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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外资生产率溢出的条件性研究

王!玲!涂!勤"

摘!要!aLG生产 率 溢 出 存 在 与 否 的 问 题 实 际 上 是 东 道 国 企 业

有无条件吸收溢出的问题#本研究从行业内溢出和地 区 行 业 间 溢 出

两个方面进行溢出条件性考察$通过对"==A%#$$?年中国制造业分

地区四位码行业水平上的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生产 率 溢 出 更 多 地

从本地区其他行业的外资参与中获得#行业内的溢出相对并不显著#
两类溢出由于机理不同#影响条件有一定差 异#对 于 地 区 行 业 间 溢

出#吸收空间是最大的影 响 因 素$另 外#吸 收 能 力&内 外 资 合 作 程

度和适度竞争都是溢出发生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aLG#生产率溢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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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是否使用优惠政策刺激外资引入#关键在于 外 资 的

社会收益率是否超过私人收益率#即外资对本国产业发展是否具有技术或管

理上的 )溢出效应*#这里统称为生产率溢出效应$存在大量进行生产率溢出

的识别的实证研究#结论是 )混合*的#即既有存在显著溢出的结论#也有

溢出效果不显著甚至是负向溢出的结论#详细的文献综述可参考a)( !#$$?"$
随着对外资溢 出 问 题 的 深 入 研 究#人 们 一 般 认 为#外 资 能 够 在 东 道 国 生 存#
与本地企业相比存在着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由于知识的外部性部分非排他

性#溢出 是 可 能 的#但 是 本 地 企 业 吸 收 溢 出 是 有 条 件 的#因 此#现 在 关 于

aLG有无溢出的问题#基本上已演化为东道国是否有条件可以吸收aLG溢出

的问题 !M3,-<10,-)(EF,UU,##$$?"$
从溢出发生的渠道上看#正向或负向溢出都有可能发生$溢出的 主 要 渠

道一般有两类#一类是行业内溢出或水平溢出#另一类是行业间溢出或垂直

溢出$行业内溢出 的 途 径 有 多 种(一 是 通 过 示 范 效 应#本 地 公 司 可 以 通 过

)模仿*外资公司的技术&管理&工艺和服务等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二是通过

人员的流动#在外资公司工作过的职员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本地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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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雇用这些人员提高效率#三是通过竞争$外资的进入会产生本行业竞

争的加剧$迫使本地公司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寻找更好的技术#四是通

过出口$一些研究强调跨国公司拥有一定的国际网络资源$能够更好地了解

国际市 场$这 对 本 地 公 司 的 出 口 存 在 积 极 影 响 !M3,-<10,-)(EF,UU,$

#$$?%%02<R,)(Ea,(1,/0)$#$$!"#但是$外资对本地企业的影响也 不 完 全

是正面的$也可能产生负面冲击$如外资往往会使用高薪挖走本地人才$一

些竞争力弱的企业不能适应新的竞争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吸收能力过低的本

地企业根本不能模仿外资公司的技术和管理等#
行业间溢出主要通过外资与本地企业在产品购买和销售过程中形成的技

术扩散$如果外资公司从本地购买中间投入品$会有动机通过转移一定的技

术和管理模式$帮助它们提高产品质量$而本地公司通过购买外资公司高质

量的 中 间 投 入 品$会 使 自 己 的 产 品 得 到 技 术 升 级 !K’1U2()(E_)00’<,($

"==="#但是$如果本地企业不适应外资公司产品需求的标准$没有能力学习

吸收新技术$它们会在与能够给外资公司提供产品的其他本地公司的竞争中

受到伤害$当所有本地公司与外部技术差异太大时$外资公司甚至会切断与

本地供应商的联系$导致引入外资进入供应领域的生产$对本行业的发展造

成冲击#同样$如果 国 内 公 司 没 有 条 件 使 用 外 资 企 业 高 质 量 的 中 间 投 入 品$
会造成使用外资中间投入品的仍然是外资公司$本地与外资公司的生产率差

异将越来越大 !F/C320$#$$@"#总之$所以无论行业内还是行业间$溢出都

可能是双向的$积极溢出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
对于溢出的条件性分析$存在大量的文献$一般主要从吸收能力 和 技 术

差距&地 区 影 响&国 内 行 业 或 企 业 特 征&外 资 企 业 特 征 和 其 他 方 面 进 行

!%02<R,)(Ea,(1,/0)$#$$!"$大量的实证研究 从 东 道 国 的 技 术 吸 收 能 力 上

考虑$如 _)EE)E)(E_)00’<,( !"==?"对摩洛哥制造业的研究发现$溢出只

发生在国内外生产率差异不 是 太 大 的 企 业$而 F23320)(E 2̂)R32 !#$$?"对

美国案例的研究认为$在相对高技术的部门比相对低技术的部门溢出效应更

显著#许多研究从外资和本地企业的特征系统上考虑$如M3,-<10,-)(EHc,B
&,3- !"==="和:);,0+’U)(EHR)1)02)(/!#$$@"等研究认为$本地渗入外资

企业的程度对水 平 溢 出 和 垂 直 溢 出 有 重 要 的 影 响$但 影 响 渠 道 和 大 小 不 同#

F,UU,3DG<-6 !#$$""注意到$在 乌 拉 圭$市 场 面 对 外 资 公 司 的 本 地 企 业 显

然比以出 口 为 导 向 的 本 地 企 业 更 易 得 到 生 产 率 溢 出 的 影 响$而H’()(’)(E
J2420!#$$>"研究认为出口导向对溢出的影响非常重要#也有许多研究从市

场条件上分析溢出发生的条件$认为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加剧溢出的发生$
如 Q)(C)(EM3,-<10,- !"==#"的研究认为竞争程度的加剧会促使母公司给

在外子公司转移更先进的技术$东道国公司更容易获得溢出#
在关于中国aLG生产率溢出条件性研究的文献中$多集中在对地区&行

业或经济总体上的特征研究$如赖 明 勇 等 !#$$P"利 用"==@’#$$#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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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的样本数据研究证实了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果具有决定作用#认

为人力资本投资和增强开放程度对技术吸收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何洁 %#$$$&
利用地区数据考察了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

等内部要素#认为aLG综合效果受当地经济发展的特征影响$王成歧!张建

华和安晖 %#$$#&也作了类 似 的 研 究$M/+U324DG<-6 %#$$!&研 究 了 外 资 企

业属性!本地 企 业 所 有 制 以 及 行 业 特 征 对 中 国aLG溢 出 的 影 响#认 为 中 国

aLG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比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内溢出更显著$利 用 更 微 观 数

据研究溢出条件性的文献多 集 中 于 行 业 内 溢 出#如 陈 涛 涛 %#$$?&利 用 制 造

业A>个四位码行 业 水 平 上 的 数 据 分 析 认 为#充 分 竞 争 是 产 生 溢 出 的 有 效 机

制#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蒋殿

春和张宇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分析认为#技术差距!技术密集

度!市场结构和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对溢出均存在较大的影响$这些关于中

国aLG溢出条件性研究的文献基本集中在地区经济行业总体或行业内 溢 出#
考察因素也基本上着眼于国内企业的状况和市场环境#而对于外资企业的详

细特点以及从内外资相互作用中考察溢出条件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关于aLG溢出条件性研究的成果#利用"==A’#$$?年

中国制造业 分 地 区 四 位 码 行 业 水 平 上 的 面 板 数 据#系 统 分 析 了 中 国 制 造 业

aLG生产率溢出的条件性$创新性工作在于以下方面"一 是 进 行 了 内 外 资 企

业效率的详细分析#在四位码行业上进行内外资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的比较研

究的必要性在于如果外资没有显著的效率优势#直接研究溢出是缺乏根据的(
二是溢出的考察 不 仅 包 括 行 业 内 溢 出#也 包 括 外 资 对 地 区 其 他 行 业 的 溢 出#
因为溢 出 可 以 表 现 在 行 业 内!地 区 其 他 行 业 或 上 下 游 行 业 间 %I’R<24#

#$$?&#M3,-<10,-)(EF,UU, %#$$?&也提及众多的经验研究认为外资的行

业间或地区内的溢出超过行业内溢出(三是对于溢出发生大小影响的条件性

分析#不仅考 虑 国 内 企 业 的 条 件#包 括 与 外 资 企 业 的 技 术 差 距!企 业 规 模!
出口导向等#同时考虑外资企业的条件#包括外资的规模!出口导向和不同

所有制等(四是在方法上#利用计量经济学关于面板数据的处理技术#努力

克服在经验分析中出现联立性问题和存在缺失变量问题$具体安排如下"第

二部分总结了溢出条件性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作为实证分析的背景介

绍了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的一些特点(第四部分为中国aLG生产率溢出条件

性的实证分析#包括数据说明!方法选择和实证结果的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外资生产率溢出的条件框架

对于aLG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的条件性#尽管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但

从理论上说#吸 收 效 果 应 该 受 两 个 基 本 条 件 的 限 制"一 是 技 术 吸 收 的 空 间#
二是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需要通过二者的结合才能形成溢出$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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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两个条件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技术吸收空间与技术差距成正比#内外

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内资企业的吸收空间越大%而内资的吸收能力则与

技术差距成反比#内外资的技术差距越小#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如果

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过大#虽然有足够的吸收空间#但内资企业过弱的吸

收能力会影响到溢出的发生%反之#如果差距过小#虽然内资企业的吸收能

力较强#但过小的吸收空间也会影响到溢出的发生&
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具有不同的特点#由于企业追逐利润的特性#外资企

业总会尽力避免或限制技术被模仿和被替代的风险#行业内企业的竞争性远大

于行业间企业的竞争#技术被模仿和被替代的风险也更大#外资企业会严格控

制专业技术在本行业的扩散&外资企业在与本地其他行业的企业合作时#由于

不直接影响自己的收益#外资企业会传授一定的通用技术与管理经验#使本地

企业作为供给者和委托人#在知识扩散上获得一定的收益#因而行业间溢出相

对行业内溢出更容易发生 !F/C320##$$@"&行业内生产率溢出往往需要通过本

行业专业知识 !’(E/<104B<R2+’T’+U(,S32EC2"的学习#而行业间的溢出往往通过

一般知识 !C2(20’+U(,S32EC2"的学习#如日常的管理方式和销售服务方式等#
两类知识对技术吸收能力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行业内溢出对技术吸收能力要求

较高#而行业间溢出对技术吸收能力要求相对较低&
对于外资的生产率溢出#理论上说#内外资的相互渗入和充分合 作 无 疑

有利于溢出的产生#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也是非常复杂的$外资一般不会拿

出最先进的技术与内资充分合作#即充分合作的外资所使用的技术并不是最

先进的#这又会使溢出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竞争的影响更是依赖于内

资企业对竞争加剧时的适应程度#理论上说#弱小的企业在竞争中只会越来

越被动#甚至被挤出市场#根本不可能在管理或技术上得到提高#只有一定

竞争能力的企业才可能得到竞争带来的效率提高&总体上说#由于各国的企

业的技术管理水平与竞争力的不同#吸收外资企业技术或管理的条件不是绝

对的#具体的条件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三!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的一些特点

作为分析中国制造业外资生产率溢出的基础#这里首先对其基本情况作

一定的分析&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积极生产率溢出的前提是外资企业比本

地企业更有效率#如果外资企业的效率低于内资企业#溢出分析是没有任何

意义的&另外#如果从行业内或地区水平上进行生产率溢出的识别#必须识

别外资是否分布于生产率高的行业或地区#如果外资分布在高生产率的行业

或地区#外资的参与程度与本地企业生产率的积极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意味

着存在溢出效应#因为积极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溢出#也有可能是外资往往

集中在生产率高的行业或地 区#从 而 使 整 体 上 生 产 率 水 平 更 高 一 些 !_)<U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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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6##$$#$#所以外资的分布情况是溢出研究的重要背景%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作为生产效率指标进行内外资企业的比较#根据从国

家统计局获得的制造业四位码行业水平上的数据计算#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

并不全部高于内 资 企 业%"==A&#$$?年#在P??个 四 位 码 水 平 上 的 行 业 中#
有""6AX的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内资企业#这从某一方面印证了许多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并没有生产效率上的优势#只是利用中国优惠

的外资政策和本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条件获取利润%如果汇总到两位码行

业水平上#外资企业效率优势显著了许多#按照"==A年不变价计算#"==A&

#$$?年内资企业制造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人均P6$A万元#而外商投资企业

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一倍多#达到人均"#6$万元%在所有外资参与的?!个 制

造业两位码水平上的行业中#只有两个行业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

于内资企业"服装与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
另一方面#这里对港澳台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也作了一定的比

较分析#按照"==A年不变价计算#"==A&#$$?年港澳台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

率为=6P?万元#高于内资企业人均P6$A万元的水平#但低于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人均"#6$万元的水平#具体到两位码行业水平上#港澳台企业只有一个行业

的效率低于内资企业#即烟草加工业#在其他行业上的生产效率均高于内资

企业%从比较中可以发现#港澳台资本相对外商资本来说#生产效率明显较

低#所以本研究只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aLG生产率溢出条件性分析而不考虑

港澳台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广义的技术进步水平#从该指标的计算结果 上 看#在

四位码行业水平上#"==A&#$$?年#大约">6$X的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低于内资企业#也反映出部分外资企业并没有比内资有技术或管理上的优势#
但汇总到两位码行业水平上以后#只有一个行业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

于内资 企 业#即 烟 草 加 工 业#在 绝 大 部 分 行 业#外 资 具 有 较 强 的 优 势#

"==A&#$$?年#外资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6!X%
从制造业外资 企 业 的 行 业 分 布 上 看##$$?年#按 照 就 业 人 数 比 重 计 算#

全部制造业两位码行业水平上外资企业占全部行业的平均比重为"$6A=X#按

总产值计算占"P6!#X#其中外资份额最高的行业是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外资人员占全部行业的比重为?P6!!X’其次是服装与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造 业 等’外

资比重最小的行业为烟草加工业#按就业人数计算比重只有$6#!X%以外资

企业就业人数占所在行业的比重与行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作相关性分析#发

现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即外资并不总存在于生产率较高的行业%
从制造 业 外 资 企 业 的 地 区 分 布 上 看#上 海 以 绝 对 的 优 势 排 在 第 一 位#

#$$"&#$$?年#按照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比重计算#上海制造业外资占全行

业的比重为?>6#!X#按全部产值计算比重为?>6#!X#其后是天津市!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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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北京市#广东省#辽宁省#江苏省和山东省$而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青

海省和甘肃省是制造业外资比重最小的三个地方$外资比重不到全部制造业

的$6PX%利用制造业外资占地区的就业比重与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作相关性

分析$发现相关关 系 比 较 显 著$可 以 认 为$外 资 更 偏 好 在 生 产 率 高 的 地 区

发展%
目前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有四种类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 外 合

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A’#$$?年的

平均水平$以 就 业 人 员 人 数 计$四 种 类 型 的 外 资 占 全 部 外 资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P6!X##=6AX##"6?X和?6#X$可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外资的主导形

式$占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的近一半%从规模上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

"==A’#$$?年$以就业人员计$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占全部外资

企业的比重分别为?P6!X##P6PX和?A6AX$可见$规模差距不是很大$小

型企业稍多$大型企业其次$中型企业稍少%

四!关于中国制造业aLG生产率溢出条件性的实证研究

!一"基本模型的设定

!!与一般经验研究类似$本研究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生产函

数模型进行aLG技术溢出条件性分析$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

变量有本地区行业内外资参与程度和本地区其他行业外资企业参与程度$借

鉴M3,-<10,- !"=A@"$这里直接把反映行业集中度的变量 _20T’(E)&3指数作

为解释变量之一$认为竞争程度直接影响行业内溢出$从而影响生产率$集

中度越高意味着竞争程度越小%由于使用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为随机或固定

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G@!"-G ):’<G’&"2"$G1"’&-2-$G1"’&NR6"’+"-’’"-G$

其中$G@!是内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下标"$-和G分别表示行业#
地区和时间$:为常数$2" 是-地区"行业的外资占整个行业的比重$2- 是-
地区除"行业外其他所有行业的外资比重$R6" 是 _20T’(E)&3指数$代表"行

业的市场集中度%+"-是随机或固定效应项$只随行业和地 区 变 化$不 随 时 间

而变化$’"-G是随机扰动项$随行业#地区和时间变化%我们以2" 的系数考察

本地行业内外资溢出的影响$以2- 的系数考察本地区其他行业 !行业间"外

资溢出的影响$以R6的系数观察行业的竞争程度对行业内溢出的影响%
从计量经济学上$利用生产函数方法考察aLG溢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

计量模型中经常出现的联立性 !<’-/31)(2’14"问题$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

从实证研究的 结 论 上 看$aLG的 进 入 与 生 产 率 变 动 的 关 系 都 是 相 互 决 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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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存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缺失值的问题#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影响全要

素生产率变动的变量除了aLG外#还有YgL投入!对外贸易和制度 变 换 等

其他影响因素#就研究的问题设立简单的模型#可能会引起变量缺失造成结

论的偏差 $a)(##$$?%&针对联立 性 的 问 题#这 里 使 用2. 和2" 的 滞 后 一 年

的数值作为解释变量#对于 外生的技术进步#这里假定它随时间变化而系统

变化#因而引入时间G作为解释变量&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国家统计局

购买的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企业类型分为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口径为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基本指标包

括现价和不变价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实收资本!外商 资 本!工

业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工业中间投入!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等详细的

指标&这里增加值以现价总产值减去现价中间投入计算获得#根据ZL\减缩

指数换算成"==A年不变价增加值#资本投入使用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
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减缩成"==A年不变价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

ZL\减缩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P( $国家

统计局##$$P%#劳动投入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有增长核算和计量经济学估计两种方法#

由于缺乏资本或劳动要素收入份额数据#这里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估计#
模型使用标准 的%,99BL,/C3)<生 产 函 数#在 规 模 收 益 不 变 的 假 设 下 模 型 设

定为"

3,C()&3,CF’G@!#

其中#(N>)?#FNW)?#> 为增加值#?为就业人数#W 为固定资本净值年

平均余额#G@!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利用以上假设#对于全部制造业"==A*#$$?年各地区四位码行业水平上

的混合数据 $R,,3E)1)%#先使用8IH方法回归#得到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份额

&为$6?!@=#以此计算的残差即为制造业"==A*#$$?年各地区四位码行业水

平上的G@!&
行业内aLG参与程度用本地区本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

数占本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比重表示#地区其他行业aLG参与程度用本

行业以外本地区其他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占本行业外本

地区全部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比重表示&行业集中度使 用 _20T’(EB
)&3指数#计算各年每个行业在所有地区之间的集中度&

为了进一步识别各类生产率溢出的条件#这里对数据进行各种 分 组&首

先考察外资企业的特点#在四类所有制的外资企业中#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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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作为内外资企业充分合作的类型#把外资 !独资"企业

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外资单独活动的类型$考察内资企业和行业的

特点对溢出的影响因素包括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企业规模和出

口导向程度等#技术差距以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减去内资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计算#企业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分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类#出

口导向程度以出口交货值除以工业销售产值获得#在内资企业所有制分组中#
由于数据库中内资企业的所有制分类较多#这里选择占份额较大的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四种分别进行考察#地区根据国家统计

局对中%东和西部的划分标准进行$

!三"实证分析的结果

"D总体检验的结果

由于使用制造业"==A&#$$?年分地区四位码行业水平上的面板数据#这

里用均衡面板数据的估计程序进行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有两种基本设定’固

定效应模型 !T’O2E2TT2+1-,E23"和 随 机 效 应 模 型 !0)(E,-2TT2+1-,E23"#

_)/<-)(检验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加入外资企业特征和未加入外资企业特征

的估计结果见表"$

表!!估计结果!一"
!被解释变量#!"#$括号内的值为!值"

!"" !#" !?"

?!2"#"" [$D??>"!["D@$" [$D#=A!["D#A" $D$!$!$D>$"
?!2-#"" $DA!=""!#D$"" $DA"?"!"D!>" $DAPP"!"D@>"
R6" $D$$"!"D?#" $D$$?!"D>P" $D$$?"""!#D@""
G $D$@#"""!"!D">" $D$@@"""!"@D#"" $D$@?"""!"PD=#"
;" [$D$"=$![$D!="
;# [$D"$P"""![?DA$"
;? [$D$=#"""![?D>?"
YOR $D$#>P!$D@@"
IO" [$D#!""""![#?D?A"
IO# [$D$?="""![?D"$"
IO? [$D$#""""![PD?P"
*)<1 $D"?P"""!AD>@"
Q2<1 [$D$"!"""![$D>#"
: "D!>!"""!A#D!!" "DA$#"""!P#D#P" #D#!="""!@D!>"
;# $D$# $D$> $D$P
Q "@>#$ "P"$? "P"$?

_)/<-)(值 %&’#!@"N"@#!D?($D$$$) %&’#!"$"N">#PDP($D$$$) %&’#!"""N"$#!D"($D$$$)

!!注’?!$#""是$变量滞后"年的值#R6" 为各年每个行业在所有地区之间的集中度#使用 _20T’(E)&3
指数计算*;"是外商独资企业与外商投资股份企业占行业内全部外 商 企 业 的 比 重#;#是 中 型 规 模 外 资

企业占全部外资的比重#;?是大型规模外资企业占全部外资企业的比重#以 就 业 人 数 计 算#YOR指 外 资

企业的出口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IO"为国有企业#IO#为集体企业#IO?为股份制企业$*)<1为东部#

Q2<1为西部$:为常数#Q 为观察值$"""%""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 值 在"X%PX和"$X置 信 水 平 上

显著$全部过程使用H1)1)+H*=6#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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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第#"$列 可 见%"==A&#$$?年%中 国 制 造 业 外 资 的 行 业 内 溢 出 在

PX的显著性水平上是负向的%即随着行业内外资的增加%本行业生产率水平

是下降的%而其地区行业间的溢出是显著积极的%说明随着本行业外资的增

加%本地区其他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有所上升%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外资生

产率溢出的效果是积极显著的’地区行业间溢出显著超过行业内溢出的结果

与F/C320##$$@$认为行业间溢出比行业内溢出更容易发生的判断是一致的%
而行业内溢出不显著的结论 与 文 献 中 多 为 显 著 的 结 论 #王 春 法%#$$>$差 异

较大%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使用数据的范围不同%一般使用更大程度上的汇总

数据更容易出现生产率与外资存在呈积极相关的结果%如在不存在生产率溢

出的情况下%外资的存在把竞争力弱的企业挤出市场使得整体行业生产率有

所提 高 等 等%这 些 情 况 下 行 业 总 体 水 平 上 的 计 量 估 计 结 果 也 是 积 极 的

#_)<U23DG<-6%#$$#$%另外%Z,0C)(EH10,93##$$$$对各类经验研究的结

果比较发现%使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比使用面板数据更容易得出溢出

的存在%所以结论的差异可能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更微观的四位码行业水平上

的面板数据%与一般文献使用的数据有所差异’R6" 的系 数 反 映 行 业 市 场 集

中程度或竞争程度对生产率溢出的影响%R6" 越高%意味 着 市 场 集 中 程 度 越

高%或竞争程度越低%从整体估计结 果 上 看%R6" 的 系 数 不 显 著%反 映 竞 争

对生产率溢出的整体效果并不明显’
表"的第##$列增加了外资企业特点对溢出的影响%行业内溢出!地区行

业间溢出的结果与第#"$列大致相同%只是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代表与

内资企业相对独立的外商企业比重%其系数不显著%反映外资所有制形式对

溢出的结果并没有显著影响%理论上说%相对独立的外资企业使用的技术水

平会高些%这会扩大内资企业的吸收空间%但这种情况下内资企业接触外资

技术相对比较困难%而与内资企业相对联系紧密的外资企业%如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它们与本地企业合作的机会多些%本地企业更

容易接近其技术%但这种情况下外资的技术水平相对要低些%在目前的中国

制造业%两者汇总的结果使生产率溢出差异并不显著(;#和;?的系数反映

外资企业规模对溢出的影响%与小型企业相比%中型和大型外资企业的存 在

对溢出的影响都是显著负向的%可能的原因是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往往独立

性较强%它们与本地企业在供给和需求上的联系相对较少%而小型外资企业

与本地企业的接触相对多些%本地企业更容易接近其技术%从而更容易导致

溢出的发生’YOR的系数反映外资企业出口大小对溢出结果的影响%从估计

结果上看%外资企业出口与溢出关系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目前制造业外资

企业基本是出口导向型的%它们在出口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与内资企业的相

互作用方式%因而对溢出的影响差异不大’
表"第#?$列反映的是加入了各地区和各类所有制虚拟变量后的溢出效果

差异%与第#"$列结果比较%行业内溢出不再显著%行业间积极的溢出仍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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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整体上说#外资的存在对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是显著的#有所不同

的是#R6" 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市场集中程度 越 高#越 有 利 于 生 产 率 的 提

高的倾向#或竞争越激烈#越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趋势#但这个系数几乎接

近$#说明竞争对生产率的影响非常小$从各类虚拟变量上看#在目前中国制

造业#各类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其中#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最高#其次是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最低$从

地区上看#东部地区生产率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而西部最低$

#D关于溢出的条件性研究

以上整体上分析基本要素和外资特点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了

进一步判断地区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这里进行各类分

组下溢出结果的分析#由于溢出机制的复杂性#各种影响条件可能同时起作

用#也可能单独发生作用#同时许多条件是相互关联的#混合作用的结果很

难识别#所以本研究利用分组的方式单独观察溢出的条件性#单独考虑的条

件包括%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企业规模&行业出口导向#全部估 计 结 果

见表#$

表!!估计结果!二"
!被解释变量#!"#$括号内的值为!值"

类别

企业规模 技术差距!Z)R" 出口!*O"

大 中 小 Z)R$$ 小 中 大 大 小

!"" !#" !?" !>" !P" !@" !!" !A" !="

?!2"#""
[?D$#A"""

![#DPA"
$D!P>
!["D#$"

[$D?>>
!["DP#"

[$D>A=""

![#D"P"
[$D"?P
![$DP#"

[$D>>@
![$D@#"

$D$#"
!$D$""

[$D>#P"

!["D!?"
[$D?P?
![$DA>"

?!2-#""
"D"$P
[$D@>$

["D"??
![$D=="

"D$=#""

!"D=$"
$D#?A
!$D?="

[$D$>"
![$D$A$"

[$D??"
![$D#"

AD!?$"

!"D@@"
$DP>=
!$D!="

"D#P$"

!"D!$"

R6"
[$D$$@
!["D"!"

[$D$$"
![$D>P"

$D$$#"

!"DA$"
$D$$P"""

!?D##"
$D$$"
!$D>P"

[$D$$P
!["D"P"

[$D$$=
![$DAP"

$D$$?""

!#D""
[$D$$#
!["D$@"

G
$D"#?"""

!=D"?"
$D""!"""

!"?D!@"
$D$>A"""

!""D@""
$D$AA"""

!"!DA@"
$D$A""""

!#$D?="
$D$P""""

!>D!$"
[$D$?#
!["D$""

$D$@#"""

!""D#?"
$D$@@"""

!"#D@!"

:
"D!#?"""

!"=D=@"
"D>?="""

!?$D@P"
"DA##"""

!!PD"A"
#D#"#"""

!!>D$>"
"D@#A"""

!@=D$="
"D"!$"""

!"PD=!"
$D>"="""

!#D>?"
"D!@>"""

!P?D=!"
"D!>!"""

!P!D>?"

;# $D$@ $D$? $D$" $D$P $D$P $D$" $D$# $D$? $D$#
Q !!P #!>P "#=$$ P=$@ !PA? ###= !$? !P@# AAP!

!!注%分组根据样本的统计分布进行#其中大&中和小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分 类#Z)R为 内 外 资 企 业 的

技术差距#以本地区本行业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计算#*O以出口交货值除以工业销售产值

计算#:为常数项$Q 为观察值$"""&""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X&PX和"$X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描述了企业规模&技术差距和出口导向对溢出的影响$企业规模对

溢出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规模和组织方式对溢出的影响#从第!""’
!?"列看#大型企业的行业内负向溢出非常显著#而中型和小型规模企业的行

业内溢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大型企业往往更有条件使用先进的设备和技

术#本行业外资出现带来更先进的专业性技术#这对于大型企业的冲击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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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从行业间溢出上看$小型企业的行业间正向溢出最显著$反映小规模企

业在对外资一般知识的学习和使用上比中型规模和大型规模企业更具备灵活

性#总体来说$无论行业内溢出或行业间溢出$小企业在吸收外资技术溢出

上比大企业更具备优势$但是由于小企业总体实力的弱势$对市场竞争加剧

的承受力要明显弱于大中企业$其竞争中的劣势从R6" 的系数上可以明显看

出$而大中型企业对竞争加剧的反映要好于小企业#
技术差距是溢出条件性研究文献中最常用的指标$它很大程度上反映内

资企业的吸收空间或吸收能力$由于中国制造业外资的独特性$这里进行了

四类分组$第 一 组 为 内 资 企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高 于 外 资 企 业 的 行 业 估 计 结 果

%表#第 &>’列($另外三组为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外资企业的行业估

计结果$按差异分大!中和小三组 %第&P’)&!’列(#在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低于内资企业的情况下$即内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高于外资企业的情况

下$外资的进入当然不会给内资企业带来积极的溢出效果$所以行业内溢出

显著为负$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利用优惠的政策与内资企业进行不平等竞

争$所以竞争越充分$内资企业 的 效 率 越 低#对 第&P’)&!’列 的 结 果 进 行 综

合分析可以认为$在外资企业具有整体技术优势的大部分行业$行业内溢出

整体上都不显著$反映目前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行业内技术吸收能力整体很差$
地区行业间溢出在技术差距大的行业非常积极显著$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信

息"技术差距是影响行业间溢出的最重要条件$而吸收能力对学习行业间技

术来说相对不是很重要#
从内资企业的出口导向上看 %第&A’和&=’列($在高出口行业$行业内溢

出是显著负向的$行业间溢出并不显著$而竞争的加剧对行业生产率的提高

是不利的$反映在制造业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出口过程中$企业间存在

争相压价$存在行业内恶性竞争的情况#在低出口行业$行业内溢出不明显$
而行业间溢出是积极显著的$对竞争的反映不甚显著#总的来说$出口较小

的行业吸收溢出的效果更好$与F,UU,3DG<-6&#$$"’的结论有些类似$反映

外向型的行业面向国际市场$在吸收本地外资的技术溢出上反而不如面向本

地的企业#
总体上看$由于行业内溢出和地区行业间溢出的发生机制不同$影 响 因

素也有所不同$对于行业内溢出来说$由于专业化知识的要求$技术吸收能

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制造业企业的行业内技术吸收能力整体上较差$
行业内溢出不显著#对于行业间溢出$由于一般性知识对技术吸收能力的要

求相对较低$技术吸收空间显得更为重要#从企业规模和出口倾向上看$在

吸收溢出技术上$小规模的企业更有优势$出口规模小的行业也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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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其他

本研究通过对"==A##$$?年中国制造业分地区四位码行业水平上数据的

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D总体来说$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高于内资企业$但仍然存

在效率不如内资企业的行业$例如$服装与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和皮革&毛

皮&羽绒及其制造业两类行业$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内资企业’
在烟草加工业$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低于内资企业$这反映部分外资

企业利用本地优惠的外资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等条件进行生产$并没

有技术上和生产上的优势$与内资企业产生不平等竞争$这对内资企业生产

效率的提高非常不利(

#D在目前的中国制 造 业$外 资 在 地 区 行 业 间 存 在 积 极 显 著 的 溢 出 效 应$
但在行业内的溢出呈现负向或不显著的结果$行业间溢出显著大于行业内溢

出$整体上看$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效果是积极显著的(

?D行业内溢出和行 业 间 溢 出 由 于 溢 出 机 理 不 同$影 响 的 条 件 有 所 不 同$
在目前的中国制造业$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和对行业内吸收专业化技术的要

求较高$许多情况下行业内溢出并不显著$而对于行业间溢出$由于一般化

知识对技术吸收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相对来说技术吸收空间对溢出影响更

大$技术差距越大$行业间溢出越显著(

>D在影响溢出的各类其他条件中$外资的所有制和出口导向对溢出的影

响不是很显著$但其规模对溢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规模小的企业更容易

与本地企业合作$对内资企业吸收溢出更有利(小规模和出口程度低的内资

企业在吸收溢出技术上更具备优势(
尽管本文对溢出的条件性研究有了一定明确的结果$但是相对于引进外

资的政策要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是从数据上看$虽然四位码行业数据

的应用已经获得了比较详细的信息$但对于行业内溢出的影响$如果使用企

业层面上的数 据$因 果 关 系 将 更 为 明 确$对 溢 出 的 机 制 也 能 够 更 好 地 把 握$
特别是对竞争产生的溢出’二是本研究只是从同一地区其他行业间的影响上

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没有涉及外资企业在产业上下游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及对

溢出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分析能够对行业间溢出的机制和政策建议产生更准

确而具体的判断(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资公司作为追求私利的企业$绝非 )救 世 主*$

把它看成技术和管理技巧等缺口的补充者和供应者$是对外资本质特征的一

种扭曲$同时$由于知识存在外部性和部分非排他性特点$溢出总是要发生

的$如何促进内资企业最大化吸收溢出是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尽管关于

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还要继续$有一些政策结论还是确定的$如注



第"期 王!玲!涂!勤"中国外资溢出的条件性研究 "A?!!

重引进外资的质量#那些效率还不如内资企业的外资更要极力限制$加大内

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包括提高本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培训!YgL投入

水平及基础设施等$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内外资企业

的充分合作$在市场竞争对本地企业存在不利的情况下#适度保护本土企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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