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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 

蒋殿春  夏良科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主

要结论是：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

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有所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国内企业的科技

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技术创新竞争中很难占据上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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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  言 

    近年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已在工业生产和出口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产

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21.4%，出口1101.6亿美元，占全部外贸出口额的1/4。同时，高技术产业也是外商在华投资非

常密集的领域。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显示，截至2001年底，中国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数量超

过1万家，从业人员196万人，营业收入6462亿元；外商资本金占全部企业资本金的49%，占全部营业收入的47.7%，占全

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815%。技术创新能力是高技术企业的生命。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便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内

如此密集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什么途径起作用？ 

    自MacDougall（1960）第一次明确地提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

分析。通常认为，FDI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

（Kokko，1992）。除此之外，FDI还由于产业关联等因素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跨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Katz, 1969;  

Kugler, 2001）。 

    在经验分析方面，有关FDI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很多。以国外近年的研究为例，支

持FDI促进当地产业技术进步或创新能力的研究有Driffield（2001）和Dimelis与 Louri（2002）等；另一方面Aitken

与 Harrison（1999）、Djankov与 Hoekman（2000）和Konings(2001)等却得到FDI抑制了东道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结

论。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产业技术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如Haddad与 Harrison（1993）、Kathuria

（2000）和Harris与Robinson（2004）等。 



    关于FDI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现有经验分析与国外类似，结果也大致包括以上三类。Li与Xia（2001）、何

洁与许罗丹（1999）和徐涛（2003）等都发现FDI正的外溢效应存在。但是姚洋（1998）通过计量分析认为，就特定的行

业而言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即使不是负的，也不是显著为正的，外溢效应只在省级层面上显著。王飞（2003）的研究结果

表明，FDI对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的作用。另有一些学者认为FDI作用不明显是由于存在“门槛效应”。潘文

卿（2003）认为由于“门槛”效应存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FDI起积极作用的门槛，故外资的作用不明显，

甚至还有负的作用；东部地区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外资的正向外溢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FDI外溢效应最大。

何洁（2000）、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等也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 

    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都从包含FDI变量的扩展生产函数出发，以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或者人均增加

值率等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外资企业产值或销售额在行业中所占的比例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相对说来，进一步研究FDI影响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要少得多。Cheung与Lin(2004)分析了FDI对技术创新

的影响，发现其效应为正，并且发现FDI对较低层次的创新，尤其是外观设计方面具有较显著的正面作用；刘云等

（2003）发现跨国公司及其母公司在华专利申请对中国国内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有积极的影响,但与国内专利申请

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和竞争关系,其内在动力是市场竞争和技术独占。此外，陈涛涛（2003）以行业横截面数据分析发

现，充分竞争是保证FDI在中国发挥良好溢出效应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大多旨在辨别在华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存在与否和作用方向，对其作用机制和途径的探索主要还停

留在理论层面；使用数据主要是以全国（或某一区域、省市）整个工业部门制造业层面的总量数据，利用具体行业数据进

行的分析较少。 

    二  模型设计 

    ......

    三  模型结果 

    ......

    四  结论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内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的途径，以及国内企业技术创

新活动对三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反作用。主要结论是：第一，FDI引发的竞争加剧不仅没有激发国内企业的创新动力，

反而因吞噬后者的市场空间而打击它们的创新积极性；第二，FDI正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体现为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

效应，国内企业作为技术上的追随者的确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研发活动中获益匪浅；第三，由于体制和本身技术实力

等差异，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更多地依赖于科技队伍规模，而其他

所有制企业的科技经费更为重要，二者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第四，由于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雄厚的技术积累，外商

投资企业在研发竞争中明显采取“领先一步”的战略，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对方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对方更

强的创新动力。因此，国内企业在与对方的技术创新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模型是在行业层面数据上进行的，这与我们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时运用的博弈论思维并不

完全吻合，因为行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在无法获得企业层面数据的情况下，某些解释存在偏差在所难免。此

外，本文没有进一步区分不同性质的FDI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FDI的类型、规模及进入方式的不同，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和

市场竞争模式等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影响新技术扩散的深度和广度，并影响国内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市场进入方式

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公司初始转移的技术结构以及进一步技术投入的动机，进而影响对国内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效

率，这将是下一步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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