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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溢出效应对比研究
———基于３５个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晶晶，曾春花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９）＊

摘　要：结合中国的产业特性，使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３５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在采用两种度量指标衡量外

商直接投资（ＦＤＩ）的不同溢出途径的基础上，考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横向溢出效应与后向链接效

应，并且检验了产业间的异质性。结论表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为正的后向溢出效应，也存在

一定程度的横向溢出效应，外资企业的人员流出能显著促进同一产业内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密集

型产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横向溢出效应与后向链接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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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跨

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其与本土企业垂直

的前后向联系，广为学者关注［１－６］。本文以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年间中国３５个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研究对

象，考察产业间和产业内溢出效益的差异，以及不同

产业性质对ＦＤＩ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我们以行业为研究对象，基于Ｃ－Ｄ总量生产函

数，来研究ＦＤＩ的横向溢出与后向溢出效应。除劳

动与物质资本投入影响各行业内资企业的产出外，
各产业的ＦＤＩ也通过竞争、示范与人员流动等所产

生的横向溢出，以及向上游产业购买中间产品或服

务而发生的后向链接，对各产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水

平产生影响，进 而 作 用 于 各 产 业 内 资 企 业 的 产 出。
为此，我们构建内资企业的产出模型如下：

ＬｎＹｉｔ＝α０＋αＬｎＫｉｔ＋βＬｎＬｉｔ＋σＨｏｒｉｔ＋γＢＬｉｔ＋
　　ηｔ＋ηｉ＋εｉｔ （１）
其中，ＬｎＹｉｔ是ｉ产业内资部门在时刻ｔ的工业

总产值对数，ＬｎＫ 和ＬｎＬ 分别是ｉ产业内资部门的

物质资本（Ｋ）和劳动力（Ｌ）的对数，Ｈｏｒ和ＢＬ 各自

代表横向 溢 出 和 后 向 链 接。引 入 时 间 虚 拟 变 量ηｔ
和截面虚拟变量ηｉ 以控制特定时间和特定部门 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它们对其他解释变量没有影响。

εｉｔ为随机扰动 项，代 表 模 型 中 未 能 包 含 的 影 响ｉ产

业内资部门在时刻ｔ的总产值的其它因素。
由于不同 的 度 量 方 法 可 用 来 考 察ＦＤＩ对 内 资

企业的不同溢出渠道，为此，本文采用两个指标：一

是外资企业工业产值所占份额，即各产业外资企业

工业总产值占本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代表ＦＤＩ的

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二是外资企业从业人数所占

份额，即各产业外资企业人业人数占本产业从业人

数的比，代表ＦＤＩ的人员流动效应。为进一步考察

不同产业的溢出效应差异，我们还按资本技术密集

度将所有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进

行分样本估计。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横向溢出效 应 是 指ＦＤＩ通 过 示 范、竞 争、人 员

流动等效应促使本产业内资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

率，其度量指标为Ｈｏｒｉ＝ＦＤＩｉ／Ｔｏｔａｌｉ，即ｉ产业外

资企业占整个产业的比，其中ＦＤＩｉ 指ｉ产业外资企

业工业产值或 从 业 人 数，Ｔｏｔａｌｉ 指ｉ产 业 的 工 业 总

产值或总从业人数。后向联系效应是由于外资企业

采购国内上游企业的中间产品（包括产品和劳务），
进而带动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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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链接效应的估计，采用公式∑αｍｎＨｏｒｎ，其中ｍ
!ｎ。αｍｎ为产业ｍ 向产业ｎ提供的产品占产业ｍ 的

总产出 的 比 例，由 中 国２００７年４２×４２部 门 的Ｉ－Ｏ
表（投入产出表）获得。Ｉ－Ｏ表格给出了产业ｍ的产

品份额对于产业ｎ每一单位产品产量的影响。该方

法强调了如下 假 设：从 产 业ｍ 从ＦＤＩ中 获 得 的 知

识总量与产业ｍ 在 产 业ｎ的 投 入 产 出 结 构 中 所 占

的重要性以及产业ｎ的ＦＤＩ份额成比例。
资本技术密集度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

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来度量①。文

中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ＣＳＹ）和中国国家

统计局 的Ｉ－Ｏ表，进 入 样 本 的 产 业 共 计 有３５种

（数据缺失严重的产业被剔除），样本时期为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年。所有与价格相关的数据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

准年进行了价格调整，其中以ＧＤＰ指数调整工业总

产值与ＦＤＩ，以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调整物质资本。
（三）实证方法
为避免回归中可能出现的伪相关问题，本文采

用 ＭＷ 面板单位根加以检验，这是因为该方法能运

用于更大数据容量、更高幂次的情况，并且它还更适

用于具有异质截面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单位

根检验选择回归的确定性类型，取决于所研究的序

列在时间维度上是否显示出清晰的趋势，比如是否

包含截距与线性趋势项等。回归的次序则决定于赤

池信息量准则（ＡＩＣ），这 是 由 于 该 准 则 比 其 它 准 则

更加适用于短时间跨度。

对 于 面 板 数 据 的 估 计 一 般 采 用 普 通 最 小 二 乘

（ＯＬＳ）法，固定 效 应（ＦＥ）和 随 机 效 应（ＲＥ）。只 涉

及横截面效应的模型被称为单向ＦＥ模型或ＲＥ模

型。而同时考虑横截面和时间效应的模型则被称为

双向ＦＥ模型或ＲＥ模型。面板模型常用的检验方

法有：似然比（ＬＲ）检验可在ＦＥ模型或ＯＬＳ模型中

做出选择，拉格朗日乘数（ＬＭ）检验可在ＲＥ模型或

ＯＬＳ模型中做出选择，豪斯曼（ＨＳ）检验可在ＦＥ模

型或ＲＥ模型中做出选择。在个体特征影响为常数

的零假设 条 件 下，似 然 比（ＬＲ）检 验 有 助 于 在 ＯＬＳ
模型和ＦＥ模 型 之 间 进 行 选 择。在 ＯＬＳ估 计 量 就

是有效线性无偏估计的零假设条件下，拉格朗日系

数（ＬＭ）检验有助于在ＯＬＳ模型和ＲＥ模型之间进

行选择。最后，如果豪斯曼（ＨＳ）统 计 量 的 值 较 大，
则表明应选择ＦＥ模型而不是ＲＥ模型。

三、实证分析结果

表１给出了回归分析中所有变量的基本统计特

征及面板单位 检 验 结 果。所 有 变 量 中 仅 有Ｌｎ（Ｌ）
没有显现出明显的趋势，即所有面板数据单位根检

验结果除Ｌｎ（Ｌ）外均包含了截距和线性趋势，只有

Ｌｎ（Ｌ）仅 包 含 截 距 趋 势。ＭＷ 面 板 单 位 根 检 验 表

明，在１％的显 著 水 平 上，可 以 拒 绝 所 有 变 量“具 有

单位根”的零假设。换言之，这些变量是静态的，都

可以以水平变量形式进入回归方程中。

表１　统计描述和单位根检验

Ｌｎ（Ｋ） Ｌｎ（Ｌ）
横向溢出（Ｈｏｒ＿ＥＭ） 后向链接（ＢＬ＿ＯＵＴ）

从业份额 产出份额 从业份额 产出份额

均值 ２．４５　 １．９２　 １５．６５　 ２２．４５　 ３．４３　 ５．１０

标准误 １．６８　 １．１１　 １９．０７　 １７．９１　 ６．１１　 ６．９２

面板单位根检验 ２０８．４３＊＊＊ １４９．１６＊＊＊ １６０．１５＊＊＊ １１１．０９＊＊＊ １４７．２２＊＊＊ １１５．２３＊＊＊

　　　　注：＊＊＊表示１％的显著水平。

　　本文从产 出 和 就 业 两 个 角 度 来 度 量ＦＤＩ的 溢

出效应，不同指标可以反映ＦＤＩ对本地企业产生生

产率溢出效应的不同途径。表２呈现了溢出变量更

多具体的统计特征。可以看到，不管采用何种衡量

方式，横向溢出和后向联系效应均随时间延伸呈现

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产业间的差异也随着时间的变

动缓慢上升。
表３输 出 的 是 从 产 出 和 就 业 两 个 角 度 度 量 的

ＦＤＩ溢出效应估计结果。表３中（３．１）使用产 出 份

额来衡量溢出效应，（３．２）使用就业份额来衡量溢出

效应。从各种检验可以看出，（３．１）拒绝了没有产业

固定效应，以及没有产业和时间序列效应的假设，因
为相应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数值分别为２５５．７５和

６３４．１５。这表明，在不同产业的产出之间存在异质

性。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统计量的数值为３１３．０４，说

明估计时应考虑产业和时间效应。最后，豪斯曼检

验统计量为３３．２９，表 明 双 向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比 双 向

随机效应 模 型 适 用。同 样，（３．２）、（３．３）、（３．４）、
（３．５）、（３．６）的诊断检验统计量也表明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更适用。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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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溢出变量的统计描述（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份

采用产出份额衡量
溢出变量

采用就业份额衡量
溢出变量

横向溢出 后向联系 横向溢出 后向联系

均值 ｓ．ｄ． 均值 ｓ．ｄ． 均值 ｓ．ｄ． 均值 ｓ．ｄ．
１９９９　 ２４．６　１８．１　 ５．７　 ７．１　 １５．３　１６．１　 ３．２　 ４．１
２０００　 ２５．８　１８．５　 ６．２　 ７．４　 １６．２　１７．０　 ３．５　 ４．５
２００１　 ２５．５　１８．６　 ６．５　 ８．２　 １７．４　１８．２　 ３．８　 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６．１　１８．３　 ６．６　 ８．１　 １９．２　２０．４　 ４．０　 ５．６
２００３　 ２６．６　１９．０　 ６．７　 ８．５　 ２０．６　１９．６　 ４．３　 ６．１
２００４　 ２７．２　１９．４　 ６．９　 ８．７　 ２１．４　１９．９　 ４．４　 ６．７
２００５　 ２７．８　２０．０　 ７．２　 ８．３　 ２２．９　１９．５　 ４．７　 ６．８
２００６　 ２８．１　１９．８　 ７．４　 ８．６　 ２４．３　１９．８　 ５．２　 ６．９
２００７　 ２８．９　２１．３　 ７．７　 ８．８　 ２５．４　２０．４　 ５．５　 ６．６
２００８　 ３０．０　２２．１　 ８．２　 ８．２　 ２６．７　２０．７　 ５．９　 ６．５
２００９　 ３０．８　２２．４　 ８．６　 ８．６　 ２７．１　２０．９　 ６．２　 ６．７
２０１０　 ３１．３　２２．７　 ８．９　 ８．９　 ２７．５　２１．１　 ６．７　 ６．９

从表３可以看出，当以产出、就业份额作为ＦＤＩ
后向链接度量变量时，ＦＤＩ通过向上游 产 业 购 买 产

品与服务等行为，迫使上游的内资企业不断提高产

品生产质量，完善企业管理，因而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下促进了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ＦＤＩ对 内 资 企 业

存在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当以就业份额作为ＦＤＩ
水平溢出度量变量时，由于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管

理水平、生产技术，对员工需进行不断地培训以适应

生产的需要，这些知识要素随着外资企业员工流向

本土企业而朝内资企业发生了溢出效应，带动本土

企业快速成 长。而 当 以 产 出 作 为ＦＤＩ水 平 溢 出 度

量变量时，这种横向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同产业内

的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事实，可

能使内资企业尤其是处于成长期的内资企业受到排

挤与打压，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当然这种

抑制效应并未能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这

种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表３还显示，资本对产出的

贡献大于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且投入的总弹性在

统计上显著不为１，因此中国的产业存在递减的 规

模效应。

表３　回归分析

因变量Ｌｎ（Ｙ）
所有行业 劳动密集型 资本技术密集型

产出份额 就业份额 产出份额 就业份额 产出份额 就业份额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Ｌｎ（Ｋ）

Ｌｎ（Ｌ）

Ｈｏｒ

ＢＬ

０．２７８３＊＊＊
（０．０４２３）
０．１２３６＊＊＊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３６４）

０．２８９６＊＊＊
（０．０３８７）
０．１３７９＊＊＊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２３７６＊＊＊
（０．０６５９）

０．１８７４＊＊＊
（０．０５８５）
０．３５２１＊＊＊
（０．１００６）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０９９）

０．１５９３＊＊＊
（０．０４０８）
０．３３２１＊＊＊
（０．０８３０）
０．１２５２＊＊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９２７＊＊＊
（０．０２３１）

０．３７６１＊＊＊
（０．０６０６）
０．１０９１＊＊＊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９８１＊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１５１）

０．３５１９＊＊＊
（０．０９５１）
０．１１０４＊＊＊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０７８）
０．２４６１＊＊＊
（０．０７６９）

产业影响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时间影响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Ｒ２　 ０．７２２７　 ０．８６０３　 ０．６７４９　 ０．７６９６　 ０．８７３４　 ０．８０１９

部门数量 ３５　 ３５　 １６　 １６　 １９　 １９
观察数量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９２　 １９２　 ２２８　 ２２８

诊断测试

ＬＲ１　 ２５５．７５＊＊＊ ４６８．９２＊＊＊ ２０１．３４＊＊＊ ３３８．０３＊＊＊ ２３１．２１＊＊＊ ３０９．２４＊＊＊

ＬＲ２　 ６３４．１５＊＊＊ ６４４．７３＊＊＊ ５２６．４３＊＊＊ ６２１．３１＊＊＊ ５０９．４２＊＊＊ ６０９．０１＊＊＊

ＬＭ　 ３１３．０４＊＊＊ ２１４．７１＊＊＊ ３０４．９１＊＊＊ ２２５．５３＊＊＊ ３４２．９１＊＊＊ ２４３．１８＊＊＊

ＨＳ　 ３３．２９＊＊＊ ３２．１８＊＊＊ ３６．１６＊＊＊ ３３．０９＊＊＊ ３５．３４＊＊＊ ３１．４８＊＊＊

　　　　注：圆括号里为标准误差，＊＊＊ ，＊＊ 和 ＊ 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５％ 和１０％水平上显著不为０。因篇幅限制，表中未给出产业和

年份虚拟变量的估计值。

　　由于不同产业的产出份额及就业份额均存在显

著差异，这将直接导致从产出份额及就业份额角度

度量的横向溢出与纵向溢出变量发生显著变化，为

此，对ＦＤＩ溢出效应的研究从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

术密集型进行分产业的样本估计就具有必要性。从

表３中（３．３）至（３．６）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密

集型产业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

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低，因此，人员的流动性较

大，外资企业对于员工的培训随着人员的流动产生

了显著的横向溢出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企

业也通过与当地企业的供应链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后

向链接效应，但这种后向链接效应相比较而言，没有

横向溢出 效 应 明 显。对 于 资 本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业 而

言，管理、技术作为该产业的主要竞争手段，外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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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其员工的培训将通过人员的流动对本土企业产

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差

异化特性明显，其管理、技术与培训均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产业间的人员流动效应较弱，由人员流动及培

训产生的 横 向 溢 出 效 应 相 对 较 弱。从 产 出 份 额 来

看，由于一般情况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外资企

业的技术差距较大，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

应相对严重，因此通过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对内资

企业产生了负向的横向溢出效应。但资本密集型产

业的外资企业通过采购国内上游企业的中间产品，
为上游企业提供人员与技术服务，带动了本土企业

的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后向链接效应。

四、结　论

在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经济转

型时期，中国政府需要引导本土企业不断与外资企

业合作，通过为外资企业提供相关中间产品与服务，
提高接触与获取世界前沿技术与高水平管理的可能

性，促使企业增大研发力度，加大企业改革，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政府还应该优化本土企业发展环境，
引导本土企业加大培训力度，帮助本土企业改善其

技术能力，进一步促进研发和技术的进步，这样才能

够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溢出效应。基于以上

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在部署和实施引资政策时以下

几点值得考虑。
首先，一如 既 往 地 引 进 外 资，积 极 发 挥ＦＤＩ技

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通过相关鼓励

和约束政策促 使 我 国ＦＤＩ企 业 向 国 内 企 业 购 买 中

间产品或相关服务，有效发挥ＦＤＩ企业的后向链接

效应。其次，采取相关的措施，鼓励外资企业员工到

国内企业就业和工作，通过这种人员的流动来带动

ＦＤＩ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 溢 出。另 外，在 引 资 的

过程中，不能只求ＦＤＩ的数量，更要注重ＦＤＩ的 质

量与产业特征，特别要注意产业中来自于ＦＤＩ企业

的竞争程度大小，过高或过低均不能 有 效 发 挥ＦＤＩ
企业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溢出作用。最后，
要注重促进本土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缩小

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吸引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到本土企业就业，在利用积极溢出效应的同时，
尽量减少外资企业的消极溢出效应。

注释：

① 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饮料制造，造纸及
纸制品，印刷业和记 录 媒 介 的 复 制，石 油 加 工、炼 焦 及 核 燃 料 加
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医 药 制 造，化 学 纤 维 制 造，黑 色 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通用设备制造，专
用设备制造，交通运 输 设 备 制 造，电 气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通 信 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燃气生产和供应，水的生产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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