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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外贸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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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表明，90年代重庆的出口对重庆实际人均 GDP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重庆的进口对重 

庆实际人均 GDP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样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 GDP和 GDP的增长率都 

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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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外经济学者对外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进行研 究，MacDougall(1960)在 研究 直接投 资 

(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首次把技术外溢效应作为 

FDI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了分析⋯。R．Findlay(1974) 

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动态化模型，检验了诸如技术 

差距、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模型 

的基本假设为：FDI可以通过传染效应 (Contagion 

Effect)提高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水平。认为FDI输出国 

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MNC 

(跨国公司)在当地资本份额越高，扩散的速度就越 

快 。Koizumi和 Kopecky(1980)构建了一个国际资 

本长期流动的模型，用于研究 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该模型假设外资中内含的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 

性质，能给社会带来额外的利益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以P．Romer和 R．Lucas等人为代表提出了新增 

长理论。由于新增长理论突破了索洛创立的新古典增 

长理论中关于技术外溢性的假定，克服了其不能解释 

世界各国人均收人差异和实际人均 GNP增长率差异 

原因的局限性，使增长理论再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 

点 -5]。Ronler(1990) 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着 

重强调了技术扩散对于小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持 

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FDI作为技术扩散的一个主要 

渠道，其重要性愈发显著。许多学者借用新增长理论 

的建模思想和方法论，对 FDI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的 

影响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国内的许多学者也进行了 

类似的研究 ，如文献  ̈⋯。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为代表的经济专家提出 

了关于贸易和增长相互关系的新增长理论，把国际贸 

易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对经济发 

展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1)国际贸易能够使国内潜 

在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就是说，一国由于国内 

需求不足而存在未利用的资源，通过贸易可以为充分 

利用这些资源提供机会，使其生产从生产可能性曲线 

里面无效率的点移动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2)通过市 

场规模的扩大，使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这对 

于市场狭小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3)在频繁的信 

息交流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下，对外贸易能刺激一国的 

创新活动。厂商不断地引进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 

率，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 

重庆改革开放至 2002年均增长率 10．1％；直辖 

后年均增长率 8．9％，比同期全国增幅高 1．1个百分 

点。在 GDP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重庆市人均 GDP 

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直辖以来，重庆市投资额 

保持较高的水平，200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达 801．82 

亿元。1996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增长21．3％，比同 

期经济增长速度高 12．4％。重庆直辖以来，投资迅速 

扩大。以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直辖后的5年(1997— 

2001)的投资总额是直辖前近 5O年的投资总额 1．1 

倍。尽管如此，重庆的对外经济的发展形势却不容乐 

观。因此，研究重庆的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重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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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中的作用都就是十分重要。 

1 重庆外贸发展对重庆经济发展的贡献 

1．1外贸规模持续扩大，但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0年到2000年的 10年间，重庆对外贸易的规模 

不断扩大，是建国以来速度增长最快的时期。1990年， 

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6．81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 17．85 

亿美元，共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率为10．1％。其中， 

出口贸易额从 3．27亿美元增加到 9．95美元，增加了 

3．04倍；进口贸易额从 3．54亿美元增加到7．9亿美 

元，增加了2．1倍。但近 10年来，重庆对外贸易的发 

展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对外贸易年均 15．2％的增 

长速度，这一增长速度，也比同期重庆 GDP年均增长 

速度低 1．1个百分点，2000年重庆经济 的对外 贸易 

(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从 1990到2000年基本上是 

在 10％左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重庆作为直 

辖市是不相称的。重庆的外贸规模及对外贸易与 

GDP的关系见表 1。 

表 1 重庆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与 GDP的关系 (亿美元 ) 

重庆GDP ‘ ~／GDP出口／GDP进出UI／GDP 
时间 重庆GDP重庆进出口重庆进口重庆出口 

说明：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1．2 对外贸易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 

用进出口与 GDP的比值来反映对外贸易对重庆 

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比值对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而言 

或许不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增长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可能很重要。直观上来看，国际贸易对地 

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应包括以下 3方面：1)它为地方经 

济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提供了国家竞争的机会，而不再 

局限于国内市场；2)它是从先进国家得到技术转移的 

一 种方式，资本品中往往含有国内贸易中得不到的 

“技术元素”；3)参与进出口的厂家必需到国际市场进 

行竞争，这迫使他们在生产、管理、组织、培训、研究与 

开发等方面采用最有效的方式和办法。 

有关重庆市的长时段时间序列资料较难获得，通 

过收集各种统计资料，将重庆市经济社会的统计数据 

追溯到了 1949年，进行参数估计，虽然 对各重要时期 

如“自然灾害”、“文革”利用哑元变量进行控制，但回 

归结果仍不理想。这一方面也反映出早些时候的经济 

增长缺乏规律，不能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人为或 

其他因素决定着特定时期的增长。 

由于数据的限制，选取时序资料的年份为 1987— 

2001年。较为理想的估计结果列在表2中。 

表 2 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人均 GDP(1987—2001) 

总投资 

第二产业 GDP／GDP 

人均病床数 

人均电话装机数 

进 口总额 

样本数 

0．292(5．482)⋯  

0．301(1．441)‘ 

0．694(2．311)⋯  

0．137(5．312)⋯  

0．029(2．043)⋯  

0．997 

】5 

说明：(⋯ )为 检验值；⋯ 为 1％显著水平，‘为在 10％ 

的显著水平。 

表 2反映各种因素对人均 GDP影响，在这里 只 

分析进出口的影响。开放经济条件下，进出口额是影 

响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出口额的增加能 

提高该地区的人均收入，回归结果显示出口额对地区 

经济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人均 GDP有明显促进作用的 

是进口总额，回归系数为0．029(2．043)，其中的原因 

可能是重庆市近十几年来出口较少，且大多为对相关 

产业和经济拉动不大的低附加值农副产品，而通过进 

口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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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资利用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作用 

2．1 重庆利用外资的水平与全国相比有较大差距 

如表3所示，重庆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不管是从 

人均水平还是年均增长率看，与全国相比均有较大 

差距。 

表3 重庆利用外资与全国的比较 

年均I{} 

长 ％ 9．07 11．46’ 8．46 11．83’ 19 15 27 85 17．95 26．56 

l990一 ∞ 

说明：资料来源于1)<重庆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中国统 

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3)作者的计算；4)由于1990、1991年的数据太 

异常。·表示1992—2OOO的年均增长率。 

2．2 利用外资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作用 

下面建立统计模型来研究重庆 FDI和重庆实际利 

用外资对重庆 GDP的影响，及重庆 FDI／GDP和重庆 

实际利用外资／GDP对重庆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利用 

重庆统计年鉴的数据(1985—2001)，用 SPSS软件计 

算得到以下结果： 

1)GGDP=7．671+1：422(FDI／GDP)； 
‘j．111， 

2)GGDP=6．476+1．063(XJLYWZ／GDP)，R = 
(j．193) 

0．405，F=10．198 N =16，R =0．392，F=9．681， 

N =16； 

3)GDP=335．148+19．665FDI： 
(3．442) 

4)GDP=304-835+l 
．  

SJLYWZ，R =0·343， 

F=7．84，N=16，R ：0．441，F=11．849，N=16． 

在以上公式中，GGDP表示 GDP的增长率，SJLY- 

WZ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FDI／GDP表示外商直接 

投资占GDP的比重，SJLYWZ／GDP表示实际利用外资 

金额占GDP的比重。从以上结果可看出，重庆 FDI和 

重庆实际利用外资对重庆 GDP有相当大的影响，重庆 

FDI／GDP和重庆实际利用外资／GDP对重庆经济增长 

率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3 重庆对外经济发展的对策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重庆经济的对外贸易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口额对重庆地区经济影响并不 

显著，而对人均 GDP有明显促进作用的是进口总额，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重庆市近十几年来出口较少，且大 

多为对相关产业和经济拉动不大的低附加值农副产 

品，而通过进口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对生产率的提高有 

促进作用。因此，必须以科技为本，加快外贸部门的 

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速度，促进重庆地区出口产品质 

量、附加价值以及技术与资本含量的不断提高，带动出 

口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同时，尽可能发挥出口 

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带动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外，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 

面应着重扶持那些出口竞争力强的生产性企业，并组 

建大型的国际贸易集团以扩大影响，带动重庆出口扩 

大。再次，重庆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本市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外贸依存度大大 

提高，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在保持传统出口商品 

优势的同时，在机电、高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形 

成新的出口优势产品。 

另一方面重庆 FDI和重庆实际利用外资对重庆 

GDP有相当大的影响，重庆 FDI／GDP和重庆实际利用 

外资／GDP对重庆经济增长率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因 

此，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正效 

应。1)外资合理利用并大幅度增加今后的引资工作 

重点；2)政府正确引导外资投向，突出重点投资领域 

的招商引资。3)改善投资软环境。4)拓宽外商投资 

领域。如在争取中央支持下，可引导外资投资旅游、贸 

易、金融等领域。5)寻求多样化的引资方式，并注重 

引资多元化，重点是积极吸引国外大公司尤其是全球 

500强大型跨国公司来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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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Foreigh Trade and Investment on 

the Growth of Chongqing S Economy 

zHoU zhUO-hu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Chongqing s economy experienced fast development in 90 s twentieth century
． During the period．the econ0m— 

ic interflow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had been increased
，
and the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had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chongqing s economy．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import of chongqing have no notable 

influence on chongqing s real capital GDP
，
neither the export ． Other great infl uence can also be 0bseI、，ed bv Actuallv 

Utilized foreign capital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Key words：foreign  trade；economic developmen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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