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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
创新的影响研究

杜　健　顾　华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 以中国 37 个工业行业为对象、采用面板数据的研究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 ( FDI) 的进入与

我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FDI对我国工业产业近期的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和

出口竞争力有着明确的正向溢出 ,但从技术边缘化的视角看 , FDI 对我国产业创新的短期市场掠夺、长

期技术依赖、企业科研能力萎缩也有着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创新投入的强度和投入结构在

FDI的技术溢出过程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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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Chinese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u Jian 　Gu Hua

( Col lege of M anagement , Zhej i an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58 , Chi na)

Abstract : In t he 21st cent ury , t he t rend of globalization expands widely and rapidly. As one of

t he most important drives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FDI)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 for it s effect s on const ructing t 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sustainable

st rateg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 ries. Now t here are two different point s of

view on the effect f rom the entering FDI to t he technological develop ment in China : positive

spillovers or negative spillovers. In fact the final result in t he most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is

an outp ut mixed t he two2sided effect s. We can not only judge FDI by t he final result , but also

anatomize it .

The research uses p roduction f unction model based on panel data f rom 37 indust rial

enterp rises in China f rom year 1998 to 2003. Most data comes f rom t he yearbook of Chinese

Indust ry and t he year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t supposes t hat the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follows the pat h f rom t he FDI to t he indust rial innovative inp ut which includes ″inp ut

st ruct ure″, ″inp ut intensity″, t hen to t he indust rial innovative outp ut which includes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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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innovative efficiency″, ″export competitive ability″, ″marginalization risk″.

In t he first part , t he direct model discusses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outp ut and

FDI. Th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ship s between t he entering of FDI and innovation effect ,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export in short time. But f rom t he view of technological

marginalization , FDI has st rong influences on local companiesπ market reduction ,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in the long run , and R &D capabilitiesπ shrinking.

In t he second part , t he indirect model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innovative outp ut

variables mediated by innovative inp ut intensity and innovative inp ut st ructure. FDI impact s

indirectly on innovative efficiency t hrough influencing on innovative inp ut intensity of the

indust ry. And t he st ructure of innovative f und source influences t he usage efficiency of t he f und

and t he innovative efficiency. It also part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novative efficiency. In f urt her st udy , it finds out t hat market growth ,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echnological appropriation hav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s on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novative inp ut intensity of t he indust ry.

In summary , more and more technologies of t he indust ries in China will come f rom outward

sources in t he f ut ure. The globalization of manufact uring has opened the opport unity window of

learning for Chinese companies. And it brings big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 indust 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

mediation effect

进入 21 世纪 ,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凸现 ,作为科技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外商直接投资

(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FDI)因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和可持续性战略竞争力

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 ,而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总的来说 ,2000 年前关于我国利用 FDI 的

文献已有很多 ,但多数研究聚焦于 FDI 在贸易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1 ]46 ,还有相

当多的研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我国各地吸引、利用 FDI 的决定因素的探讨上[2 ]184 - 195 。随着中国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出台 ,以及作为三大自主创新模式之一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提出 ,FDI 是

否会产生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以及如何产生 ,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分析热点。

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 ,如何度量 FDI 技术溢出的效果 ? FDI 对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是否存在显

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 本文希望通过解析 FDI 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实

践上的指导 ,以深化对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认识和评估。

一、FDI 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两种解释

FDI 进入对一国研究开发活动是产生了替代效应、激励效应还是补充效应 ,抑或是刺激了东道

国的技术自立还是强化了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 ? 学者们对此还无法给出一致的答案。对

于 FDI 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3 ]34 - 35 。

(一) FDI 正向技术溢出的解释

Liu Zhiqiang 的研究发现 ,FDI 给深圳企业带来了广泛的、显著性的技术溢出效应 ,提高了当

地企业的生产力 (无论是生产水平的提高 ,还是生产率的增长) [4 ]579 。张建华等考察了广东省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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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果显示 : FDI 外溢过程中 ,示范 —模仿效应和联系效

应较为显著 ,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 ; FDI 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 ;各城市的经

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 FDI 的外溢效果[5 ]655 - 660 。

近年来的研究中 ,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 FDI 的进入对东道国的技术成长有着紧密联系 ,但是

技术溢出并不会自动发生 ,它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 ,如技术性质、卖方战略、买方能力和东道国政策

等因素[6 ]1148 。因此 ,学者又将东道国获益于 FDI 的前提条件概括为“最低限度的社会能力”( social

capacity) ,这里的社会能力与必备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充

分的基础设施相关联[7 ]406 。

(二) FDI 负向技术溢出的解释

当然 ,还有一部分学者对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持怀疑态度。从静态的角度讲 , FDI 仅意味着

更多的物质资本 ;但从动态的角度讲 ,FDI 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和更好的技术。正是后者在东道国

产生了两方面的“创造性破坏”:使东道国国内现有的投资不再具有盈利能力是第一种形式的“创造

性破坏”;使东道国自身的投资者不再进行未来的投资是第二种形式的“创造性破坏”[8 ]420 - 427 。

FDI 对东道国的负向外溢效应既可能出现在横向联动方面[9 ]29 - 30 ,如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进

入排挤了原有的国内企业 ,把原来当地企业的人力资源吸引到外资企业中 ,抢占了原本由本国企业

利用的稀缺资源 ;也同样可能存在于纵向联动方面 ,如在前向联动效应中 ,外国企业在排挤同业中

的国内企业之后 ,在中间投入的采购方面 ,转为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 ,这将导致本国中间产品或上

游产品生产厂商因受到排挤而发生生产能力的萎缩。

值得强调的是 ,在本研究中 ,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视角 , FDI 在技术上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和

更具有争议性。一方面 ,外资的进入能够有效地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倾向 ;另一方

面 ,外资的参与打破了原有市场的平衡 ,使当地企业产生对其技术的依赖性 ,从而日益蜕变成外资

企业的一个加工车间 ,并逐渐丧失原有的研发能力 ,逐渐向产业链的末端移动 ,被排挤出全球制造

的核心领域 ,处于极为不利的边缘化地位。

二、研究的基本框架

越来越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发现 ,单纯的正溢出和负溢出的表述和观点都是不全面

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FDI 的流入在实证中最后所观测到的结果 ,实际上是正

负效应相互抵消后的结果 ,而我们不能仅从结果上判断 FDI 带来的好与坏 ,而应该将溢出的结果

加以解剖 ,分层次地看待真实的 FDI 的流入影响。为了能够更加细致、具体地分析 FDI 溢出的影

响效应 ,我们主要参考 Keller 的研究思路[10 ]758 ,选择将产业技术创新分为两个具有逻辑关系的层

次 :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我们认为行业中 FDI 的流入与该行业自身的创新投入结合在一起 ,共

同决定了行业的创新产出。

研究分三个步骤 :首先 ,以创新产出为被解释变量 ,以 FDI 参与度作为解释变量 ,研究两者之

间的相关性 ;其次 ,以创新投入和 FDI 参与度同时作为解释变量 ,加入基础模型 ,目的是分析创新

投入在 FDI 参与度和创新产出之间的中介效应 ;最后对回归分析结果的解释从六个方面展开。相

应的研究假设为 (见图 1) :

H1 :行业的创新产出与 FDI 流入正相关 ,即行业中 FDI 流入的越多 ,则该行业的创新产出越

好 ,也说明了 FDI 对工业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

H2 : FDI 通过影响创新投入对行业的创新产出产生溢出作用 ,即创新投入对 FDI 的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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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具有中介作用。

图 1 　创新产出与 FDI流入的关系模型

本研究使用面板数据 (panel data)的方法对所有产业进行统一回归 ,以解决不同样本点之间的

差异问题。使用的模型为 : Y it = ai +βi X it +εit 。其中 i = 1 , 2 , ⋯, 37 ①,代表第 i 个工业行业 ,

t = 1998 年 ,1999 年 , ⋯,2003 年 , X it是 FDI 的参与度 , Y it是因变量创新产出 , ai 是第 i 个横截面样

本点 (行业) 的个体效应 ,βi ( i = 1 ,2 , ⋯,37) 是各个行业的斜率系数。

由于面板数据的两维特性 ,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 ,首先要对模型的

设定形式进行检验。为了确保方程设定形式的准确 ,我们依次进行可能性比率 (L R) 检验 ②和

White 的 L M 检验 ③,并结合研究的特点和需求 ,以判断是否有必要使用 panel data 方法[11 ] 。而

后 ,再使用 Hausman 检验 ④来确定采用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还是随机效应 ( random effect) 模

型。此外 ,为了获得更准确有效的统计值 ,在回归中使用 White 方法修正异方差性 ,使用广义差分

和一阶差分 ⑤修正模型的序列相关。

(一) FDI 的测度

有学者指出 ,由于中国政策条件的限制 ,在华外资企业的雇员都相对较少 ,因此 ,用外资企业的

雇员比例来衡量外资企业的参与度并不十分恰当。行业中 FDI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外商投资企业

的行业分布。在具体回归过程中 ,我们将通过因子分析把三个 FDI 参与度的指标进行合成归类 ,

作为衡量在华各工业行业的 FDI 的参与度。

FDI 的参与度 = f { FDI 1 , FDI 2 ,FDI 3}

其中 : FDI 1 = 外资企业的资产合计/ 行业总的资产合计

FDI 2 = 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行业总的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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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样本行业的选取见本文第三部分中的数据说明。

可能性比率检验 L R (likelihood ratio test s)以判断是否采用 panel data 分析方法 ,其原假设是不存在固定效应 ,该检验的统

计量服从χ2 分布。参见Liu Zhiqiang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 Evidence f rom China ,″J ournal

of Com parative Economics , Vol. 30 (2002) ,pp . 579 - 602。

White 检验用格朗日乘数 (L M) 判断是否存在异方差 ,其原假设是回归模型中的回归量均同方差。参见 Cecile Batisse ,

″Specialization , Diversification and Indust ry Development in China ,″Worl d Economy Research , Vol. 2 (2002) ,pp . 49 - 62 ;

Jeff rey M. Wooldridge , Economet ric A nal 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London : The MIT Press , 2002。

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好于固定效应 ,该检验的统计量服从χ2 分布 ,统计效果显著异于零 ,则拒绝随机效应 ,

选择固定效应 ( Indust ry dummy) 。参见 Hausman ,″Specification Test s in Economet rics ,″Economet rica , Vol . 46 (1978) ,

pp . 1251 - 1271。

广义差分即将方程的滞后一阶或多阶的残差项带入原方程的右边 ,在本研究中用 A R (1) 表示 ;普通一阶差分即将被解释

变量的滞后一阶序列带入原方程的右边 ,在本研究中用 L A G表示。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FDI 3 = 外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 行业总的产品销售收入

这三个变量表示的意义各有差别。第一个变量的意义是非常直观的 ,第二个变量反映的是外

商投资在该行业形成了多少生产能力 ,第三个变量反映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各个行业的影响程度。

通过 SPSS 软件 ,计算得到这三个 FDI 参与度指标的 KM O 值为 01717 ≥017 ,而三个指标之间的相

关性也比较高 (见表 1) ,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分析 ,可以将三个指标合成一个因子表征

FDI 的参与度 ,该因子可以描述原变量总方差的 9715 % ,远大于 80 % ,基本反映了原变量的绝大部

分信息。各个指标的载荷系数也见表 1。FDI 参与度的因子得分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 ,由 SPSS

根据因子得分函数自动计算完成。

表 1 　FDI参与度变量指标的相关矩阵

相关系数 FDI1 FDI2 FDI3 因子载荷

FDI1 11000 01963 01984 01995
FDI2 01963 11000 01942 01980
FDI3 01984 01942 11000 01988

(二)创新产出的测度

本研究从四个维度度量行业的技术创新产出 ,分别是 :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出口竞争力和技术

边缘化 (见图 1) 。

(1)创新效益 :考虑到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的具体水平和特征 ,产业创新更多是在引进和学习国

外先进技术基础上的二次创新 ,是一种模仿、追赶为主的学习性创新。与美国等占据产业技术前沿

的技术创新效益水平不同 ,专利在我国现阶段未能很好地度量行业的创新效益水平 ,而新产品销售

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比重则在创新效益水平测度方面更加符合我国的创新现状 ,也符合笔者的研

究预期。

创新效益指数 =
新产品销售收入
产品销售总收入

(2)创新效率 :通过计算行业中单位创新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回报 ,来衡量该行业技术创新的效

率因素[12 ]33 。

创新产出效率指数 =
新产品销售收入

科技活动费内部支出总额

(3)出口竞争力 :使用产业出口指数 ,衡量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13 ]14 。

出口指数 =
出口交货值
工业总产值

(4)技术边缘化 :这是本研究中首次使用的一个用以衡量 FDI 所引起的对行业技术创新负面

效应的一个变量。鉴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积累性特征 ,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方面现在和将来能够

创造的贡献 ,不只是取决于技术发展内在逻辑的技术轨迹 ,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过去已经

做到的限制。所以 ,对产业中所使用技术来源的结构测量 ,可以说明目前我国产业技术创新的“自

给度”,间接说明我国过去和现在的产业创新被国际先进技术创新边缘化的程度。

技术依附指数 =
技术引进经费

技术引进经费 +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

(三)创新投入的测度

在本研究中 ,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反映行业创新投入的倾向 ,参考 Nelson 关于创新投入的界

定[14 ] ,我们从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投入结构两个维度来对创新投入进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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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入强度 =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产品销售总收入

创新投入结构 =
科技活动经费政府资金筹集
科技活动经费企业自有资金

三、样本、数据及其处理

根据不同的范围 ,本研究将所有的数据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全体企业三组。对于行业的

科技活动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作为被解释变量 ,用以度量 FDI 对行

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行业的基本经济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作为解释变量 ,用来表征行业环境。因为使用的是同期数据比值 ,所以本研究的各项数据都使用当

年的价格 ,没有对数据进行贴现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 37 个两位码的工业行业。这 37 个工业行业主要是由大中型制造企业

构成 ,因为这两个年鉴中都缺少全部制造企业的相应数据。考虑到各个行业内大型企业、中小型企

业结构分布的差异 ,统计数据对行业的代表性有所减弱。为了数据的完整性 ,我们对数据代表性作

适当妥协 ,假设各个行业内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数量分布大体一致 ,主张科技年鉴上面

的数据对各个行业的创新效益情况有着同样的代表性 ①。

四、统计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创新产出与 FDI 的直接关系研究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L R 检验结果显示除 H1c 外 ,可以不考虑行业之间的属性差异 ,认为他们

具有相同的截距和斜率 ,但是他们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我们采用 White 方法修正异方差 ,通

过广义差分的方法处理序列相关问题 ,并检验了这一过程的收敛性。解决了自相关问题后得到的

计算结果显示了 FDI 的参与度和创新产出四个指标均显著正相关 ,且都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2 　创新产出与 FDI参与度的关系分析

H1a 　　　 H1b 　　　 H1c 　　　 H1d 　　　
被解释变量 创新效益 创新效率 出口竞争力 边缘化程度

解
释
变
量

FD I

0. 003 765
(5. 455 082) 3 3 3

(0. 000 6)

17. 557 96
(3. 522 863) 3 3 3

(0. 000 6)

0. 214 175
(128. 118 6)

(0. 000 0) 3 3 3

0. 009 441
(16. 770 90)

(0. 000 0) 3 3 3

A R (1) / L A G②

A R (1)

0. 976 475
(92. 899 65)

(0. 000 0) 3 3 3

A R (1)

0. 739 021
(12. 844 74)

(0. 000 0) 3 3 3

- ③

L A G

0. 548 777
(4. 901 256)

(0. 000 0)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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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中型制造企业在我国全部制造企业中 ,无论是产值、利税 ,还是从业人数 ,都占有绝对多数 ,因此 ,这些数据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这一特点在技术创新活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 1998 —2002 年间 ,大中型企业在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按买方)中所占比重一直在 55 %左右 ,而小企业仅占 28 %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学技术部编《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2003 年版整理所得) 。所以我们认为用大中型制造企业的相关数据足以反映我国制造业 FDI

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的一般情况。

A R(1) 即广义差分的方法 ; L A G即普通一阶差分的方法。两者均用于处理序列相关问题。

在此分析中 ,A R (1)在不同横截面样本中的系数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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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H1a 　　　 H1b 　　　 H1c 　　　 H1d 　　　

解
释
变
量

L R 20. 246 1 22. 494 7 108. 340 2 29. 079 42
H ausman Test - - 1. 202 4 -
Indust ry D umm y No No Yes No
A d j usted2R2 0. 943 807 0. 707 020 0. 992 734 0. 968 943
D2W 2. 243 915 1. 924 653 1. 847 642 2. 101 753
N 142 142 108 178

　　注 :表中括号内分别为该系数的 t 统计值和 p 值。3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3 3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3 3 3 表示在 1 %

水平上显著 ,下同。

(二)创新产出与 FDI 的间接关系研究

在创新产出与 FDI 的间接关系的研究中 ,主要验证两个假设 ,即创新投入强度对 FDI 参与度

与创新效益的中介作用、创新投入结构对 FDI 参与度与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以及表 3 的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基本的判断 : (1) 行业创新投

入强度和 FDI 参与度在 011 水平显著相关 ; (2)行业创新效益和行业创新投入强度在 0101 水平显

著相关 ; (3) FDI 参与度、行业创新投入强度同时进入方程时 ,两者和创新效益同时显著相关 ,且

FDI 参与度的系数较单独解释的时候显著减小。所以 FDI 参与度通过创新投入强度的部分中介

作用和行业创新效益之间具有直接和间接正向溢出效应 ,即假设 H2a ①成立。

表 3 　创新投入强度对 FDI参与度与创新效益的中介作用( H2a)

H1a 　　　 H2a′　　　 H2a″　　　 H2a 　　　

被解释变量 创新效益 创新效益 创新投入强度 创新效益

解
释
变
量

FD I

01003 765
(51455 082) 3 3 3

(01000 6)

01003 072
(11785 395) 3

(01076 4)

01001 419
(01101 780)
(01919 0)

创新投入强度
01857 215
(71879 471)

(01000 0) 3 3 3

11602 793
(31742 512)

(01000 2) 3 3 3

A R (1) / L A G

A R (1)

01976 475
(921899 65)

(01000 0) 3 3 3

A R (1)

01995 333
(821816 87)

(01000 0) 3 3 3

L A G

01861 700
(221294 59) 3 3 3

(01000 0)

L A G

01864 786
(221738) 3 3 3

(01000 0)

L R 221246 1 201984 0 221362 3 231477 4

H ausman Test — — — —

Indust ry D umm y No No No No

A d j usted2R2 01943 807 01945 479 01806 431 01936 861

D2W 21243 915 21176 784 21561 023 21068 004

N 142 184 178 140

751第 2 期 杜健 　顾华 :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① 中介作用的检验程序 : (1)自变量水平的变化可靠地引起了因变量的变化 ; (2) 自变量水平的变化可靠地引起了中介变量

的变化 ; (3)中介变量的变化可靠地引起了因变量的变化 ; (4)控制了路径 a 和路径 b 的效应之后 ,原来具可靠性的自变量

与因变量的关系不再可靠。参见 Baron & Kenny ,″The Moderator2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 Conceptual , St rategic ,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 ,″J ournal of Personalit y and S ocial Psychology , Vol . 51 ,

No. 6 (1986) ,pp . 1173 -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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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 : (1)行业创新效率和 FDI 参与度在 01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 (2) 行业

创新效率和创新投入结构在 0101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 (3) 创新投入结构和 FDI 参与度在 0101 水

平上显著负相关 ; (4)创新投入结构和 FDI 同时进入方程时 ,两者和行业创新效率之间依然显著相

关 ,同时 FDI 的系数相对于独立进入方程时候减小了 ,可以判断行业创新投入结构对 FDI 与行业

创新效率之间有着部分中介作用 ,即假设 H2b 成立。

表 4 　创新投入结构对 FDI参与度与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 H2b)

　　H1b 　　H2b′ 　　H2b″ 　　H2b

被解释变量 创新效率 创新效率 创新投入结构 创新效率

解
释
变
量

FD I

171557 96
(31522 863) 3 3 3

(01000 6)

- 01190 208
( - 61255 298) 3 3 3

(01000 0)

51348 655
(161098 58) 3 3 3

(01000 0)

创新投入结构
- 111399 31
( - 71118 840)

(01000 0) 3 3 3

- 01444 712
( - 81036 306)

(01071 8) 3

A R (1)
01739 021
(121844 74)

(01000 0) 3 3 3
— —

- 01088 835
( - 21366 317) 3 3

(01019 9)

L R 221494 7 - 301667 7 3821667 0 - 4131240 4

H ausman Test — — 801633 4 141934 6

Indust ry D umm y No No Yes Yes

A d j ust2R2 01707 020 01945 050 01402 773 01978 510

D2W 11924 653 11958 692 11990 843 21024 703

N 142 219 176 140

(三)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的主旨在于技术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 ,技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产生的进步并非完全随

机的 ,而是受到与已有的技术活动密切相关的领域限制的。根据 H1、H2 假设的检验结果 ,我们依

然谨慎主张 FDI 通过影响创新投入的结构和强度对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作用。其不

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短期内能够快速增加行业技术储备、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相对于初始阶段的 FDI 主要局

限于利用我国熟练、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源要素的状况 , 现阶段 FDI 出于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维持丰

厚利润水平的目的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的技术很大程度上直接增加了我国产

业的技术储备 ,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

2. 给国内企业提供示范性和方向性的技术路径。我国现阶段的技术创新水平总体上落后于世

界先进水平 ,这种技术上的差距客观上给我国产业创新的技术追赶提供了可能的机会窗口。FDI

的技术轨迹给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清晰明确的努力方向 ,降低了我国技术创新的方向性风

险。企业研发投入的导向性增强 ,投入强度相应增大 ,使得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活动能够借助 FDI

迅速地进行技术模仿、技术学习、技术的二次创新 ,从而快速增加自己的技术存量和创新效益。

3. 纵向分工体系中对上游配套企业提供直接技术支持。除了我国政府对 FDI 投资产品国产

化率的要求 ,跨国公司出于缩短生产周期、降低采购成本、缓解原材料库存资金压力、提高质量和双

向反馈等方面考虑 ,需要对配套企业进行一定的理念教育和技术支持 ,规范和提高供应商的技术水

平和质量稳定水平。在这个过程中 ,跨国公司有较强的动力去帮助本土的协作企业迅速完成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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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 ,确实提高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管理能力。此外 ,FDI 对内资企业进入国际市

场提供直接作用和间接示范效应 ,内资企业可以获得来自国际市场的市场信息 ,学习跨国企业的国

际经营能力 ,开阔经营视野 ,逐步打入国际市场 ,从而提高行业的出口份额。

4. 和国内机构合作研究及对国内技术人员进行培训。随着 FDI 在我国的长期迅速发展 ,其对

我国人力资源的培训效应逐渐凸现 ,在某些产业 ,人才的流动开始成长为重要的技术扩散途径。在

我国企业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不断改善的背景下 , FDI 企业和我国企业间的人员流动的

幅度和频度加快。过去几年 ,FDI 在华研发机构中出现了高级研究人员向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回

流的现象 ,这些具体参与世界最前沿技术开发和组织的高级研究人员对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具有

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 ,研究结果还显示了对于与 FDI 一并而来的技术边缘化风险不可忽视。从长期看 ,

FDI 进入国内产业范围的增大 ,特别是在技术密集环节的集中趋势 ,使得我国高技术产业被边缘化

的风险加大 ,落入技术依赖陷阱的潜在威胁扩大。FDI 在一定程度导致内资企业的研发功能退化 ,

研发机构萎缩 ,研发意愿降低。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 FDI 参与度与产业技术创新相关指标间的实证检验 ,我们发现 : (1) FDI 对我国工业产

业的近期创新产出有着明确的正向溢出 ,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出口度与 FDI 参与度都存在较高显

著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 (2)从技术边缘化的视角看 ,FDI 与我国产业创新的短期市场掠夺、长期技术

依赖、企业科研能力萎缩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 (3)对创新效益的深入研究发现 ,FDI 对行业的创新效

益直接产生作用 ,同时影响着行业的创新投入强度对创新效益产生间接影响。对创新效率的深入

研究发现 ,创新资金来源在政府和企业的比例结构不同影响着资金的使用效率、行业的创新效率 ,

资金来源结构在 FDI 和创新效率之间有着部分的中介效应。

总而言之 ,未来我国产业技术来源于外部的比例更大 ,互补的技术交流、技术交换更多地是在

同等水平的企业间广泛开展 ;基础科学、基础研究的支配性地位日益突出 ,研究能力的积累性越来

越强 ,技术追赶、技术超越所需要克服的困难越来越大。生产的全球化分工、研发的全球化深化给

我国产业技术创新的有效追赶提供了学习的机会窗口 ,但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真正的技术追赶

只能是通过我国获得参与技术生成和技术改进的过程来掌握 ,打破高技术行业的技术依赖只有从

增强我国产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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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 200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已于 2007 年 12 月底结束 ,33 位新当选院士名单于 2007 年

12 月 29 日正式公布。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基地顾问许庆瑞教授当选为工程管理学部院士。许庆瑞教授是我国管理工程学科特别是工程与科技管理

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是国内最先开展技术创新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针对企业技术创新中重产品创新、

轻工艺创新和企业重技术创新、轻文化制度创新的状况 ,以对立统一理论带领浙大创新研究团队提出了产

品创新与工艺创新、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重大创新与渐进创新、内源创新与外源 (合作) 创新、技术创新与

组织文化创新相结合的组合创新范式。2002 年 ,在总结企业创新实践基础上 ,许庆瑞教授带领浙大创新研

究团队一起开创性地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 ( TIM) 理论 ,作为创新管理研究的新突破 ,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

及著名企业的认同和运用。许庆瑞教授倡导主办了技术创新与管理系列国际会议 ( ISMO T) ,连续担任五届

会议主席。英国剑桥大学 Gregory 教授认为 , ISMO T 已成为世界三大最具影响的技术创新国际会议之一 ,

对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与实践 ,提升国际影响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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