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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

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冯!涛!赵会玉!杜苗苗"

摘!要!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 F-1*)S指数法和7>收敛模型分

析了中国;%个省级区域和八大区域的RDS聚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中国省域RDS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

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 明 显 的 空 间 效

应&!""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

繁程度#在很大 程 度 上 引 起 了;%个 省 域 区 际 吸 引 外 资 的 空 间 不 均

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 !距离"产生的空间成

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 集 聚 的 中 心 和

外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
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影响外商直接 投 资 的 因 素 在

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引资格局$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RDS"#区域聚集#空间统计#7>收敛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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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增长迅速#从%EE;年开始#中国一直是仅

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

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RDS"额迅速增长#并在"##;年以=;=C#=亿美元的流入量成为世界第一大

国际直接投 资 流 入 国$截 至"##<年%"月#中 国 累 计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已 达 到

<<:%亿美元$大规模 涌 入 的RDS通 过 提 高 中 国 资 本 形 成 率 和 资 本 的 生 产 效

率#增强竞争的技术外部性#加强溢出效应等途径#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发

展#实现了技术进步与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与此同时#RDS在中国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从官方公布的数字看#

外资呈现出按东’中’西三大经济区递减态势#显现出沿海地区’沿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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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东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改革开放后%外 资 一

直在沿海地区较为集中%形成了三大热点投资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环渤海投资区%在"#世纪$#年代后期开始从南部向东北移动%从东部沿海

向内地推进%E#年代后特别是进入"%世纪%’西部大开发(和随后的 ’中部

崛起(战略的实施使得外商直 接 投 资 不 断 向 中#西 部 地 区 推 进%从 而 形 成 较

为明显的 ’北移西进(的态势 !如图%所示"$

图!!我国各省份"#$总量变化分布图 !!%&’"())*#!单位$百万美元#

从图%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区域聚集的特

性$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会有如此明显的区位选择偏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

聚集的影响因素 有 哪 些？哪 些 因 素 的 变 动 对 改 变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的 区 域 聚 集#
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有明显作用？这些问题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

前沿问题%也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出发点$
在解释RDS区域分布理论过程中%早期研究的视角主要是从跨国界的企

业活动 出 发$%E<#年%\5.31!%E<#"的 博 士 论 文 )国 际 经 营&RDS研 究*
开创性地以RDS为对象的研究%该文论证了跨国公司投资行为是一个寡头行

为%RDS被认为是公司在全球竞争下所作的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定+

%EE!年%D0))()K !%E!!"的 国 际 生 产 折 中 理 论 详 细 解 释 了 所 有 权#内 部 化

和区域优势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内部化%强调

RDS的目的是资产的获得%从而构成了RDS的主流理论和发展路径+a*4*G0>
W1*.*)5*.I*JKC!%EE<"则认为跨国公司RDS是其为获得规模经济所采取的

接近客户或集中生产的一种交替选择%RDS与贸易出口之间存在 着 交 替 的 关

系+传统企业选址 理 论 用 交 通 成 本#工 资 和 基 础 设 施 解 释RDS的 地 理 分 布+

RDS区域聚集研究虽没有形成一般性理论%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 度 出 发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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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的研究"形成区域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折中 理 论 等

学派$而各个学派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规范分析#问卷和实地调查#回

归模型法等计量方法和行为分析等"傅元海等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傅

元海等""##=&$
国内对RDS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魏后凯 %"##"&研究表明国内贸易额#

工资率#]DZ增 长 率#LfD人 员#基 础 设 施#聚 集 程 度#信 息 成 本 和 投 资

刺激等因素对吸引RDS具有显著影响$孙俊 %"##"&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
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是影响我国RDS区域聚集的

主要因素"该研究认为除了基础设施#劳动力质量#工资#开放程度 和 市 场

化程度等变量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对该地区吸引RDS水平有着重大作用"
同时诸多因 素 在 不 同 阶 段 对RDS的 区 域 选 择 作 用 有 所 差 别$徐 康 宁 和 王 剑

%"##"&运用9*.3G>R1*),(G,-模 型 分 析 了 市 场 需 求#政 策 变 量#前 期 资 本 存

量#汇率与利率差异#工资差异对美国对华投资的影响"认为市场需求比政

策优惠重要"政策变量因时间变化重要程度不同"前期资本存量推动效应和

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的RDS"工资差异表现在RDS产业类型上"但这种方法

由于 数 量 少#对 人 的 经 验 判 断 依 赖 性 强"其 结 果 的 精 确 度 不 高$鲁 明 泓

%"###&选取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十多

个变量对RDS区域的影响$陈涛涛 %"##<&选取%E$<’%EE%年#%EE"’"##;
年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市场需求#市场大

小#聚集程 度#劳 动 成 本#人 力 水 平 等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回 归 分 析$万 广 华

%"##<&等人则从理论上分析了RDS存量水平#RDS政策#劳动力数量#基础

设施#人力水平以及政策消费等因素对吸引RDS的影响等等$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理论界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

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国外研究主要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

和地理因素出发"而对于处于转轨中的中国而言"除了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

之外"制度变迁#经济开放度#不同时期的政策引入等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

区域聚集有重要影响$而且"就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已有文献在外商直接

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存在划分不清的问题"仅仅是东#中#西部的比较分析难

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集聚性获得一个清楚的认识(此外"现有文献对这

个问题从RDS的存量静态角度考察居多"缺乏动态的演进分析$因此"本文

主要通过对中国不同省区的RDS的区域聚集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影响中

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寻求改变省域RDS分布聚集

现状#减少省域吸引RDS的差异的路径$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分析RDS的区域聚集的空间统

计方法进行简介(第三节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对RDS在华聚集性进行统计描

述(第四节对影响RDS区域分布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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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DS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空间统计方法

空间统计分析#即空间 数 据 !Ĝ*2(*4B*2*"的 统 计 分 析#其 主 要 思 想 是

指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是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

象或属性值相关的$其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理由是%空间数据间并非完全独立#
而是存在某种空间联系和关联性#主要包括空间相互作用过程与空间扩散过

程$%空间自相关 !Ĝ*2(*4*02-,-1134*2(-)"能够对变量空间分布的自相关强度

进行检 验$度 量 空 间 自 相 关 性 的 指 标 可 以 分 为 全 局 指 标 和 局 域 指 标 两 种

!X)G34()#%EE"&X)G34()I*JKC#%EE<"$对 经 济 分 布 的 空 间 结 构 形 态 进 行 分

析#一般采用全局 F-1*)5GS指数和N-,*4F-1*)5GS指数比较合适 !F-1*)#

%E=#"$

% 关于空间计量 经 济 学 的 演 进 脉 络#见 X)G34()!"##!"发 表 在L[d+!DI23@+JKG13I+1IJ+N;>OJ+B1@L
+@-31M"的一篇综述’[̂*2(*43,-)-.321(,G()L[d+%1321-Ĝ3,2*)B 1̂-Ĝ3,2($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

F-1*)指数和]3*15系数是两个用来度量空间自相关的全局指标$其中#

F-1*)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而

]3*15系数与 F-1*)指数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中仅使用 F-1*)指数$
变量的全局 F-1*)指数0用如下公式计算%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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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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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为 F-1*)指数&

H3 为区域3经济变量的观测值&

G" 为区域间经济变量的方差#G" 6 %+1
+

36%

!H377H"" &

7H为区域间经济变量的平均数#7H6 %+1
+

36%
H3&

A3?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值矩阵#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

F-1*)指数0的取值在)T%#%*之间#小于#表示负相关#等于#表示不

相关#大于#表示正相关$对于 F-1*)指数#一般可用标准化统计量‘来检

验+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的计算公式为%



第"期 冯!涛等!RDS区域聚集非均衡性 =<E!!

‘6 07B
"0#

6XL"02 #
9 ""#

!!根据公式 ""#计算出的检验统计量$可以对空间自相关关系进行显著性

检验%当‘值为正且显著时$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也就是说相似的观

测值 "高值或低值#趋于空间集聚&当‘值为负且显著时$表明存在负的空

间自相关$相似的观测值趋于分散分布&当‘值为零时$观测值呈独立随机

分布%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

F-1*)指数0是对空间自相关的整体评估$容易忽略空间过程的 潜 在 不

稳定性$特别是对于空间差异较大的空间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到是否

存在观测值的高值或低值的局部空间集聚$哪个区域单元对于全局空间自相

关的贡献更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估掩盖了反常的局部

状况或小范围的局部不稳定性$这时就必须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这里

采用通用的空间 联 系 的 局 部 指 标 "4-,*4()B(,*2-1G-AĜ*2(*4*GG-,(*2(-)$NS>
[X#%NS[X包 括 局 部 F-1*)指 数 "4-,*4F-1*)#和 局 部 ]3*15指 数 "4-,*4
]3*15#%

局部 F-1*)指数03被定义为

036
"H377H#
G" 1

?
A3?"H?77H#9 ";#

!!进一步写成

036
+"H377H#1

?
A3?"H?77H#

1
3

"H377H#"
6
+X31

?
A3?X?

XMX 6X(31
?
A3?X(?9 ":#

式中!X(3 "X(?#为标准化的观测值%
显然!"%#每个区域单元3的03是描述该区域单元周围显著的相似值区域

单元之间空间 集 聚 程 度 的 指 标& ""#经 过 简 单 的 推 导$容 易 证 明103 6

G#0%所以$局部 F-1*)指数03是一种描述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即NS[X%
正的03值表示该区域单元周围相似值 "高值或低值#的空间集聚$负的03 值

则表示非相似值的空间集聚%
局部 F-1*)指数03检验的标准化统计量为

‘"03#6 037B
"03#

6XL"032 #
9 "=#

!!根据公式 "=#计算出检验统计量$可以对有意义的局部空间关联进行显

著性检验%根据 ’条件(随机方法 或 置 换 方 法$可 以 获 得03的 一 个 伪 显 著 性

水平%R值同样为零假设\#检验提供了基础$即检验所有的属性值在空间上

是否随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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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分布的空间结构形态进行分析#采用全局 F-1*)5GS系数和局部

F-1*)5GS系数比较合适$

三!RDS在华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空间统计描述

!一"我国RDS分布的整体空间特征

我国省区RDS总量和人均RDS变化量的全局指标#可以根据前面介绍的

F-1*)指标的计算公式代入相关数据计算出检验统计量#对空间自相关关系

进行显著性检验$这里我们建立相关检验假设$

\#%我国的"E个 区 域 单 元 的RDS总 量 和 人 均RDS之 间 不 存 在 空 间 自

相关&

\%%我国的"E个区域单元的RDS总量和人均RDS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
对零假设 \# ’我国的"E个区域单元的RDS总量和人均RDS之间不存在

空间自相关(进行显著性检验#即将各省份作为区域 单 元#检 验 所 有 的RDS
总量和人均RDS的观测值之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如表%所示$

表!!我国"#$区域聚集变化的 %&’()"*$值和!!""!!+,-#.//0"

变量 %E$!)%EE# %EE%)%EE; %EE:)%EE< %EE!)%EEE "###)"##" "##;)"##=

RDS
F-1*)5GS #C##"" #C"##! #C;#"$ #C";$E #C"";! #C;:##
‘!0" #C;:!; "C%=%$ ;C#$#: "C:EE% "C;<#E ;C:%$"

人均

RDS
F-1*)5GS #C#;"E #C"EE< #C;"E= #C;E:$ #C;::" #C:"E!
‘!0" #C<"<: ;C#=#E ;C;""! ;CE%<: ;C:=<: :C";;<

!!经检验发现#通过划分六个时间段#%E$!)%EE#年的 F-1*)5GS标准化检

验值‘!0"小于%9E< !显著性水平.O#9#=#临界值‘O%9E<"#未表现出显著

的空间自相关 关 系#而%EE%年 之 后 的=个 时 段 的 F-1*)5GS标 准 化 检 验 值

‘!0"均大于%CE<#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可见#我国

各省份实际利用外资的过程存 在 较 强 的 空 间 自 相 关 性$同 时#随 着 时 间 推 移

呈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我国经 济 开 放 程 度 的 加 深#各 省 区 之 间 的 空 间 相 关

性越来越大$RDS可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模式#即RDS分布的高密度区与

高密度区邻接#低密度区与低密度区邻接$

!二"各省RDS的空间特征

这里采用%E$!)"##=年六个时间段的RDS年均量和人均RDS年均量作为

研究的区域变量#涉及全国"E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和西藏的数据暂缺"#
共"E个不规则的空间区域单元$图"*图;分别为%E$!)"##=年间#我国各

省RDS总量和人均RDS的年均量分布图$
从图"可以看出#在%EE#年前#我国RDS流入量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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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国各省份"#$总量分布图 !%&’("!))*#

图+!我国各省份人均"#$总量分布图 !%&’("!))*#

域间差异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RDS增长迅速并呈现区域差异放大的趋势#
我国RDS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也表现出RDS区域不均衡聚集""###年前南

部沿海的广东是最大的外资流入省份"之后外资逐渐北移"东部沿海的江苏$
上海的外资流入量最大"北部沿海$东北地区$长 江 和 黄 河 中 游 地 区 的RDS
也逐年增大"而西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RDS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尤其是

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省区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图;显示"经过从%E$!%"##=年近"#年的发展"我国人均RDS在我国

各地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而区域间的差异性非常明显"特别是RDS和

人均RDS的省市年度分布图中都体现出区域的聚集性#东部地区的人均RDS
拥有较高的持有量"特别 是 上 海$江 苏$浙 江"表 现 出 最 高 的 人 均RDS"南

部沿海地区则仍保持较高的人均RDS增长量"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人均RDS
的聚集在区域中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如河北$吉林$黑龙江和海南均小

于区域的平均值#对于增长较慢的地区"也表现出较强的区域聚集性"在长

江中游地区也表现出人均RDS近似的特点"同样"西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仍

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以新疆和甘肃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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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RDS的空间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导致各地区的RDS差异悬殊$已有文献对中国区域经济

差距的研究#基本上沿用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方式$这种划分 方 式 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区域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这种划分表现出很大的

局限性#如不能反映目前各项基础设施和各种投资等的基本态势#不能反映

我国RDS区域聚集的空间变化最大梯度所在#存在明显的地理错位#难以作

为进一步划分综合经济区的基础$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八大区域的划分方式&
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南部 沿 海%长 江 中 游%西 北 地

区和西南地区#后再对各地区的数据进行逐步回归 !李善同#"##:"$这八个

区域是&
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北部沿海&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
东部沿海&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黄河中游&陕西省%河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南部沿海&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
长江中游&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
西北地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 自 治 区%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西

藏自治区’
西南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
虽然这种区域 划 分 的 方 式 尚 有 争 议#但 较 之 三 大 地 带 的 划 分 更 为 细 化#

大体反映了我国空间格局的现实$
对我国各省RDS和人均RDS年均量的区域统计分析#能够揭示出RDS总

量变化和人均RDS变化量在局部区域内的空间结构形态$表"为%E$!("##=
年间各省RDS年均量 和 人 均RDS年 均 量 的 区 域 统 计 的 标 准 化 值‘!03"结 果$
从表"可以看出#在%E$!("##=年的%E年里#我国各省RDS的总量变化在

八个区域上呈现出两种空间结构形态&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西南地区呈现

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北部沿海则呈现空间负相关性#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

游地区%东北地区%西 北 地 区RDS的 集 聚 效 应 不 显 著$经 过 比 较 可 以 发 现#
我国沿海地区RDS总 量 变 化 具 有 同 步 高 增 长 的 趋 势 !强 强 效 应"#尤 其 是 上

海%江苏%浙江的东部沿海和广东%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的强强聚 集 的 特

征非常明显$西北地区和西南四省的RDS总量和人均量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趋

同性#形成一个低增长的空间聚集区域 !弱弱效应"#相互之间的空间作用强

烈#距离较远的新疆的空间作用则较弱$长江黄河中游地区的RDS总量和人

均RDS的变化相对适中#表现出数量的一致性#相互之间也表现出空间的集

聚效应$而北京%天津%山东也具有较强的聚集特征#但是河北的RDS增量

变化情况不明显#因此其区域聚集的特征受到制约’而东北地区的辽宁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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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增量和人均量都变化巨大"在空间特征方面的聚集 趋 势 不 明 显"因 此 在

区域划分方面辽宁应考虑划入北部沿海"河北归入黄河中游区域"从而可使

得八个区域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

表!!中国"#$增量和人均"#$增量及区域统计的标准化!!"#"值

八大区域 省份
%E$!$"##=

RDS增量%万美元& ‘%03&
%E$!$"##=

人均RDS增量%美元& ‘%03&
北京 %!"==%C:" T"C#:! %%#C=#="! T"C%E!
天津 %E$$""C%< T%CE%% %E%C#=E"" T"C;$;

北部沿海 河北 %;;:#EC#= T#C<"$ %EC=%#<!" #C#:!
山东 !%<<%#C%" #C:<! !!C!"$"<E #CEE%
辽宁 ::#;=!C<; %C:!# %#:C%$;"E #CEE:

东北地区
吉林 :;%<EC$= #C%;E %=C<E;;!< #C:#<

黑龙江 E!<%;C#: #C;%# "=C:""="E T#C#$"

东部沿海

上海 =%E;"EC$< "C:=# "$<C$:!%; ;C!E%
江苏 EE$#$"C!: #C$"# %;;C!$=!; %C":;
浙江 =:E!$%C%" #C<:; %%;C"="<E %C=%;

南部沿海

广东 !<!E=!C:; ;C!"#= $#C""#=#: ;C$E#
福建 :;:;";CE$ %C"$!E %""CE##!< "C"=#
海南 =""!!C$=: %C%$%; <;C%$::" "C"!<

黄河中游

河南 E;"#<C%%; %C"#<% EC!E=<$$; %C;#$
山西 !:;EC<:=$ #C%;E= "C"";"E%" %C%"#
陕西 =%!;EC<<E #C;;;E "%C<$#$$$ %C::<

内蒙古 ::!":C=E% T#C:"! !C"%=$"" #C:$$

长江中游

安徽 ;<":%C!"$ #C!:: EC;<#<:"= #CE%;
江西 $<=!%C#$; #C;"$; "#C%"<%E: #CE;<
湖北 %<%#!"C$: %C#E$ "$C###;$E %C!E$
湖南 %%<E:$C<; %C#== %$C!";=%% %C#=E

西南地区

广西 ;#$%:C;<< #C!$# <C=#$<=!% #C:!=
四川 ==$"$C"#< "C#:% <C$"$$:% %C<:!
贵州 %%%;<CE"$ "C"E= "C$%:<#;< %C$:#
云南 %%"%:C!"E #C$"# "C=#%:"!$ #CE%E

西北地区

甘肃 "$":C=#$= #C$E: %C#$"!;$E %C=#;
青海 E%E"C=#;; #C<<" %!C##;!E! %C%$%
宁夏 !E:"C:E=% #C=$% %%CE;"$!: #C<$;
新疆 "<""C!%;= T#C%#< %C#$"E;%< #C%E$

!!对比前面的图"和图;可以发现"从%E$!$"##=年这%E年里"全国RDS
的总量变化和人均RDS变化量的基本空间结构形态没有明显变化"划分为东

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南部沿 海’长 江 中 游’西 北 地 区

和西南地区八个区域后各自的空间正负相关性更加显著#东部沿海RDS总量

变化和人均RDS变化量的地区趋同性加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聚

集效果更加明显#西部RDS总量和人均RDS低增长的区域连成一片#西部的

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较强"相距较远的新疆也明显

地受到这种空间作用的影响"但西南和西北地区之间的RDS总量和人均RDS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变化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区域内部具有极端的相似性#其发展趋势是一

种弱弱效应的聚集$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相

关性不显著#原因 可 能 在 于 其 较 低 的RDS总 量 值 和 人 均 值$南 部 沿 海 地 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广东省RDS总量和人均RDS的变化量一直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与之相邻的

广西%湖南%江 西 等 省 的RDS总 量 并 没 有 随 之 显 著 变 化#形 成 经 济 学 上 的

&极化效应’#但是通过改变区域划分将其与福建和海南归入一个区域#使得

&极化效应’减弱#其与东部沿海地区均表现出强强效应的聚集$因此#采用

区域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可以清楚地揭示出RDS总量变化和人均RDS
变化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和空间结构特征#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我国各省经济

发展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式#而纯粹的RDS总量变化和人均RDS变化量的

专题图则无法反映这种空间结构特征$

!四"聚集分析的结论

通过对%E$!("##=年以来我国省域RDS总量变化和人均RDS变化量的全

局以及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各省RDS的总量变化和人均RDS变化量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

间正相关性#即各省经济发展变化在空间上具有趋同性#在%E$!("##=年间

两变量的空间结构没有明显差异$
!""局域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经济发展变化趋同的基础上#

各个区域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八大区域的RDS总量变化呈现三种不同的空

间结构形态)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地区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北 部 沿

海负相关*其他地区呈现出弱正相关效应$
!;"RDS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形成极强的空

间 &极化效应’#可以通过改变区域结构来予以抵消$如广东省在以往进行的

划分为三个 区 域 的 研 究 中 存 在 极 化 效 应#而 将 其 归 入 南 部 沿 海 则 极 化 效 应

减弱$

四!影响RDS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变量和数据来源

%C影响因素

对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聚集的因素#国内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此

作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也建立了各种理论和实证模型$本文假设

外国投资者对所有的备选地点具有完全信息#且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

最优的投资地点$在这个前提下#以前述RDS区域聚集的相关因素#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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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因素的客观性和替代性"本文将选择若干变量如各地区的集聚效应#经

济规模和市场容量#经济效率#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开放程度#
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成本以及优惠政策等因素进行计量检验$

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滞后外商直接投资4)RDS%*T%&反映集聚效应’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4)%Z]DZ&反映生产效率和经济水平’第三产业占]DZ的比

重4)%S8D[&反映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比重4)%FXL[&反映市场

规模’出口总额比重4)%_Z+8&反映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消费占]DZ的比重

4)%]_6&反映政府支出水平及其干预程度’国有化程度指标4)%[MX_&’交通

运输 线 路 综 合 密 集 度 指 标 4)%MLX8[&’各 省 区 期 初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4)%\dFL&和技术水平4)%M+&\&$由于我国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政策对

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还引入虚拟变量表示相应的期初区位与禀赋

状况$由于各区域 的 期 初 区 位 与 禀 赋 因 素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不 会 发 生 变 化"
因此拟作虚拟变量"代表八大区域的期初区位与禀赋状况$各指标的选择依

据如下!
%%&4)RDS!指标用当年实际RDS年平均增长率的对数值衡量"由于统计

年鉴中RDS是以美元作价"我们按照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单

位换算$各省区RDS年均增长率"首先用"##:年间各省区以当年价格计算的

RDS除以平减指数得到用%E$!年价格表示的"##:年各省区的RDS值"然后

采用水平法求得各省区RDS年均增长率$
%"&4)RDS%#&!基期各省区期初 %%E$!&RDS对数值$
%;&4)RDS%*T%&!集聚效应采用上一年及之前各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累

积额$由于前一期的资本存量 通 过 (示 范 效 应)和 (推 动 效 应)引 起 外 商 在

该地区投资的增加"因此"用前一年及之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累积额来衡量

RDS区域聚集过程中的集聚效应$
%:&4)%Z]DZ&!人均]DZ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创造价值的能力"

也用以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该地区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

模和层次$这里引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现代化

程度$
%=&4)%S8D[&!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占]DZ的比重反映

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通常来说"外商

更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作为它的投资去向$
%<&4)%FXL[&!市 场 规 模$用 居 民 消 费 占 ]DZ的 比 重 的 对 数 值 来

衡量$
%!&4)%_Z+8&!对外开放水平$用各省区的进出 口 总 额 占 其]DZ的 比

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反映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这里用%E$!*"##=
年间各省区以当年美元价格计算的进出口总额乘以当年的人民币汇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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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民币价格 计 算 的 进 出 口 总 额#再 除 以 相 对 应 的 ]DZ总 额#最 后 取 平 均

值#得到对外开放水平$
!$"4)!]_6"%政府支出水平及其干预程度#用政府消费占]DZ总额比

重的平均增长率#并将其结果对数化来衡量$
!E"4)![MX_"%国有化程度#用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与所有职工人数比值

的对数值来表示$
!%#"4)!MLX8["%交通运输线路综合密集度#本文用该变量衡量一省市

基础设施状况$计算方法是用铁路运营里程数P公路里程数除以国土总面积$
!%%"4)!\dFL"%各省区期初人 力 资 本 水 平$用%E!$年 间 各 省 区 的 在

校大学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各省区期初人力资本水平$该变量

衡量一国劳动力拥有高等教育和相关技能的程度$
!%""4)!M+&\"%技术水平用实际LfD费用除以]DZ的对数值来反映$

这一变量表示该国包括创新能力在内的技术能力#其中创新能力是吸引创新

型RDS的重要因素$

"C数据来源

本文以省 份 截 面 的 数 据 为 主#考 察 在%E$!&"##=年 间 全 国 各 省’直 辖

市’自治区 !以下简称各省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RDS"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关

系$其目的是要考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进行区域选择和区域聚集时的

决定性因素#由于制度的差异#没有选择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三个 地 区 的

样本数据$同时#重庆市于%EE!年才成为直辖市#样本数据较少#西藏的数

据比较特殊#因而未加入重庆和西藏$因此#回归的样本为其余"E个省区的

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统计数据五十五年)!"##=年版"和 (中国

统计年鉴 !"##=")!"##<年版"#共计包括%E$!&"##=年%E年的数据$

!二"收敛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7>收敛法来测算RDS区域聚集的非均衡性#7>收敛系数是

指落后地区的某些经济指标接近发达地区水平的速度$如果该指标在落后地

区比发达地区增长得更快#则落后地区就会在该经济指标方面赶上发达地区#
即7>收敛$7>收敛法是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计算7>收敛系数来考

察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7>收敛又分为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对于RDS区

域聚集情况可以通过7>收敛来判断#如果RDS的发展速度与其初始值负相关

则表明RDS具有均 衡 区 域 聚 集 特 征#反 之#RDS呈 现 出 非 均 衡 性$如 果RDS
在区域范围内呈现出7>收敛#则表明RDS呈现区域聚集#在全国范围内呈现

若干的聚集称为俱乐部收敛$

%C绝对收敛模型下的RDS非均衡性分析

绝对收敛是指各省区或区域的RDS的收敛达到相同的长期均衡#其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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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或区域之间除了初始的RDS存量不同以外"其他方面都一致#绝对收敛

的计算公式为!

"RDS* 6.87N)RDS#8<*" $<%
其中""RDS*为人均RDS的增长率""RDS# 为期初的人均RDS#绝对收敛是各

省区或区域人均RDS增长率对期初的人均RDS水平回归得到 $结果见表;%#

表!!八大区域的绝对收敛检验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统计量 概率值

八大区域 & "C%;EE# #C:;"E#" :C!!%;E #C####
的绝对收敛 N)RDS# T#C##%!< #C###;E% T#C:"%%!% #C=::;

!!首先对我国八大区域的绝对收敛性进行检验"回归方程中八大区域的期

初人均RDS水平的收敛系数虽然都为负数"但*统计量不显著"说明回归方

程的结果不理想"这表明%E$!&"##=年各省区间没有 出 现 显 著 的 绝 对 收 敛"
从而中国省区和 区 域 间 的RDS的 投 入 差 距 不 能 通 过 省 区 间 的 绝 对 收 敛 自 动

消除#

"C俱乐部收敛模型下RDS非均衡性分析

鉴于全国各地区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外 商 在

华直接投资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是不同的"本文运用俱乐部收敛性模型来检

验#俱乐部收敛性检验是在绝对收敛的基础上引入区域虚拟变量"如果加入

区域变量之后"RDS可以达到长期的收敛"则表明我国的RDS存在俱乐部收

敛"可见"俱乐部 收 敛 是 绝 对 收 敛 的 条 件 化"即 引 入 区 域 禀 赋 的 影 响 因 素"
其计算公式为!

"RDS3"* 6.87N)RDS3"*8C?38<39 $!%
式中!C?3为地区虚拟变量"代表期初区位与禀 赋 状 况#?O%""";":"="<"!
分别代表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 中 游’西 南 地 区

和西北地区#
俱乐部收敛检验时"当省区3属于?地区时"C?3O%(否则等于##通过

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回归结果中"期初RDS水平的系数为负数"且*统计

量明显得到改善#在%#e的显著性水平下"区域虚拟变量中仅有C%3"C<3的*
统计量不显著"其他区域虚拟变量都很显著"这说明回归方程很理想#回归

结果也表明在%E$!&"##=年间中国八大区域除了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外"存

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东北地区的辽宁省位于渤海湾"地理环境明显优于黑

龙江’吉林两省"同时交通便利"海运发达"开放程度高"并 拥 有 国 家 的 政

策倾斜"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从而"明 显 扩 大 了 与 后 者 的 差 距"造 成RDS
在东北地区的收敛性不显著#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湖北发展较快"而安徽’
江西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同时相对于发展较快的沪宁杭地区的引资效果"其

外资吸引力明显处于劣势"外商投资的经济发展路径不一致"因而经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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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明显#与 以 往 的 将 全 国 区 域 划 分 为 东$中$西 三 部 分 的 简 单 分 析 相 比%
这种八大区域的划分更为具体和贴近区域发展特征#

表!!八大区域的俱乐部收敛性检验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统计量 概率值

. "C;#<::$ #C;$$<%" !C"!$;" #C####
N)RDS# T#C##;$<= #C###!E; T:CE#:=< #C###"
C%3 %C#$:E:; #C!;$$<" %C:!$;" #C%=:<
C"3 "C$#<##= #C=E;### :C:=#%" #C###%
C;3 ;C:E:;$: #C;$$<%" %%C!$;" #C####
C:3 :C###;<E #C$#%#"= =CE#:=< #C###%
C=3 %CE";<%# #C<$$<%" "C!$";" #C##;;
C<3 %C#=!$%! #C$;<%$! %C"!$;" #C%E!<
C!3 %C$#:E:; #C!$$<;; "C<=:!: #C##:%

!!;C条件收敛性检验下RDS非均衡性分析

条件收敛是指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不但取决于初始的指标值%还要受到其

他因素的制约%如RDS的增长率不但受初期RDS的影响%还受到区域的自然

禀赋$人均]DZ$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开放水平和制度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引入如下解释变量&!%"经济实力变量%如反

映集聚效应的滞后外商直接投资积累量4)RDS!*T%"和反映生产效率和经济水

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Z]DZ"’!""市场化程度变量%如反映市场化程度

和产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占]DZ的比重4)!S8D["以及反映市场规模的居民消

费比重4)!FXL["’!;"开放程度变量%如反映对外开放水平的出口总额比重

4)!_Z+8"’反映 政 府 支 出 水 平 及 其 干 预 程 度 的 政 府 消 费 占 ]DZ的 比 重

4)!]_6"’反映国有化程度的指标4)![MX_"’!:"基础设施变量%如反映交

通运输线路综合密集度指标4)!MLX8["$反映各省区期初人力资本水平的指

标4)!\dFL"和反映技术水平的指标4)!M+&\"#
条件收敛检验的一般模型为

"RDS3%* 6.87N)RDS3%#8J%Y%%3%*8J"Y"%3%*8(8J+Y+%3%*8<39 !$"
式中&

.为常数项’<3 为误差项’

73 为收敛系数’Y?%3%*为影响因素变量’

J? 为影响变量系数#
我们在条件模型中也试图将所涉及的%"个解释变量全部引入%但是这些

解释变量会造成多重共线性%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

影响%采用多模型引入变量的方式进行条件收敛性检验#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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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条件收敛模型检验

度量因素 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N)RDS#
T#C##"%"
"T;C%#"#

T#C##;$!
"T!C#;%#

T#C##%E%
"T=C#%!!#

T#C##"=E
"T;C#"!:#

T#C##"<=
"T"C<"##

T#C##%%$
"T=C%:<#

经济实

力变量

4)RDS"*T%#
%C"<!;
"%#C##<#

4)"Z]DZ#
%C%#$<
"$C"%;#

%CE";<
"%C=$%!#

市场化

程度变量

4)"S8D[#
T#C!#"=E
"T!C;#":#

#C$"%E
""C$"!#

4)"FXL[#
#C#;<;
";C#$=#

#C"!$;"
"<C!##=#

%C=$%;
"!C"$%!#

<C";%#
""C%!!$#

4)"_Z+8#
#C#%E=
""CE=<#

%C%E=:
"$C%:E#

4)"+&_S#
T#C$:E
"%%C=:#

T#C!%E:
"=C;=<#

T#C;$$"
"=C#%!#

4)"[MX_#
T#C#%"!
"$C%%:#

T$C!:E
"=C#%%#

T%#C""!
";C;:<#

基础设

施变量

4)"]_6#
T#C!:E:
";C%#%#

T#C$:E:
"=C<#:#

4)"MLX8[#
"C$#<#:
"<C";$:#

4)"\dFL#
:C#;<E
"$C#=%#

4)"M+&\#
;C:E#:
";C"$##

调整后的D" #C!$< #C$=% #C$$< #CE"; #C$!$ #C$<"
DJ值" %C:% %C;: %C%< %C:= %C:= %C%E
"统计量 ::C%E "<C"" %$CEE "<C;; ""CE< "!CE;
样本组数 "E "E "E "E "E "E

" 值得注意的是$本组方程回归结果的D>J值不太理想$接近%C=$可能存在自相关$从 而 影 响 方 程 的 解

释力%匿名审稿人特别指出这个问题$这里表示感谢%直觉上的认识$原因可能是RDS的投资区域有强

烈的路径依赖和区域偏好所致$由于这一组方程中涵盖了多个变量$因此遗漏某一变量导致自相关的 可

能性不大%

!!模 型)中 引 入 了 滞 后 外 商 直 接 投 资4)RDS"*T%#&第 三 产 业 比 重

4)"S8D[#&政府支出水平4)"]_6#&国有化程度指标4)"[MX_#指标四个条件

变量进行收敛$其结果显示$RDS的收 敛 较 为 明 显$系 数 为 负$其 显 著 性 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改进$这进一步说明RDS具有条件收敛’从收敛的条件

因素看$集聚效应因素&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因素对RDS的收敛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上一期吸引的RDS越 多$第 三 产 业 越 发 达$越 容 易 吸 引RDS$而

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吸引外资也有一定积极的影响’国有化程度指标对RDS收

敛有较小的正面影响$与人们通常认为的国有化比重程度与RDS流入量负相

关的预期不相吻合$如果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治理结构能够得到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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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国有化程度高反倒成为内陆地区吸引RDS的积极因素$模型+中引入

了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4)!Z]DZ"%市 场 化 程 度4)!FXL["%开 放 度4)
!_Z+8"%政府支出水平4)!]_6"和技术指标4)!M+&\"五个条件变量#其

结果也表明RDS的条件收敛性显著#从条件变量的系数显著表明#生产效率

和经济水平越高或该地区的技术投入大#都可以吸引较多外资#而政府支出

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型*中的开放程

度变量和经济波动 变 量 是 影 响RDS中 的 重 要 因 素#4)!_Z+8"的 系 数 显 著 为

正#而经济波动因素显著为负#结果表明开放程度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

促进作用#但是经济的波动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型-中的交通密

集度变量也受外商投资者的关注#在模型中其系数显著为正#模型回归结果

表明交通密集度高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国外投资者特别是制造性

企业倾向于 选 择 交 通 便 利%进 出 口 方 便 的 区 域 进 行 投 资 建 设#出 口 是 影 响

RDS的重要因素$4)!_Z+8"的系数显著为正#而经济波动因素显著为负#结

果表明开放程度高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经济的波动不利

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型.和模型/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指标4)!\dFL"
和市场化程度指标4)!FXL["#也同样验证了我国各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存

在条件收敛#同时也发现人力资本指标和市场化指标与吸引外资的程度显著

正相关#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作为吸引外资显著与否的外部条件之一#而

人口素质的水平也是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因素之一$
虽然模型中也试图将所涉及的%"个解释变量全部引入#但这些解释变量

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
在这里采用对八大区域的数据逐步回归的方法来获取模型$另外还由于外商

直接投资与变量之间不是线性的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转化解释变量的数据#
这种转换可以减少异常点以及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性#同时回归系数

可以用于测定有关解释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由于不可直接获得#各

区域的数据系利用该地区所在省份的数据加总平均 !简单平均数"获得$
我们采用的模型如下&

N)RDS6.873N)Y38<39 !E"
式中&.为常数项’<3 为误差项’73 为变量系数$

!!从以上八个区域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由于各地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

别#最后得出各地区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不尽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了地理位

置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起了决定作用$各个模型结果基本表现出&外

商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聚集状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化程度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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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大区域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东北

地区

北部

沿海

中部

沿海

南部

沿海

黄河

中游

长江

中游

西南

地区

西北

地区

. T;C%% T%CE! "C#;; TEC%== %C%;; :C%<# T;C=#< T#CE!=

4)RDS"*T%#
$C#$!
"EC%E%#

%!C"=E
";C#"!#

EC%<%;
";C#!:#

T#C##;
"T"C<"##

#C#E<%
""C==%#

#C#E";
"%C=$%#

4)"Z]DZ#
:C=;<
"$C%:E#

4)"S8D[#
"=C$#=
"<C%%:#

;C#;<;
"<C#$=#

%#C!:E
"=C#%%#

$C";"
"<C!#=#

:C$"%E
""C$"!#

%C#=:;
""C%!%#

#C";%#
""C%!$#

4)"FXL[#
T%C=$;
"T!C"$%#

4)"_Z+8#
#C!#E
"%C;##

#C#;<E
""C%=%#

#C%;"
";C;:#

4)"+&_S#
T"C!%E
"T=C;=<#

T#C#;<
"T:C=##

4)"]_6#
T%C$:E
"T%%C=:#

T#C#<E
"T$C#=#

4)"[MX_#
T#C!:E
"T=C#%%#

T:C#%"!
"T"CEE#

4)"MLX8#
:C$:E:
"=C<#:#

%C$#<#
";C"$:#

4)"JX]+#
T:C#%<
"T=C%#"#

T"C%E%
"T%C=%$#

T:C"E:
"T;C"$;#

T%C;"%
"T"C#%!#

T:C#;<E
"T$C#=%#

T#C"E!
"T"C%;#

4)"\dFL#
"C%%<
":C<%:#

<C#;E
""C=:%#

%"C%%$
"=C$%!#

%C%"!
"%C!E#

4)"M+&\#
"C"E:
";C"$#

EC%%E
"=C#!!#

D"Z_NS# %C%" %C%E=: "C##: !C#;" T;C##$
修正D" #C$$# #CE$% #C$=% #C$"; #C$%< #C$<! #C$!$ #C$<"

DJ值 "C"=: ;C;": "C"$: "C::= "C;%" ;C""" "C%:= "C"%E

"统计量 %$%C#< %!!C< %$C:$ "%C:: %!%C% "<C;; ""<C% %::C"

业结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及其干预程度$国 有 化 程

度指标$交通运输线路综合密集度指标$期初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有密

切的联系%但各个区域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八个区域回归的整体模

型的修正的拟合优度D" 分别达到$$e$E$C%e$$=C%e$$"C;e$$%C<e$

$<C!e$$!C$e和$<C"e%表示模型可以在$$e$E$C%e$$=C%e$$"C;e$

$%C<e$$<C!e$$!C$e和$<C"e的 水 平 上 解 释 N)RDS%" 统 计 量 分 别 为

%$%C#<$%!!C<$%$C:$$"%C::$%!%C%$"<C;;$""<C%和%::C"%在=e的水

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总体显著%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
"%#东北地区影响外资的主要因素有职工平均工资$人均]DZ以及第三

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其中%工资变量的系数为T:C#%<%说明在该地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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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本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会下降:C#%<个百分点#两者呈反

方向的变化$人均]DZ对RDS的 影 响 非 常 显 著#从 模 型 中 可 以 很 显 然 地 看

出#人均]DZ与RDS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两 者 的 关 系 是 人 均]DZ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RDS将提高:C=;<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与外商直接投

资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具体的数量关系为%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一个单

位#则外商直接投资将提高"=C$#=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地区现

有职工平均工资水 平 仍 然 是 其 继 续 保 持 较 高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水 平 的 重 要 因 素#
而区域内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保障&

!""%E$!’"##=年#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包括北部沿海(东部沿海 和 南 部

沿海三个地区吸引RDS的主要因素具有极端的相似性#依次为优惠政策的影

响(滞后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 构(市 场

规模(对外开放水平(期初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技术水平#这一结论的政策含

义意味着如要使得RDS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缩小#就要适度减少现有的优惠

政策以消除区域差异&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累积量对RDS的影响明显#特

别是在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从而证实了RDS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相

关文献也证实了RDS具有明显的国 !地区"别的聚集#而这种集聚效应在东

部沿海地区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区域#且影响效果位于众多因素的第一位&产

业结构的调整对RDS的影响也很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吸引RDS的过程#就是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二者具有强正相关关系#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

程也是相符的&特别是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的弹性系数分别

为;C#;<;(%#C!:E($C";"$这表明产业结构对东部沿海的沪宁杭地区吸引外资

的影响在不断地超过南部沿海#这个过程也是沪宁杭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完善

的过程&优惠政策对RDS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优惠政策对南部沿海的影响

大于东部沿海&人力资本对RDS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在这三个地区中#它

仅次于区域聚集成为第二大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是外商不断地从低端的产

业投资向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技术性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投资转化#因此#人力

资本已经是外商投资时关注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 上 讲#RDS区 域 扩 散 依

赖于产业结构向内陆的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优势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惠的政

策和便利的河运交通等因素#其中#低劳动力成本是黄河中游地区最主要的

影响因素#特别是陕西地区其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外商

投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投资所关注#因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是我国中

部地区吸引RDS的最主要因素&%EE"年以后#我国全面对外开放#黄河和长

江中游地区开始享受东部地区一样的RDS优惠政策#这也促使该区域吸引的

外资飞速 增 长&因 此#对 于 中 部 地 区#降 低 劳 动 力 工 资(加 快 市 场 化 进 程#
采用优惠激励政策和加大科技投入#有利于RDS流入&但是产业结构(开放

程度指标的系数不显著#不利于RDS流入#特别是市场规模还存在反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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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短期内"RDS的区域聚集现象仍将继续"而 对 于 中 部 地 区 来 讲"应 该

充分利用现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吸引资金的流入#
$:%影响西北和西南地区RDS的主要因素依次为产业结构&进出口额以

及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工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产业结构的贡献表

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外商直接投

资和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分别为%C#=和#C";#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西部人力

资源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为%C""!"这从上世纪E#
年代以来"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西部的出

口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西部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证研

究表明!西部进出口总额每增加%亿美元"可使RDS增加#C%;"亿美元"RDS
的资本存量对当期RDS的影响程度也是存在的"这表明RDS在西部也呈现出

一定的集聚效应#

五!结论及含义

本文在对RDS含义界定&作用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

个空间统计描述’指标模型 分 析’影 响 因 素 探 讨 的 分 析 框 架"研 究 我 国RDS
区域聚集的非均衡性#通过研究RDS区域聚集的空间特征"发现RDS具有明

显的区域集聚效应"并且这种聚集呈现出明显的不均 衡 性"RDS的 区 域 聚 集

呈现出标准差递增而极值比递减的矛盾"深入探究其中内在原 因 是 由 于RDS
区域聚集存在不均衡"即明显的强强聚集和弱弱聚集的表征(在加入区域虚

拟变量之后"RDS的 收 敛 性 增 强"较 为 显 著"因 此RDS呈 现 出 俱 乐 部 收 敛#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和含义如下!

$一%空间统计描述结果显示RDS呈现区域聚集非均衡的格局

空间统计描述RDS的结果表明我国RDS的分布与对外开放是从三大沿海

地区逐步向西北&西南地区推 进 的 步 骤 是 一 致 的"由 于 这 种 )梯 度 推 进*的

政策和各地 软&硬 经 济 环 境 与 区 位 优 势 的 不 同"外 商 直 接 投 资 明 显 表 现 出

)东高西低*的格局"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流入东部沿海地区"RDS在区域

间呈现出强强区域和弱弱区域各自聚集的非均衡特征#这种趋势在短期内不

会消失"但是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

部地区可以利用自身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吸引更多的

RDS流入"从而消除RDS区域差异过大的现状#

$二%收敛模型的结果显示RDS呈现区域聚集

RDS呈 现 出 收 敛 趋 势 但 是 因 为RDS在 各 区 域 发 展 极 不 平 衡#通 过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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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 区 和 环 渤 海

经济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有限%随着对 外 开 放 的 深 化 和RDS
的大规模进入$RDS带有明显的偏向性$我国内陆不发达 区 域 同 发 达 区 域 的

差距将进一步扩大%RDS区域聚集的现状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 展 经 济 的 战

略相关$即东部优先试点$逐步向内 陆 推 进%但 是$RDS区 域 聚 集 的 长 期 持

续将加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不平衡发展的态势恶化%

!三"区域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RDS的影响因素依区域不同而各异

劳动力成本#第三产业比重#政策优 势#市 场 规 模#人 力 资 本 存 量#工

资水平和科技研发投入等因素是影响各时期#各地区RDS的主要因素$影响

显著程度依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虽然地理因素在RDS分布中的作用无法改

变$但是文章分析的结论显示$劳动力水平#交通设施状况#国有企 业 技 术

水平等因素的改变能够缓解RDS区域分布的聚集程度%因此$对于内陆地区

而言$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加对交通设施的 投 资#提

升国有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可为下阶段的RDS引进提供 保 障%
而中央政府在统筹区域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内陆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加强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内陆地区的运输成本$对于缓解RDS分

布的集聚效 应$推 进 沿 海 向 内 地 的 产 业 转 移$实 现 区 域 平 衡 发 展 具 有 现 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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