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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区 pool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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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用罗默的数量升级模型，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中中间产品生产函数的构成思想，研究 

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经济增长，即加入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新的中间品对模型进行改进。在该改进的 

模型基础上建立实证模型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避免了以往大多研究中在计量方法上采用变量 

堆积试探的方法得出变量间数据的相关性而非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利用 1998—2003年间各地区数 

据对模型进行 pool—data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FDI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但并 

不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其次，FDI与国内研发具有一定的相互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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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优惠 

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 

资企业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 

期，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华进行投资。 

截止到 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累计达到 4 997．60 

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差 

异，1984年，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 

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其中，广东省占73．42％， 

而中、西部地区仅分别占 1．19％和2．08％。随着对外 

开放的不断推进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 

FDI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中西部地区仍然是吸 

收的FDI的总量规模小，且增长的速度也较缓慢。那 

么，FDI是否在各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差异， 

以至于FDI不断的聚集在沿海各发达省市，国内研发 

投入是否对 FDI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1 问题阐述 

FDI表现出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 

本、专利、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 

多方面的，其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大不 

相同的。FDI带来的是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及生产 

技术。”De Mello(1997)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认 

为 FDI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品新品种，促进经 

济增长。一方面，通过 FDI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 

备，以及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培 

训员工等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Chen(1995)认为， 

外资企业的出现使国内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外资 

企业雄厚的技术和管理实力迫使国内企业增加 R&D 

投入，从而提高其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外资 

企业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将会产生外溢， 

使东 道 国 受 益，促 进 经 济 增 长。然 而，Edwin 

Mansfield&Anthony Romeo却发现在他们所观察的跨 

国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帮助国内企业获取新的技术 

知识。 

笔者假设 FDI与东道国的 R&D相互影响，并共同 

影响东道国的中间产品种类，从而影响技术进步。当 

国内中间产品较丰富时，FDI将考虑加强加快引进其 

母国的中间产品以获取最大垄断利润，即 FDI引进新 

的中间产品受到国内的研发水平的约束；而 FDI一旦 

引入新的中间产品，将可能发生技术溢出、或加强产品 

市场的竞争，以致国内的研发水平提升，从而提升中间 

产品的产出率。 

笔者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从 FDI引进新 

的中间品提高全社会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FDI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并利用 1998—2003年各地区的pool数据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对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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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个体差异性，但并不存在时间上的 

差异。 

2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结合内生增长理论理 

论模型的建立 

产品品种增加模型主要是由罗默和格罗斯曼 ·赫 

尔普曼提出的，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产品 

多样化理论 ，模型的主要思路是将技术进步表现为中 

间产品种类数目的扩大。其生产函数为： 

Y=AL卜 ∑ ；0<ol<1。 (1) 置 

其中 l，为总产出，A为外生的技术变量， 为劳动投入 

量， 为第 i的中间投入的数量，J7v是 目前拥有并使用 

的中间产品的总数。在这一模型中，以产品品种增加 

为表现形式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源 

泉。在一个对称的均衡中，对于所有的i，有 = 。 

的数值是由每个垄断竞争者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 

入的条件所决定的。把每个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出作为 

它的需求函数，则得到边际收入。加总生产函数为： 
Y =AL 一 N卜 ；0 < ol< 1

。 (2) 

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是因为提高了中间产品 

数目J7、r而产生的。因此，变量 J7、r表征了当前内生确定 

的技术状态。将式(2)变换成产出增长率方程形式 

=  

A +(1一 L+(1
一  

N
+ 

K
。 (3) 

根据索洛余值法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表达式为 

g= 一(1一 ) 一 K =(1
一  

N
+鲁。 

(4) 

从式(4)可知，外生技术因素 A的变动与中间产 

品种类的增长共同促进了技术进步。引入外商直接投 

资对中间产品种类的影响。假设 N=Nd+Ⅳf，N= 

Ⅳd+Ⅳf(对时间 t求导)，Ⅳd表示国内研发的中间产品 

的种类，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的中间产品种类。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原理，技术进步将建立在原来技术水 

平之上。建立两部门新的中间产品的产出模型： 

N =N F(R&D，Ha)， (6) 

Nf=N F( &Dr， )， (7) 

， 分别为国内研发人员及 FDI高级人才，当FDI 

引进新的中间产品时，需要高级人才吸收利用这一新 

技术并开发。将式(6)、(7)带人式(4)，并因相关性以 

FDI近似替代 R&D ，得最终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g={ +(1一O／)[F(R&D，Hd)+G(FDI，Hf)]。 
，1 

(8) 

本模型中技术进步由外部因素变化、外商直接投 

资及其雇用的高级人才的开发活动以及东道国自身的 

研究开发共同决定。 

3 FDI对中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实证模型设立及数据选取 

为了消除外商直接投资及国内研发投资等因素的 

时间趋势影响，选取其对数形式作为本文实证模型的 

变量。使用 R&D的一阶滞后值( (一1))表示这一变 

量。FDI用即期值表示。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及连续 

性，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变量即选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 

对数值。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Y =C+Clk +c2f +C3log(FDIi )+C4log(Rn(一1))。 

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8—2003年的数据主 

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期(中国统计年鉴)。 

1)最终产品总产出增长率 (Y)，各地区最终产品 

总产出的增长率是以上一年为基期按照可比价格计算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率。 

2)资本存量增长率(k)，由于中国长期采取西方 

国家不同的国民核算体系，很难找到西方经济上的资 

本存量，同时中国的各类统计年鉴上也没有资本存量 

的数据公布。那么地区间的资本存量数据就更难得 

了，因此采用前辈的研究方法，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 

GDP的比值表示。 

3)劳动力增长率(1)，各地区各年就业率的增长率。 

4)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研究开发投资( )，采 

用对数数据，并且经过GDP缩减因子计算所得，分别代 

表了FDI及国内研发所带来的中间产品的增长速度。 

3．2 实证方法及结果 

3．2．1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混合数据回归 

对模型的回归结果为： 

y=0．046+ 0．076 k+0．055$ +0．002$LOG(R)+0．003 6$LOG(FDI) 

(7．30) (6．30) (1．50) (1．89) (3．99) 

R ：0．36 D —W ： 1．29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 统计量， ，一 ，⋯ 分别代表10％，5％和1％显著性水平。)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劳动力增长率和 R&D 明回归存在正相关关系，整体而言模型似乎存在设定 

的统计量不显著，模型的解释度不高，D—w统计量表 误差。因此，用RESET检验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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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检验结果 

F—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ratio 

9．283⋯  9．358⋯  

Reset检验的统计量值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 

此混合模型设定正确，说明存在设定误差或者存在序 

列相关干扰项，而且 DW统计量较低，说明存在序列一 

阶自相关关系，那么本模型中直接混合数据进行回归 

是不太合适的。 

3．2．2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 

由于直接混合回归不合适，从个体的差异进行分 

析，得到的结果为： 

Y ：0．152 k+0．034 L+0．017 LOG(R(一1))+0．003 LOG(FDI)， 

(5．15)⋯ (0．99) (7．23) (1．03) 

R = 0．73，D —W = 1．52 。 

从 以上回归结果看 回归的解释度有很大提高， 依然表明存在问题，从个体差异的角度考虑，存在异方 

D—w统计量也有所改善，笔者未给出各地区的固定 差性。 

效应 系 数，但 通 过 有 约 束 F统 计 量 公 式 F= 笔者在回归中采用 FDI变斜率的固定效应方法进 

可得F=33．6,说明确实存在固定磊 地区 对经’济增长韵不同 
效应，D—w统计量虽有所改善，但并不太令人满意， 

Y=0．147$k+0．001$L+0．016$LOG( (一1))+c $LOG(FDI)， 

(1 1．33) (0．06) (10．61)⋯ 

R = 0．994，D —W = 1．875 

表 2 各地区的 FDI变斜率的固定效应方法回归的系数 

从表中可看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对 FDI的弹性 

系数有较大差异，而且存在正负效应，但仔细观察可 

得：对于 FDI在统计上显著的省份中，东部地区，FDI 

效应大多为正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则大多数为负效应， 

特别是西部。说明FDI在各地区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并且 FDI在东部地区的大多表现为显著的正效 

应 ，对东部地区的经济起着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 

其作用不够明显。 

对比FDI斜率变化与不变两种回归结果，表明变 

斜率的统计效果有较大改进，FDI对经济的影响在个 

体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其次，再对比分析一下 FDI的时间效应。结果如下。 

表3 对变量 FDI变斜率与不变斜率回归的比较 

说明：括号中的数据为T统计量， ，一 ，⋯ 分别代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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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各统计量可见，不变斜率回归与不变斜率 年其效应有所下降，但近年来其效应又开始在回升。 

回归在各因素回归系数的大小及统计显著性均没有多 但总体而言不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大的变化，模型的解释度及其他统计量也都没有多大 3．2．3 按研发水平高低进行分析 

的变化，时间效应是不明显的，因此，可忽略。但是我 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内研发与FDI之间存在的潜在 

们也应该看到：在变斜率回归模型中，各年份的 FDI的 的激励作用，本文按各地区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值 

统计量的值都是显著的，说明总体上 FDI对中国的经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将 29个省市划分成高研发投 

济都是显著正效应的，当然其变化程度并不大，这可能 人区及低研发投入区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与中国政府的政策的稳定性有较大关联，虽然在前几 高研发投入区： 

’ Y：0．040+ 0．042：l： +0．023：l：L+0．006：l：LOG(R(～1))+0．005：l：LOG(FDI)， 

(5．361) (3．734) (0．796) (3．965) (6．414) 

R =0．969，D —W = 1．848，F = 348．515。 

低研发投入区： 

Y：0．040+ 0．085：l： +0．094 ：l：L+0．002：l：LOG(R(～1))+0．004：l：LOG(FDI)， 

(7．348) (8．264) (1．825)：l： (2．189) (6．957) 

R = 0．965 ，D — W = 1．667 ，F =620．375。 

由此可见，FDI与当地的研发投入确实存在一定 间上的不连续性造成本模型的替代变量在解释模型时 

的相互激励效应，在高研发投入区中，经济增长对研发 受到一定的限制。 

投入及 FDI的弹性系数均较低研发投入区的量值要 

高，且两个地区的方程的显著性均较高，模型中的设定 参考文献： 

偏误也不再存在。 [1] BALAsuBRAMANYAM V N，M SALISU，D SAPSFOR． 

． ． ，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New Hypotheses and 

4 结 论 Evidence『R]
． Discussion Paper，EC7／96，Dep ment of 

总体而言，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 Economics,Lan。 。 u“i 。鸺i Y， 996。 

个体差异，这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N
9

G

7 

Y

。

．

。

T

on

he

。mi

ro

。

le

如

of 

但是整个地区而言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w
叫ld D。 。loDment ，1995，23(4)：691_703． 

⋯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研发投入产出具有积极的相 E3] 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r．内生增长理论[M]． 

互激励作用，这是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市场竞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示范效应。短期内，中国经济 [4] 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依然需要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发展研发部门， 社，1999． 

争取通过本国的技术进步带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先进 [5] 张天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世界 

的技术产品。 经济研究，2oo4(10)：73-78- 

当然本文的实证部分由于有关数据的不可得及时 

FDI．R&D and Economic Growth — Pool Data of Provi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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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s a quantity—ladder model，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bout how to 

structure the capital production function，and to stud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pen environments that is to say，add the 

capital products brought by FDI to improve the mode1．Then use the improved model to build a new econometric model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DI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and avoid using too many variables to try to find a model 

which is very good in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variable but not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factors which is the real variables． 

This paper uses pool data with each province in the stage of 1 998-2003 to regress the mode1．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influence of FDI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s deference among provinces but not any deference in times．In addition，FDI 

and R&D stimU1ate on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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