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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讨价还价能力与地区引资结构

王永进　盛　丹　李坤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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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垄断竞争模型 ,考察了外

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地区差异对引资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

高 ,对于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的外资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 ,我们利

用中国 2001 - 2007年 30个省市细分行业的数据 ,采用动态面板方法对该结论进行了实

证检验。结果显示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管理和研发密集型

等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行业的外资流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控制了地理集聚、市

场潜力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后 ,本文的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关键词 : 讨价还价能力 　引资结构 　不完全契约

一、引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以市场换技术 ”的引资战略指导下 ,地方政府为获得政治晋升 ,竞相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以吸引 FD I流入 ,即所谓的“超国民待遇 ”。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创

造了理想的投资环境 ,对于弥补在经济发展初期资金和技术不足、人力资本匮乏和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不可低

估的作用。然而部分学者对这种引资策略并不持赞同态度 ,他们认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会降低外资

的进入门槛 ,使得那些原本不具备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外资企业也可以轻易进入 ,并且这部分外资大量进

入劳动密集型行业 ,恶化了中国的引资结构 ,有违“以市场换技术 ”引资战略的初衷。

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是否会造成中国引资结构的恶化呢 ? 江小涓 (2002)、姚树洁等 (2006)以及 Xu和

Lu (2008)等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 ,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作

用 ,我国的引资结构并没有恶化的迹象。上述近似相左的两种观点 ,促使我们从外资讨价还价能力这一新的

视角 ,重新审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与地区引资结构的关系。

事实上 ,超国民待遇在降低外资进入门槛的同时 ,也加强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在中

国 ,虽然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要遵循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律法规 ,但是地方政府却在财政赋税、引资导向方面具

有较多的能动性 ,它们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免费提供土地使用、降低信贷约束等一系

列措施来影响 FD I的流入 (平新乔 , 2007;张晏 , 2007; W ang, 2009)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外资在同当地供应商

及劳动供给者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且除了上述引资措施 ,地方政府还从法律和

规章制度等软环境入手 ,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各种优厚待遇。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 ,提出“检查扎口 ”

和“零处罚”等特殊保护措施 ,并对大型投资企业冠以“重点保护企业 ”,挂牌的“重点保护企业 ”在遇到法律

纠纷时 ,司法机关会予以优先立案和办理。① 软环境的改善和特殊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在内外资企业发生

利益冲突时 ,外资企业在法律和行政裁决的过程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这从企业经营的软环境层面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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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 (Havrylchyk and Poncet, 2007; Huang and D i, 2004)。此外 ,由于我国地区间文

化、历史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使外资在各地区间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然而 ,现有的相关文献

仅侧重考察地区优惠政策对 FD I流入规模的影响 (鲁明泓 , 1997;孙俊 , 2002;潘镇、潘持春 , 2004;李永友 ,

2007;孙永平、余珮 , 2008; Cheng and Kwan, 2000; Démurger, et al. , 2002) ,鲜有文献从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角

度分析外资行业分布的地区差异。基于此 ,本文尝试从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

深入剖析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其行业和地区分布影响 ,探究其中的微观机制 ,分析其对引资结构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我们在一个垄断竞争框架内 ,分析了外资讨价还价能力地区差异对不同

行业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探讨了其作用的微观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证假说。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

本文第三部分根据第二部分的实证假说提出计量模型 ,利用中国 30个省份 2001 - 2007年的细分行业数据 ,

使用两步系统 GMM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地理集聚、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

水平等因素后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对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的 FD I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后在第四部分中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

二、外资讨价还价能力与跨国公司区位选择 :理论分析

本文在 Antràs和 Helpman (2004)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考察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地区差异对外资区位选

择的影响。Antràs和 Helpman (2004)主要讨论了在不完全契约的背景下 ,厂商生产率异质性对跨国公司组

织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但该文忽略了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异性 ,也没有考

察其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为此 ,本文将在 Antràs和 Helpman (2004)模型的基本框架下 ,构建模型对该问

题进行探讨。

理论模型的思路如下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跨国公司在不同地区进行采购、生

产和销售的过程中 ,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与当地的原材料供应商、中间投入供应商和最终产品零售商之间的

讨价还价问题。而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高低将影响其在事后讨价还价中获得的预期收益。那么 ,外资的讨

价还价能力越高就越能提高其预期利润吗 ? 实际上并非如此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会对其投资利润产

生两种效应 :一方面 ,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会使跨国公司预期其在事后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 ,因此 ,在事前它

们会在其拥有所有权优势的中间投入上追加专用投资 ,从而提高投资利润 ;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讨价还价能

力的提高意味着当地企业在事后获得的预期收益下降 ,为此会使事前当地企业专用投资的水平降低 ,并且由

于当地企业的专用投资与跨国公司的投入存在着互补性的关系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跨国公司的利润

水平。跨国公司是否愿意投资于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由于第一种效应的大

小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 ,而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又呈现一定的行业差异性。因此 ,跨国公司的投

资区位与其在特定行业所有权优势有关 ,行业的所有权优势越强 ,则其越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进

行投资。

假定所有的地区均匀地分布在区间 [ 0, 1 ]上。为简化分析 ,假定不同地区的工资成本是无差异的 ,并标

准化为 1。当外资投资于不同地区时 ,其讨价还价能力是有差异的。不失一般性 ,我们按照外资的讨价还价

能力进行排序 ,即在地区 0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最低 ,在地区 1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最高。我们将人口总数

标准化为 1,且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

U = x0 +
1
μ∑

J

j =1
X
μ
j , 0 <μ < 1 (1)

其中 x0 为消费者对同质产品的消费 , X j是对部门 j一篮子差异化产品的消费 ,且 :

X j = ∫xj ( i)
α

d i
1 /α

, 0 <α < 1 (2)

其中σ = 1 / (1 -α)表示部门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假定α >μ,即同一部门内部产品的替代弹

性要大于不同部门之间产品的替代弹性。由 (1)式和 (2)式以及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不难得到反需求函数为 :

pj ( i) = X
μ -α
j xj ( i)

α - 1 (3)

产业 j代表性跨国公司 i所生产的最终产品需要两种互补性投入 hj ( i)和 m j ( i) ,生产函数为 C - D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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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xj ( i) = (
hj ( i)

ηj

)
ηj

(
m j ( i)

1 -ηj

)
1 -ηj

, 0 <ηj < 1 (4)

假定跨国公司 H掌握 hj ( i)的生产技术 ,且其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1。在这里 , hj ( i)可以表示资本、研发、

技术诀窍或管理技能 , m j ( i)为当地企业 M的投入。由于只有跨国公司拥有 hj ( i)的生产技术 ,因此 ,跨国公

司在 hj ( i)的生产上拥有所有权优势。ηj表示产业 j中跨国公司投入的密集度。最后 ,差异化产品的生产需

要投入一定的固定成本 f。为了行文简洁 ,在下文中分析中我们忽略下标 j。

沿袭 Antràs和 Helpman (2004)的研究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跨国公司 H与当地企业 M无法就最终产

品的生产达成完备的契约 ,因此 ,事后的收益由双方按照 Nash讨价还价原则进行划分。如果外资投资于地

区β∈[ 0, 1 ],其讨价还价能力为β。① 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我们用β同时表示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及其

在地区β的讨价还价能力。

如果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在事后讨价还价中达成一致 ,则由 ( 3)式和 ( 4)式容易得到 ,双方在事后销售

中获得的潜在总收益为 :

R ( i) = X
μ -α

(
h ( i)
η

)
αη

(
m ( i)

1 -η
)
α( 1 -η)

(5)

如果双方的谈判破裂 ,则任何一方的收益均为零。Nash讨价还价意味着 ,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在事后

讨价还价中获得的收益分别为βR ( i)和 (1 -β) R ( i) ,由利润最大化得到 h ( i)和 m ( i)的最优投资水平满足 :

βαηR ( i) = h ( i)

(1 -β)α(1 -η) R ( i) =m ( i)
(6)

由 (5)式和 (6)式容易得到跨国公司可以获得的预期利润 :

π (β,η) = X
(μ -α) / ( 1 -α)ψ(β,η) - fk (7)

其中 :

ψ(β,η) ≡α
α/ ( 1 -α)

(1 -α[βη + (1 -β) (1 -η) ] )β
η

(1 -β) 1 -η (8)

(7)式和 (8)式表明 ,跨国公司投资于地区β的利润水平与该地区的讨价还价能力β之间并不是简单的

正相关关系 ,特别地 ,当β= 0或β= 1时 ,跨国公司获得的利润水平均为零 ,这表明 ,对于特定行业而言 ,地方

政府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并不是越高越好 ,过度歧视的引资政策或“超国民待遇 ”都会降低跨国公司的利

润水平 ,只有当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待遇”处于中间水平时 ,跨国公司才愿意到该地区进行投资。此外 ,跨国

公司的利润水平不仅与β有关 ,而且还取决于行业特征η。进一步对 (8)式求关于β的一阶偏导数可以得到

企业的最优区位选择为 :

β3 (η) =
η(αη + 1 -α) - η(1 -η) (1 -αη) (αη + 1 -α)

2η - 1
(9)

公式 (9)表明 ,企业的区位选择β3 (η)与跨国公司所在行业的行业特征η的关系较为复杂 ,我们进一步

通过数值模拟来考察最优的β3 (η)与η的关系。在图 1中我们绘制了在α的不同取值下β3 (η)与η的关

系图 ,由图 1可知 ,β3 (η)与η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

命题 1:行业中外资的所有权优势越强 (η越大 ) ,则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进行投

资。

该命题背后的经济学解释是 ,跨国公司在事后谈判中较高的讨价还价能力 ,一方面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

获得较高的事后收益 ,这就激励跨国公司增加其拥有所有权优势的投入品 h ( i)的投入 ,但是另一方面也降

低了当地企业在事后获得的预期收益 ,从而降低了 m ( i)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水平。因此 ,跨国公司讨价还价

能力的提高能否带来利润水平的增加 ,关键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 :当 h ( i)增加对利润的正面效应可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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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ntràs和 Helpman (2004)讨论了不同组织模式下 ,跨国公司实际讨价还价能力对其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 ,这不是本文

讨论的重点。因此 ,本文不考虑不同组织模式下β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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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m ( i)减少对利润的负面效应时 ,跨国公司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其利润。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越

突出的行业 (η越大 ) ,投入 h ( i)在生产中的重要性越高。换言之 , h ( i)增加对利润的正面效应越大 ,此时跨

国公司越倾向于投资于讨价还价能力较高的地区。

图 1 　区位选择β3 (η)与η的关系图

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 (1)企业的人力资本优势 ; (2)企业的资金优势 ; ( 3)企业

的管理技能 ; (4)企业的研发能力等。在这些行业外资投入的密集度更大 ,由此我们可以将命题 1导出如下

实证假说 :

假说 1:行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越高 ,则该行业的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投资。

假说 2:行业的物质资本密集度越高 ,则该行业的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投资。

假说 3:行业的管理密集度越高 ,则该行业的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投资。

假说 4:行业的研发密集度越高 ,则该行业的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投资。

三、外资讨价还价能力与地区引资结构的计量检验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正如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假说中所指出的 ,讨价还价能力对 FD I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与行业特征有关 ,

即外资投入密集度高的行业倾向于在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进行投资。对该结论的检验无法通过普通的估

计方法实现 ,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外资讨价还价能力与行业特征的交互项 ,若行业特征与引资政策交互项

的系数为正 ,则表明外资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地区将会更多地吸引该行业的 FD I。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交互项

的方法源自 Nunn (2007) ,该文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行业特征和国家特征的交互项 ,研究了跨国契约制度

差异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认为契约质量高的国家在高契约密集度行业拥有出口比较优势 ,如果该论断成

立 ,则交互项系数为正。其研究框架与本文的分析思路一致 ,采用该方法有助于我们分析地区引资政策对

FD I区位选择和行业布局的影响。

此外 ,由于 FD I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 ,即前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信息

溢出效应以及经验效应 ,降低后来者的进入成本 ,使外资在以后各期内进一步增加 (Markusen, 1990;黄肖琦、

柴敏 , 2006) ,因此 ,为了防止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 ,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引入 FD I的滞后项。具体地 ,我们采

用如下方程进行计量估计 :

fd iik t =α+β1 rfd iik t - 1 +β2 bark t ×si +β3 Cik t +εik t (10)

其中 , fd iik t表示 t年地区 k行业 i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 bark t表示 t年地区 k的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 si

为反映外资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特征 ,包括 :行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 ( h ii )、管理密集度 (m anagei )、物质资本密

集度 ( k ii )和研发密集度 ( rdi )。Cik t是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 :地区地理集聚与行业规模经济交互项 ( agg lom k t ×

sca lei )、地区市场潜力与行业国内需求度交互项 (m a rkpk t ×dom esticpi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与行业人力资本密

集度交互项 ( hck t ×h ii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行业规模经济交互项 ( h ighw ayk t ×sca lei )、地区开放程度与行业

出口倾向交互项 ( openk t ×export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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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上述控制变量的原因在于 : (1)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集聚效应对于 FD 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

响 ,规模经济程度较高的行业可能更容易受到地理集聚的影响 ( Krugman, 1991a) ,因此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引

入了地区地理集聚与行业规模经济交互项 ( agg lom k t ×sca lei )。 ( 2 )张军等 ( 2007 )研究发现 ,地区基础设施

对于 FD 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地区基础设施越好 ,则该区域内运输成本就越低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 ,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更可能集中在该地区 ( Krugman, 1991b)。 ( 3)由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知 ,某种要

素丰裕的地区将会在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人力资本禀赋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交互项

( hck t ×h ii )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特征。 (4)对于市场寻求型 FD I,国内市场潜力无疑是影响其区位选择的重要

因素。因此 ,国内需求度 ( dom esticpi )越高的行业越倾向于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进行投资。 ( 5 )目前外商投

资企业的出口已经超过我国总出口的一半 ,以 2007年为例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6 955. 2亿美元 ,占全国出口

的 57. 1%。显然 ,出口倾向度 ( exportpi )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集中在与海外市场接近的地区。

(二 )计量方法

A rellano和 Bond (1991)指出 ,当模型中的一些变量是内生变量或前定变量时 ,普通的面板回归结果是有

偏的 ,动态面板方法可以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偏误 ,从而得到更加有效的估计结果。通常对动态面板模型有两

种回归方法 ,一种是 A rellano和 Bond (1991)提出的差分广义矩 (D ifference GMM )估计方法。但差分转换也

有一定的缺陷 ,它会导致一部分样本信息的损失 ,并且当解释变量在时间上有持续性时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将减弱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渐进有效性。A rellano和 Bover(1995)、B lundell和 Bond (1998)在此基础上提出

的系统广义矩 ( System GMM )估计能够较好地解决上面的问题 ,它能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方程中的信息 ,并

增加了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 ,从而大大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系统 GMM 估计又可使用一步估计 (one - step estimation)和两步估计 ( two - step estimation)两种方法。

两步估计中的标准协方差矩阵总是稳健的 ( robust) ,但是使用传统的两步估计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向下

偏倚。因此 ,本文采用 W indmeijer (2005)修正的两步法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估计 ,该方法克服了传统两步估

计法的偏倚性 ,因而得到的结果更加有效 (Roodman, 2006)。

Bond (2002)指出 , GMM 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使用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

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无法通过 Sargan检验和 Hansen检验 ,这表明滞后差分变量是相应水平变量的弱工

具变量。鉴于此 ,我们需要为水平方程寻找更加有效的工具变量。选取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工具变

量与内生变量之间是强相关的并且工具变量本身必须是外生的。为此 ,我们选用 Démurge等 (2002)构造的

1978 - 1998年各省区平均优惠政策指数 ( Policy)作为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工具变量。Gao (2004)研究表明 ,

外商直接投资是地理集聚发生的重要原因 ,换言之 ,地理集聚也是内生的。本文将使用地形的平坦程度

( IV1)、1985年的铁路网密度 ( IV2)、1937年的公路网密度 ( IV3)以及各省面积 ( IV4)四类共 4个变量作为集

聚经济的工具变量。我们选取上述工具变量的依据如下 :

首先来看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工具变量 ( Policy)。从直觉上讲 ,政策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自我

强化效应 ,历史上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的地区现在也往往对外资执行了较为优惠的政策。另外 ,历史上的优

惠政策与当前的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以 2007年为例 ,福建省作为最早开放的沿海省份之

一 ,其政策优惠指数为 2. 71,仅次于广东 ,但是其吸引的外资只有 645. 56亿元 ,低于优惠指数只有 1. 43的山

东地区。因此 ,该变量是可以作为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工具变量。

现在转向地理集聚的工具变量 :首先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表明 ,交通运输费用对地理集聚有重要影响 ,不

管是地形平坦程度 ( IV1)还是历史上的基础设施水平 ( IV2、IV3)都会影响历史上的地理集聚 ,而历史上的集

聚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拥有良好的自然和基础设施 ,更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 ,这些地区现在也应该是经济活动

集聚的区域 ,因此 ,既有研究也大多选用历史上的基础设施水平 (Ciccone and Hall, 1996)。从历史上看 ,地理

活动比较密集的地区往往在行政上具有更高的等级 (Ciccone, 2002) ,如直辖市。从现实看 ,我国地理面积

( IV4)最大的几个省份的集聚和经济发展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因此 ,地理面积较小的地区集聚程度一般较

高。

其次 ,从外生性的角度来看 ,地形平坦程度 ( IV1)、历史上的基础设施水平 ( IV2、IV3)以及地理面积都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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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作是外生的。各地地形的平坦程度是地壳运动和历史作用的结果 ,显然是外生的。历史上的基础设施

水平也与当前的基础设施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 ,各地级市的存在与划分具较长的历史性和稳定性 ,因

此各省地理面积 ( IV4)在短期和中期也可以看作是外生的 (范剑勇 , 2006)。①

(三 )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

1.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 fd iik t )

我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名义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折现 ,得到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fd iik t ,其中消费者价

格指数以 2000年作为基准。

2. 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 ( ba rk t )

由于无法对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行直接度量 ,我们采用不同地区内外资增值税率之比作为外资讨价

还价能力的代理变量。具体地 ,我们采用各地对规模以上内资企业的增值税率与外资 (或港澳台资 )增值税

率之比度量。该比率越高 ,说明该地政府对外资给予的超国民待遇越高 ,从而其在讨价还价中的势力也就越

强。例如 , 2001年 ,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内外资企业增值税率之比分别为 2. 0975和 1. 7256,这说明 ,外资在江

苏省的讨价还价能力要高于浙江省。这与两省引资政策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从历史来看 ,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法律、管制以及信贷方面 ,江苏省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程度要严格高于浙江省 (Huang and D i,

2004) ;从现实来看 ,作为民营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省份 ,两省民营经济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 44. 7%和

69. 3% ,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从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内外资企业的歧视程度。显然 ,如果地方政府对内资

企业的歧视较严重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难以维系的。

3. 地理集聚 ( agg lom k t )

根据 Ciccone和 Hall(1996)的研究 ,较之于人口或城市规模 ,人口或就业密度能更好地体现集聚水平。

因此 ,本文采用各省人口就业密度 ,即每万平方公里人口的就业人数作为集聚程度的度量。

4. 市场潜力 (m arkpk t )

沿袭 Redding和 Venables(2004)的研究 ,某一省区所面临的潜在的市场规模是与相邻省份市场规模的

空间加权值 ,其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

m a rkpk t = ∑
j≠k

( Yjt /Dk j + Yk t /Dkk )

其中 Yjt为 t年省区 j的 GDP水平 , Dk j为省区 k到省区 j的 (省会 )距离 , Dkk为地区 k的内部距离 ,计算公

式为 Dkk =
2
3

Sk /π, Sk 为 k地区的面积。

5. 人力资本禀赋 ( hck t )

本文采用 Barro和 Lee (2001)的方法来计算各地区人力资本丰裕度 ,即以人均受教育年限 ( educational

attainment)来度量人力资本丰裕度 ,接受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程度教育者其教育年限分别为 6、9、12以

及 16年 , hck t单位为教育年 /人。

6. 基础设施 ( h ighw ayk t )

本文选取公路网密度度量各省的基础设施水平。

7. 海外市场接近度 ( openk t )

我们借鉴黄玖立和李坤望 (2006)的做法来度量地区 k的海外市场接近度。假设 C为沿海省份的集合 ,

则 :

openk =
100 /Dkk

100 / [ (m inj (D jk ) +Dkk ]
　

k∈C

k C, j∈C

openk 越大 ,越接近海外市场 ,越小则越远离海外市场。为了使该指标具有动态特征 ,我们用 2001 - 2007

年的实际汇率水平与上式计算得出的指标进行相乘得到 openk t。

26

①由下文汇报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 ,在控制了外资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地理集聚的内生性后 ,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总体可

以同时通过 Sargan和 Hansen检验 ,这表明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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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业特征变量

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 ( h ii )用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表示 ,管理密集度 (m anagei )采用行业管理

费用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度量 ,资本密集度 ( k ii )用行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表示 ,研发密集度

( rdi )用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表示。

(四 )数据来源

除 2004年 FD I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 》外 ,其他年份 FD I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 》。行业管理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8) 》计算得到。行业人力资本

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8) 》。本文选取的数据包含 2001 - 2007年 30个省份 27

个行业 ,这些行业分别为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面积数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得到 ; 1985年的铁路网密度数据来自《新中国 50年统计

资料汇编 》; 1937年公路里程数据来自《中国公路史 (第一册 ) 》;各省地形数据取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实际汇率水平数据取自“ERS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 ”( ERS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 ic Data Set)。

(五 )计量检验结果

在对 (10)式的回归中 ,我们把 FD I分为两类 :一类是外资企业 ,一类是港澳台资企业。我们分别把外资

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10)式进行两步系统 GMM估计 ,其结果分别汇报在表 1和表 2中。

表 1 　　讨价还价能力与引资结构 :外资企业
(1) (2) (3) (4)

fd iik t - 1
1. 212204333

(171. 67)
1. 216389333

(165. 6)
1. 212305333

(172. 78)
1. 213535333

(177. 23)

barkt ×hii
0. 0006257333

(2. 41)

barkt ×kii
- 0. 000084
( - 0. 23)

bark t ×m anagei
0. 022395233

(2. 02)

bark t ×rdi
0. 0039932333

(2. 81)

agglom kt ×sca lei
0. 0000152

(1. 14)
0. 0000209

(1. 38)
6. 88E - 06

(0. 46)
0. 000036733

(2. 00)

m arkpkt ×dom esticpi
0. 000012633

(2. 28)
0. 000012633

(2. 45)
8. 37E - 06

(1. 6)
0. 0000139333

(2. 64)

hckt ×h ii
3. 00E - 06

(0. 08)
8. 13E - 06

(0. 21)
0. 0000301

(0. 72)
- 0. 0000245

( - 0. 53)

highw aykt ×scalei
- 1. 96E - 0833

( - 2. 08)
- 6. 48E - 09

( - 0. 97)
2. 39E - 09

(0. 23)
7. 84E - 09

(0. 69)

openkt ×exportpi
- 0. 0006543333

( - 10. 00)
- 0. 0006725333

( - 9. 99)
- 0. 0006107333

( - 9. 30)
- 0. 000693333

( - 10. 50)

A rellano - Bond test AR (1) a 0. 045 0. 046 0. 045 0. 045

A rellano - Bond test AR (2) b 0. 338 0. 338 0. 339 0. 335

Sargan Testc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Hansen Testd 0. 101 0. 188 0. 194 0. 058

观察值 4 549 4 549 4 549 4 549

　　注 :括号内为 t统计量 , 333 、33 和 3 分别表示该变量通过 1%、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上标 a表示零假设为差分后
的残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上标 b表示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上标 c表示 Sargan Test的零假设
为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 ;上标 d表示 Hansen Test的零假设为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

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 ,我们首先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 :表 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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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针对 AR (1)和 AR (2)的 A rellano - Bond检验结果显示 ,不能拒绝存在动态一阶自相关 ,且不能拒绝存

在二阶自相关的零假设 ,这表明 ,我们对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此外 ,我们还对工具变量进行了过度识别检

验。Sargan检验和 Hansen检验的结果均表明 ,工具变量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 ,因此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也

是有效的。

表 2 　　讨价还价能力与引资结构 :港澳台资企业
(5) (6) (7) (8)

fd iik t - 1
1. 149928333

(298. 71)
1. 143435333

(305. 62)
1. 151045333

(305. 6)
1. 213535333

(318. 67)

barkt ×hii
0. 00027693

(1. 82)

barkt ×kii
0. 0013662333

(2. 77)

bark t ×m anagei
0. 0063398

(1. 42)

bark t ×rdi
0. 0008064

(1. 28)

agglom kt ×sca lei
- 0. 00005513

( - 1. 83)
- 0. 00005613

( - 1. 67)
- 0. 00003583

( - 1. 78)
- 0. 000034133

( - 2. 05)

m arkpkt ×dom esticpi
- 4. 50E - 0733

( - 0. 14)
3. 93E - 07

(0. 11)
- 3. 98e - 07

( - 0. 13)
6. 92E - 07

(0. 22)

hckt ×h ii
- 5. 62E - 06

( - 0. 17)
9. 98E - 06

(0. 32)
0. 0000245

(1. 14)
8. 85E - 06

(0. 32)

highw aykt ×scalei
- 1. 96E - 0833

( - 2. 08)
- 1. 57E - 08

( - 1. 11)
2. 39E - 09

- 0. 23
- 3. 45E - 09

( - 0. 30)

openkt ×exportpi
0. 0001587333

(4. 28)
0. 0001804333

(4. 43)
0. 0001216333

(3. 33)
0. 0001276333

(3. 53)

A rellano - Bond test AR (1) a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A rellano - Bond test AR (2) b 0. 192 0. 194 0. 192 0. 192

Sargan Testc 0. 992 0. 741 0. 999 0. 996

Hansen Testd 0. 317 0. 329 0. 23 0. 318

观察值 4 549 4 549 4 549 4 549

　　注 :同表 1。

接下来 ,我们来分析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1. 不论对于外资企业还是港澳台资企业来说 , fd iik t的一阶滞后项系数 fd iik t - 1显著为正 ,这表明 ,跨国公

司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前期的投资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和信息交流效应等降低后期投资成本 ,

从而对于后续投资具有显著影响。

2. 与讨价还价能力相关的解释变量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总体来说 ,不管是对于外资还是港澳台资 FD I

的流入 ,反映外资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特征变量都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这与本文理论分析是一致的。但是具体

到不同的行业特征变量 ,其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来看对外资企业的估计结果。由表 1可知 ,讨价还价能力与人力资本密集度交互项 ( bark t ×h ii )、与

管理密集度交互项 ( bark t ×m anagei )、以及与研发密集度交互项 ( bark t ×rdi )对外资企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 ,且至少在 5%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讨价还价能力与物质资本密集度交互项 ( bark t ×k ii )不仅

不显著 ,而且符号为负。这说明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会导致人力资本、管理和研发密集行业的 FD I进

入 ,但对物质资本密集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 ;其次 ,再来看一下对对港澳台资企业的回归结果 ,由表 2不难发

现 ,除物质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外 ,其他与讨价还价能力相关解释变量均不显

著。这说明 ,对于港澳台资企业而言 ,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将促使其流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行业。

通过比较表 1和表 2不难发现 ,讨价还价能力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导致该差

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两种类型的企业在不同行业的所有权优势是有差异的 :外资企业在管理和研发密集行业

拥有较强所有权优势 ,而港澳台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则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本密集型行业 ( Shi, 1998; Luo,

1999)。

3. 地理集聚与规模经济交互项 ( agg lom k t ×sca lei )对于外资企业的回归系数为正 ,而对于港澳台资企业

而言 ,该项系数为负。这说明 ,在规模经济程度较高的行业 ,地理集聚程度的提高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

进入 ,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港澳台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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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区市场潜力与国内需求度交互项 (m a rkpk t ×dom esticpi )对外资企业的进入有显著正面影响 ,而对港

澳台资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甚至为负数。对该结论的现实解释是 ,相对于港澳台资企业而言 ,外资企业更加

看重国内的市场规模 ,而港澳台资企业则更多地把大陆地区作为出口的平台。平新乔 ( 2007)对第一次全国

经济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在 2004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国内销售总额中 ,港澳台资企业的内销额

占到 6. 4% ,外资企业的内销额占到 12. 5% ,接近港澳台资企业的两倍。

5. 人力资本禀赋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交互项 ( hck t ×h ii )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的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 ,这意味着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 ,人力资本禀赋不足以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6. 不管是对外资企业还是港澳台资企业而言 ,公路基础设施与规模经济交互项 ( h ighw ayk t ×sca lei )的系

数均不显著甚至符号为负数。该结论表明 ,在本文选择的样本范围内 ,地方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吸引外

资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起到负作用。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基础设施改善对外资进入的影响并不是单

调的。Krugman和 Venables(1995)指出 ,基础设施水平过高或过低 ,都会降低产业集聚的程度 ,只有在中间

水平 ( intermediate level)时 ,产业集聚的程度才达到最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在本文的样本范围内

(2001 - 2007) ,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通过继续改善基础设施来吸引外资的作用

已经不大 ;另一方面 ,虽然基础设施改善有助于中国总体 FD I的流入 ,但对于某个地区而言 ,由于地方政府之

间的引资竞争 ,其改善基础设施对外资的效果可能被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效果所抵消 ,这也是导致该项

系数为负的另一可能原因。

7. 海外市场接近程度与出口倾向交互项 ( openk t ×exportpi )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显著为负 ,但对港澳台资企

业的影响则显著为正。这就意味着 ,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 ,外资企业的流入增加 ,而港澳台资企业的流入减

少。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港澳台资企业具有较高的出口倾向 ,外资企业可能更加看重本地市场潜力。王

岳平 (1999)、Zhang(2000)、魏后凯等 (2001)以及贺灿飞等 (2004)的研究均发现 ,以港澳台资企业为主的三

资企业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 ,而以外商资本为主的三资企业具有明显的国内市场导向特征。因此 ,海外

市场接近度的提高将会促进港澳台资本的流入 ,并不利于外商资本流入。

四、结论

在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下 ,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为了获

得政治晋升 ,地方政府间争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 FD I流入 ,这就导致外资企业在与内资企业谈判中拥

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地区间引资政策的差异又进一步促使外资讨价还价能力呈地区差异性。本文构造

了一个开放经济垄断竞争模型 ,考察了外资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地区差异对不同行业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分

析结果表明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 ,在强化外资所有权优势的同时 ,也通过降低本地企业的互补性投资 ,弱

化了外资企业的投资动机。由于外资所有权优势因行业而异 ,因此讨价还价能力对外资流入的影响表现出一

定的行业差异性 :只有在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才会吸引更多外资流入。

在此基础上 ,我们利用中国 2001 - 2007年 30个省市的细分行业数据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模

型的核心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总体来说 ,在控制了地理集聚、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

后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对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的 FD I流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不同 ,讨价还价能力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的影响呈现一

定的差异性 :对外资企业而言 ,其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将促进其流向人力资本、管理和研发密集型行业 ;而对

于港澳台资企业而言 ,其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将引导其进入物质资本密集型行业。

上述结论提醒我们 ,那些认为只有通过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才能改善引资结构的论断值得认真反

思。他们认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会使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外资大量进入 ,从而不利于引资结构的优

化。本文的研究则表明 ,对于讨价还价能力较高的地区 ,外资主要进入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这说明

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不仅没有恶化我国的引资结构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的引资结构。从现实来

看 ,外资也确实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江小涓 , 2002;姚树洁

等 , 2006; Xu and Lu, 2008)。因此 ,一味地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调整引资政策过

程中 ,不仅要考虑到外资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 ,而且还要充分考虑超国民待遇对引资结构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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