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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

) 基于接 包方的视角

崔 萍 邓可斌

摘要 : 本文首次研究了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1根据我国21 个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 08 一20 11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 实证研究表明 , 在中国这样的

发展中转型经济环境中 , 服务外包会加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 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也会带来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 1"而且 ,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服务外包的

影响作用 , 要比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本文的政策含义

是 , 在试图通过服务外包业务带动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 亦要重视 自主创

新能力的培养 ,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吸引外包业务更合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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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0"在经济全球化与知

识经济背景下 , 国与国之间竞争需要通过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来体

现 "所以 , 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之根基 "由于世界先进技术的

90% 出自于或受控于资金和研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 , 因此 , 如何学习和引进先进

技术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 "外商直接投资 (FDI ) 作为国际技

术扩散的渠道之一 , 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对 FDI 区域创新

能力提升的正面影响 (李晓钟 !张小蒂 , 2007; 宋大勇 , 2009; 等 ), 然而 , 随着

经济全球化进人新的发展阶段 , FDI 的弊端已十分明显 "由于 FDI 以加工制造业为

主 , 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 , 因而往往被 /锁定 0 于国

际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 , 只能获得较低层次的技术 (范承泽等 , 2008; 曹广喜 ,

2009 : 等 ) "
与此同时 , 由于当前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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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延伸 , 服务业全球化不断发展 , 因此 ,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具有高成长性 !高

附加值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国际分工形式 ,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 , 并希望由此带来的技术外溢能推动本国的技术创新 "中国正在成为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较多的国家之一 "当中国的制造业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而遭到冲击时 , 服务外

包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于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起步较晚 , 企业规模小 !综合

实力较差 !国际化程度较低 ! 缺乏品牌等问题突出 , 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承接

离岸外包业务较为困难 , 这成为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瓶

颈 "为此 , 我国政府于2009 年和 2010年陆续发布文件 , 确定了广州 !深圳等 21 个

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 并从财政 !税收 !金融 !电信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

了30多项政策 , 全力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

服务外包是否真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能促进本国的技术创新? 已有研究对此问

题的回答存在分歧 "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基于发包方的视角 , 研究发包对一国

技术创新的影响 , 但目前仍未有一致结论 " H owell s (1999) 认为在知识经济里 ,

服务公司在现代创新体系里占有 日益重要的位置 , 因而服务和诸如合同研发外包机

构 (C ontraet researeh and teehnology organizations , CR TO S) 这样的服务外包公司

是创新过程的 /驱动器 0, 代表着创新的集成者和领导者 "而 Peu ke rt (201 0) 在一

项针对德国公司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IC T ) 的扩散和使用情况的电话访问数据基础

上 , 同样采用 bi va riat e Pr ob it 模型来检验公司层面上 IT 服务外包对产品和流程创新

的作用 , 其实证结果却表明 , IT 服务外包并未促进发包公司的流程创新 , 反而降

低了公司采用新产品的概率 "

国内学者则主要基于接包方的视角 , 研究接包对一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其结论

也不完全一致 "杨丹辉 (2009 ) 认为目前服务外包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全

球外包分工体系 , 发达国家作为发包国仍处于主导地位 ,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企

业还处在被动接包的地位 , 从事单一的外包业务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成长路线

被锁定 "而任志成 !张二震 (2012) 基于江苏省三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样本的软

件服务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 , 其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 , 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

术溢出 , 企业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 , 尽管现有文献为本课题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 但目前学

术界对服务外包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榭 良薄弱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角度上 , 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国家 (宏观 ) 或企业 (微观 ) 的角度出发 ,

缺乏对区域 (中观 ) 的创新系统研究 "服务外包是否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的能力提

升及其影响制约因素是什么 , 仍是函待深人研究的问题 "

2. 研究方法上 , 现有研究较注重静态分析而忽视动态分析 ; 过于强调外包对创

新的单向因果关系 , 而忽略了创新也可能对外包具有反向作用 , 人为地割裂了两者

的互动关系 "而事实上双向的因果关系可能导致服务外包和创新能力之间存在 自增

强良胜循环 , 从而达到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的效应 (N ag hav i et al., 2010 )"因此

有必要采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强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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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证方面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服务外包数据的可得性 "由于服务外包起步不

久 , 所以已有研究缺乏直接准确的服务外包数据 " 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度量服务

外包 : 一种方法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数据 , 但其真实有效性受到被调查者主

观意愿的左右 ;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替代变量 , 现有研究多采用中间品的贸易份额

(Feenstra & H anson , 1997) 和垂直专业化率 (H um m els et al., 1998 , 2001) 来

度量 , 这些方法均面临数据准确性和可得性的问题 "由于这些测度方法均需用到一

国的投人产出表 , 而各国通常是每五年才编制一次 , 具有不连续性 , 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计量分析的准确度 "

在此背景下 ,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特征 , 试图从区域 (中观) 的视角出

发 , 实证研究承接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机制 , 探讨承接服务外包与

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协同发展的条件 , 从而为东道国政府如何实现服务外包和区

域创新之间的自增强良性循环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之所以选择区域的视角 , 除去

理论层面的因素考虑之外 , 还有以下现实方面的考虑 "我国商务部从 2007年开始

建立对服务外包产业的统计体系一服务外包业务管理和统计系统 , 目前运转顺畅 ,

已积累 4年的服务外包统计数据 , 但其只对外公布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数据 , 因此

研究这些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服务外包与城市区域创新之间的互动机制更为可行 "

二 !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 : 理论假说

(一 ) 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已有文献表明 , 服务外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促进技术创新 :

1.技术示范与模仿

这主要是指在外包过程中 , 企业通过对技术先进公司的新技术 !新产品 ! 生产

流程以及管理经验的模仿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刘绍坚 (2008 ) 认为

跨国软件企业进人发展中国家的软件产业中设立分支机构 , 或进行技术研发 , 或开

拓国内软件市场 , 其先进的研发理念 !管理经验和现代的商业模式在为企业创造较

好获利能力的同时 , 在竞争与合作中通过技术示范 !管理示范对本土软件企业产生

明显的示范效应 "

张杰 !张少军和刘志彪 (2009) 构建了一个纳入发达国家创新活动的外包模型

来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 ,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

平等以及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其模型表明 , 作为代工方的

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模仿程度越大 , 越能激励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

活动 , 越能激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 "

2.产业集群和关联

这主要是指外包通过促使发包方和接包方在空间上的集群 ! 以及与供应商等上

游企业和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的前后向产业关联来实现技术的扩散 , 提升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

蔡茂森和顾丽琼 (2010) 认为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可以通过产业集群产生技术溢

出效应 "这主要是通过软件产业园起到技术的引领 !示范 !集聚与辐射效应 "在产

98 一



5国际贸易问题 6 20 13 年第1期 服务贸易

业园区内 , 由于相关产业企业集聚 , 园区内相关产品齐全 , 各类产品搜索成本较

低 ; 大量的企业集聚不仅容易吸引风险投资关注 , 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

决策 ; 在软件技术园区内 , 大量优秀人才形成人才库 , 人员在园区内流动 , 为人才

搜索节约成本 "

原毅军和刘浩 (2007 ) 利用中国31 个省和直辖市大中型工业企业 2004 一2005

年的面板数据来检验制造业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其分析表明 , 由于制

造业的技术创新过程需要向邻近的生产性服务业寻求外部的支持 , 所以 , 如果某地

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比较发达 , 其就可以实现对该地区知识资本 !技术资本和人力资

本的有效积聚 , 为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投人资源的供给 "

3.人力资源的培训

这主要是指在外包过程中 , 通常需要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符合一定的技

术标准 , 这会加快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从而转化为创新能力 "

Lon g (2005) 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外包模型来研究一个面临国外竞争对手的外包

公司的决策 "在模型中 , 外包企业基于降低成本和战略考虑 , 将产业价值链高端业务

外包到国外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 , 为了使产品符合质量 !规格的要求 , 外包企业通

常需要对低工资国家员工进行培训 , 从而使低工资国的竞争对手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 "

赵玉峰 (20 09 ) 利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 /培训效应 0 证明培训

的溢出效果 : 如果一项新的技术引进项 目开始之前 , 当地企业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

学习 !培训 , 那么该项目的技术转移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 "

那么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吗? 李元旭和谭云

清 (2010 ) 认为 , 国际服务外包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会自动产生 , 它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接包企业的吸收能力 , 接包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国际服务外包

知识溢出及其技术提升起着关键影响作用 "而在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众多因素中 ,

人力资本是一个重要因素 "网澄宇和郑继忠 (2010 ) 以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大

连市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的企业及高新园区管委会 !信息产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

行 了调研 , 其实证结果证实了在承接外包过程中 , 人力资本是影响服务外包技术外

溢的一种重要因素 "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开放度会影响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喻美辞
(20 08 ) 构建了一个包括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增长模型 , 其分析结果表明 , 在开放

经济条件下 , 国际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的技术进步率具有正向的促进

作用 , 但是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要受到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制约 "

一些学者认为基础设施会影响服务外包的实施效果 "宋丽丽和薛求知 (2009 )
指出由于国际服务外包的离岸性 , 通信和信息技术设施是国际服务外包实现的技术

基础和平台 , 是服务全球性细化和外包实现的最重要的 /使能 0 (Ena bli ng ) 因

素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满足业务的需求程度直接影响和制约服务外包的实施和效

果 , 是发包企业选择服务提供商的重要标准之一 "

还有些学者认为FDI 会影响外包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徐毅和张二震 (2008)

利用中国1997年与 2002年两张投人产出表数据对中国企业的外包行为做了经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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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分析了外包 ! FDI 和本土技术创新的关系 "其研究结果表明 , 与西方企业的外

包动因不同 , 劳动力成本并不是中国企业考虑的因素 "外资流人较多的行业其外包

的密度也较高 , 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高的外包倾向 "

(二) 技术创新对服务外包的反作用

关于服务外包发展的动因,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工嘟左行了相关的研究 "Yea ts (2001 )

认为贸易壁垒 (关税 ) !劳动力成本 !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输成本 !政府的影响 !语

言相似性等都是影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跨国外包的重要因素 "薛求知 !宋

丽丽 (2008) 分析了影响信息技术服务离岸外包区位选择的因素 , 结果表明经济发

展水平 !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成本 ! IT 基础设施会影响服务外包的决策 , 而文化

差异对外包决策的作用并不明显 "杨伟文和丰晓 (2 011) 基于 1995年一2008年的

时间序列数据 , 对影响我国服务外包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其研究结果表明 , 服

务业发展程度 !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我国服务外包的低发展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 有学者尝试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解释外包成因及外包的快

速发展 , 但 目前文献多集中于从发包方的视角来研究 , 从承包方的视角展开的研究

较少 "

B ar te l et al . (2008) 首次使用公司层面面板数据来对技术创新对外包影响同

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他们构建了一个外包和技术创新的动态模型以分析发包方

对技术创新的预期是如何影响外包需求的 "模型指出当技术变化迅速时 , 外包变得

对公司更加有利 : 因为当生产技术的创新速度加快 , 公司能够分摊与购买新技术有

关的沉没成本的时间就越短 , 这使得使用最新技术内部生产的成本要比外包相对要

高 "Bartel et al. 使用西班牙公司1990 年到2002年的不连续面板数据检验了他们模

型的预测结论 "实证结果支持该模型的主要结论 , 即在其它条件不变时 , 对外包的

需求随着技术变化的概率提高而增加 "

汤池 (2008) 参考了 Bart el et al . (2008) 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

型来研究技术进步对承包方服务外包供给的影响 "其分析结论表明技术的水平本身

与外包没有内在的联系 , 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却对外包有重要的影响 "但由于数据

受限 , 他并未能够对此进行实证 "

对于承接服务外包与技术创新特别是区域技术创新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 , 已

有研究并未对此做出清晰的回答 , 这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因此 , 借鉴

已有研究 , 本文认为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存在互动 , 其互动机制如下 : (1) 通

过承接服务外包 , 加强了区域创新系统与外界的交流 , 尤其是在知识 !技术 !技

能 !人才等创新要素方面的交流; (2) 通过承接服务外包 , 区域创新主体一接包企

业通过与发包方的示范一模仿一学习 !关联一共同发展 !竞争一跟进等机制 , 加速区

域内的技术扩散 ; (3) 区域创新系统会通过类似的机制反作用于承接服务外包的企

业 , 从而影响其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 "

根据以上分析 , 提出本文的两个基本研究假设 :

假设一 : 承接服务外包对区域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假设二 :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速服务外包的承接 "

1 0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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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接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一实证检验

(一 ) 样本选取和研 究变量

1.数据来源和研究软件

本研究中的服务外包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对外公布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据 , ,

由作者自商务部网站手工收集所得 , 部分服务外包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主办的 /中国

服务外包网 0"其它数据来源于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统计年鉴或者统计公报 "样

本期间为 2008 一201 1年 "所有的实证均采用 STA TA 完成 "

2.研究变量的选取和度量

(1)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服务外包 : 服务外包括离岸外包和在岸外包 "由

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承接国际外包是否有利于促进技术后进国的技术创新 , 因此

本文的服务外包主要指离岸外包 , 用各市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来度量 "区域技术

创新: 综合以往研究 (徐毅和张二震 , 2008; 黄烨著和张纪 , 2011) , 区域的技术

创新能力可以用各城市的专利授权数来度量荀"M al erba & Or sen igo (1997 ) 认为 ,

专利统计为技术变革分析提供了唯一的源泉 , 就数据质量 !可获得性以及详细的地

区 !产业而言 , 任何其它的数据无法与专利数据相媲美 "

(2) 控制变量 "根据前面理论分析及数据可得性考虑 , 本文选取了人力资本水

平 ! 经济开放度 !基础设施 ! FDI ! 服务业发展程度和劳动力成本作为控制变量 "

借鉴魏下海 (2009 ) !张秋菊和刘宏 (2010) , 本文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来度量

人力资本水平; 借鉴李错和齐绍洲 (2011), 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度量各市的经济

开放度 : 首先将各市各年度的进出口总额用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表示的数值 , 然后再

用这些值除以G D P ; 参考苏秦和杨青青 (2010 ), 信息基础设施变量则用国际互联

网用户数来度量; 参考李震煌 (201 0 ) !杨伟文和丰晓 (201 1), 本文用服务业增加

值作为服务业发展程度的度量 , 用各市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度量 "

(二 ) 实证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实证回归 "和普通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模型相比 ,

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更多的变化 !更少共线性 !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

估计效率 "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通常有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伍德

里奇 (2003 ) 指出 , 由于随机效应要求误差项包含的被回归方程遗漏的解释变量与

进入方程的解释变量无关 , 这一条件在很多情况下不成立 , 因而通常的回归多使用

固定效应模型 "为此本文的回归也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忿,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

¹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21个示范城市包括北京 ! 天津 ! 大连 ! 哈尔滨 !大庆 ! 上海 ! 南京 ! 苏州 ! 无锡 !

杭州 ! 合肥 ! 南昌 ! 厦门 !济南 !武汉 !长沙 ! 广州 ! 深圳 ! 重庆 ! 成都 ! 西安 . 由于长沙数据缺失 , 为 了

保证数据容量. 补充气个 5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6 (20 10 一201 1) 提及的三个未来最具潜力的服务外包基地

城市: 青岛 ! 宁波和嘉兴_

º 作为稳健性检验 , 木文还采用 了各城市的专利申请数来度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 结果同样显著. 并不

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

» 为稳健起见 , 我们实施了H au sm an 检验 , 结果同样支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 限于篇幅 , 卜lau sm an 检验

结果未在文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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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性 , 我们同时给出考虑截面因素的单向固定效应模型 !考虑时间因素和截面因素

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

根据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 , 我们分别设计构建以下两个计量模型 :

模型1: R乙!, = a +戏以 .卜, 十几刀尺,,卜, +八F不,卜l+几戏 卜, +八尸"式,卜, +从!, (1)

式中: 尺么是 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各年度的专利获批准数 , 以度量其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 "为避免内生性 , 各解释变量均采用其滞后一期值: 以叹[一,是经价格调整

的滞后一期的离岸服务外包变量 ; 刀了己I一7是滞后一期各市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 ,

用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 F T ;,一了是滞后一期对外贸易依存度 , 用以度量区域的经济

开放度; 践门是滞后一期各市的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 用以度量区域的信息基础设施

程度 ; 卢刀Z卜了是经价格调整的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 从,, 是模型的残差 "

模型2: 口s,, ,二a十刀.R最,一,+八F孔卜!+八战,I一, +几城,卜:+从, (2)

式中: 以又是经价格调整的离岸服务外包变量 "为避免内生性 , 各解释变量均

采用其滞后一期值 : 尺么-一了是滞后一期的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各年度的专利获批准

数 , 以度量其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 F了;卜:是滞后一期对外贸易依存度 , 用以度量区

域的经济开放度 ; sj ,卜了是经价格调整的滞后一期服务业增加值 , 用以度量服务业

发展程度; 评 ,一了是经价格调整的各市的职工平均工资 , 用以度量劳动力成本 ; 从 ,

是模型的残差 "

(三) 实证研 究结果及分析

表 1均值统计表明 , 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与服务外包水平均逐年提升 "信息基础

建设水平变量 Is ! 劳动力成本变量 评的均值亦逐年提升 "而其他变量则不存在明

显的时间变化趋势 "

表 1 各年各变量均值

尸之 门写 少刀刁 厂了 js FI 万 SI 才

2 ()08 1 24 2 0 .4 4 1.8 4 78 3 9 4 0 4 63 3 .2 0 .8 7 3 92 ]6 8 .03 7 8 3 2 3 30 0 .4 2 .8 4e + 0 7 3 0 83 7 .6 2

2 ()0 9 156 ()7 件2 3月0 07 3 6 4 3 95 7 污.8 0 石8 1 3 1 19 5 .32 2 8 2 9 8 43 4 .9 2 名4e + 0 7 3 5 66 1.8 5

2 0 10 1 9 16 2 .6 5 5 斗5 59 9 8 4 4 12 5 8 卫 0 7 3 6 63 19 6 .29 2 8 3 9 5 30 2 召 2 7 7e + (27 3 8 40 9 名

2 0 1 1 3 38 3 7 .13 7 .8 5 28 5 6 4 2 09 7 7 _7 0 7 13 60 3 7 8 .63 3 9 4 9 2 37 8 7 2 石6 e + 07 4 0 58 2 召5

表 2 给出研究假设 1的检验结果 "从表 2 中可见 , 无论控制变量是否进人方

程 , 无论采用单向还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以叹,一,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 , 说明服务

外包对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 "这与以往多数研究结论相似 "于是我们

的实证结果就支持了研究假设一 , 即地方承接服务外包对区域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同时 , 我们还发现 , 控制变量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缺乏稳定的显著作

用 "无论是基础设施变量 线曰, 还是对外贸易依存度变量尸大卜了, 当只控制截面固

定效应时 , 它们与技术创新均显著相关 ; 但当同时控制住截面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

这种显著性就消失了 "这说明 , 这些控制变量虽然和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代表它们就是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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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服务外包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变量量 (1 ))) (2))) (3 ))) (4 )))

呱呱 t-]]] 871.134* **** 882石49 **** 8867 22***** 529 .932***
(((((2.82))) (2几8 ))) (2.96))) (1.77 )))

刀刀汉t一,,,, 0一00888 一0.00666(((((((((0.76 ))) (一 54 )))

以以 一,,,, 一89.506*** 一 8刀4333(((((((((一1.83 ))) (一07 7 )))

瓜瓜卜卜卜卜 292 84 *** 14.4 1333(((((((((1.82 ))) (0.93 )))

卢卢刃人一,,,, 一0.00 444 一0.00888(((((((((一 ,51))) (一0.15 )))

耐耐之为初 尸尸 0.5 2 111 0.7 1 666 0 .6 2 111 0 7 1222

样样本数数 6111 6 111 5333 5333

回回归方法法 单向固定效应应 双向固定效应应 单向固定效应应 双向固定效应应

注: 括号内为 t一统计量 , ** * , ** 和*表示统计显著水平分别为1% , 5% an d 10% "

表 3 区域技术创新对服务外包的影响

变变量量 (l))) (2))) (3 ))) (4 )))

了了召 t--III 0.0004***** 0刀003***** 0. 5叉)04***** 0.0002*****
(((((7.98 ))) (3.45 ))) (4.05 ))) (3 刀2)))

声声7 _,,,, O刀2 111 0 .0 1 666
(((((((((0.69 ))) (0 滩2 )))

义义卜,,,, 一1.37e (一8 ))) 一1.23e一0888(((((((((一1.19 ))) (一1, 11 )))

哄哄卜,,,, 0.0(X) lll 一0.000 222(((((((((1 ,0 1))) (一几4)))

www护之力加 丫丫 0 63999 0.69888 0.66222 0 .70999

样样本数数 5777 5777 5444 5444

回回归方法法 单向固定效应应 双向固定效应应 单向固定效应应 双向固定效应应

注: 括号内为 卜统计量 , ** * , ** 和*表示统计显著水平分别为 1% , 5% an d 10% ; 工具变量为解释变量

尺么卜,再滞后一期值 , 即了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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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给出研究假设 2 的检验结果 "从表 3 中可见 , 无论控制变量是否进入方

程 , 无论采用单向还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尺么I一了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 , 说明技术

创新水平对服务外包水平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 "于是我们的实证结果就支持了研究

假设二 , 即区域技术创新对地方承接服务外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 , 我们还发

现 , 控制变量对服务外包水平的提升缺乏显著作用 , 这亦进一步说明了技术创新是

提升服务外包水平的根本性的 !重要的因素 "

比较表2和表 3我们还可以看到 , 表 3 中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度 , 要较表 2中解

释变量的系数显著度高 "这提示我们 ,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服务外包的影响作用 ,

还要比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

四 !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以往研究多关注研究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提升水平的影响 , 而忽略区域技术创

新对服务外包接包能力的提升作用 "有鉴于此 , 本文在充分考虑内生性等问题的前

提下 , 首次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根据我国

2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08 一201 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 , 在

我国这样的发展中转型经济环境中 , 不仅服务外包会加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升 , 而且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会显著带来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 "从实证结果

上看 ,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服务外包的影响作用 , 要比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

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 , 在试图通过服务外包业务带动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同

时 , 亦要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吸引外包业务更合理健

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 目前 , 各地政府虽然越来越重视发展服务外包业务 , 但往往只

强调服务外包业务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 , 只考虑到服务外包业务能够

带来的 /好处 0, 而忽视要发展服务外包业务所必需练好的 /内功 0, 即要依靠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更好的承接服务外包业务 "因而 , 本文的结论亦具有明显的实践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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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A na ly sis o f the Inte ra etio n be tw e e n S e rv iee O utso u re in g a n d R e g io n a l

T ee h no lo g y In no va tio n

) F ro m th e P e rs Pe etiv e of S e rv ie e P ro v ide r

C U I P in g D E N G K e一b in

A bstract : T his thesis stu dies th e interaetio n betw een serv ice outsou rcin g an d

reg io n a l te eh n o lo g y in n o v a tio n fo r th e fi rst tim e . U sin g th e n o n一b a lan ce d P an e l d a-

ta o f C h in e se . 5 2 1 d e m o n stratio n eitie s fo r se rv ie e o u tso u re in g fr o m 2 0 0 8一2 0 1 1,

w e em P irie ally sh o w th at in th e tran sitio n ee o n o m y o f d ev e lo P in g e o un tries lik e

C h in a , serv ie e o ut so u rein g w ill a ee e le ra te th e im P ro v e m en t o f reg io n a l tee h n o lo g y

in n o v a tio n , w h ile th e im P ro v em en t o f reg io n a l te eh n o lo g y in n o v atio n w ill also

stim u la te th e d e v e lo P m en t o f se rv ie e o u tso u rc in g . M o re o v er, th e e ffe e t o f re g io n a l

tee h n o lo g y in n o v a tio n o n serv ic e o u tso u re in g 15 m o re P ro m in en t th an th e effe ct

o f serv ic e o u tso u rcin g o n te e h n o lo g y irm o v a tio n . T h e P o lic y in 1P liea tio n o f th is

th e sis 15 th a t it 15 n e e e ssa ry fo r C h in a to att a eh gr e at im P o rt a n e e to e u ltiv a te th e

ab ility of indeP endent inn ovation w hen it tries to im P rov e the reg ion al teehno lo-

g y in n o v a tio n b y e x P a n d in g serv ie e o u tso u re in g .

K eyw o rd s : Serv iee O u tsourein g: R egional teeh nology innov atio n; Intera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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