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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

包　群　赖明勇

　　摘要: 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 本文建立了用外商直接投资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 协整分析的

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但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 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明显。同时,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本文运用误差修正模型

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资本产出率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进一步证实前述结论, 并且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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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 (FD I) 对

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

研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 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 如Ro stow 首

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

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

多马模型, Chenery & Strou t 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 指

出外资可以弥补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资金缺口、进口与出

口之间的外汇缺口。但是, 传统的“双缺口”模型难以解释流

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多的现象。首先, 我国并不存

在明显的投资资金缺口, 虽然由于利率的下调近年来居民储

蓄增速减缓, 但整个 20 世经 90 年代我国居民平均储蓄额达

到 5 400 多亿人民币, 高居不下的居民储蓄成为国内投资的

重要来源。其次, 我国也没有明显的外汇缺口, 除了个别年份

之外 (如 1993 年我国外贸逆差为 12212 亿美元)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外贸都保持了一定的贸易顺差, 而且充足的外

汇储备也避免了外汇短缺的出现。因此, 一些学者从技术进

步角度探讨 FD I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汤文仙、韩福荣 (2000) 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 指

出除了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外, 中国经济还存在技术落后、生

产效率不高所导致的“技术缺口”, 外资的引入正是为了弥补

我国的“技术缺口”。江小涓 (2000)指出在近年来我国生产能

力和资金都过剩的情况下, 内资之所以不能替代外资的原因

就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能起到改善资产质量、促

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带动配套产业等作用。张诚等
(2001)、陈敏敏 (2000)则分别研究了我国 FD I的技术外溢渠

道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提升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我国一直实

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 试图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来促进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已有研究往往侧重从定性分析

的角度探讨 FD I可能带来的技术扩散、传递、示范作用, 但以

“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实效分析必须建立在定量测算基

础上。因此,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 建立用 FD I将技术

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具体测算了我国 FD I

的技术进步效应。

二、用外商直接投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在新增长理论中, 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表述方式有多种,

如以Rom er (1986) 为代表的干中学模型、以L ucas (1990) 为

代表的人力资本模型以及以 Gro ssm an & H elpm an (1991) 为

代表的研发模型。事实上,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FD I也是技术

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跨国公司的直接

投资在国际间技术扩散、传播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如本国企

业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模仿, 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产业

关联效应, 外资企业的进入增强本国市场的竞争压力从而迫

使本国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以及外资企业对本国员工的人员

培训等等。这一点也为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 N adiri
( 1991)、Im brian i & R eganati(1997) 等人发现流入发达国家

的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存在技术外溢效应; Kokko (1994)、

Kokko & Zejan (1994)、Sjoho lm (1999) 等人对发展中东道国

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 FD I 技术外溢效应的

结论。以这些已有实证研究工作为基础, 本文构造了一个用

FD I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

本文进一步将 FD I促进技术进步的渠道分为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两类: (1) 外资企业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指外资

企业相对国内企业的要素生产率优势的提高。正如传统的外

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理论所表明的, 拥有先进技术、研

发能力、管理经验这些所有权优势是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发生

的一个前提条件, 外资企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直接带动东

道国技术进步。 (2) 间接效应是指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

术外溢。显然, 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总投资的比重将直接影

响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 如果我国 FD I存在正向的技术外溢

效应, 则这一比重越大, 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也越明显。

传统的Cobb- Douglas 生产函数为:

Y t= A tL
Α1
t K

Α2
t (1)⋯⋯⋯⋯⋯⋯⋯⋯⋯⋯⋯⋯⋯⋯⋯⋯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由常数项A t 所表示的

残值, 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 (T FP)。本文则以新增长理论为

基础, 假定外商直接投资是决定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因素之一, 从而建立 FD I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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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B t [1+ ΓSHA R E t ]FD IΗt (2)⋯⋯⋯⋯⋯⋯⋯⋯⋯⋯

其中: Y t、L t、K t, SHA R E t , FD It 分别代表 GD P、劳动力

投入、资本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和外商

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A t 代表 t 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它是

由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 (反
映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来内生化决定的。Η为外资企业与

国内企业相比的相对生产率弹性系数, 反映了外资企业促进

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Γ为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弹
性系数, 度量了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Γ值的经济涵义是

很明显的。如 Γ为 0, 则 (2)式为A t= B tFD IΗt , 此时外商直接投

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仅限于直接效应。如果 Γ取值为正, 说

明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存在正的技术外溢

作用; 反之, 如果计算的 Γ值为负, 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
国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还可能存在一定的阻碍效果。B t 为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残余值, 表示影响技术进步的各种

其他因素。

从 (2)式可以看到,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

经济的内生增长, 其途径主要有两条: ①提高外资企业自身

的相对要素生产率 (Η) ; ②通过外资企业对国内部门、当地企

业产生的技术外溢效果 (Γ)。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
术进步的综合效应由 Η、Γ共同决定, 令外资企业技术进步的

综合效应为 ∆, 由 (2)式的 Γ、Η值可计算出

∆=
Γ+ Η

1- Γ- Η (3)⋯⋯⋯⋯⋯⋯⋯⋯⋯⋯⋯⋯⋯⋯⋯⋯

将 (2)式代入 (1)式, 得到:

Y t= B t [1+ ΓSHA R E t ]FD IΗtL
Α1
t K

Α2 (4)⋯⋯⋯⋯⋯⋯⋯⋯

上式的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 得到:

lnY t= lnB t+ ln [1+ ΓSHA R E t ]+ ΗlnFD It

+ Α1 lnL t+ Α2 lnK t (5)⋯⋯⋯⋯⋯⋯⋯⋯⋯⋯⋯

利用近似估计: 当 z 很小时,L og (1+ z)≈ z, 对上式中的

第二项作近似估计, 则 (5)式可写成:

lnY t= lnB t+ ΓSHA R E t+ ΗlnFD It+ Α1 lnL t+ Α2 lnK t

(6)⋯⋯⋯⋯⋯⋯⋯⋯⋯⋯⋯⋯⋯⋯⋯⋯⋯⋯⋯⋯⋯

式 (6)即为基本计算公式。

三、模型的实际测算

(6)式的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 可能存在非平稳性。而
回归分析是以样本数据的平稳性为前提的, 对非稳定性的时

间序列数据应用回归分析往往会导致伪回归现象, 从而致使

结论无效。对于 1 阶差分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 即在变量在

满足 1 阶平稳 I(1)的条件下,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各
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因此, 本文首先检验式 (6)中各经

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 然后由此选择 (6) 式的测

算方法。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 1979- 200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考虑到对时

间序列数据取对数之后不会改变其时序性质, 且对数化后的

数据容易得到平稳序列, 因此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分别记

为 L GD P (国内生产总值)、L K (资本)、LLABOR (劳动力)、

L FD I(外商直接投资)。在计算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我

国总投资比重时, 本文参照文献 11 的做法, 采用历年美元的

有效汇率将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转换为人民币计价, 从而计
算出 1979- 2000 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国内总投资的比

重, 用 SHA R E 表示。

本文采用AD F (A ugm en ted D ickey- Fu ller) 单位根检

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AD 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C, T , K) AD F 检验统计量 5% 临界值

L GD P (C, T , 1) - 31583 - 31659

∃L GD P (C, N , 3) - 31539 - 31052

L FD I (C, T , 4) - 31254 - 31735

∃L FD I (C, N , 1) - 31458 - 31029

L K (C, T , 4) - 21761 - 31708

∃L K (C, N , 1) - 31108 - 31029

LLABOR (C, N , 3) - 11629 - 3104

∃LLABOR (C, T , 3) - 31298 - 31276

SHA RE (C, T , 2) - 21087 - 31675

∃SHA RE (C, T , 1) - 31890 - 31674

　　说明: 检验形式 (C, T ,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
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N 是指不包括 C 和 T , 加入滞后项
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 滞后项阶数由A IC 准则确定,
∃ 表示差分算子; 表中所列临界值为 5% 置信水平下的
AD F 检验M ack innon 统计值。各类时间序列数据由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由表 1 可知,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 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

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即都是 I(1)

序列。因此, 本文以下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来测算 (6)式中各经

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变动关系。
(二)协整分析结果

关于协整检验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 一

是 1987 年 Engle 和 Granger 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

AD F 检验; 二是 Johansen (1988、1991)和 Juseliu s (1990)提出

的基于VA R 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 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

值的比统计量 Κ- m ax 来判别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Jo2
hansen 极大似然法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 r, 因

此我们采用 Johansen 方法。同时, 本文采用A IC 定阶准则,

根据无约束的VA R 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VA R 模型的最

优滞后期。

协整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Johan sen 协整检验结果
L GD P、L K、LLABOR、L FD I与 SHA REFD I( in VA R lags= 2)

特征值 零假设
(H 0)

备择假设
(H 1)

似然比
统计量 1% 临界值

01947 r= 0 R = 1 156183 76107
01838 r≤1 R = 2 971864 54146
01776 r≤2 R = 3 611405 35165
01586 r≤3 R = 4 311473 20104
01499 r≤4 R = 5 131835 6165

　　说明: r 代表协整向量数。

表 2 表明, 在 1% 临界值下L GD P、L K、LLABOR、L FD I

与 SHA R EFD 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个数R 为 4。选取L GD P、

L K、LLABOR、L FD I与 SHA R EFD I之间所对应的长期方程

式为:

L GD P
=

01375L K
(010701)

+
11881LLABOR

(011723)

+
011586L FD I

(010466)
+

01014SHA R E
(010028)

(7)⋯⋯⋯⋯

(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协整结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11 由协整分析, Η= 011586; Γ= 01014, 进一步由 (3) 式计

算 ∆值, 可得:

∆=
Γ+ Η

1- Γ- Η= 01205 (8)⋯⋯⋯⋯⋯⋯⋯⋯⋯⋯⋯⋯⋯

因此, 本文计算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

综合效应大约为 01205, 即:

(1)在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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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占我国总投资的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 可带动我国

技术进步率 01014 个百分点。 (2) 在外资企业占我国总投资

的比重不变的情况下, 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每提高 1 个

百分点, 可带动我国技术进步率 011586 个百分点。 (3) 外资

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外资企业占我国总投资的比重同时提

高 1 个百分点, 则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为 01205 个

百分点。沈坤荣等 (2000)利用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

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 得出 FD I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 可以带来 0137 个单位的综

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本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分析

结果略低于这一数值。

协整结果说明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通过相对生产率

的提高、技术外溢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 但外资企业技术进

步的直接效应要远大于其对国内企业技术外溢的间接效应,

即现阶段外资企业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其自身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 而非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作

用。

因此, 尽管普遍认为外资企业的要素生产率要高于国内

企业 (江小涓, 2001) , 但外资企业的生产优势并没有对国内

企业产生技术扩散、传播、示范等外溢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

首先, 我国外资企业的产业链接程度低。外资企业通过

原料、中间投入品等的当地采购与国内企业发生了前向或后

向的产业链接效应。然而, 我国 FD I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技

术波及效应并不明显, 原因在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加工

贸易倾向, 外商提供的技术中属于装配组装技术和后工序生

产技术的比重较大。由于加工贸易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中间

品投入主要依靠进口, 没有实现国内供给替代, 因此这种“两

头在外”的外资企业生产结构难以具备带动上、下游产业的

产业链作用。据估算, 我国外资企业 1991- 1996 年间加工贸

易增值系数平均值仅为 11167, 低于全国加工贸易增值系数

的平均值 11273 (戚自科, 1999)

其次, 外资企业通过人员培训效应产生技术外溢的效果

也不显著。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确比当地企业投入更大的人

力资本培训, 然而在目前外资企业的工资报酬率普遍高于国

内企业的情况下, 外资企业员工向国内企业的流动现象并不

多见。同时, 目前跨国公司的原管理者以及技术人员的再创

业例子也不多见, 原因在于受金融市场、融资渠道的限制, 往

往难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金投入, 缺乏较为健全、完善的金

融体制大大限制了人员流动所带来的技术外溢。

最后, 外资企业也会对技术转移做出种种限制。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 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初始技术差距的情

况下, 试图完全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来带动

国内技术进步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成本巨大。因此, 我国制订

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 通过出让一定的国内市场份

额来换取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但外商直接投资毕竟是跨国

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的产物, 外资企业不会自觉服从东道国政

府的产业指导和宏观调控, 也无意促进对东道国企业的“技

术外溢”效应, 甚至跨国公司还通过种种技术转移限制来制

约其技术促进作用。此外, 我国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扩

散的吸收能力不足也限制了 FD I技术外溢效果。

以上分析表明, 尽管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拥有相对生产率

优势, 但这一优势还难以形成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

21 协整结果同时表明作为两种基本投入要素, 劳动力对

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高于投资的作用。对此可能的解释

主要有两点。首先, 新增长理论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

另一主要源泉, 卢卡斯 (1988)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放松对

于广义资本而言的要素报酬递减约束, 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

进步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然而, 本文把人力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完全归结到劳动力 (LABOR ) 一项

中, 因此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包含了人力资本积

累的作用。其次, 一些回归分析发现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原因, 但与回归分析不同, 协整关系探求的是经济

变量之间稳定的长期关系。虽然我国经济增长实践表明改革

开放以来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

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多是通过投资金额的数量

积累体现出来的。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资体制和融资体

制, 单纯的资本数量扩张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带动了经

济的高速增长, 但当资本收益出现持续下降、甚至恶化时 (见

表 3) , 投资的盲目扩张、资本形成过快又直接导致了“粗放

型”经济增长, 这也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长率在近年来的连续

下降, 如张军 (200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改革以来我国的资

本- 产出比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此, 资本数量扩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要远远小于

其在短期中的影响效应。

表 3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表
国内生产总值 (GD P)
年增加额 (亿元)

固定资产年投资额
(亿元)

投资效益
系　　数

1980 47916 91019 015265
1985 1 79314 2 54312 017052
1990 1 63817 4 51710 013628
1995 11 71817 20 01913 015854
1998 3 88216 28 40612 011367
1999 3 72212 29 85417 011247
2000 7 33611 32 61910 012249

　　说明: 投资效益系数计算公式为: GD P 年增加额ö固定资产年投
资额。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
步效应的进一步研究

　　为了验证基于新增长理论的 (6) 式中外资企业技术进步

效应的协整结果, 本文以下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余

值法”, 先直接计算出 1979- 2000 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再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E rro r Co rrect ion model)

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与 FD I、SHA R E 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短

期动态调整关系。

建立同 (1)式的Cobb- Douglas 生产函数如下:

Y t= A t·K t
Α·L t

Β (1)′⋯⋯⋯⋯⋯⋯⋯⋯⋯⋯⋯⋯⋯

索洛余值法衡量了除资本、劳动力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其中A t 即全要素生产率 (T FP)。对

上式进行不带常数项的对数回归后计算得到:

L n (Y t) = 01806L n (K t) + 01266L n (L t) (9)⋯⋯⋯⋯⋯

计算上述回归方程式的残差值可得到 1979- 2000 年的

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记为L T FP:

L T FP t= L n (Y t) - 01806L n (K t) - 01266L n (L t)

(10)⋯⋯⋯⋯⋯⋯⋯⋯⋯⋯⋯⋯⋯⋯⋯⋯⋯⋯⋯⋯⋯

同时, 为了比较研究我们还采用各年的资本产出率, 即

GD P töK t, 来衡量技术进步作用, 记为 YK。在新古典增长理

论中, 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长期

下降; 新增长理论则强调技术进步阻碍了资本边际报酬率的

递减现象, 使得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可能。因此, 资本产出率

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同前, 采用 AD F 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 L T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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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 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

L T FP、YK 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

∃L T FP、∃YK 都是平稳的。

表 4 　　AD 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C, T , K) AD F 检验统计量 5% 临界值

L T FP (C, N , 4) - 11417 - 11963
∃L T FP (C, T , 3) - 31768 - 31712

YK (C, T , 4) - 31106 - 31712
∃YK (C, N , 1) - 31259 - 31029

运用 Johansen 协整方法分别分析L T FP、YK 与 FD I、

SHA R E 之间的长期关系, 结果如下。

表 5　　技术进步效应的 Johan sen 协整检验结果
L T FP、L FD I与 SHA RE (in VA R lags= 2)

特征值 零假设
(H 0)

备择假设
(H 1)

似然比
统计量 1% 临界值

018135 r= 0 R = 1 491968 35165
015794 r≤1 R = 2 181058 20104
010809 r≤2 R = 3 11603 6165

YK、L FD I与 SHA RE (in VA R lags= 2)

017811 r= 0 R = 1 491551 35165
016302 r≤1 R = 2 171691 20104
010899 R≤2 R = 3 11789 6165

　　说明: r 代表协整向量个数。

表 4 表明, 在 1% 临界值下L T FP、L FD I、SHA R E, YK、

L FD I、SHA R E 之间均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所对应的长期

方程式分别为:

L T FP= 01518+ 012698L FD I+
　　　　 (0104145)

010771SHA R E
(0105145)

(11)⋯⋯⋯⋯⋯⋯⋯⋯⋯⋯⋯⋯⋯⋯⋯⋯⋯⋯⋯⋯⋯

YK= 616497+ 113015L FD I+
　　　　 (011422)

012807LD K
(010409)

(12)⋯⋯⋯

(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协整结果 (4)、(5) 式进一步支持了前述结论: 我国外资

企业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更多地通过提高自身要素生产率, 同

时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 即 FD I技术

进步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

根据 Granger 定理, 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

修正模型的表达形式。因此,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

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 (EC) 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 , 以此

来研究 FD I 技术扩散效应的短期动态调整与长期特征, 误差

修正项的大小表明了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误差修正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 t= Α0+ 2
n

r= 1
Α1i∃Y t- r+ 2

n

i= 0
Α2i∃L FD It- i

+ 2
n

j= 0
Α3i∃SHA R E t- j+ Α4EC t- 1 (13)⋯⋯⋯⋯⋯⋯

其中 Y 为因变量。在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过程中, 根据

文献 1 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 我们从滞后 2 阶开始逐渐

排除不显著的变量, 得到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6。

表 6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ECM )

因变量 ∃L TFP t　 (1) 因变量 ∃YK t　 (2)

回归变量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量 回归变量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量
∃L TFP t- 1 110265 21069 ∃YK t- 1 11284 21668
∃L FD It- 3 011491 11359 ∃L FD It- 2 01628 21003
∃SHA R E t- 2 010160 11528 ∃SHA R E t- 2 01077 11954
EC1 t- 1 - 015834 - 11775 EC2 t- 1 - 019215 - 11826
R 2= 01629 S1E: 01066 R 2= 01747 S1E: 012494

上述检验误差修正项分别为:

EC1t- 1= L T FP t- 1- 01518- 012698L FD I

- 010771SHA R E (14)⋯⋯⋯⋯⋯⋯⋯⋯⋯

EC2t- 1= YK t- 1- 616497- 113015FD I

- 012807SHA R E (15)⋯⋯⋯⋯⋯⋯⋯⋯⋯

其中 EC it- 1为第 ( I)个误差修正模型的一阶滞后残差。

两个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度分别为 01629, 01747, 这是

因为模型缺省了一些自变量的原因。误差修正模型只考虑了

外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而没有包括国内企业R &D 投入、人

力资本以及政府研发投入这些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

但这并不影响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模型所反映的变

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技术扩散效应的动态过程: (1) 用

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资本产出率代替技术进步率的误差修正

模型结果再一次验证了协整检验的结论, 即外资企业相对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进步有着明显的正面推动作用, 同时

外资企业技术外溢对技术进步影响很小。同时, 从模型中

L FD I、SHA R E 自变量的滞后期选择来看, 外资企业对我国

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较为明显的滞后效应。一方面, 外资企

业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迅速适应当地生产条件、市场环

境的要求, 外资企业首先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进行人员培训、

技术改造、技术支持, 以改进其技术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 东

道国企业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也需要一个过

程, 由于初始技术水平的差距, 以及受本国人力资源、生产条

件、管理水平的限制, 本国企业往往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

模仿、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2)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部

分, 长期中技术进步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型中误差

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 015834、- 019215, 即长期中校正上

一年技术进步率非均衡的程度分别达 58134%、92115% , 说

明技术进步率存在较大的波动现象。尽管外资企业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但外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作用存

在着较大的波动性, 这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期中并不能成

为我国技术进步的可靠来源。

五、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以下几点:

(1)与国内企业相比, 外资企业的确具有一定的相对要

素生产率优势, 而且外资企业相对生产优势的提高是其促进

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
(2)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非普遍认为

的那样显著, 本文分别以新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

础, 采用生产函数法、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测算

的结果都表明目前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实际很小, 这就

对我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以市场换技术”引资基本战略的

实际效果提出了质疑。
(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还存在

较大的波动性, 即在短期技术进步效应的动态调整速度很

快,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一条稳定

渠道。

因此,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我们不仅要通过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来调整外资投

资方向, 而且还要通过政策导向来促进外资的技术外溢效

应。促进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将是我国今后制

订引资政策的核心目标, 而且产业关联不仅仅局限于原材

料、零部件采购等后向关联, 而且要加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

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方面的前向关联。如通过政策优惠、

研发环境的改善鼓励跨国公司不仅将其生产 (下转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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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我们发现, 进化对策论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与其他社会学
科的交叉融合, 吸收其他社会科学中的有益知识。为了把有
关的选择过程、学习过程以及变异过程的类别变窄, 我们需
要更多地知晓个体、团体、组织、厂商以及整个社会是如何随

时间而适应和学习的。这里的部分内容正是实验对策论中所
要探讨的, 同时这也是我们应向其他社会科学学习的领域。

参考文献:
11 王忠玉:《199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对策论》, 载《科学 (Sci2

en tific Am erican 中文版)》, 1996 (7) , 3～ 5 页。
21 王忠玉:《金融市场从众行为的数理模型》, 载《中国管理科

学》, 2000 (2) , 50～ 55 页。
31B inmo re, K. , 19901E 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Gam e T heo2

ry, Basil B lackw ell.
41B inmo re, K. , Sam uelson, L. and V aughan, R. , 19951M usical

Chairs: M odelling N o isy Evo lu tion1 Gam e and Econom ic Behavio r
11, 1- 35.

51B inmo re, K. and Sam uelson, L. , 19991 Evo lu tionary D rift
and Equilib rium Selection1 Review of Econom ic Studies, 66, 363-
393.

61B lum e, L. and Easley, D. , 19921 Evo lu tion and M arket Be2
havio r1 Journal of Econom ic T heo ry 58, 9- 45.

71B lum e L. and Easley, D. , 1990. Evo lu tion and L earn ing in
Competit ive M arkets, in Kirm an, A. and Salmon, M. ( eds. ) ,
L earn ing and Rationality in Econom ics, B lackw ell (O xfo rd).

81Bom ze, I. and Poβtscher, B. , 1989. Gam e T heo retical Founda2
t ions of Evo lu tionary Stab ility1 Sp ringer V erlag (Berlin).

91Bom ze, I. and W eibull, J. , 1996. Does N eutral Stab ility Im 2
p ly L yapunov Stab ility ? Gam e and Econom ic Behavio r 11, 173 -
192.

101B ryan, R. Routledge, 1999. A dap tive L earn ing in F inancial
M arkets1 T he Review of F inancial Studies 12, 1165- 1202.

111Canning, D. , 19901L earn ing and Social Equilib rium in L arge
Populations, in Kirm an, A. and Salmon, M. (eds. ) , L earn ing and
Rationality in Econom ics, B lackw ell (O xfo rd).

121C ressm an, R. , 1992. T he Stab ility Concep t of Evo lu tionary
Gam e T heo ry, Sp ringer V erlag (Berlin).

131V an D amm e E. , 1987. Stab ility and Perfection of N ash E2
quilib ria, Sp ringer V erlag (Berlin).

141D ekel, E. and Sco tchm er, S. , 1992. O n the Evo lu tion of
Op tim al Behavio r1 Journal of Econom ic T heo ry 57, 392- 406.

151Fudenberg, D. and L evine, D. , 1993. Steady- state L earn2
ing and N ash Equilib rium , Econom etrica 61, 523- 574.

161Fudenberg, D. and L evine, D. , 1997. T he T heo ry of L earn2
ing in Gam es1 M IT P ress1

171H aesanyi, J. and Selten, R. , 1988. A General T heo ry of E2
quilib rium Selection in Gam e, M IT P ress.

181Kando ri, M. , M ailath, G. and Rob, R. , 1993. L earn ing,
M utation, and L ong - run Equilib ria in Gam e, Econom etrica 61,
29- 56.

191N elson, R. and W inter, S. 1982. A n Evo lu tionary T heo ry of
Econom ic Change1 H arvard U niversity P ress (Cam bridge M A ).

201Robson, J. A. 20011T he B io logical Basis of Econom ic
Behavio r. Journal of Econom ic L iterature, V o l1ÒÒÒÑ (M arch 2001) ,
11- 331

211Sam uelson, L. and Zhang, J. , 1992. Evo lu tionary Stab ility
in A symm etric Gam es1 Journal of Econom ic T heo ry, 57, 363- 391.

221W eibull, J. , 19951Evo lu tionary Gam e T heo ry1 M IT P ress.
231V ega - Redondo, F. , 19951 Expectations, D rift and

V o latility in Evo lu tionary Gam es1 Gam es and Econom ic Behavio r 11,
391- 412.

(作者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01)
(责任编辑: N )

(上接第 66 页)基地, 还要将其研发机构、甚至研发中心向我

国转移。
(2)应加强我国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一是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尤其是研发人员培养的投入, 以缩小

目前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二是健全、完善本国

金融市场, 这不仅能够为跨国公司雇用、培训的本国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的再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而且为国内企业提供

了良好的融资渠道, 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迫使跨国公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加大对我国的技术转移力度。
(3)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但

我们绝不能放弃本国自主研发能力的培育, 尤其是对技术含

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投入支持。我国多年来在技术

引进方面投入有余、甚至出现了重复引进, 用于消化、吸收的

投入却严重不足, 只为前者的 1ö3 (日本、韩国的情况恰好相

反)。因此, 完善本国创新体系、积极培育本国企业的研发能

力, 才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带动本国技术进步的

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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