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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从发展中国家整体与中国个体两个层面, 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

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别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动力、机理及

效应进行了归纳。最后, 提出一个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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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

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fo reign direct in�
vestment, FDI)活动开始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的

一些企业通过到技术要素密集度高的发达国家去投

资,获取技术溢出进而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这使得

一些学者对 FDI 的研究兴趣从发达国家逐渐转到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 FDI 对母国技术进步

的影响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1 � 发展中国家 FDI对母国技术进步的

影响研究

1� 1 � 理论研究
关于发展中国家 FDI 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文献,笔者通过梳理总结,从对外直接

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动力、机理和效应 3个方

面进行了总结。

1� 1� 1 � 动力
由于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地,因此

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获得技术资源, 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

能力,促进产业升级。这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

接投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早在 1990 年, Ca�
ntw ell和 To lent ino 就曾提出过两个基本命题: 一

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

业的技术能力在稳步提升 ! ! ! 这是不断积累的结

果;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与其对外

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这两个命题第一次将技

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 [ 1]。在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动力方面,日本学者小泽

辉智曾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 FDI 实现对外经

济从劳动导向型直接投资向技术导向型直接投资的

转型,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在对外直接

投资的技术进步动力方面, Bjorv an 和 Eckel[ 2] 认

为,有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虽无技术优势, 但

由于本身的技术水平相当高, 因此其会加剧东道国

的市场竞争,减少东道国的技术优势企业的市场份

额和利润,进而迫使东道国企业进行战略性的对外

直接投资,以期获得技术进步。

1� 1� 2 � 机理
1)技术寻求机理。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

在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是基于技术寻求的目的,

通过直接投资寻求并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从

而使母国的技术得到大幅度提升。杜群阳[ 3]研究了

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

践,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获取型 FDI 的� MAL 优

势论 。他还于 2006年指出,技术寻求型 FDI 是对

接跨国公司 R& D 资源的有效途径, 并归纳出国家

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技术寻求型 FDI 都广泛存在反

向技术外溢的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寻求

型 FDI掌握了东道国的关键性 R& D资源, 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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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追赶与技术跨越
[ 4]
。曾剑云、刘海云、符安平

[ 5]

以当地化溢出为前提, 引入企业的 R& D活动,构建

了两国双寡头古诺模型,从技术寻求动机的角度论

证了无技术优势企业的 FDI,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企业所进行的技术获取型 FDI 进行了解释。

2)研发资源优化配置机理。有学者利用古诺模

型分析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研发资源配置的优化方

案,得出 FDI能使母国的研发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

结论。Fosfuri和 Motta
[ 6]
通过设计两阶段完全信

息双寡头古诺模型,解释了无技术优势企业的 FDI

现象,指出企业要选择国外建厂而不是出口才能实

现利润最大化;他们还认为,母国企业可通过与东道

国的技术领导者建立更紧密的地理联系来降低投资

者的生产成本, 以此获得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 7]。

Wesson
[ 8]
分别构造了异质产品和同质产品的两国

两厂商古诺模型。Wesson使用异质产品的两国两

厂商古诺模型解释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对技术优势企

业所在国的直接投资, 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无技

术优势企业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Siot ios[ 9] 利用同

质产品的两国两厂商古诺模型研究了相对无技术优

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 认为国内企业虽整体

技术水平落后于国外企业,但若技术效率领先于对

方,也可形成双向溢出。

3)知识共享机理。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东道国

和母国间的知识要素在组织学习过程中流动,甚至

会形成共享知识要素平台,实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

程中东道国和母国知识要素的共享。冼国明[ 10] 对

发展中国家外向型 FDI 进行了探讨,将组织学习嵌

入到 FDI 中,构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

资的�学习型 FDI 模型。
1� 1� 3 � 效应

发展中国家进行 FDI 对于母国而言具有技术

进步效应。众多学者对发展中国家 FDI 的技术进

步效应进行了分析,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技术溢出效

应、技术扩散效应、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等。Siot ios[ 9]

提出技术溢出具有 3 种效应 ! ! ! 耗散效应、FDI 加
强效应、寻求效应。当这 3种效应相互作用达到均

衡时,技术优势企业会因技术溢出的耗散效应超过

FDI加强效应而选择出口, 相对无技术优势企业必

因 FDI加强效应和寻求效应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马亚明和张岩贵[ 11] 引入技术单向扩散与双向扩散

模型,从技术扩散的角度证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可

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利用技术扩散效应

实现技术升级。茹玉骢
[ 12]
提出了跨国公司技术寻

求型 FDI的系列效应, 特别是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

提出突破了传统技术外溢的技术单向流动的假定,

突破了仅分析母国 FDI 对东道国生产率、收入或经

济增长的作用的局限性, 肯定了技术的双向流动性,

指出东道国也可能向母国企业产生反向技术外溢,

直接缩小母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赵

伟、古广东、何元庆 [ 13]对外向型 FDI 的母国技术进

步效应命题进行了梳理,认为 FDI 促进母国技术进

步具有研发要素吸纳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并购

适用技术企业机制和研发成本分摊机制。

1� 2 � 实证研究
1� 2� 1 � 动机的实证分析

早期众多学者的实证分析主要是探讨 FDI 的

技术寻求动机。Kogut 和 Chang[ 14] 最早提出 FDI

的母国技术溢出现象, 并对其进行系统考察。他们

以进入美国 297个产业的日本企业为实证对象, 利

用计量数据并运用负相关二项式回归进行了开创性

研究,发现当日本企业的 R& D密度小于美国时, 日

本企业进行 FDI 的可能性更大,日本企业对美国的

FDI 主要集中在研发密集型产业, 且更青睐采用合

资形式,其战略目的在于获取和分享美国企业的技

术。Chang[ 15]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 日本电子制造

企业是在有步骤地进入美国市场,其主要动机是为

了提高技术能力。Pear ce
[ 16]
于 1992 ! 1994 年间对

英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研发部门进行问卷调研, 结

果证明英国的海外 R& D支出大多投向研发密度高

的产业,通过新建或收购当地的 R& D 机构来获取

技术,以此进一步提高其在技术发展和创新方面的

全球能力。Hakanson和 Nobel[ 17] 对瑞典的 172 家

海外 R& D机构进行研究发现, 5%的 R& D机构的

设置目的是为了支持当地生产, 32%是为了帮助产

品适应当地市场, 8%是基于技术寻求目标开发和利

用东道国的 R& D成果和资源, 34%是因为政治因

素,其余 20%则具有多重动机。Neven和 Siot is[ 18]

通过对西欧国家行业层面的 FDI 流量进行计量分

析发现,日美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广泛具有技术寻求

目的,投入欧洲的 FDI资本大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

较高的领域。Yarnaw aki
[ 19]
分析发现许多日本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与其技术水平存在明显联

系,技术落后于东道国的日本公司往往采取合作或

合资的方式进行直接投资, 而技术先进于东道国的

日本公司则大多采用�绿地投资 方式, 建立独资企

业或独立的分支机构。这再次证明许多日本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意图是保护或获取技术。Jaf fe

等[ 20]的研究进一步揭示,知识和技术在地理位置上

具有集中性,一些跨国公司若没有特定的竞争优势,

则可通过在技术丰裕国家或地区投资直接获取技术

或间接吸纳技术溢出。Cantw ell和 Janne
[ 21]
选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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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专利局收录的 1969 ! 1995年间欧洲企业的数据,

利用聚类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再次验证了跨

国企业向发展较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获取东道国当地的先进技术。

1� 2� 2 � 效应的实证分析
到了 21世纪, 学者们开始针对 FDI 的技术进

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Head等
[ 22]
利用回归方法计

算了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区位分布与产业

集聚关联度, 得出日本企业的投资选址是希望接近

技术创新活跃地, 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还证明

了日本企业 FDI 对日本国内的技术进步具有积极

效应。Branstetter [ 23] 也采用在美国投资的日资企

业数据进行研究, 指出日本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

提升了这些公司的技术水平,从而证明了 FDI具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还证明了日本企业 FDI 的

技术外溢具有单向与双向之分 ! ! ! 许多日本企业投
资于美国时将外向 FDI作为获取知识溢出的渠道,

而投资于东亚时则存在双向知识外溢倾向。Bra�
conier等 [ 24]通过对瑞典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认为,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规模以及东道

国研发资本存量与投资母国所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

呈明显的正相关联系。由此推论, 一国企业越是在

技术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该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是会得到更多的技术溢出。

Dr if f ield和 Love[ 25] 对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英国外资

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只有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外资企

业的生产率与英国当地资本存量、行业所在区域显

著正相关, 说明这些国外企业获取了英国技术。

Anna Maria Falzoni
[ 26]
以意大利的跨国投资企业为

研究对象,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三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 得出 FDI对母公司的影响会因投

资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2 � 中国 FDI 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 FDI 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一些国内学

者主要从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进行了理论研究, 并

做了动机和效应的实证检验。

2� 1 � 理论研究
2� 1� 1 � 企业层面的研究

江小娟[ 27] 认为,中国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要有效

利用国外的科技资源, 需通过实施�走出去 战略,将

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设立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地

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尹

冰
[ 28]
通过分析中国企业 FDI 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

系,认为中国企业 FDI 与技术进步互动式推进。徐

卫东、王河流
[ 29]
研究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

接投资,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

的主要是使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价值链各环节的成

本最小化,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赵伟等[ 30] 认为,

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所有动机中,获取互补性技

术的动机最为强烈, 这方面尤以民营企业最为突出。

他们[ 13] 还发现,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 FDI 所发

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通过研发要素吸纳、跨国

战略联盟和跨国并购吸纳技术 3种途径实现的, 并

对中国外向型 FDI 与国内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

尝试性检验,利用 1985 ! 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
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FDI 流出存量对国内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有微弱的促进作用。李烁 [ 31] 通过研

究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机构发现,大部分中国企业

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技术跟

踪,监视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吴先明
[ 32]
认

为,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是以寻求创造

性资产为特定目标的战略性投资,中国企业通过在

发达国家当地建厂、设立技术监听站和跨国并购等,

寻求并获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性资源即创造性资产,

并通过全球化来利用这些资产构建新型的资源和能

力基础,从而通过逆向技术外溢推动中国企业自身

的技术进步。

2� 1� 2 � 产业层面的研究
从产业视角看待 FDI的产业技术进步效应, 国

内一些学者对此也做了相关研究。范方志、周剑认

为[ 33] , 产业技术创新属于技术创新的中观层次, 主

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母国运用所获得的部分新技

术。龚艳萍和郭凤华[ 34] 利用 2004 ! 2006年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和产业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

率,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出中国 FDI促进了产

业技术进步, FDI在这方面的作用在批发零售业、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制造业尤其显著。

2� 2 � 实证研究
2� 2� 1 � 动机的实证分析

有学者运用企业案例分析方法, 通过向企业发

放调查问卷来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叶刚

在 1988 ! 1989年间对国内企业进行了调查, 指出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中,寻求海外市场是

最主要的动因, 其次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获取有关外国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技术寻求型动

机,再次是寻求海外资源。鲁桐[ 35]对中国进行 FDI

的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企业 FDI 的动机主要

为扩大海外市场和寻求先进技术。景劲松、陈劲、吴

沧澜
[ 36]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 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

进行研发投资的主要动因是通过开展国际技术合作

和建立国外技术监测性研发机构来了解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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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技术发展趋势, 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知

识,提高企业技术能力。

2� 2� 2 � 效应的实证分析
李蕊 [ 37]以制药业和电子业为例,通过大量的统

计数据和案例,分析并证明了在技术优势成为企业

竞争力核心因素的全球背景下跨国并购型 FDI 可

使跨国公司获得相应的核心技术, 从而提高其技术

研发的数量和质量。赵伟、古广东、何元庆
[ 13]
采用

L�P 模型构建了一个实证分析框架, 证明中国 FDI

能够促进我国生产率的增长。2006年 3 月, 商务部

研究院配合商务部合作司以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为对

象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增加市场销售份额是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最主

要动因,其次是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获取情

报信息等。他们
[ 38]
发现,在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存在障碍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

达地区进行投资是我国企业获取国外高新技术和先

进管理经验的一条重要渠道。刘凯敏和朱钟棣[ 39]

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 T FP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

行检验, 最后得出中国国内各部门的技术进步是

FDI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且对中国 FDI增长具

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王英和刘思峰
[ 40]
借鉴国际

R& D溢出回归分析的框架, 对中国 1985 ! 2005年
FDI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中

国 FDI存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 但其对我国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要低于国内研发支出, 以 FDI 和

进口贸易为传导机制的国际 R& D溢出并没有对我

国的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邹玉娟和陈漓高[ 41]

对中国 FDI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

实证研究, 指出二者具有一定的同步关系, 但中国

FDI增长率对全要素增长率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力

度较弱。刘明霞、王学军[ 42] 利用 2003 ! 2007 年的

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 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

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较大的

地区差异,且受吸收能力的影响, 而 FDI 对国内技

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国内 R& D投资促进了国内

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但阻碍了国内技

术效率的提高。

3 �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
分析框架

� �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可发现:

( 1)大部分学者有关 FDI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研

究都基于企业层面, 而基于某一产业或某些产业来

分析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还颇为有限。( 2)基

于知识共享机理的研究文献相对于技术寻求和研发

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很少

有学者将组织学习和知识要素嵌入到 FDI 中来研

究母国产业技术进步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提出一个对外直接投资影

响母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见图 1)。FDI 影响母

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主要包括技术寻求机理、研发资

源优化配置机理和知识共享机理,从中提取知识共

享机理从模仿学习型和合作创新学习型两方面分析

知识要素流动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技术进步的

作用; 而 FDI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路径则分企业层

面和产业层面, 其中企业层面是产业层面的现实基

础,并结合制造业实践完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

技术进步的路径的实现。

图 1� FDI 影响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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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Homeland: Literature Review

Wang Shuli, Wang Siqi, Xiao Deyun
( 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 iversity of T ech nology, Wuh 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r om tw o levels of developing count ries as a w hole and Ch ina as a case, th is paper fi rst ly analyzes the research lit eratur e on the rela�

t ionship betw een foreign direct in vestment and tech nological progres s of homeland. T hen i t concludes it s the m ot ivat ion and mechanism as w ell

as th e ef fect s f rom th 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pects. Fin ally, it puts forw ard an analyt ical f ramew ork on the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 tm ent

on tech nological progress of homeland.

Key words: f oreign di rect inves tm ent ; t echnological progress; developing coun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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