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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

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研究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李　平　随洪光

　　摘要 : 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签订以来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作用

更是日益显著。运用面板数据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 1996 - 2005 年 15 个行业的分析显示 :

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 ,

其中垂直溢出效应较水平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高技术产业

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上述分析表明 :知识产权保护应以促进国内研

发为出发点 ,兼顾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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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 ,越来越多的国外

资本以外商直接投资 ( FDI) 的方式进入广大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特点集中表

现为知识型跨国公司 (MNCs) 以知识产权为中心而

展开的跨国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导致的国际间的

技术溢出效应被认为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

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 ,行业内部的竞争、模

仿和复制、劳动力流动和技能获取将促进跨国公司

子公司的先进技术向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 ,从而加

速东道国的技术进程 ;另一方面 ,行业间由于外资企

业存在而导致内资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变动又将

促进技术、管理乃至企业文化在不同经济环节上的

垂直溢出 ,从而间接提升内资企业的绩效。①但无论

FDI的水平溢出还是垂直溢出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

制约 ,知识产权保护便是影响其技术溢出效应的重

要因素之一。

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具有

促进和抑制两种不同的作用。促进作用主要表现

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

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促进 FDI研发的本地化 ,

吸引更多先进技术的流入。Yang 和Maskus(2003)的

研究进一步表明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提高发达

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让的技术的质量。同

时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还可以刺激东道国的自主研

发投入 ,增强技术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 ,从而加速自

身的技术进程 ,提高生产率。抑制作用则主要表现

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增加本

国使用国外技术的成本。②而且 ,随着国际知识产权

体系的建立 ,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行为开始抬

头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将抑制还是促进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关键在于上述两者大小的比较。

近年来 ,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已经进入

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签订以来 ,更在

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基本框

架。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看好和对外开放

程度加大 ,FDI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大量涌入

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如何评价 FDI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

进步的影响 ,并明确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 的水平和

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 ,对于我国利用知识产权

保护 ,增强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加速自身技术进步

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FDI的技术溢出主要是指 MNCs 在东道国设立

子公司 ,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 ,促进了当地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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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但 MNCs 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

部收益的情形 ,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③根据

FDI影响当地内资企业的不同方式 ,可将其溢出效

应分为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两种。

水平溢出是指 MNCs 子公司与其所属行业内的

东道国企业之间在相互合作和竞争中产生的技术的

溢出 ,这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发生 :一是竞

争效应 ,也就是所谓的鳗鱼效应 ,即外资企业带来的

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充分发挥现有的技术水平 ,

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技术水平
( Kokko ,1992) ;二是模仿效应 ,东道国公司能够通过

对 FDI 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复制 ,来提高自身的产品

质量 ;三是人力资本由外资企业向东道国企业的流

动 ,由此带来的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能够提高当地

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 Eaton and Kortum ,1996) 。

垂直溢出是指 MNCs 子公司在与东道国的供应

商或经销商进行经济活动时所产生的技术溢出 ,即

由于外资存在所导致的不同行业上的内资企业在价

值链的环节之间存在的分工关系 ,这种溢出效应主

要通过四种渠道发生 :一是外资企业出于区位选择

或整体战略的需要将相关技术提供给上游或下游的

当地企业 ,将直接改善某些当地企业的技术状况 ;二

是跨国公司对本地中间产品供应商的影响 ,也将影

响其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率 (Dunning ,1993) ;三是外资

企业对当地企业在产品设计、工业、生产标准和市场

信息吸收等方面的影响也极有可能转化为下游企业

自身的创造性活动 ( Rodriguez and Clare ,1996) 。另

外 ,由于外资存在带来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也是 FDI纵向溢出效应的一种表现。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对上述渠道的作用来影

响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平溢出效应而言 ,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能够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 ,

吸引外资流入 ,从而增强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 ;

并且由于距离缩短和技术交流增多 ,能够提高模仿

发生的概率。但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将直接限

制东道国企业对 MNCs 先进技术的模仿 ,相关条款

中对高层技术人员流动的限制也严重削弱了由人力

资本流动带来的水平溢出效应 ;而 MNCs 则往往利

用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某些过于严格的条款

实施技术垄断 ,严格封锁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溢

出渠道 ,阻碍了东道国企业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速

技术进步的进程。

对于垂直溢出效应而言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技

术模仿的严格限制使 MNCs 能够加强与东道国上下

游企业及中间品供应商的合作与技术交流而不必担

心技术外泄 ;而且技术环境的改善引致 MNCs 大量

涌入 ,加剧了 MNCs 之间的竞争 ,也迫使其不得不采

取这种策略。这必将加强外资企业对其相关行业的

内资企业在技术、管理乃至文化上的影响 ,而且知识

产权保护下 MNCs 的大量涌入必将使这种垂直溢出

效应形成足以影响行业的规模 ,并最终带来东道国

相关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不利的影响则在于东

道国企业在与 MNCs 交流过程中所能够得到的溢出

效应必须以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为上限 ,尤其是上

下游企业及中间品供应商的反向工程和技术破译都

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国外对 FDI 的经验研究始于 Caves (1974) 对水

平溢出的研究 ,其结论提供了有关 FDI 水平技术溢

出的有力证据 ,随后 Kokko (1996)等人的研究也支持

了竞争是导致技术水平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的

观点。但 Aitken 和 Harrison ( 1999 ) 、Haddad 和

Harrison(1993) 等人的研究则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水

平溢出效应 ,甚至某些研究还得到了 FDI 阻碍当地

生产力发展的结论。正是由于“负效应”之谜 ,才使

得垂直溢出效应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重新为研究者

所重视。近年来 ,随着数据的完善和计量方法的改

进 ,国外对于垂直溢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

Blalock (2001) 、Schoors 和 Vander Tal (2001) 、Beata K.

Smarzynska (2002) 都从后向联系方面提出了 FDI 垂

直溢出效应的证据。而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活

跃 ,国外学者也开始就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 溢出效

应的影响进行研究。但现阶段国内大部分的研究却

仍然没有区分 FDI 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 ,也很少

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FDI溢出效应的一个影响因素

进行经验分析。

本文将利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 ,就

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的影响进

行实证研究 ,并为我国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 ,增强 FDI 技术溢出效应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之所以选择高技术行业进行研究是因为这些行业的

技术外向特质和外资数量都较为显著 ,符合水平溢

出的理论条件 ;而且以微电子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

技术合作与 MNCs 的多样化经营策略也增加了垂直

溢出的可能性。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对 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两种方

法 :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 ,将

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一种方法

是将 FDI 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

解释变量 ,研究 FDI 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产生影响 ;而另一种方法是将 FDI 所含国外研发存

量进行量化 ,并将其作为当地技术进步的解释变量。

本文将采用第一种方法。
(一)模型设定

11FDI溢出效应的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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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全要素生产率与研发投入、行业内和行业

外 FDI溢出的关系 ,我们假设有 :

Ait = A0 (RDit ,FDIinit ,FDIexit)

= A0RDθitFDIin<
itFDIexφit

其中 ,Ait为内资全要素生产率 ,RD 为内资与研

发投入 (R&D) ,FDIin 和 FDIex 分别表示某一行业的

行业内 FDI和关联行业的 FDI ,A0 为其他影响全要

素生产率的因素。

取对数形式 ,建立检验模型为 :

ln (Ait) =α0 +α1ln (RDit) +α2ln (FDIinit) +

α3ln (FDIexit) +εit (1)⋯⋯⋯⋯⋯⋯⋯⋯⋯⋯⋯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高技术产业各行业和时间 ,

α0 为截距项 ,代表其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

因素 ,ε为随机扰动项 ,α1、α2 和α3 分别为内资 R&D、

行业内 FDI和关联行业的 FDI的作用系数。

21 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模型设定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 P 的影响 ,我们将构造其与

行业内与行业外两种 FDI的连乘变量进行分析 ,即 :

ln (Ait) =α0 +α1·ln (RDit) +α2·P·ln (FDIinit) +

α3·P·ln (FDIexit) +εit (2)⋯⋯⋯⋯⋯⋯⋯⋯⋯

FDIin 和 FDIex 变量前的系数表示兼顾到我国

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后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弹性系数。
(二)指标度量与数据来源

11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构建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之比率 ,

对于该指标我们将利用其定义形式予以度量 ,计算

公式为 :Ait = Yit/ ( KαitL
β
it) 。其中 Y为内资产出 , K为

内资资本 ,L 为内资劳动力 ,α和β分别为相关变量

的边际产品 ,由最小二乘法 (OLS) 回归 ,标准化以后

得到 :α= 0160 ,β= 0140。

21 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的构建

知识产权保护指标 P 的度量较为复杂 ,因专利

权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本文

采用 Ginarte 和 Park (1997)专利保护力度的度量指标

体系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行度量。④

31 数据来源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6 - 2005 年共载

有 17 个二级子行业 ,本文选取除 FDI 较少的“雷达”

和“广播”业外的其他 15 个行业的相关数据 ,共 150

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 Y取内资企业的历年总产

值 ,K取内资年末固定资产价值 ,L 取各行业内资年

平均从业人员 ,RD 取各行业内资人均 R&D 支出总

额 ,FDI为外资密集度 ,取三资企业年末固定资产价

值 K″与行业年末固定资产价值 K′之比 ,FDIinit为本

行业外资密集度 , FDIexit为其他行业平均外资密集

度 ,其计算公式为 :

FDIexit = ∑
n

j = 1 ,j ≠i
K″jt/ ∑

n

j = 1 ,j ≠i
K′jt。内资指标均由行

业指标与相应三资企业指标相减得出。

四、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 ,我们对面板数据的方程类型进行判断。

我们通过 F 检验判断方程采用混合估计模型还是变

截距模型 ,如果采用变截距模型 ,我们将进一步通过

Hausman 检验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

应模型。经过检验 ,模型 (1) 和 (2) 的 F 统计量均大

于显著性水平为 5 %的临界值 ,因此采用变截距模

型 ,并经 Hausman 检验 ,我们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最后我们得出的得出两个模型的参数估

计结果和统计检验 ,结果见表 1。从回归结果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 :

表 1 　　　　溢出模型的分析结果
lnA 模型 (1) lnA 模型 (2)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C - 1133 0116 - 8129 333 C - 1131 0116 - 7197 333

lnRD 0119 0104 5106 333 lnRD 0122 0103 6128 333

lnFDIin 0114 0103 4142 333 P·lnFDIin 0104 0101 4127 333

lnFDIex 0131 0110 2197 333 P·lnFDIex 0108 0103 2167 333

R2 0174 R2 0173
�R2 0173 �R2 0172

D1W·值 1162 D1W·值 1159
F值 79170 F值 76141

Hausman
检验

Chi - Sq. Statistic Prob

3135 0134
Hausman
检验

Chi - Sq. Statistic Prob

3133 0134

　　说明 : 3 、33 和 333 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 10 %、5 %和 1 %。

　　(一)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1)的回归结果中 ,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弹性可以看出 ,内资研发资本对我国高技术产业

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说明本国的研

发投入状况是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未来时间内技术

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下政府创新筹资“错位”状况的改善 ,研发经费支出

主体由政府向企业转型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内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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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行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FDI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正

向作用略逊于内资研发投入 ,而且通过了 1 %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该类产业丰厚的

回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因而 FDI 在该类产业技术

进步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 ,更因为高技术产

业的技术密集和技术外向特质 ,大大提高了技术交

流和扩散的机会 ,而且以技术优势为进入门槛的行

业特征也决定了进入该行业的内资企业都具有较强

的技术能力和雄厚的人力资本 ,因而对技术溢出的

吸收能力较强。

FDI 的垂直溢出效应作用最为显著 ,其对内资

企业技术进步的弹性远远大于内资研发投入和水平

溢出效应 ,说明关联行业的 FDI 对本行业具有显著

的技术溢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在高技术产业领域

不仅同类行业的子行业间具有明显的纵向联系 ,而

且不同行业的子行业间也具有以微电子技术和数字

处理技术为基础的广泛联系 ,而且一些 MNCs 往往

采取多种经营策略 ,同时进入高技术产业中的不同

行业 ,更增加了垂直溢出的可能性。

比较分析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 ,显然垂直溢出

效应较前者更为显著 ,这说明随着高技术产业的各

行业关联度加深 ,行业间技术渗透的规模已经超过

了单纯的行业内部的技术流通。这种情况可以解释

为高技术行业外资规模的相对增长 ,正逐渐形成能

够带动行业结构升级的规模性影响。另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 MNCs 公司经常采用内部化策略和多种经营

策略 ,增加了相邻行业间的技术接触 ,从而促进了垂

直溢出效应。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因素的影响后 ,内资企业自

主研发的作用得到了增强 ,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

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说明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内资研发的作用。这主要得

益于对研发成果的保护刺激了研发积极性 ,保证了

研发投入的回报并以此促进了“研发 - 收益 - 研发”

的良性循环。

对于 FDI ,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总体

上降低了其溢出效应 ,但知识产权保护对两种溢出

作用方式则不尽相同。

知识产权保护对水平溢出效应的抑制主要在于

限制了内资企业对 FDI 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模仿 ,制

约了模仿效应的作用 ,也增加了内资企业使用国外

专利的成本 ,同时对高层技术人才流动的限制 ,也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平溢出发生的可能性。而其对

于 FDI垂直溢出的抑制作用则主要在于对下游企业

反向工程的限制和外资技术垄断带来的内资比较优

势分工地位的弱化 ,不仅内资企业利用外资促进自

身技术进步受到限制 ,而且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分

工也将内资企业逼入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行业 ,甚

至带来了民族企业的生存危机。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 1996 - 2005 年 15 个

行业的面板数据 ,分析了 FDI 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

应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二者的不同影响 ,得到了两个

主要结论 :一是高技术产业中的 FDI 存在水平溢出

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 ,其中垂直溢出效应较水平溢

出效应更为显著 ;二是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

抑制了 FDI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

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 ,增强 FDI溢出效应 ,促进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

启示 :

首先 ,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以促进国内研发为出

发点。内资研发投入是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

决定因素 ,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应以自主研发为

主。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不仅要积极转变自身职能 ,

促进研发支出主体由政府向企业的转变 ,而且在制

定知识产权保护时 ,也应当注重其对自主研发的影

响 ,选择恰当的保护力度 ,以促进自主研发投入 ,加

快经济增长。

其次 ,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兼顾 FDI的溢出效应。

FDI是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外部路径 ,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因此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

对 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动态的观点来衡量最优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使之与本国技术能力和经济基

础相适应 ,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理论研究 ,开展知识产

权与经济、产业的跨领域合作研究 ,在知识产权制度

的制定上争取主动权。

再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还必须对知识

产权保护滥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近年来我国

在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知识

产权保护滥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我国面临

着更多的市场竞争 ,反垄断法规的缺失使我们对国

内市场上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

策 ,而我国企业却在国外市场上处处受到严格的反

垄断法的规制。因此我国有关反垄断的法律法规应

根据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加以更新和完善 ,尽快

建立起对知识产权保护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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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9 页)经济的控制和干预 ,将主要精力放在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方面。

第三 ,政府应该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经济学研究表明 ,由于市场本身存在
着缺陷 ,政府应在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但是 ,从上面对我国国家财政支出
的分析来看 ,政府在这方面显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近年来 ,政府在修建铁路、高速公路和农村道
路方面的投入已有了很大的增长 ,现在应该将更多
的资金用于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上来 ,并增加投入
以加快城乡医疗体制改革 ,同时尽快建立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这些对于加快市场化进程、增加居民的
收入和安全感、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 ,从而促进
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 ,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加快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转移。如前所述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
距迅速拉大 ,“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我国的 13 亿
人口中 ,有 8 亿是农民。可以说 ,如果“三农问题”得
不到根本解决 ,则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是一
句空话 ;如果农民的收入不能实现较大的提高 ,则共
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而且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因而 ,政府应该加
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一是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 ,二是提高农业三项科技费用 ,三是改善农

民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 ,四是增加农村救济费。
同时 ,为鼓励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应采取切实有
力的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并尽快对农民
工实行“市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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