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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物化技术溢出对中国产生的中性技术进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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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GTAP模型实证分析 中国通过从美国进 口获得技 术溢出的机制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地区之 间的相对贸易量和地区之间结构相似性决定 了物化技术溢出的大小。北美 

三大产业技术溢 出均能促进中国产生的希克斯 中性技术进步，其中只有第三产业对中国对应产业的产 出 

有促进作用，对中国第一、二产业的产出作用增长的正负效应稍模糊 ，并提 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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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封闭经济的假设前提下 

研究经济增长，忽略 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新经济增长理论打破 了封闭经济的假设 ，认为国际贸 

易是新技术 、新观念 、新管理和其它技能的传播媒介 ， 

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将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实证 

分析在国际贸易过程 中，北美的技术溢 出对 中国产生 

的中性技术进步。理论模型将采用美国 Purdue大学 

开发 的用 于 全 球 贸 易 分 析 的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多国模型框架(T．W．Hertel，1996) J， 

黄凌云等l2 用 GTAP模型理论分析了物化技术溢出的 

传输 机 制。在 其 研 究 基 础 上 ，采 用 GTAP数 据 库 

(database 4．0，1998)和 GEMPACK7．0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PACKage，2000)软件(demo版)，实 

证模拟由北美到中国的技术溢出。模拟程序的编制是 

根据 GEMSIM2．1程序模块(Hertel，1997) 和溢出程序 

模块(Meijl and Tongeren，1999)Ls]。 

1 物化技术溢出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理 

论模型 

假定物化知识附在最终产品贸易流 中，并分析物 

化知识、吸收能力和结构相似性对溢 出系数 的影响。 

最终产品贸易的技术溢出往往促进进 口国通过“技术 

反转”过程获得技术进步。 

假定 r国部门 i的产品出口到 S国，则 S国部门 i 

将获得相应的技术溢出。根据 Bemstein和 Mohnen J、 

Coe，Helpman等_ 和 Hans van Meijl and Frank vall 

Tongeren(1999) 】，物化知识为： 

V 

E = (1) 
“ ”k 

表示从 r国出口到 S国的产品 i的数量。E 表示 S国 

进口额占r国所有出口额的比例，故∑E =1，因此 
初始时刻的技术进步 a 被所有贸易伙伴分享。在实证 

分析中，将用进口份额代替(1)式。根据(1)式 ，溢出函 

数 即： 

(2) 

式中 a 和a 分别表示出口源地(r)和进 口地区(s)的 

生产力增长率。AC 为进 口地区的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 

和本地研究能力是创新和技术扩散过程的关键要素 

(Lucas 1988)。一个国家应该有足够的受教育水平方可 

能吸收新的技术。科学家 、技术人员的研究能力也是吸 

收和利用外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 

反映国家吸收能力的是一 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 

所采用的指标具有区域特殊性 ，而不具有部门特殊性。 

AC -min[，， ] ㈤ 
．s．s 为结构相似性指标 ：由于部分创新具有区域特定 

性 ，故只对与创新国有相似结构的区域有用。因此，结 

构越是相似的国家，就越能有效的利用技术溢出。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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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表达结构相似性 ： 

SS =exp[一I(f 一f )／d— I】 (4) 

式中 f 和f 分别表示进出 口双方 的要素结构或经济结 

构特征 ，d一 表示地区之间的最大差别。如果两个地区 

完全相同，则 ．s．s 等于 1，差异越大 ，越趋近于 0。Hans 

van Meijl和 Frank van Tongeren(1999)Es]将土地和劳动 

力的密度作为结构相 似性指标 分析粮食生产力的变 

化，用第三产业所 占份额作为结构相似性指标。 

结构相似性指标与吸收能力指标二者存在相互作 

用机制 ：仅仅吸收能力强(AC 一 1)不足以表明能够 

充分利用外 国的技术进步 ，因为部分国外技术具有地 

区特色。另一方面 ，吸收技术溢出方必须有足够能力去 

消化 、吸收和利用国外技术 ，结构非常相似(SS 一 1) 

也不足以表明能够从 国外技术获益 ，因此需要考虑结 

构相似性指标和吸收能力指标 的相互作用机制。由于 

上述 2个指标不可能完全替代 ，故用二指标的乘积 

表示国外技术知识的有效性 ： 

= AC ·SS (5) 

故可得溢出系数 y(E )： 

y(E )=口，／a = 。Cr,~SSr, (6) 

溢出系数 y(E )表示技术进步由创新 国家 r溢出到吸 

收国家 S的比率。根据(6)式 ，该系数主要取决于以下 3 

个方面：附在 国际贸易流上 的知识量 (E )，吸收 国的 

吸收能力、和贸易国之间的结构相似程度。其中 由 

模型内生决定 ，．s．s 和 AC 为外生变量。 

2 北美的技术溢出对中国TFP增长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北美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它外生变量不变，设定北美第 
一

、二 、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力(11FP)增加 10％，分析 

溢出函数的变化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对 中国对应 

产业的 TFP增长和整个国家产出增长的影响。在模拟 

过程中，设置了 2个参数 ：物化溢出参数“SPILLFLEX” 

和吸收效果参数“ABSFLEX”，当 SPILLFLEX=0时(以 

后用 se(o)表示)，溢 出函数为 0，即不存在物化技术 

溢 出，当 SPILLFLEX=1时(以后用 SP(1)表示)，存在 

物化技 术 溢 出，并 且溢 出还取 决 于 吸收效 果 参 数 

“ABSFLEX”，当 ABSFLEX ： 1时(以后用 AB(1))表 

示)，即考虑 吸收效果 (吸收能力和结构相似性 )，当 

ABSFLEX ：0时(以后用 AB(O)表示)，即不考虑溢出 

参数。综上所述，在模拟中分以下 3种情形 ：1)SP(0)， 

AB(0)或 AB(1)：不考虑溢出 ；2)SP(1)，AB(1)：考虑 

溢 出，同时考 虑溢 出效果 参数 ，此 时 溢出 函数 为： 

ao(s)= [ ／ ] 1-ac ·ao(r)；3)SP(1)，AB(0)：不 

考虑溢出参数(即结构相似性和吸收能力)，溢出函数 

为 ：ao(s)= lX ／ J ·ao(r)。 

2．1 技术溢出分析 

通过计算 ，北 美和 中国的平均入学年限分别 为 

11．6和 5．92 ，因此中国对源于北美的技术溢 出的吸 

收能力为 0．509。北美和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 ／GDP值 

分别为 71．4％ 和 39．7％“ 

表 1是北美地区各产业 TFP增长对中国对应产业 

TFP增长的影响的实证模拟结果。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 

1)若不考虑技术溢出即 s尸(0)，则中国的 TFP水平不 

会受北美地区TFP增长的影响，保持不变。2)分析技术 

溢出时，如果不考虑地区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和吸收能 

力的差异 (即不考虑溢出系数)即 SP(1)AB(0)，北美 

地区各产业 TFP增长对中国对应产业 TFP增长的影响 

取决于对 应的出 口份额。3)如果考虑 了溢 出系数即 

SP(1)AB(1)，北美对中国的 TFP增长影响加大。就不 

同产业而言 ，北美对中国 TFP影响程度由大到小分别 

是 ：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主要由国家(或地 区)之 

间要素禀赋、产业结构 以及需求结构等的不同引起的 

进出口侧重不同决定的。 

表 1 北美地区各产业 TFP增长对中国对应产业 TFP增长的影响 

数据来源 ：GTAP模拟 ，作者的计算。 

2．2 技术溢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分析 

北美对中国技 术溢 出对产出的影 响分析见表 2。 

北美第一产业的技 术进步对 中国的技术进步影响较 

小 ，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产业的技术溢出对基础要素 

数据来源 ：van Meijl and Frank van Tongeren(1998)，中国 

统计年鉴(2000)，作者的计算。 

· ·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2000) ，作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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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要求更高(如农业)，其产出对进 口国国际和 

国内市场份额的影响更为突出。作为最终产品，第二产 

业的产品更易于被进 口国模仿创新 ，因此第二产业的 

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最大。第二产业的技术溢 出对 

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份额的影响取决于两个 

地区之间产品结构的差异性 (互补或替代)。第三产业 

由于其本身的可贸易性小于第一 、二产业 ，因此通过物 

化技术溢出对产出的影响相对偏小。 

此外，北美与中国具有较为相似的农业产业结构，并 

且北美的农产品占据的国际农产品市场较大的份额，因 

此北美农业的技术进步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市场压力要大 

于其对中国的技术溢出引起产出增长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只有北美的第三产业技术创新对 

中国第三产业的产出有促进作用。因此 ，应提倡在第三 

产业 的进 口；由于第一产业主要是初级产品，北美初级 

产品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压力大于对中国的技术溢 

出带来的产 出增长 ，单纯从保护本国的初级产业的角 

度来看 ，应该尽量减少第一产业的进口。由于第二产业 

3 结 论 

中包含的商品类别很多，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均有 

差异 ，因此不能与第一产业分析一概而论，应该 区别对 

待。从保护本国第二产业的角度分析，对于与中国的产 

品替代性较强的产品应该尽量减少进 口，而对于技术 

含量较高，多用于中间投入的产品(如机器设备)应该 

进行合理的利用。 

表 2 北美对中国技术溢 出对产 出影响比较分析 

数据来源：GTAP模拟，作者O,~it算 

(a)北美 第一产业 (b)北美 第二产业 (c)北美 第三产业 

图 2 北美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比较分析 

实证模拟的结果表明，地区之间的相对 贸易量和 

地区之间结构相似性决定了物化技术溢出的大小。其 

中北美三大产业技术溢出均能促进中国产生的希克斯 

中性技术进步 ，其中只有第三产业对中国对应产业 的 

产出有促进作用，对中国第一 、二产业的产出作用增长 

的正负效应稍模糊。分析其 主要原因在于 ：1)由于第 
一 产业主要是初级产品，北美的初级产品技术创新带 

来的市场压力的影响大于对中国的技术溢出带来产出 

增长的影响，单纯从保护本国的初级产业的角度来看， 

因此应该尽量减少第一产业的进 口；2)第二产业中包 

含的商品类别很多，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均有差异，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区别对待。单从保护本国第 

二产业的角度分析，对于与 中国的产品替代性较强的 

产品应该尽量减少进 口。对于技术含量较高 ，多用于 

中间投入的产品(如机器设备)应该进行合理的利用。 

该结论与 Helpman(1997) 等的实证结果相符。 

此外 ，相对其他部门而言，中国的制造业是发展最 

快 、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门类，也是人世后受益最大 

的部门。在制造业领域中，由于不 同产业的成熟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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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产业的 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 ，加入 WTO对不 同 

产业的影响是不均衡 ，有些产业的短期影响甚至比较 

大。处在体制与制度 、外部环境 、供给与需求结构等剧 

烈变动下的中国制造业，因此影响其竞争力的因素是 

十分复杂和易变的。由于中国的第三产业既没有技术 

优势 ，又缺乏进 口替代 ，因此应提倡对第三产业产品的 

讲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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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mpirically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China Neutral Technology by Emtx~ied Spillovers from North 

America，an d the effect on China economic growth ．Th e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both the 

innovating and the receiving economies depend on SS and AC．Th e three sectors spillovers of Nonl1 Am erica can improve 

China’S Hicks—neutral teclmological progress，but only the thiM industry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of sanle industry of China
， 

an d decrease the output of other two industries．Based on the simulations，some advices are舒、ren on China trade policy． 

Key words：GTAP model；technological spillover；neut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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