 0

余家厂商获准在园区内开业
,

行业门类有电

子计算机系统工业
,

精密仪器机械
、

新材料

等技术
,

还将着重引进能源科学
、

航空工

程
、

生物工程等
。

据统计
,

近 3 年园区出口

值每年增长 200 % 以上
,

1985 年的出口值已

达 2
.

3 亿美元
。

园区全部计划 已于 198 9 年

基本完成
,

它的建设面积 2 千公顷左右
,

可

容纳 150 家科技公司的经营活动
。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迅猛
,

成就令人

瞩 目
,

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1
.

投资环境优越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位

于新竹市东南 3 公里处
,

纵贯台湾岛的公路

和铁路经此通过
,

园区距台湾桃园机场 55

公里
,

距台北市 70 公里
,

距台中港 90 公

里
,

距基隆港 9 4 公里
,

海
、

佑
、

空交通极

为便利
.

园区地处台湾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密

集的地区
,

台湾交通大学
、

清华大学
、

中原

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和中山科学研究院
、

精

密仪器发展中心
、

工业技术研究所等科研机

构都集中于该地区
。

综上可见
,

新竹地区是

台湾北部重要的经济
、

文化
、

科学和教育中

心
,

再加上物产丰富和 自然环境优美
,

使新

竹科学工业园区具备了 自然和社会均为理想

的投资环境
。

2
.

建 园规划周 密合理 制定好科学工业

园区的建设发展规划
,

对于其成败具有关键

意义
。

为此
,

台湾当局对国外科学园区的建

设经验进行深人研究
,

并从台湾实情出发
,

制定 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总 目标和总规

划
。

接着又把总 目标分解为具体目标分别纳

入各项具体规划
,

再经过可行性研讨
,

最后

确定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全部面积为 2 千公

顷
,

整个工程预定在十多年内分三期开发完

成
。

第一期实施的具体规划 主要是修筑道

路
、

水电和公共设施等基础工程
。

第二期工

程的重点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

兴办技

术和智能密集型企业
,

实现科研和生产同步

并进
,

奠定工业园区的基础和发展方向
。

第

三期建设的 目标是使园区 自立
、

即在不依赖

外部因素的条件下
,

能研制并生产现代化的

尖端技术产品
,

使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具备带

动全台湾高级科技工业前进的功能
。

十多年来
,

该园区发展成效显著
。

在引

进一批高技术产业的的基础上
,

已能批量生

产出具有高技术质量特点的产品
。

如
,

微型

电脑
、

集成电路
、

电子交换机
、

硅晶材料

等
,

同时推动了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进行重

点突破高技术工业急需的重大项 目
,

加速科

技转移
,

促进台湾企业家踊跃投资于技术密

集工业及新兴工业
,

改变台湾一 向依靠纺

织
、

玩具
、

鞋袜和塑料造花等劳动密集型产

品来维持其经济发展的形象
,

进而加速了台

湾产品向高科技领域的转移
。

了
.

制 定 既优惠 又严格的政策和 法规 台

湾当局为了确保新竹科学园区顺利发展
,

专

「1制定了 《科学工业园 区设置管理条例》
。

它对人园企业的标准及其享有的优惠待遇作

了明确规定
.

凡来园投资营业的公司必须是

技术密集型公司
,

必须从事具有制造及研究

发展高技术工业产品能力的科技工业
,

在 已

人园的近 50 家公司中
,

从事电脑工业约 占

2 / 3
,

其余的大部分是精密器械及高精材料

工业
,

这些公司每家的资本额及所创造的价

值均高于园外的制造业 ; 园区内的企业可全

部免征进 口税
、

货物税
、

营业税和土地税
,

五年内还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 侨资和外资

的比率不加限制
,

独资合资皆可
,

在 2 0 年

内对外资股份占一半以上的企业
,

不进行征

用或收购
,

合资企业外方的本 息可 自由汇

出
,

投 资计划 完 成 一 年后
,

每 年可 汇 出

巧% ; 园 区的产 品允许按一定 比例在 台湾

市场销售
,

一则可以替代进 口
,

节省外汇
,

二则又能激发外商和侨商投资的积极性
。

4
.

高效率并富有特 色的 管理工作 为了

统一协调行政管理及服务事项
,

新竹科学园

区设立 由当局各部委组成的
“

园区指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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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

其下设园区管理局
,

它全权负责园区

的一切事务
,

并聘请对各国科学园区有深刻

研究的专家担任领导
。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优

良
,

为世人称道
。

其突出特点是 : 一切行政

管理都以为厂商提供优质服务为前提
,

在服

务人员 中广泛树立
“

厂商的成功便是园区的

成功
”

的观念 ; 一切变革都以为经营者增加

会理的便利条件为依据
,

管理局通过定期举

行各种座谈会来沟通业务情况 ; 一切管理规

章都要有利于科技与工业的发展
,

园区内的

每个科研与生产单位都充分授权
,

实行民主

管理
。

新竹科学工业园 区争取 1990 年达 到

20 0 家企业
,

10 亿美元资金
,

形成一个人
、

财
、

物俱全的高技术基地
,

为促进台湾新兴

工业的发展及加速传统工业的升级换代发挥

重要作用
。

墨西哥客户工业

墨西哥的经济性特区的一个突出特点
,

就是大都设立在边境地带
,

区内既从事贸易

活动
,

兴办出 口加工工业
,

又开展旅游业
。

其中北部美墨接壤地带的经济性特区经营繁

荣
,

发展迅速
,

闻名于世
。

这是因为长期以

来
,

美墨两国和平相处
,

边界不设防 ; 两国

共同边界 3 千公里
,

地理条件良好
,

公路铁

路畅通
,

交通运输方便
,

8 对边境城市遥相

对应
,

人 口相对集中
,

两国居民的经贸活动

频繁 二 墨西哥历届政府对北部边境的政策保

持连续性
,

使美国这 个巨大市场易于发挥应

有的作用
。

60 年代 中期起
,

世界经济国际化趋势

加剧
,

各国经济之间相互渗透与依赖 日益加

深
。

跨国公司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达到

了空前的高度
,

需要有更为开放的经济合作

形式
。

墨西哥政府抓住时机
,

决定加速发展

北部边境地带的商业
、

工业和旅游业
,

并把

它们列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19 6 5 年
,

墨西哥颁布了吸引面向美

国市场的制造业投资新法令
,

规定沿墨美边

境 20 公里内的范围为保税工业区
,

允许外

国企业在 区内建立产品全部出 口 的装配工

厂
,

但外资股份不得超过 49 %
。

这在墨西

哥被称为客户工业
,

实际上它是一种跨国界

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

即由外 国资本兴办的

来料加工
、

产 品外销工业
。

1 984 年墨西哥

颁布 的 《外国投资和促进 目标指导原则》
,

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
,

在简单装配工厂和在

尖 端技 术 企业 里
,

外 资股 份 均可 高 达

100 %
。

同时 墨政府注重维 护 民族利 益
,

《指导原则》 规定
,

客户工厂的 产品销售
,

不论是来料加工
,

还是来件装配
,

其原则必

须全部出 口
。

后来又规定
,

外商来区内投资

必须有利于创汇
、

增加就业
、

能培训墨的技

术与管理人员
,

否则要严加限制
。

墨政府基

本上对客户工业不限制地理分布
,

尤其鼓励

外国公司到不发达地区投资设厂
,

以带动这

些地区工业的发展
。

客户工业区的基础设施

不断完备起来
,

区内有职工住宅
、

文化和服

务 中心等
,

形成从生产到服务的完整体系
,

这为客户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
。

据墨

官方统计
,

19 66 年时
,

登记注册的客户工

厂仅有 60 余家
,

198 4 年上升到 789 家
,

拥

有 21 万工人
,

到 19 87 年底客户工厂已 逾

1 10 0 家
,

其中半数以上是近 5 年发展起来

的
。

客户工业产品种类日益齐全
,

有 电子
、

汽车
、

纺织
、

制鞋
、

服装
、

食品等
。

据预

测
,

到 19 9 5 年
,

墨客户 工厂可超过 15 0 0

家
,

雇佣工人将达 1 百万
。

客户工业对墨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

到了良好效果
。

(l) 促进了边远落后地区的

发展
。

昔 日不毛之地
,

贫穷的村镇
,

现已发

展成工厂林立
、

市场活跃的新型城市
。

1940

年
,

华雷斯城是个仅有 5 万人的小城镇
,

提

华纳是个居民稀少的边防哨所
,

现在前者已

拥有 80 万人 口
,

为全国第 四大城市
,

后 者

已成为有 15 0 万人 口 的商业和 贸易 中心
。

(2) 减轻 了就业压力
,

缓和 了社会矛盾
。

19 8 5 年客户工厂 已达 80 0 家
,

拥有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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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2 0 多万
。

同时
,

区内的商业和服务业也

相应地发展
,

为无技术的失业者提供了多种

就业机会
。

妇女的就业门路扩大
,

她们在 电

子和 成衣业 中 占 75 % 以上
。

(3) 增加 外

汇
、

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

19 8 6

年
,

墨客户工业创汇约 16 亿美元
,

19 8 7 年

为 14 亿多美元
,

成为墨外汇收人仅次于其

石油的第二大来源
。

这期间
,

全部客户工厂

的生产总值 占墨制成品出 口 总值的 5 0 %
,

墨向美出 口的制成品约有 2 / 3 来 自客户工

业
,

使墨方在美墨贸易中的逆差逐步下降
。

随着电子电器
、

汽车
、

机械等厂家的逐年增

多
,

他们把复杂的生产程序和最新的技术引

人客户工厂
,

这样便使新技术在墨得到较快

运用
。

此外
,

就业于客户工厂的工人
,

在生

产过程中受到一般和特殊技术 的严格训练
。

当一些人转到 内地本国工厂时
,

增强 了本国

的技术力量及管理水平
。

近几年
,

墨西哥工业部门普遍萧条
,

唯

独客户工业欣欣向荣
,

它在墨经济中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

是墨成为
“

新兴工业化国家
”

的

因素之一
,

墨西哥著名经济性特区的评介
.

可以看到它

们各有侧重地发挥了以下作用
:
促进 了对外

经济关系的发展
,

为本国和国际资本开辟 了

新的有利投资场所
,

推动了高科技迅速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
,

吸收 了科学经营和管理经

验
,

增加了外汇收入
,

加快了落后地区的开

发
,

扩大 了就业机会
。

可见
,

广大发展中国

家设立经济性特区是 发展民族经济的一项特

殊而有效的决策
。

但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
,

确实存在一些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

诸如
,

有的过于依赖某个或几个工业发达国家
,

造

成较强的依附性 ; 有的行业集中
,

无法系统

掌握新技术的全面开发
,

结果产品种类重复

和质量不高
,

外销竞争性低弱 ; 有的对外资

管理能力很差
,

外商巧取巨利 ; 有的铺摊子

过大
,

投
一

F巨资
,

而收益缓慢
,

不符合经济

原则
,

等等
。

各国经济性特区只有设法适应

新技术革命潮流
,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

提高

产品的竞争能力
,

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市

场中保持兴旺势头
。

认真研究和吸取那些著名经济性特区的

成功经营 的经验
,

充分考虑 国际资本的要

求
,

对发展我国的经济开发区是很必要的
。

通过对新加坡
、

菲律宾
、

中国台湾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