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DJ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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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流入在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由

于其趋利性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标准、环境管制和环保理念上的差异，为资源消耗与

污染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能。因此，FDI与地区资源环境的问题 日益得
到重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系统总结了FDI对资金

流入地区的资源环境效应，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述评，最后提

出了未来FDI与资源环境关系还需要在环境管制、社会责任以及跨国公司的环境行为等方面加强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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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50年来，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经济

活动的地域范畴在全球迅速扩展。国家与国家之间

在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要素方面的流动越来越

自由，国际间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更为频繁。2005

年，世界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达到 9 160

亿美元，虽然不及 2000年的 14 000亿美元，但 比

2004年增加了27%。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作为国家和地区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对

资金流入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和环境

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1—1。一

方面，资金流入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和技术转移，促

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影响了地

区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和利用效率，以及地区的

污染排放水平 1̈。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

金和技术的全球扩散，其对环境的影响与这些资金

和技术的环境特征相关，可能改善环境质量，也可能

使环境质量恶化‘引。先进技术和资金的转移可以

促进接受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对该区域资源

的利用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同时也可能会把一个

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通过资金和贸易转移到另一个

国家和地区，迫使该地区接受另一个地区的环境压

力转移。5 0。因此，资金的转移不仅促进了财富机会
的转移，也可以促进环境污染和资源压力的转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

步伐逐渐加快，到2003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资金流入
国。2005年，我国实际吸引FDI 720亿美元，占到全

球FDI的5.14%。但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同时，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过去的
20多年中，中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强调了对外开放给

中国发展带来的益处，但对其背后的资源与环境问

题却关注不够。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的人地关系

系统由封闭转为开放，投资的主体逐渐国际化，FDI
作为一种新的驱动力，将对系统内的要素配置和要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产生影响。这些都促进了经

济地理学者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下的人地关系系
统。因此对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的影响的资源

环境效应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收稿日期：2007-06-04：修回日期：2007 -12-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驱动的地区资源环境响应机理与模式分析”（编号：40501021）资助
作者简介：戴荔珠（1984-），女，福建三明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E-mail:dailz．05s@ igsnrr．ac．cn



义。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就 FDI对东道国（或地
区）的资源环境影响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从理

论和机制两方面对FDI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系统总结。

2  FDI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探讨

    国内外学者对FDI资源环境效应的分析最早可

以追溯到经济与环境效应之间的简单关系，如
Kuznets的环境与收入的倒 U型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中的收入和排放的研究‘“8]：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将导致环境的逐
步恶化；当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达到并超越一定水

平（即EKC顶点）后，经济增长将伴随着环境的改

善。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一些学者从其

存在条件出发，说明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有经

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这一关系出现。Lopez[9]验证了
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要依赖于污染和清洁要素间的

高技术替代弹性以及对避免风险有一个较高的偏

好。另外，如果认为环境改善是控制污染投入的结
果，那么正如 Andreoni等[lo]所说的那样，为了满足

库兹涅茨曲线，技术必须能够规模报酬递增。一些

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污染物的实证研究来检
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如最开始的Gross-

man等№]的跨国研究，采用的是 SO：和烟雾的排放

量，结论是两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在某一个临界值水

平之下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一旦超过这一临
界值，污染排放水平开始减少。Dinda[1]发现悬浮

固体颗粒密度( SPM)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

正U型关系。而Dasgupta。川的研究表明对于全球

性的污染（如 CO.,）以及一些很难被消除和清理的
污染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似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只是为 FDI带来的经济收

入和环境污染两个变量之间建立了一个通用关系，
并没有为理解 FDI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提供思路。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 FDI的资源环境效应，后期学者

则将污染性产业转移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从过程和
竞争力角度予以阐述，并形成了两类研究观点。第

一个，一般被称为“污染天堂假设”，认为FDI会刺

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更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
环境管制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污染型产业

或企业向环境标准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转移，使欠发

达地区成为“污染天堂”，这个现象也称为“污染产

业迁移”或“污染产业雁行理论”̈n181。而其他地
区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将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最终导

致全球环境质量下降。于是在关于FDI的国际竞争

方面，该过程的结果一般被看作是“一冲到底”或

“特拉华效应”[15. 19 -21]。该过程的另一种比较中和

的结果被称为“陷入泥泞( stuck in the mud)”，即各

个国家的环境标准维持当前 OECD的水准，而不再

争取更好的环境行为[22]。或者被称为“管制寒战

( regulatory chill)”，即发达国家为避免资金流失而

不再提高环境标准‘23]。一系列相关的发展中国家

自然资源开采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4，25 3研究体现了

对该观点的支持。如 Mani等[16]对 1960-1995年

间北美、欧洲、日本、拉丁美洲、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

或地区、东亚发展中国家的钢铁、非金属、工业化学

产品、纸浆及纸张、非金属矿物产品5个严重污染部

门的进出口比率分析，发现这种“污染天堂”的阴

影，污染产业转移的确存在过。

    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

状况将通过清洁技术的转移和跨国公司带来的生产

效率提高，先进环境管理经验的采用，以及利益相关

主体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而得到改观。该过

程被称为“污染光环”( pollution halo)‘26]，结果被认

为是“一冲到天”或“加里佛尼亚效应”‘18'16'”1。如

Birdsall等[28]为污染产业转移提供了否定的经验证

据，得出缓慢的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表现出有害污

染强度更快的增长，而开放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

呈现出较慢的有害物污染排放增长的结论。Zarsky

等[26]认为跨国投资也将提高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

分工程度，使得生产活动和污染治理活动都具有规

模效益递增的特征。Wheeler等[21]通过建立中国、

巴西、墨西哥和美国大气悬浮颗粒物质监控数据与

FDI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与“一冲到底”理论相反的结

论，并总结环境“一冲到底”现象并不存在的主要原

因有：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人群并不是只关注物质财

富，或被动接受环境变化。当他们的收入和教育水

平提高时，将对污染控制更加严格；第二，消费者和

投资者对于环境保护都非常重要。因此，高收入或

低 收入 国家环境质量都 可能上升而不是下降。

Frankel等认为 FDI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用新技

术的动机和机遇，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进而

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他

还指出WTO机构协议在干涉单个国家获得低环境

标准方面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环境保护与 FDI之间

存在着一种互利互惠关系，FDI和国际贸易有利于

全球整体资源环境质量的提高[29]。



3  FDI对 地 区 资 源 环 境 影 响 的 机 制 效

  应分析

  针对 FDI与环境关系问题的复杂性，众多学者

和国际组织[22,29,30]认为，FDI对地区资源环境的影

响机制及其所带来的效应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3.1 技术溢出机制和效应

    有关研究认为导致技术溢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

于技术要素不同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由于信息和

知识在本质上具备 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过程结

合的过程中，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011]。这种技术的

非自愿扩散过程，往往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在

同样的产出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投入和排放更少

的污染，故技术效应往往是正面的，提高了资源配置

效率‘32]。但同时它也可能拓宽了过时、有害技术和

工艺的转移渠道，从而对环境经济等产生了强大的

负面影响。

    关于FDI技术溢出机制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0年代初。MacDougall[33]在分析 FDI的一般福

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溢出效应视为 FDI的一

个重要现象。Caves[34]在分析 FDI对最佳关税、产

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时，也提出 FDI会产生技术的

溢出效应。他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

响，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技术扩散可能存在的外在

性分为3类 ：

    (1)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跨 国

公司的强行进入，垄断扭 曲受到遏止，资源配置得到
改善。

    (2)由于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或示范

效应，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推动

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

    (3)由于竞争、反复模仿或其他原因，跨国公司

的进入将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在 Caves之

后 ，学者们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进一步总结与明确

了发生技术溢出的渠道有模仿、竞争、联系以及人力

资本流动等‘35-瑚]。

    关于FDI带来的技术扩散对环境的影响力，许

多学者通过案例详细解析。如 Haddad等[38]通过

25个案例追踪了以 FDI为传导的4种清洁技术的

扩散，发现供应方和接受方的技术合作对于加强环

境管制和提高环境生产力有一定的贡献作用。但

是，也有学者发现，FDI可能带来对资源环境有害的

技术扩散。如 Gouming等【39I]列举了一些亚洲投资

者在中国的环境污染的例子，指出一些以玩具、塑胶

制造业等污染性产业为主体的FDI不仅破坏了环

境，还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

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的存在与东道国的吸
收能力的不同，FDI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

使 FDI起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40]。

3.2 结构机制和效应

    FDI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导致各国更依赖于

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推动各国
经济结构的转变。它可能加速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

由以重污染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向较轻污染产业

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变，从而使其环境得到巨大改
善；也可能促使一个国家不恰当地利用其资源优势，

过度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污染严重的产业，造成

或加重环境的恶化。结构效应的正负取决于不同产
业的相对发展，如FDI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

带来更小的环境压力[41]。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以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能够减少排

放，有利于环境保护‘42,431，然而 Boocock等[29]发现
许多自然资源开发产业仍是 FDI的主要投资对象，

由于该国缺乏开发管制，将带来不可持续资源的加

速耗竭。
    目前关于产业结构效应争论的焦点是发达国家

是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有许多研究认为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

染产业，如RePetto等[44]通过分析1992年美国的对
外投资发现：虽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接受

了美国对外投资的45%，但只有5%投向了环境敏

感产业，如化工及其相关产业，而发达国家接受的投

资中有24 010投向了这些产业。Eskeland等[45]调查
了墨西哥、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摩洛哥4国在

20世纪80年代吸收外资的情况，最终得出结论，即

这些国家的外来投资并没有倾向于污染产业。但是
张梅[46]认为以上的研究只是从母国的对外投资倾

向角度进行，且在研究目标的选取上偏重于拉丁美

洲等，而对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并
没有进行研究。此外，在时间的选取上集中在20世

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因此，“没有证据表

明发达国家向发展国家转移污染产业”这个结论是
片面、不客观的。她通过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认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

型产业这种情况存在于全球范围。

3.3 管制机制和效应
    FDI可以对一国的环境政策、措施、标准的制定

和实施造成影响，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如FDI可



以推动一国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

境标准，增强其改善环境的效果；同时，伴随全球化
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也可能限制一国根据本国情

况实施环境政策的自由和能力[47]。可见严格的环

境管制一般被视为：①由于某些设备的需求而直接
提高生产成本；②减少污染排放；③抑制进出口[48]。

    环境管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

国际竞争力和的污染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

择。从国际竞争力角度，环境管制对环境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以下一些相关假说：“竞相降低标准假
说”、“污染避难所假说”，亦称为“产业转移假说”、

“生态倾销说”、“环境成本转移说”[49]。

    环境管制对污染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
择也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 Faucheux

等[50]的研究，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当一个地区出台

一套新的环境管制政策，或提高环境标准，打算来投

资的外商可能会有拒绝投资、无所谓和积极响应3

种反应。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
是影响FDI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和原材料成

本，获取新的市场、管制的透明度等都是影响外资投

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FDI企业受东道国管制影响很

大，如Gentry等[51]以投资于墨西哥制造业部门的
44个外商企业为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一些正面的技

术效应，特别是水处理设备，使资源利用比原来节约

了70%左右。因此他认为墨西哥的管制在一定程
度上是外国投资者决定承担“环境投资”的关键驱

动力。Gray等[52]研究美国造纸厂的区位选择，总结
出工厂设在环境管制严格的州则更不可能采用污染

的生产技术。

3.4 社会责任机制和效应

    政府管制不是影响企业环境活动的唯一因素。
实际上，政府经常疏于监控和管制这些企业的行

为[53]。因此，非政府行为更直接地影响着企业行

为。这些企业的非政府效应，经常被认为是“文明

制约”[54]，本质上就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效应经
常发生在资源型国家并且要求更多的环境公开，减

少环境压力，坚守企业行为准则。当跨国公司获得

国际品牌，许多非政府组织( NGO)的活动变得更加
有效。正如The Economist等指出，品牌的权力和重

要性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关注和谴责，一个小小的环

境污染行为可能影响企业形象。另一个有关对跨国
公司行为监控的 NGO例子是“跨国公司监控组

织”，他们努力通过威胁举措或联合抵制策略来使

得这些跨国公司不违背他们的责任754]。

    东道国的社会压力对于外国投资者的环境行为

也有一定的压力0 20,26 J。Sari[55:发现 了地方社会压

力有效地促进 了有毒污染物的清洁。地球联合

会[56]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研究公司对地方社会压力

的反应，发现公司环境行为的提高。世界银行的报

告就“绿色产业”分析了地方社团如何影响公司的

环境行为的成功案例Ls7l。

3.5 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指由于FDI导致的经济规模变化所造

成的环境影响。通常认为，FDI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带来经济规模 的扩大。它既可能造成资源（例如能

源和水）的加速使用和污染的过度排放，从而对环

境造成更大压力；也会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使得人

们提高生活水平，具备改善环境的资金，增强环境保

护的意识和努力程度‘47 1。

    Kuznets的环境与收入的倒 U型曲线(EKC)为

FDI的规模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5，9.10.58 3。如 Panay-

otou等15,5sj认为 FDI可以促进个人收入增加，从而更

加愿意为环境付出，或者增加本应绝对或相对保护的

环境资源。但是 ，如果当前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转

折点”，污染和资源密集型生产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由此可能导致了重大的损害。而且，FDI-环境的讨论

认为FDI引发的资源环境效应将会因收入的增加而

自动得到弥补是不理智的。尽管微观证据表明收入

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加[59]，但偿付各种

环境破坏的意愿却很难统一，通过强迫手段也很难增

加更高的环境质量偿付的意愿[60]。

    也有学者通过建立 FDI的规模与当地环境污染

的相关关系试图说明问题。如 Mielnik等‘61，葩3通过

建立 FDI的规模与当地环境污染的回归关系，得出

结论：由于跨国公司挤走低效的当地企业，改变当地

的产业结构，带来更发达技术，提高生产力和能源效

率，因此 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有利的效应。

如杨海生等t∞3应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探讨

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发现 FDI与

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应瑞瑶

等[641在“污染天堂”的理论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

对FDI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

果表明：在我国，FDI是工业污染的格兰杰 (Grang-

er)原因；在时间序列上，FDI与我国工业污染呈倒

U型的“环境污染曲线”。

3.6 区位特定因素

    区位特定因素是决定 FDI进入的外在因素。总



体上看，这类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传统意义 卜

的区位因素，如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因素；二是外

商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泔j。由于资源环
境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不同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的不

同，对缓解FDI对区域资源环境影响的能力也不同。

在《国际生产的决定》一文中，Dunning等 65把区位

因素归为4类：①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

长、同顾客密切联系的程度、现有市场布局；②贸易

壁垒，包括贸易壁垒程度（关税高低）、当地顾客喜

爱本国产品的程度；③成本因素，包括接近供应来

源 、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运输成本；④投资环境，

包括对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和政局稳定程度。随

后，Du一．nlng等‘66]把区位特征变量进一步归纳为：自

然和人造资源禀赋及市场的空同分布；劳动力、能

源、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投入的价格、质量和生

产率；国际交通和通信成本；投资刺激和投资障碍；

对货物贸易的人为障碍，如进口控制等；商业、法律 、

教育、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心理距离，如语

言‘、文化、习惯等的差异；R&D、生产和销售的集中化

经济；经济体制、政府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的制度框

架。后期学者们多是对这些变量进行重要性程度分

析【67，68 J。

    由于存在着这种差异性，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

对不同来源国和地区在华投资的区位模式进行了研

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投

资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美国投资集中在江

苏、广东、北京 、天津和上海一带；日本投资集中在东

北和环渤海湾地区；而欧洲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

广东等地‘69.70]。可见 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比较强

调对本国的出口，而欧美投资则比较看重中国国内

市场的开拓。

    以上的几种效应，既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

能造成环境的恶化，而决定其不同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于是否存在完善的市场和恰当有效的管理。这些

效应一般不单独出现，而是组合出现的，效应的结果

取决于部门和环境因素等‘261，

4  结  语

    纵观以上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我们能够总

结出以下几点认识：①关于 FDI与资源环境关系的

实证研究上，国外比较注重理论验证，而国内比较注

重对实际问题定性定量的研究 ；②近期的研究主题

已经从“FDI对环境和环境管制是有利的还是有害

的”转移到“FDI东道国及其环境有利的时期和影响

机制”；③多数学者认为，FDI不是环境恶化的根本

原因，采用过于严厉的限制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只会

造成进一步的市场扭曲。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环境政

策比投资政策更有效[19,22，26-瑚]，④环境政策对 FDI

有影响，但在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上学者们还存在很

多分歧。

    研究方法方面，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问卷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如对外商在华投

资动机及区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 68]，或是采用案例

追踪的方式对企业的技术溢出进行验证[38,39]。二

是采用系统的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如采用面板数

据( panel data)或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应

用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探讨 FDI对我国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63]；或利用 回归关系、因果

关系、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环境污染

情况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刚- 61.64]。

    FDI与环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存在不完善的

地方，有待进一步发展。问题主要在：①考察一个具

体国家或地区FDI的环境影响，需要大量的资料支

持，而数据的缺乏极大限制了人们对此问题的深入

研究。即使根据 目前掌握的资料数据得出部分结

论，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使之难以确定；②现有的研

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许多问

题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制度背景，这无疑削弱了研究

结论的普遍适用性；③国外的学者大多是从理论研

究和验证入手分析探讨 FDI的资源环境效应 ，国内

的学者多是定性定量方面的研究，更多地注重了因

( FDI)与果（地区资源环境效应）的状态描述 ，而没

有深入探讨因果之间的作用机制。这种研究方法依

然是将 FDI作为地方资源环境效应变化的主要驱动

力，与最后结果依然是通过一个“黑箱”似的作用机

理连接起来。

    因此，总的来说，FDI与资源环境在未来还需要

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48，53'54，72 3：

    (1)投资规则的管制效应。最近的研究集中于

投资者和环境对象是否和谐。大部分的分析数据关

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投资模型（NAFTA的第 11

章），以及为 OECD起草 的关于投资 的多边合约

( MAI)。然而，最近的讨论还是关注于区域综合进

展和双边投资合约( BITs)。

    (2)社会责任在 FDI的资源环境效应中起的作

用。这个模块的研究 目前相对较少，但它对企业特

别是大型知名企业的环境行为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因此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及其范



围和程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

    (3)跨国公司的环境行为。这个模块的是有关

FDI与环境研究 的最新的内容。它研究了影响投资

者——特 别是公 司——投 资 国外 时它们 的行为表

现。虽然已有许多有关企业水平的环境策略和行为

的研 究，国际公 司决策制定 至今仍被忽略。因此这

个领域值得进一步的分析和实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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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on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Impact of FDI in
                          Local Resource and Environm ent

                            DAI Lizhu, MA Li, LIU W eidong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  China)       '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FDI)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in-

  flow of capital and managerial expertise. 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regula-

 tions and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DI may also take place

  with the resources-intensive and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being transferred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Thus,

  FDI may have heavy influence on loc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host country.  In or-

  der to trace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impact of FDI on local resource & environ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resource & environment at a macro and micro level and then makes overall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advances. Researches on environmental regulr.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oss-border environmen-

 tal performance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DI; Resource & environment; Mechanism and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