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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商直接投资 具 有 地 理 性 聚 集 的 特 征#并 呈 现 出 显 著 的 国 !地

区"别效应 !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 !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

业在中国内地地理性聚集的一种 主 要 形 式’本 文 以 江 苏 省 的 外 资 企 业 数 据 为 样

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对 外 资 聚 集 的 国 !地 区"别 效 应 进 行 深

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 理 性 聚 集 具 有 高 度 的 母 国 !地 区"聚

集 !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 !地区"的 一 般 性 外 资 聚 集 对 投 资 者 定 位 决

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 观 察 显 示#来 源 地 聚 集 对 外 资 企 业 区 位 选 择 的 吸

引力显著上升#而 一 般 性 外 资 聚 集 逐 渐 表 现 出 负 的 外 部 性’此 外#国 !地 区"
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 之 间 存 在 着 异 质 性 问 题#来 自 不 同 国 家 和 地 区 的TQO
聚集#国 !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

" 东南大学经济 管 理 学 院’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徐 康 宁#东 南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电 话(!$#!"
?">=">>%),@/+)5(DK*!G4184C18-*’作者感谢江苏省 外 经 贸 厅 在 数 据 提 供 上 的 帮 助#同 时 感 谢 匿 名 审

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 关于I21B/+*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地理研究所作的贡献#参见 R)KK45G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TQO"#国 !地区"别效应#来源地聚集

一!引!!言

自:8R+2G(+55!<=#$"首先指出产业聚集的原因在于企业追求外部规模

经济的动机#并提出著名的外部经济三要素#即劳动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

入 和 技 术 外 溢 之 后#许 多 经 济 学 家 如 V4S42 !<=#="*I21B/+* !<==<"*

J4+C+*CU)4G!<==!"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产业聚集的现象#并把产业

聚集及其外部经济效应的研究引向深入’产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聚集#说到底

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地理特征#产业聚集程度的高低#也可以表现为地理性经

济活动的差异性’I21B/+*把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和严谨方法应用到一些经济

地理现象的研究#从而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 !TQO"由于涉及

对投资地的选择以及企业的选址#实际上也是一种标准意义上的地理性经济

活动’

TQO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既有聚集经济的一 般 共 性#又 有 其 区 别 于 单 纯

产业聚集的特 性’外 国 投 资 者 相 对 于 国 内 投 资 者 而 言#对 当 地 的 市 场 情 况*
基础设施*政治制度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并不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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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劣势使得外商投资决策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信息成本’为减少信息缺乏可能

给地理定位决策带来的风险#外商一般选择外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投

资#因为先前投资者的 %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可能

造成的损失’贺灿飞和魏后凯 !#$$<"以中国#$>个城市的统计数 据#通 过

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信息成本最低化行为导致外商偏好在某些地区形成聚

集’J4!#$$""考察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内地的企业

数据#发现这些外资企业存在 着 显 著 的 国 !地 区"别 聚 集 效 应 !即 来 源 地 聚

集效应"#同一母国 !地区"的外资企业具有很高的聚集程度’但这两个研究

所使用的样本仅仅是静态的截面数据#既不能反映TQO的动态聚集特征#也

影响了实证结果的 可 靠 性’’2.f43*R+642+*CR1--()455)!#$$&"以 较 为 翔

实的数据资料研究了法国境内TQO聚集的来源地效应#结果表明在不同国别

的投资者之间#这种聚集效应差别很大#日本*美国和比利时的企业定位表

现出正的来源地效应#而荷兰和意大利的企业为规避本国企业的竞争#其定

位表现出负的来源地效应’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仅仅是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在同一地

区高度聚集#还是更多的乃至大多数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具有来源地聚集特征/
换言之#TQO的地理性聚集中有没有普遍的国 !地区"别效应/如果有的话#
其中的机理是什么/对于不同来源地的TQO而言#这种地理性聚集的国 !地

区"别效应是否还存在着异质性/本文以江苏省内两万多家外资企业的数据

为样本#通过详尽的实证分析#研究TQO地理性聚集中的一些深层问题’之

所以选择江苏作为研究例证#主要是由于江苏为TQO最多的省份 !#$$"年江

苏吸引的TQO开 始 超 过 广 东#跃 居 全 国 首 位"#地 理 性 聚 集 的 特 征 也 最 为 明

显#本项研究掌握了有关该省外资企业完整的历史数据#从逻辑上可以代表

全国的概貌’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为研究外资聚集对TQO定位的影响#我们在一个较为简单的均衡框架下

构建理论模型#并据此作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假设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函数为线性形式(

+ 5)6736>4# !<"

!!其 中#3为 产 品 价 格#4 为 消 费 者 收 入#)*7*>为 常 数#并 且)#$*

7($*>#$’进 一 步 假 设 该 产 品 的 需 求 仅 由 当 地 外 资 企 业 的 生 产 予 以 满 足#
共有’ 家同质外资企业在此产品市场进行竞争#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在考察当

地市场的区位条件后#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是否在当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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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投资者与当地外资企业属于同质企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 !-
为当地工资水平#&为大于零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参数"#但是对当地市场信息

了解程度的不同使得新进入者的边际成本要高于现有的外资企业’纳入信息

因素之后#潜在投资者的边际成本为(-&’)!(#<#)($#(’))<"#(表示投资

者由于信息缺乏所导致的额外成本#’) 为聚集效应产生的信息溢出所引起的

成本节约#(’) 度量投资者拥有的信息量对边际成本的综合影响#当(’)E<
时#表示投资者完全了解当地市场信息#与先前进入的厂商成为真正的同质

企业’
潜在投资者与当地’ 家企业进行古诺竞争#由古诺均衡条件可知(

363V‘ 5(-&’)# !#"

363VB5-&# !""

!!‘为潜在投资者产量#B为当地一代表性外资企业产量#特定产品的总供

给即为(

+ 5‘6’BU !&"

!!模型中的外生变量为4*- 和’#由 !<"式* !#"式* !""式和 !&"
式可得(

357-
&!(’)6’"T)T>4
7!’6#"

#

‘57- "& (’)T(’)6’’6 ## 6)6>4’6#
U

!!由3*‘值可知决策者利润函数为如下形式(

153‘TD5 !3T(-&’)"‘

5T< !7 7- "& (’)T(’)6’’6 ## 6)6>4’6 $# #U !!"

!!由 !!"式很容易看出.1+.4#$和.1+.-($’然而#.1+.’ 的符号却

是不确定的#一方面’ 增加所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降低了边际成本#利润1
便随之上升)另一方面’ 增加也会产生竞争效应#导致市场份额减少#进而

降低1’因此#聚集对 投 资 者 定 位 决 策 的 影 响 要 视 具 体 情 况 而 定’下 文 将 以

!!"式作为计量分析的依据#对 外 资 聚 集 的 国 !地 区"别 效 应 作 深 入 的 实 证

研究’
企业投资定位决策是典型的离散选择 !C)G-2434-(.)-4"问题#决策者在

考察若干目标地点过程中#结合备选对象的区位特征和自身特征做出唯一的

选择#相应的计量模型必须能反映这种决策过程’R-T+CC4* !<=>&"建立的

条件逻辑 特 模 型 !’.*C)3).*+5H.B)3R.C45#简 记’HR"最 适 合 于 解 决 此 类

无序选择问题#并已在TQO的定位选择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J4+C+*CU)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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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HR模型对日本在美国的TQO聚集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日

本企业具有很强的来源国聚集效应#日本企业在一州的聚集刺激潜在的日本

投资者作出同样的定位决策’本文沿着前人的研究思路#采用’HR模型检验

并度量TQO在江苏省内的国 !地区"别聚集效应#试图从聚集效应的国 !地

区"别差异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鉴于’HR模型在众多文献中已有论证和算

法方面的详细阐述 !J.G/42+*CH4/4G(.M#<=?="#在此仅对该模型的基本

形式作简要介绍’
假设外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实施定位决策#在观察,个城市的区位特

征之后#最终选择城市<进行投资的条件概率为(

#<5
4
(<6)]<

&
,
4
(G6)]G

U !%"

!! !%"式即为’HR模 型#式 中 区 位 要 素] 的 影 响 系 数)可 以 通 过 最 大

似然法进行估计’’HR中关于误差分布的 假 设 要 求 模 型 数 据 符 合 无 关 备 择

独立性 !O*C4;4*C4*-4.AO22454L+*3:5342*+3)L4G#简 记OO:"条 件#即 选 择 两

个城市的相对概率!#<+#G"仅 依 赖 于]< 与]G#与 模 型 中 任 何 第 三 个 城 市 的

区位特征无关 !I4**43(##$$""’然而#投资者的定位选择过程往 往 违 背 这

种假设条件#空间距 离 和 发 展 水 平 的 差 异 都 会 导 致 地 区 间 替 代 程 度 存 在 较

大差 别’此 时#有 必 要 采 用 嵌 套 逻 辑 特 模 型 !94G34CH.B)3R.C45#简 记

9HR"对样本数据 进 行 重 新 估 计#我 们 以 最 简 单 的 两 层 9HR 模 型 为 例 进

行说明’
假设样本城市被分为4组#第一层选择为组I!IE<###.#4"#第二层选

择 !底层选择"为城市;!;E<###.#,"’投资者的定位决策过程是#首先根

据各组的特征在4个组中选择组I#然后在组I中根据组内各城市的特征选择

城市;’]I;和+I 分别代表按城市和组分类的特征变量#投资者选择城市;的

概率值可表示为(

#
I; 5#I4#;SI# !>"

!!其中#条件概率#;9I由各城市的个体特征]I;决定#)反映组内城市的区

位特征对投资者定位概率的影响程度’

#;SI 5
4
(I;6)]I;

&
,
4
(I,6)]I,

U !?"

!!组别选择概率#I 则由组I内所有城市的共同特征+I 决定#&反映各组的

区位特征对投资者定位概率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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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5
4
(I6&+I6,IO7I

&
4
4
(46&+46,4O74

U !="

!! !="式中O7I 5 "5* &
,
4
(I;6)] #I; #O7为9HR 中的插入值 !O*-51G)L4

7+514"#,为插入值参数#9HR的估计也可由最大似然法实现’

三!变量和数据

本文主要以 江 苏 省 的<<个 地 级 市 为 样 本#研 究 不 同 来 源 国 !地 区"的

TQO在相应地 理 范 围 内 的 聚 集 效 应’这<<个 地 级 市 分 别 为 南 京*无 锡*徐

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 港*淮 安*盐 城*扬 州 和 镇 江 !南 京 为 副 省 级

城市#但本文不反映这种差异"#江苏共有<"个地级市#其中泰州和宿迁两

市于<==%年分别从扬州和淮阴划出升为地级市’由于本文研究所处理的数据

是从<=="年开 始#为 保 持 样 本 数 据 的 一 致 性#这 两 个 城 市 被 排 除 在 样 本 之

外#而且#这两个城市吸引的TQO总量很小#排除这两个城市并不影响最终

结果的有效性’外资企业数据取自于江苏省外经贸厅的 ,外商投资企业数据

库-#该数据库收录了<=?<$#$$#年江苏省所有外资 企 业 的 信 息#内 容 包 括

外资企业来源国 !地区"*所属行业*投资地点*外方投资额*设立日期等方

面的详细资 料’受 各 地 级 市 解 释 变 量 数 据 的 可 得 性 限 制#样 本 年 限 选 为

<=="$#$$#年#以便于在较长时期内分析TQO在江苏聚集的动态特征’选取

?个代表性的TQO来源国和地区作为国 !地区"别效应的研究 对 象#分 别 为

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日本*韩 国*英 国*德 国 和 美 国#样 本 期 内

来自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共计#$">%家#占江苏省全部外资企业总

量的?$W%X#各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江苏省内的地理分布与聚集情况见文末

附图’
根据前文所述的理论模型#我们选取如下几个解释变量反映备择城市的

区位特征对外商定位决策的影响(

# 由于部分城市在若干年份的观察值9J等于$#此处加<以使变量的对数值有意义#9T的处理也采用

同样的方法’

<W外资聚集 变 量 !JR9和 cT9"’为 区 分 聚 集 的 国 !地 区"别 效 应#
外资聚集被分为同一母国 !地 区"的 来 源 地 聚 集 和 非 母 国 !地 区"的 一 般 性

外资聚集’国 !地区"别聚集变量 JR9代表与投资者属于相同来源地的企

业在一地的聚集程度#以当地的母国 !地区"企业累计数9J来衡量#JR9
E5* !9J_<")# 一般性聚集变量cT9代表投资者国 !地区"别之外的其他

外资企业在一地的聚集程度#以当地的其他来源地外 资 企 业 累 计 数 9T来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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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cT9E5* !9T_<"’JR9的系数符号是本文关注的焦点#若系数符号

显著为正#说明外资在江苏具 有 明 显 的 国 !地 区"别 聚 集 倾 向)若 系 数 符 号

不显著#则说明外资在江苏不 存 在 国 !地 区"别 聚 集 效 应)若 系 数 符 号 显 著

为负#说明同一国 !地区"别 的 外 资 企 业 在 江 苏 的 竞 争 倾 向 超 过 聚 集 倾 向#
聚集产生的非经济性阻碍了外商对当地的投资’

#W市场规模 !R+2K43"’市场要素在TQO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已为大量

文献所证 实 !徐 康 宁 和 王 剑##$$#"#然 而#市 场 规 模 的 衡 量 却 存 在 一 定 困

难#以当地PQN总量 反 映 市 场 规 模 的 方 法 并 不 适 用 于 低 层 次 区 域 单 元 的 研

究’例如#外商在苏州投资更多的考虑是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周边市场#
苏州一地的PQN总量显然低估了市场规模’J+*G4* !<=!="建议以距离调整

周边地区的PQN并予以加总来测算市场规模#我们对其度量方法作进一步的

修正#得到较为理想的市场规模估计值(

R+2K43< 5PQN江 苏 6&
#=

G5<
<$$^

PQNG
%<G

#

!!其 中#R+2K43< 为 江 苏 省 内 备 选 城 市<的 市 场 规 模#PQN江 苏
为 江 苏 的

PQN总量#PQNG 为江苏以外的G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PQN总量#包括

西藏在内一共#=个省级单元 !重庆数据并入四川省作为一个省级单元处理"#

%<G为城市<到G省省会城市的空间距离#同时以<$$作 为 距 离 单 位 的 调 整 系

数#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W劳动力成 本 !V+B4"’劳 动 要 素 成 本 以 各 城 市 的 平 均 工 资 水 平 V+B4
来衡量#对于成本驱动型的外国投资者而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很强的

吸引力’F1* !#$$#"的研究表明中国各省的名义工资水平与TQO存在显著的

负向联系’然而#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跨国公司而言#高素质的劳动力意

味着更高的生产率#为雇佣高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力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报

酬#从而名义工资与TQO表现为正向的联系’F/)3(+*CT5.2)C+!<==&"的实

证结果显示美国各市的工资水平正向推动了日本的汽车制造业企业投资’

&W土地成本 !H+*C"’外资企业聚集会引起土地价格 的 迅 速 上 升#而 用

地成本在企业成本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过高的土地价格将对外商的定位决

策产生负面影响’b(4*B !#$$<"研究了东京的聚集现象#认为土地价格是聚

集非经济性的主要来源’由于缺少各城市的土地价格资料#我们以单位面积

的产出水平作为土地成本的替代变量#即H+*CEPQN+城市面积’

!W辐射距离 !Q)G3+*-4"’根据I21B/+* !<==<"的核心@外围 !-.24@;4@
2);(426"理论#TQO的定位行为具有动态的空间扩散模式#出 于 节 约 土 地 使

用*劳动成本以及其他运营费用的考虑#TQO往往会由核 心 城 市 向 近 郊 或 外

围城市实施再定 位#与 核 心 城 市 距 离 越 近 的 地 区 越 易 于 接 受TQO的 再 定 位#
聚集的空间外溢性也越强’Z1+*+*C9B !#$$""检验了香港@珠三 角 之 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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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外围体系对于TQO聚集的影响#发现来自香港的外资企业偏好定位于距

离香港更近的珠三角城市’同理可以推测#上海@江苏也构成了类似的核心@外

围体系#上海作为长三角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对周边城市会产生程度不一

的辐射效应#TQO区位选择与辐射距离应当是负相关的 联 系’我 们 以 样 本 城

市与上海间的最短路线 !公路"长度来衡量辐射距离’

%W政策因素 !N.5)-6"’TQO在 江 苏 聚 集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便 是 政 策 的 作

用#特别是各级开发区在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的便

利条件为外资企业聚集营造了优越的投资环境#忽视政策因素的作用将会夸

大聚集效应对TQO定位的影响力#此处以各市建立的开发区数量反映政策变

量的作用’考虑到国家级开发区在知名度*优惠力度及软硬件设施上均优于

省级开发区#我们对政策变量作适当的技术处理#N.5)-6E国家级开发区数量

h#_省级开发区数量’
考虑到投资者观察时间与决策时间的滞后性#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资企

业设立日期前一年的值#除政策因素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均经自然对数变换

后进入计量模型’

四!计 量 结 果

根据TQO定位 选 择 的 基 本 模 型#我 们 对 聚 集 的 国 !地 区"别 效 应 作 计

量分析’表<给出了标准的’HR回归 结 果’变 量 JR9的 系 数 符 号 为 正 且

高度显著#显示TQO定 位 具 有 很 强 的 来 源 地 聚 集 倾 向’变 量 JR9的 系 数

值等于$W?$$可解 释 为(如 果 一 个 城 市 的 :国 !地 区"企 业 聚 集 程 度 增 加

<$X#那么潜在的:国 !地区"投资者 定 位 于 此 的 概 率 将 会 增 加>W#?X’"

而TQO定位决策受 母 国 !地 区"之 外 的 其 他 外 资 企 业 聚 集 程 度 影 响 很 小#
这证明相同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人员 交 流*配 套 生 产 方 面 的 联 系 更 为 紧 密#
一家企业的投资 定 位 往 往 会 带 动 国 !地 区"内 一 批 上 下 游 关 联 企 业 做 出 同

样的地点选择’不同 来 源 地 的 外 资 企 业 受 语 言*风 俗 习 惯 以 及 运 作 流 程 方

面的限制#企业间难 以 形 成 有 效 的 生 产 联 系#投 资 的 连 带 效 应 因 此 大 打 折

扣’市场规模*劳动 成 本 以 及 政 策 变 量 的 系 数 符 号 均 与 理 论 预 期 相 符#但

仅有政策变量通过 了 显 著 性 检 验#土 地 成 本 和 辐 射 距 离 变 量 的 系 数 符 号 则

与理论预期相反’

" 尽管文中各解释变量均以自然对数形式出现#但解释变量系数并非弹性值#实际的弹性系数计算公式

应为
.#<
.]<<

4]<<
#<
E7<4!<̂ -#<"#7< 为相应解释变量]< 的系数#-#< 为投资者选择城市<的平均概率#样本

中-#<:$U$=#定位选择概率响应解释变量 JR9变动的弹性系数E$U?$$h!<̂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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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HR 9HR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H.M4294G3
JR9 $W?$$""" $W$#> $W?#<""" $W$#?
cT9 $̂W$&$ $W$"% $W#!>"" $W$"=
R+2K43 $W%<> $W&!= &W=&>""" $W&<&
V+B4 $̂W$>% $W<"& <̂W>"#"" $W<>"
H+*C $W<<%""" $W$"> $̂W<=$""" $W$&"
Q)G3+*-4 $W#$$""" $W$"! $̂W"!#""" $W$"&
N.5)-6 $W<$>""" $W$<% $W<<&""" $W$<?

\;;4294G3
Z2+*G $ $ "W%<<""" $W"><

O7;+2+/4342G
V455 $ $ <W$$<""" $W<<>
c3(42 ; ; $W?=%""" $W<<&
?(3! &̂$=#"W"# &̂$>>?W"!
?*!8" ; <=>W#<"""

O/%<,/+ #<&W&#""" ;
PQD #$">% #$">%

!!注(H.B\为对数似然函数值#HU!#"为两个自由度的 组 间 异 方 差 似 然 比 检 验 值#J+1G@
/+*为OO:检验值#cYF为 企 业 个 数’"""*""和"分 别 表 示 变 量 系 数 和 检 验 指 标 值 在

<X*!X和<$X的水平上显著’以下皆同’

然而#统计数据和文末附图都显示外资企业在江苏的分布呈现明显的两

极分化特征#沪宁高速公路和沪宁铁路沿线的五个城市集中了绝大部分外商

投资#这种分布形态暗示样本数据有可能违背OO:条件’’HR 回归的HU和

J+1G/+*检验值证明备选城市确实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必须对样本数据作

进一步的估计’根据J+1G/+*+*CR-T+CC4* !<=?&"的检验方法#我们将备

选城市按是否 为 沪 宁 高 速 公 路 和 沪 宁 铁 路 的 沿 线 城 市 划 分 为 交 通 便 利 地 区

!南京*镇江*常州*无 锡*苏 州"和 其 他 地 区 两 组#分 别 以 V455和 c3(42
表示’表<中的Z2+*G为上层 !\;;4294G3"分组变量#反映交通 基 础 设 施

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V455组中各城市的Z2+*G值为<#c3(42组

中各城市的Z2+*G值为$’9HR的回归结果显示该变量系数为显著正值#证

实了外资企 业 倾 向 于 首 先 选 择 交 通 便 利 的 地 区 进 行 投 资’来 源 地 聚 集 变 量

JR9的系数仍然表现出高度的显著性#表明外资定位无论在组内还是在组间

城市都具有强烈 的 来 源 地 聚 集 倾 向’变 量 cT9的 系 数 也 具 有 了 一 定 的 显 著

性#说明只有在 组 内 城 市 的 层 次 上#一 般 性 外 资 聚 集 才 会 吸 引 潜 在 投 资 者#
只是这种聚集效应相比来源地聚集效应而言要弱得多’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

符号也恢复正常且高度显著#说明9HR模型的处理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其

计量结果也更为可信’
为揭示外资企业 来 源 地 聚 集 效 应 的 动 态 演 变 特 征#我 们 分 别 以’HR 和

9HR模型对样本数据作逐年回归#聚集变量 JR9和cT9的系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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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图<和图#所示’由图可知#变量 JR9的系数值在<=="$#$$#年间呈

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变量cT9的系数值则呈现对称的下降趋势#并且

’HR与9HR回归显示出几乎一致的变动趋势#从而确认了这种历史演变的

可靠性’外资定位的来源地聚集倾向越来越强#一般性 外 资 聚 集 对 吸 引TQO
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弱#在<==>年之后甚至表现出负向的联系’

图<!’HR回归的聚集系数变动趋势线

图#!9HR回归的聚集系数变动趋势线

此外#我们还 利 用 分 段 回 归 检 验 这 种 趋 势 演 变 的 显 著 性’表#列 出 了

<=="$<==>年和<==?$#$$#年两段区间内的聚集变量系数值#’HR和9HR
回归均得出同样的显著结果’在#$世纪=$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

时期#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的易变性使得外商投资面临较大的风险#先驱者

的 %示范效 应&是 投 资 者 定 位 选 择 的 主 要 依 据#具 体 表 现 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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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两个聚集变量系数均为高度显著的正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高

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以及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使得TQO定位模式发生较

大改变#投资者更加关注当地的基本经济因素#这从9HR回归中变量 R+2K43*

V+B4以及H+*C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一般性外资聚集所

产生的示范效应已不再重要#这种聚集所引起的工资和地价上涨反而阻碍了外

商投资’但来源地聚集在投资者定位决策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这是由于现代

化大生产强调规模经济和产业间的衔接配套#来源地之外的外资企业受前述限

制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当地内资企业受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也无法提供相应

的配套生产能力#在此条件下#相同来源地企业的聚集便显得尤为重要#并且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聚集效应对潜在投资者的影响力将更为突出’
变量Q)G3+*-4对TQO区位选择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与上海的飞速

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浦东开发的逐渐深入#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确立#
对周边城市的辐 射 力 也 随 之 增 强’外 资 企 业 往 往 将 办 事 处 或 总 部 设 在 上 海#
而将生产厂房置于邻近的苏州*无锡等地#并且江苏省内外资企业的进出口

贸易相当一部分要经由上海来完成#节约运输成本的考虑也使得TQO更倾向

于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定位’政策变量N.5)-6尽管对TQO的区位选择仍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在<==?年之前#样本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差不大#此时#政策因素便主导了TQO的流向#各级开发区的设

立人为地创造了特定的区位优势’而在<==?年之后#引资的先行地区 !苏南

等地"已聚集了相当规模的外 资 企 业#聚 集 经 济 开 始 产 生 作 用#从 而 形 成 新

的特定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是难以模仿的’其他城市在丧失先机后#
再设立开发区已不能构筑有效的区位优势#政策变量的作用也随之削弱’

表#!分段回归结果比较

解释变量
’HR 9HR

<=="$<==> <==?$#$$# <=="$<==> <==?$#$$#
H.M4294G3 H.M4294G3

JR9 $W>$?""" $W?!=""" $W><=""" $W?=<"""

cT9 $W#"?""" $̂W#>?""" $W"%!""" $̂W<!?"""

R+2K43 <W&$"" $̂W!>& <W?<=""" !W!"!"""

V+B4 $̂W<<# $W<>< <̂W$!<""" <̂W=!""""

H+*C $̂W<">" $W#="""" $̂W<%?"" $̂W##<"""

Q)G3+*-4 $W<#<"" $W#<=""" $̂W<&%"" $̂W&><"""

N.5)-6 $̂W$<?""" $W#<<""" $W$%?""" $W$=!"

\;;4294G3 \;;4294G3
Z2+*G ; ; <W>=""! %W=$="""

O7;+2+/4342G
V455 ; ; $̂W"?="" <W"=$"""

c3(42 ; ; $̂W"&?" <W##""""

?(3! <̂>#=&W< #̂"!&%W> <̂>#%!W? #̂"&&$W"
?*!8" ; ; !"W"!""" !$W<?"""

PQ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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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资企业所属国别和地区的差异#其聚集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

别#因此#需要考察国 !地区"别聚 集 效 应 在 不 同 来 源 地 企 业 之 间 的 异 质 性

特征#我们以来源国 !地区"虚拟变量与聚集变量的交互作用反映外资聚集

的国 !地区"别特征#表"的结果显示聚集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之间存在较大

差异’台湾地区和日本企业具有最高的来源地聚集倾向#同时对一般性外资

聚集表现出规避倾向’台资企业主要以OZ制造业为主#日资企业则以精密电

子产品制造业为主#产业特性对配套产品的要求较高#而且这两个地区的企

业都习惯于联合生产的方式#国 !地区"内企业的长期协作关系在彼此的生

产过程中形成很强的依赖性#对外投资也只是这种联系的简单移植#从而具

有很显著的国 !地区"别聚集特征#一般性外资聚集对于这些企业仅仅意味

着生产成本和竞 争 压 力 上 升 的 非 经 济 性’香 港 企 业 的 来 源 地 聚 集 倾 向 最 低#
但一般性聚集倾向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在江苏的港资企业大部分属于中小型

加工制造企业#主要为其他国家 !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相关的配套服

务#港资企业间互补的生产联系较少#彼此的竞争却更多’其余国家的企业

也都具有较强的来源地聚集倾向#只是受各国企业的产业属性*人文传统和

运作模式方面的影响#其聚集效应的作用程度不一而已’

表"!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异质性比较

’HR 9HR

JR9 cT9 JR9 cT9

!香港地区 $̂W<<= !香港地区 $W>%&""" !香港地区 $W<&? !香港地区 $W>>?"""

!台湾地区 <W"%>"""!台湾地区 $̂W&#"""" !台湾地区 <W#%="""!台湾地区 $̂W$%?""

!新加坡 $W=&%"""!新加坡 $W"<&"" !新加坡 $W!?>"""!新加坡 $W>$="""

!日本 <W<&#"""!日本 $̂W"&#""" !日本 <W#$&"""!日本 $̂W$="""

!韩国 $W>"""""!韩国 $̂W$<& !韩国 $W>&?"""!韩国 $W#?<"""

!英国 $W!><"""!英国 $W#<?" !英国 $W&<&"" !英国 $W%%%"""

!德国 $W#?"" !德国 $W!&%""" !德国 $W<"? !德国 $W?=&"""

!美国 $W="="""!美国 $̂W#"""" !美国 $W?>%"""!美国 $W<&#"

R+2K43 $̂W!=# R+2K43 #W><%"""

V+B4 $̂W#%<" V+B4 <̂W%??"""

H+*C $W#"!""" H+*C $̂W$!$
Q)G3+*-4 $W<?<""" Q)G3+*-4 $̂W"<""""

N.5)-6 $W<#"""" N.5)-6 $W$!&"""

?(3! &̂$><!W% ?(3! &̂$!%?W?
PQD #$">% PQD #$">%!!!! !

!!注(为节省空间#表中没有报告\;;4294G3的估计结果’

最后#作为一项附带性的研究#我们继续放宽同质企业 的 假 设#进 一 步

检验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聚集的国 !地区"别效应’受数据资料和文章篇幅

的限制#我们仅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例进行研究’根据外方投资金额将外资企

业划分为大企业 和 中 小 企 业 两 种 类 型#分 别 以 虚 拟 变 量H+2B4和F/4表 示’
为避免极端数据的影响#我们按照分位数 !]1+*3)54"的标准进行划分#以台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湾地区企业外方投资额升序排列的第"个四分位数为界#& 若外方投资额高于

该分位数的值#那么该企业属于大企业#H+2B4E<且F/4E$#否则H+2B4E
$而F/4E<’以虚拟变量与聚集变量的交互作用反映不同规模外资企业聚集

的国 !地区"别效应#表&为对应的计量结果’

& 事实上#企业规模的划分并没有完全绝对的标准#不同的行业属性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差异较

大#例如汽车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的资 本 规 模 很 可 能 相 当 于#甚 至 超 过 工 艺 品 制 造 业 的 大 企 业 资 本 规 模’
此处只能根据总体数据给出一个大致的规模界限#以反映企业聚集的规模异质性#我们将在后续的研 究

中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表&!台湾地区企业聚集的规模异质性比较

’HR 9HR

JR9 cT9 JR9 cT9
H+2B4 $W=?#""" H+2B4 $̂W!!<""" H+2B4 $W%#=""" H+2B4 $̂W$>&"

F/4 <W&!>""" F/4 $̂W"!$""" F/4 <W#?!""" F/4 $W$#<""

R+2K43 $W!<% R+2K43 !W>%#"""

V+B4 $̂W?$?""" V+B4 #̂W="?"""

H+*C $W"="""" H+*C <̂W<&"
Q)G3+*-4 $W"#%""" Q)G3+*-4 $̂W!><"""

N.5)-6 $W<?=""" N.5)-6 $W$>>""

?(3! =̂!"#W? ?(3! =̂&">W>
PQD !$$= PQD !$$=!!!!!

!!注(为节省空间#表中没有报告\;;4294G3的估计结果’

从表&可以看出#尽管台湾地区企业的区位选择都表现出显著的来源地

聚集效应#但中小企业的来源地聚集倾向明显高于大企业’这一方面说明台

湾地区企业定位的依赖性是相互的#中小企业离不开核心的大企业客户#大

企业的生产运作也离不开配套企业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说明中小企业由于

自身实力有限#抵御风险*搜索信息以及讨价还价的能力相对较弱#为消除

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小企业往往联合起来与当地政府谈判以争取更多的

利益#或者追随固定的客户以确保产品的销路#同时也可节约信息收集和甄

别的成本#从而具有更强的来源地聚集意愿’Y45C42S.G+*C’+2244!#$$#"*

Z1+*+*C9B !#$$""分别研究了日本和香港地区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行为#结

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五!结!!论

通过对江苏省内部分国家和地区外资企业的样本分析#揭示了TQO在地

理性聚集方面的国 !地区"别效应’本文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WTQO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着显著的聚集特征#而且这种地理性聚集具有

明显的国 !地区"别效应’来自于同一国家 !地区"的TQO#具 有 选 择 相 同

地理范围聚集的倾向#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研究表明#除了来自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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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地区的企业外#外资企业在江苏的区位选择都具有高度的来源地聚集倾向#
同一来源国和地区TQO的聚集特性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 !地区"潜在

投资者的定位地点#而一般性外资聚集对企业定位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弱’

#WTQO的地 理 性 聚 集 显 示 出 比 较 明 显 的 动 态 演 化 特 征’<==?年 之 前#

TQO地理性聚集更多地受外资聚集所传递的投资环境信息#来源 地 聚 集 和 一

般性外资聚集都正向推动了外商投资’<==?年以后#外商投资策略演化为产

业配套和接近市场原则指导下的 %理性投资模式&#一般性外资聚集所产生的

负向外部性已超过或接近示范效应的正向外部性#从而不足以影响潜在投资

者的定位决策#甚至限制了潜在投资者进入’因此#国 !地区"别聚集效应

在TQO地理性聚集中起到的作用更为显著#TQO的产业聚集往往表现为同一

来源地产业资本的聚集’

"W外资聚集的国 !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国 !地区"之间存在较为明

显的异质性’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企业显示了强烈的来源地聚集倾向#对一般

性外资聚集采取规避策略#而香港地区企业更倾向于一般性外资聚集所提供

的市场机会#同时规避同一来源地企业的竞争’具体表现便是苏州的台资聚

集区和无锡的 %日资高地&#而港资企业分布则相对分散#没有形成明显的母

国 !地区"聚集区’美国*韩国和新 加 坡 的 企 业 也 具 有 较 强 的 来 源 地 聚 集 倾

向#英国和德国企业的来源地聚集倾向相对较弱’

&W台湾地区企业的样本数据表明#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具有更强

的来源地聚集倾向#出于风险回避和成本节约等方面的考虑#中小企业的对

外投资行为更多地采取追随本国 !地区"大企业客户的 %跟进策略&’地方政

府在招商引资时可充分利用这一特征#集中有限资源争取台湾地区和日本等

国 !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投 资#依 靠 这 些 龙 头 企 业 带 动 本 国 !地 区"中 小

型配套企业的跟 进 投 资#从 而 在 较 短 时 期 内 蓄 积 一 定 规 模 的 外 资 企 业 存 量#
以满足聚集经济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聚集效应的循环累积过程中#有可

能形成特色鲜明的外资企业聚集区#使当地具备吸引外资的特定区位优势’

!W由于国 !地 区"别 聚 集 效 应 已 成 为TQO地 理 性 聚 集 的 主 要 特 征 和 原

因#地方政府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充分利用TQO地理定位中的来源地聚集效

应#可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根据各来源

国 !地区"企业的聚集意愿强 弱 程 度#可 以 有 重 点 地 营 造 具 有 国 !地 区"别

特色的外资企业聚集区#利用聚集的来源地效应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新加坡

企业在苏州和无锡的大量聚集#很大程度上和两地 %新加坡工业园&的建立

不无关系#这可以算作一个重要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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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截至#$$#年末各来源地外资企业在江苏的空间分布图

!一个点代表一家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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