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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后发优势理论#本文 利 用 收 敛 分 析 框 架 研 究 技 术

引进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地区间技 术 水 平 存 在 差

异#经济较落后地区技术引进的技术外溢作 用 更 强#技 术 引 进 有 助

于实现地区经济收敛$基于"$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的结论证实#技术引进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 显 著 正 向 作 用#对 地 区

经济收敛也产生显著影响$技术引进是缩小 地 区 经 济 差 距%实 现 地

区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技术引进#后发优势#地区经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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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虽然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有所扩大#但我们注意到大中型 工 业 企

业人均产值却表现出收敛趋势$尤其是#$$$年以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

人均实际产 值 的 变 异 系 数 持 续 下 降#变 异 系 数 从#$$$年 的$8AA&&下 降 到

#$$&年的$8"%A"$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较落后地区#资本存量与

均衡水平相差较大#资本边际收益较高#这样较落后地区资本积累速度较快#
最终会实现地 区 经 济 收 敛$根 据 该 逻 辑#当 各 地 区 经 济 逐 渐 收 敛 的 情 况 下#
各地区资本存量的差距也应该逐渐减小$#$$$(#$$#年#与人均实际产值变

异系数下 降 相 伴#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 人 均 实 际 资 本 变 异 系 数 表 现 下 降 趋 势$

#$$#年以后#人均实际产值变异系数虽然继续下降#但是人均实际资本变异

系数并未显现出继续下降趋势#反而有较大幅度增长 !见图O"$本文的研究

旨在说明##$世纪后期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大中型工业企业地区增长差距

持续缩小$本研究对缩小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探索地区均衡发展途径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就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已有很多文献$部分学者已经 注 意 到

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Y)*+*GQ+* !OPPP"%林毅夫等 !#$$#"%林毅

夫和张鹏飞 !#$$>"%舒元和徐现祥 !#$$#"等认为技术引进是我国发挥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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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分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人均产值与人均资本变异系数

发优势#的重要途径$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来看%技术引进O在企业技术行

为中具有重要地位$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显示%企业外来技术获取中%技术

引进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基本在$8&d以上%而相比之下%购买国内技

术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基本在$8Od以下$但研究技术引进对地区经济收

敛性影响的实证研究仍较少$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并进行简要评述’

第三部分提出技 术 引 进 对 地 区 经 济 收 敛 影 响 的 假 说’第 四 部 分 是 实 证 分 析%
利用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

策建议%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提出相应建议$

O 我们采用国务院#$$O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对技术引进的定义%技术 引

进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 技

术的行为$

二!已有研究简要评述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完全竞争*无外部性*要素可以 相 互 替 代*正 的

且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等标准新古典假设下%得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会

使人均资本向稳态收敛%人均产出*资本等均衡水平由主观贴现率和效用函

数性质等参数决定%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增长速度$若不

考虑稳态水平的差异%欠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比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

度快%因此%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欠发达

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最终会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收敛$若考虑欠发达国

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偏好*制度因素等导致的稳态水平的差异%距离稳态较

远的经济将趋 向 于 更 快 地 增 长$在 经 济 收 敛 性 研 究 中%前 者 称 为 绝 对 收 敛%
后者称为条件收敛 !<+22.+*G?+5+@V@c+23)*%OPPA"$然而%无论是以国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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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为样本#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经济收敛性研究并未

得出一 致 的 结 论$比 如#<+1/.5 %OP%>&曾 经 检 验 了O>个 工 业 化 国 家

O%!$’OP!P年间的收敛性#回归结果显示几乎完美地收敛$L4Y.*E %OP%%&
在样本中增减少数国家#就使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大幅度降低$<+22.和?+5+@V@
c+23)* %OPPO&对美国各地!日本各县和欧洲各国的 经 验 研 究 则 发 现 了 显 著

的收敛性$但是#对意大利等国 的 经 验 分 析 并 没 有 得 到<+22.等 人 研 究 的 结

论 %M+-)+*GM)E5)+21#OPPA&$
新古典分析框架主要基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展开分析的#正如Y1-+K

%OP%%&所指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更适合像美国那样的发达经

济$比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
显然不符合事实$由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的学习溢出效应#即

具有 (后发优势)#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

差较大时#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来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从而可以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林毅夫和张鹏飞##$$>&$945K.*+*GM(54;K%OP>>&证

明#一个后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

比#并进一步 指 出 后 发 国 技 术 进 步 速 度 常 常 高 于 先 发 国$<+22.+*G?+5+@V@
c+23)* %OPPA&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

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导出的结论是通过技术的赶超#各国在长

期内将实现收入的趋同$7+*,5N+* %OPP>&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

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假定所有国家的资本存量都可以从技术的

转移!模仿或创新中得到有效的提升#研究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

进#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不同经济起点的国家的人力资本的积

累!生产能力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趋于收敛$
对中国经济收敛 性 的 经 验 性 研 究 文 献#大 多 使 用<+22.和?+5+@V@c+23)*

以及 c+*N)F!T./42和 4̂)5等提出的经典条件收敛计量模型#在控制一定

参数后#考察增长与初始人均指标是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提出经

济收敛的原因#如外商直接投资差异说 %L+6+@B15+3)+*G\1K+)*##$$$&!人

力资本差异说 %蔡昉和都阳##$$$&!发展战略说 %林毅 夫##$$"&!劳 动 力

流动说 %刘强##$$O*沈坤荣##$$>&等$虽然条件收 敛 分 析 框 架 考 虑 了 技

术外溢作用#但已有研究主要遵循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机制#从技术收敛角度

研究经济收敛较少#考虑技术引进对经济收敛性影响实证研究的更少$

三!研 究 假 说

后发优势理论主要基于技术收敛角度#认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具有

技术外溢效益#欠发达地区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收敛#最

终能 够 实 现 地 区 经 济 收 敛$首 先 提 出 后 发 优 势 思 想 的 是 B42K-(4*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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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他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OP>#年

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 !:GX+*3+E4.S<+-NF+2G*4KK"%B42K-(4*N2.*指出#技

术是一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进国家引

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省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人才#在一个

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同时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进国家工业化中资本

严重不足的问题%Y4X6 !OP>>"从现代化角度将B42K-(4*N2.*的后发优势论

具体化&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

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

在技术方面等%南亮进 !OPP#"等人将B42K-(4*N2.*后发优势论应用于对日

本工业化过程的分析$渡边利夫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韩国经济#在很大程度

上验证了其客观性%Y)*+*GQ+*!OPPP"$林毅夫等 !#$$#"以及林毅夫和张

鹏飞 !#$$>"进一步指出欠发达国家在遵循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

时#只要欠发达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

升级#不但不会陷入永远生产低技术产品的陷阱#反而可以使得欠发达国家

相对于发达国家有着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最终可以实现欠发达国家向发

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收敛#即实现了 (后发优势)%李宏霞 !#$$""用增长模型

将林毅夫的 (后发优势)理论模型化#把技术进步的创新成本和扭曲成本同

时引入模型#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两条技术创新道路的

比较分析#证明后发国家的确 存 在 (后 发 优 势)#合 理 运 用 这 种 (后 发 优 势)
确实能够实现 (经济收敛)%

若仅仅涉及国内不同地区间的技术转移#如中西部地区从东部地区引进

技术#我们可采用后发优势理论直接展开分析%而现实情况是各省市分别从

国外引进技术#面临的问题是国外的技术引进与地区经济收敛%为此#我们

利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深入分析%:E().*+*G\.F)33!OP%%#OPP#"
把熊彼特方法引入内生增长理论#其中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 !或

者说垂直型创新"引起的#而这 些 创 新 来 自 于 研 发 活 动%基 本 模 型 不 考 虑 资

本积累#假设经济 中 有 一 系 列 数 量 为>的 个 体#他 们 具 有 线 性 的 跨 时 偏 好&

0!5";?
l

$
554@E5I5#其中E是时间偏好率#5表示时间变量%每一个体都有

一单位的劳动力流#因此>也等于总劳动力供给流%消费品的产出取决于一

种中间产品的投入V#其生产函数为

5;="V!# !O"

式中$$!$O#"表示第"个创新%创新意味一种新的中间投入品被发明#并取

代旧的中间产品#这种新产品的使用将提高技术参数=#假设提高的幅度为

-#即="gOe-="%
劳动力有两种可能的用途&它可以一比一的比率生产中间产品#也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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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研发部门#即

>;VB)% $#%

""当)被用于研发部门时#创新就会以一个泊松抵达率#)随机出现&研发

部门 被 刻 画 为 专 利 竞 赛 文 献 中 所 描 述 的 情 况 $Q)2.54#OP%%’T4)*E+*1/#

OP%P%#投入研发部门的劳动力由套利条件所决定&
根据研发套利条件!创新的假设#根据经济增长的期望 值#我 们 可 以 得

到稳定状态平均增长率的简单表达式"

K;&$5*5$5BO%@5*5$5%%;#)@5*-% $"%

""在基本模型基础上#考虑欠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对经济增长的

效应#主要是放宽对技术参数=的假设#如果=" 表示时刻5的生产力参数#
由于存在技术跨地区的技术外溢#假设下一时刻生产率参数为

="BO ;G$="#=!
" %# $&%

其中=!" 表示该地区或国家以外生产力参数的平均水平#G$=#=%e-=&G$(%
是两个决定因素的增函数&G$(%是第一个变量的增函数#表示每个国家地区内

部存在跨时的知识外溢#说明初期生产力参数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可

能较快’G$(%是第二个变量的增函数#反映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具有知识外

溢效应#显然技术知识外溢效应的实现程度与技术引进强度呈正向关系&
目前#国内技术水平仍相对比较落后#中国仍 具 有 后 发 优 势&显 然#在

="!=!
" 一定的情况下#技术引进强度越大#国内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越

多#因此#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
假说L"技 术 引 进 是 实 现 后 发 优 势 的 重 要 途 径#对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正 向

影响&
假定不同地区后发优势不同#这 样 相 对 落 后 地 区 具 有 更 大 的 后 发 优 势#

其可利用的技术外溢空间更大&现考 虑 国 内 不 同 地 区#一 个 是 较 发 达 地 区#
如东部省份#一个 是 较 落 后 地 区#如 中 西 部 省 份&对 于 较 发 达 地 区 来 说#

下一时刻生产率参数为=O"gOeG$=O"#=O
!

" %#=O
!

" 表示较发达地区以外的生产力

参数的 平 均 水 平&对 于 欠 发 达 地 区 来 说#下 一 时 刻 生 产 率 参 数 为 =#"gOe

G$=#"#=#
!

" %#=#
!

" 表 示 欠 发 达 地 区 以 外 的 生 产 力 参 数 的 平 均 水 平&显 然#

=O
!

" $=#
!

" #这反映较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具有技术外溢&
两个地区间生产力参数的差异表示如下"

=O"BO@=#"BO ;G$=O"#=O
!

" %@G$=#"#=#
!

" %# $A%

将其进行变形#

G$=O"#=O
!

" %@G$=#"#=#
!

" %

"" ; )G$=O"#=O
!

" %@G$=O"#=#
!

" %*



P%%""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B#G!=O"$=#
!

" "@G!=#"$=#
!

" "%% !>"

""由于G!&"是第二个变量的增函数$所以$G!=O"$=O
!

" "fG!=O"$=#
!

" "$$$
表示欠发达地区具有更多的 ’后发优势($可以吸收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导

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G!=O"$=#
!

" "fG!=#"$=#
!

" "%$$由于初始生

产力参数的差别$可能导致较发达地区增长更快)可见$只要 !""中前半部

分的绝对值大于后半部分$则预示着经济收敛$即只要相对落后地区能够充

分利用后发优势$完全可能赶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从另一个角度 来 说$在

技术引进强度相同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可以获取更多的技术外溢$技术水平

将逐渐向发达地区收敛$最终可实现与发达地区间的经济收敛*该结论预示着

经济条件收敛的可能性$即控制发展条件差别的情况下$如技术人员投入+投

资率等$技术引进对经济收敛产生正向作用*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E"在控制经济初始条件的情况下$由于不同地区技术水平的差异$

相对较落后地区具有更大的后发优势$技术引进有助于地区经济收敛*

四!实 证 分 析

!一"实证分析框架

""为了深入说明技术引进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进行严格的

计量分析*按 照 新 古 典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5.F$OPA>)<+22.+*G?+5+@V@c+2@
3)*$OPPO$OPP#"$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初始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在未

来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比初始人均收入较高的经济体快$这是经济增长内在

的收敛机制*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

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前文阐明的那样$如果一个欠发达地区积极引

进国外技术$该经济体具有 ’后发优势($那么其可以获取技术外溢效应$有

助于实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 ’技术收敛($并最终实现经济收敛*根据

前面的理论分析$若两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均进行技术引进$同样会由于

相对落后地区 具 有 更 强 的 ’后 发 优 势($最 终 两 个 经 济 体 会 实 现 经 济 条 件 收

敛$即在控制经 济 初 始 条 件 的 基 础 上$技 术 引 进 对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正 向 作 用$
并有助于实现经济收敛*由于技术引进统计口径发生较大调整$本研究采用

技术引进统计口径一致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基

于条件收敛分析框架$我们构造如下的计量方程,

-+ ;!$B!OY*!:Z$$+"B!#Q+K+B1̂ B%+$ !!"

式中$被解释变量是OPPP-#$$&年期间各省区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人均产品

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采用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衡量指标$这是因为考虑到这

一指标还体现了企业的产后管理水平$如销售能力+市场预测能力以及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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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等#而这些方面可能也是技术引进产生的结果$Y*%:Z$#+&是各省市

在OPPP年的初始人均产品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代表初始的发展水平’Q+K+
表示OPPP(#$$&年间各省市平均技术引进 强 度#采 用 技 术 引 进 支 出)产 品 销

售收入表示$按照前述分析#如果收敛机制存在#则!O 的符号预期应该为负’
同时#如果我们的假说和经验事实相容#则!# 符号预期应该为正#且有无技

术引进变量的情况下#经济收敛性应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代表其他解释变

量#对此我们在后文将给出详细的介绍$
其他解释变量#视具体情况而不同$按照经济增长理论#投 资 是 决 定 人

均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我们引入了投资率指标$由于难以获取大中

型工业企业直接投资数据#我们采用固定资产净资产总额变化量与产品销售

收入 的 比 值 表 示 投 资 率#具 体 形 式 表 示 如 下#V7,+ ; O
> ’

#$$&

";OPPP

8+"
’?! "+" ;

O
> ’

#$$&

";OPPP

9+"@9+"@O
’?! "+"

#其中V7,为 投 资 率#9 为 固 定 资 产 净 值#’?为 产 品

销售收入$该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为正$
大量的经济增长收敛回归都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不过各个研究

者实际使用的定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将各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起点时刻的

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解释变量#具体定义是OPPP年各个省市大中

型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从业人员#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为正$
另外#经验研究文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 *俱乐部收敛+现象

%如蔡昉和都阳##$$$’沈坤荣和马俊##$$#&$中国 地 域 广 阔#各 地 自 然 条

件和市场容量的确相差悬殊$为了控制这些因素#我们也引入中部和西部两

个虚拟变量%4O#4#&$
此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强调非正式技术扩散途径对经济发展的 影 响#重

要两方面是"外 商 直 接 投 资 和 市 场 开 放 度$B2.KK/+*+*G\45;/+* %OPPO&
认为有形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无形思想的交换#并指出通过与发达地区的贸易

往来有利于获得知识#产生对国内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对本地TUL的刺激#导

致生产力提高从而技术进步加速#进而在长期中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22.
+*G?+5+@V@c+23)* %OPP!&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中特别指出#经济系统的开放

程度#包括RLV的引入#是促进技术扩散从而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为了控制#也是为比较不同技术扩散途径作用的差异#我们引入市场开放度

及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分别采用各省市大中型三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大中型

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和各省市的进出口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就技术进步途径来看#自主研发也是实现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自主研发已成为国内众多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为考察自主研发对经

济收敛性的 影 响#我 们 加 入 研 发 强 度 变 量#采 用 研 发 支 出)产 品 销 售 收 入 表

示$此外#对于国内不同地区来说#国内不同地区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技术

外溢效应#即间接的技术扩散#因此#我们加入购买国内技术强度 变 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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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中型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支出#产品销售收入表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

符号预期为正$
大中型工业 企 业 产 品 销 售 收 入%固 定 资 产 净 资 产 总 额%技 术 引 进 支 出%

工程技术人 员%从 业 人 员%大 中 型 三 资 企 业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等 数 据 均 来 自

#$$$&#$$A年 ’中 国 科 技 统 计 年 鉴()进 出 口 总 值%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来 自

#$$$&#$$A年 ’中国统计年鉴($

!二"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共线性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利用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

据)我们计算了变量间的相 关 系 数 !结 果 见 表O")并 进 行 严 格 的 计 量 检 验)
相关系数通常是判断变量共线性的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结果显示)技术引

进强度与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在Ad水平显著)反映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具

有较强的互补性$大多数引进技术包括隐性的技术及配套的部分)为掌握这

些技术并挖掘其商业价值)需要企业具有一定自主研发能力相配套 !’..;42)

OPP&")这导致技术引进中存在一定技术门槛$自主研发能力可以提高企业对

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充分发挥引进技术的生产潜力)可以降低企业转移成

本 !Q44-4)OPP!"$技术引进中的门槛效应使得引进国外技术需 要 一 定 的 创

新能力%理解能力以充分吸收%应用该技术)这导致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 具体说明请参见威廉*\I格林)’计量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

此外)投资率与市场开放度%外资投资比重均显著正相关)在Ad水平显

著,人力资本与外商投资企业比重显著正相关)在Ad水平显著,市场开放度

与外商投资比重显著正相关)在Od水平显著$由于变量间的相关性程度直接

影响参数的标准差)可能导致参数显 著 性 检 验 有 偏#)因 此)在 计 量 检 验 中)
我们尽量将相关性显著的变量分别进行检验$

表!!变量相关性检验

变"量 投资率
人力

资本

市场

开放度

外商

投资比重

技术

引进强度

研发

强度

国内

技术比例

投资率 O8$$ $8#! $8"P!! $8"!!! $8$A $8#> $8OO
人力资本 $8#! O8$$ $8#O $8">!! f$8$! $8$O $8O$
市场开放度 $8"P!! $8#O O8$$ $8%O!!! $8$# $8OP f$8"%
外资投资比重 $8"!!! $8">!! $8%O!!! O8$$ $8#O $8#A f$8#"
技术引进强度 $8$A f$8$! $8$# $8#O O8$$ $8"A!! $8O#
研发强度 $8#> $8$O $8OP $8#A $8"A!! O8$$ $8#&
国内技术比例 $8OO $8O$ f$8"% f$8#" $8O# $8#& O8$$

注+采用单尾检验)-!!!.表示在Od水平上显著)-!!.表示在Ad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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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根据新古典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分析框架#分析经济的收敛

性#然后#分别加入技术引进等变量#考察技术引进等变量对经济收敛性的

影响#进而对比各因素对经济收敛性影响的差异#结果见表#$显然#若技术

引进是经济收敛的主要原因#则加入技术引进变量前后#经济收敛性将发生

显著性变化$
模型&是绝对收敛框架下的计量结果#尽管初始条件变量Y*%:Z$&系数

的符号符合预期#表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 %Y*%:Z$&&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

速度较慢#初始经济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但是"检验并不显著$在模

型&基础上#分别加入投资率!人力资本与地区虚拟变量#以考察 投 资!人

力资本的影响以及地区间 的 ’俱 乐 部(效 应 %结 果 见 模 型’!模 型(!模 型

)&$三个模型结果显示#投资率!人力资本与地区虚拟变量均不显著#对经济

收敛也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模型&))结果说明#虽然新古典收敛机理对地区收

敛仍产生一定作用#但仍不足以导致地区经济收敛$此外#加入这几个变量后

模型的调整1#均小于零"#说明将投资率!人力资本与地区虚拟变量纳入条件分

析框架不太合适$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即使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均衡状

态的差异#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作用仍不足以引致地区经济收敛$
在条件收敛框架基础上#首先加入技术引进强度变量#考察技术 引 进 对

经济收敛性的影响#然后#分别考察研发强度!购买国内技术强度!外 商 投

资!市场开放度等变量对经济收敛性的影响#并将其他变量的作用与技术引

进变量进行对比$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是 分 别 控 制 市

场开放度!外商投资!购买国内技术强度!研发强度!技术引进强度 的 计 量

结果$我们发现加入技 术 引 进 强 度 变 量 后#模 型 调 整1#和H 检 验 均 显 著 提

高#说明加入技术引进变量的模型设置更合理$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在Od水平显著#说明技术引进强度越大#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就越快$加入技术引进强度变量后#初始发展水平 %Y*%:Z$&&系数的符号也

符合理论预期#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在O$d水平显著$相比之下#除购买

国内技术强度显著外#市场开放度!外商投资!研发强度均不显著#且 加 入

市场开放度!外商投资!购买国内技术强度!研发强度等变量后#经 济 收 敛

的显著性并未发生显著变动$

" 虽然模型的调整1# 可以小于零#但是若加入 某 变 量 后#模 型 的 调 整1# 显 著 下 降#则 说 明 加 入 该 变 量

不合适$关于的调整1# 说明请参见威廉*\%格 林#+计 量 经 济 分 析,#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年版#第"%页$

为进一步明确技术引进与其他变量对经济收敛影响的差异#我们分别控

制购买国内技术强度!外商投资!市场开放度等变量#检验技术引进强度对

经济收敛性的影响#即在模型*!模型+!模型,中加入技术引进强度变量

%结果见模型/!模型0!模型1&$考虑到研发强度与技术引进显著正相关#
所 以#技 术 引 进 强 度 与 研 发 强 度 不 适 合 纳 入 统 一 模 型$与 模 型*!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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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相比#模型/!模型0!模型1的调整1#和H检验均显著提高#说明加

入技术引进强度变量比较合理$在这些模型中技术引进变量系数的符号均为正#
且在Od水平显著#与理论预期一致#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而且加入技术引进变量后#初始条件变量 &Y*&:Z$’’的系数符号仍为负#
统计检验有了显著提高#均由不显著转变为O$d水平显著#说明技术引进对经

济收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技术引进是实现地区经济收

敛的主要因素$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是获取的技术外

溢效应!发挥 (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
结果显示#技术引进变量均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显著正向影 响#验 证

了假说O$加入技术引进变量后#地区经济收敛性显著增强#初始发展水平变

量均由不显著转为显著#验证了技术引进对地区经济收敛影响的假说$实证

结果有效支持了 (后发优势)理 论#中 西 部 地 区 技 术 相 对 比 较 落 后#其 可 获

取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多#通过积极地引进技术#技术进步速度更快#能够缩

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对于国内不同地区来说#相对落后地区除了可以积

极向较发达地区学习技术外#引进国外技术也是实现地区间经济收敛的重要

途径$这也显示了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另外一种途径"技术引进有助

于缩小地区差距$
其他解释变量中#投资率和人力资本的系数的符合不稳定且不 显 著#从

中难以导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结论$在条件收敛

模型基础上加入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之后#模型的拟合度!H检 验 值 并

没有较大改善#甚至有所下降#初始条件变量系数仍不显著#经济的收敛性

并未显著改善#两个地区虚拟变量也不显著#因此#从大中型工业企业角度

来说#(俱乐部)收敛特征并不明显$
此外#模型间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不同技术扩散途

径差异较大#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显著!更稳定$虽然大量研究已经

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开放具有较强的技术外溢作用 &沈坤荣和马俊##$$#%
朱平芳和李磊##$$>’#但是#本研究中发现这两者作用程度均不显著也不稳

定#相比以下#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地区经济收敛的贡献更显著!更稳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后发优势理 论 基 础 上#本 文 研 究 了 技 术 引 进 对 地 区 经 济 收 敛 的 影 响$
基于"$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的结论证实#技术引进不仅对经

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也是地区经济收敛的主要原因$相对落后地区在

利用国际技术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在优势#技术引进的技术外溢作用更强#这

有助于实现其与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收敛#最终实现地区经济收敛$OPPP年

以来#尤其是#$$O年以后#中!西部地区获取技术引进的机会显著提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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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占全国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的比重从#$$O年的

%8P%d增长到#$$&年的O#8"%d#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经济收敛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入世后国内更多企业可以获取国外技术$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的企业$
技术引进的地区限制大大减少$技术引进加快了地区间技术收敛速度$导致

地区经济收敛#研究结论蕴涵较强的政策含义%技术引进不仅是发挥中国后

发优势的途径$也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应加大对中

西部地区技术引进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其 (后发优势)#当然$各地区资源

禀赋结构不同$引进的技术应与本地资源禀赋结构相符$才能最大限度发挥

各自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技术引进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引 进 存 在

的重要问题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投入严重不足$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引进技

术的消化资金投入*技术引进支出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低于OmO$$而发达国

家的这一比例基本上在"mO以上$日本#$世纪>$年代技术引进时这一比例

甚至达到!mO#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及再创新投入低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也是限制引进技术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

先$由于受技术引进统计口径变动的影响$难以获取以各省市为单位的&一

致的技术引进数据$这使得本研究结论难以与其他研究进行对比$随着中国

各省市技术引进数据时间范围的扩大$作者希望能够在这方面继续进行相关

研究’技术引进具体形式&结构等也可能对经济收敛产生影响$这是我们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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