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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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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商品进出口中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比重、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比重、产业内贸

易指数、市场集中度指数和外贸企业主体结构的变化 ,来揭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省的外贸商品结构、外

贸方式结构、外贸模式结构、外贸市场结构和外贸主体结构这 5 类外贸结构变化的关系 ,并以外贸商品结构

为例 ,利用截面时间序列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研究表明 :外商直

接投资促进了浙江省外贸商品结构的优化 ,但对各产业的外贸结构优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外商直接

投资对机电产业的优化效应最为明显 ,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服装产业和纺织产业 ,对第一产业的优化效

应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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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召开后 ,国家再次提出要加快我国包括

对外贸易在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并要求江浙沪

地区率先完成转型任务。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型取决

于外贸结构的优化 ,而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

是外贸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外

商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促进外贸结构优化以及浙江

省利用外资还存在哪些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结构的影响 ,国外学

者研究较少 ,已有研究更多从理论上分析两者的相

互作用。Markuson 和 Svensson 指出[1 ] :如果国际

流动要素是合作的 ,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

将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反之则呈替代关系。

Bhagwati [2 ]认为 ,在存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 ,不同利

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产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替代或

互补关系。

国内学者王洪庆和朱荣林[3 ] 基于 2001 —2002

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表

明 :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有促进

作用 , 而对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没有显著影响。夏

虹[4 ]和刘舜佳[5 ] 从外国直接投资的直接贸易效应、

技术扩散、竞争带动及产业关联带动等间接效应方

面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作用。沈克华[6 ] 、龚艳萍、周维[7 ] 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总量、制成品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和产业内贸易出口都存在正相关关

系。

现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结构影响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贸易结构的某一方面 ,而以民营经济成

分占较大比重的浙江省外贸经济为对象 ,研究外商

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影响的相关成果几乎是

空白。因此 ,本文利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的方式 ,从外贸商品结构、外贸方式结构、外贸模式

结构、外贸市场结构和外贸主体结构这 5 类外贸结

构的角度更全面地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

结构的影响。

1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
发展现状

　　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1981 年的 181 万美

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88189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

26129 %。“十五”时期 ,浙江省第一、二、三产业实际

使用外资分别为 115 亿美元、21019 亿美元和 3918

亿美元 , 分别占外资总额的 0159 %、8316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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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9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机

电和高新技术等外贸行业 ,这 4 类行业的投资占外

资总额的 74167 %。

浙江省进、出口额分别从 1981 年的 013 亿美元

和 413 亿美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382154 亿美元和

1008199 亿美元 ,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31167 %和

23135 %。“十五”期间 ,浙江省进、出口额分别为

99814 亿美元和 228916 亿美元 ,外贸商品同样集中

于纺织、服装、机电和高新技术 4 大行业。这 4 类商

品的进、出口额分别占同期浙江省进、出口额的

57101 %和 77112 %。其中 3313 %的出口商品和

4712 %的进口商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 ,而外商投

资企业进、出口额中分别有 66 %和 75178 %来源于

上述 4 类外贸行业。

2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结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进出口总量增长有

较强的带动作用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特

征也强化了进出口商品集中这一现象。为了全面、

深入地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的影

响 ,本文将从外贸商品结构、外贸方式结构、外贸模

式结构、外贸市场结构和外贸主体结构这 5 个方面

展开论述。

211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商品结构

进出口商品结构主要包括 :一是初级产品与工

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二是制造业中各行业

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浙江省出口产品中的工业制成

品比重从 2001 的 91159 % 上升至 2006 年的

95158 % ;进口产品中的工业品比重从 2001 年的

81142 %上升至 2003 年的 84107 % ,此后一直下降

至 2006 年的 79110 %。在考察外贸产品进出口行

业分布结构时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纺织、

服装、机电和高新技术行业产品在所有商品进出口

中的集中度情况。该指数越高 ,表明行业集中度越

高 ,反之集中度越低。2001 - 2006 年上述 4 种行业

产品出口的赫芬达尔指数从 011821 逐步上升至

01231 ,进口的赫芬达尔指数从 013573 逐步上升至

014094 ,进出口产品的行业集中现象越来越明显。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机

电等主要行业 ,其发展必然会带动这些行业的出口

增长。由于加工贸易居多 ,出口的增长需要进口大

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进口也随之增加。进口产品

中初级产品比重上升 ,工业制成品比重下降 ;出口产

品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 ,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 ,机电

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集

中度提高 :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优化了浙

江省外贸商品结构。

212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方式结构

进出口方式结构是指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比

重。浙江省出口产品的加工贸易比重从 2001 年的

2012 %下降至 2002 年的 1712 % ,此后 ,从 2003 年

的 1715 %上升至 2006 年的 22143 % ;进口产品的加

工贸易比重从 2001 年的 2512 %下降至 2003 年的

2011 % ,此后从 2004 年的 6115 %上升至 2006 年的

26162 %。

浙江省出口加工贸易产品更多的是利用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便利的营销网络来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 ;而进口加工贸易产品则更多的是利用他国

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 ,进口加工贸

易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这种生产分工

不同、相对优势迥异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产品比重出

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表明了浙江

省外贸方式结构的优化。

213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模式结构

产品贸易模式结构是指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

易比重 ,通常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

接近于 1 ,产业内贸易比重越高 ,贸易品的替代性越

高 ;该指数越接近于 0 ,产业间贸易比重越高 ,贸易

品的互补性越高。

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产业内贸易指数从 2001 年

的 017 下降到 2006 年的 0145 ,除 2003 年有一个由

降转升的转折外 ,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从 2001 年的 0162 上升至

2004 年的 0191 ,2006 年又下降至 0180 ,有一个先升

后降的转折 ,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高新技术产品的

开发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 ,2004 年之前处于初始发

展阶段 ,需要进口大量高新技术设备及中间产品 ,因

此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但逆差在不断缩小 ; 2005 年

后呈贸易顺差 :这种贸易额变化恰恰反映了上述产

业内贸易指数的变化特征。

由于机电产品出口已具备相当的竞争力 ,因此

出口产业内贸易指数下降即说明了该类产品的贸易

结构在不断优化 ;而高新技术产品处于后发赶超状

态 ,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数不断上升 ,并实现贸易收支

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折 :这同样说明了高新技术产品

的贸易结构优化。

214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市场结构

在浙江省产品出口市场中 ,亚洲市场份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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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的 40166 %下降到 2006 年的 33100 % ;欧洲

市场份额从 2000 年的 27122 %增长到 2005 年的

30100 % ,但 2006 年下降至 23171 % ;北美市场份额

由 2000 年的 19187 %增长到 2005 年的 22196 % ,但

2006 年下降至 5139 % ;拉美和大洋洲的市场份额分

别稳定在 515 %和 212 %左右 ;非洲市场份额基本维

持在 5 %左右 ,2006 年快速上升至 29173 %。进口

市场中 ,亚洲市场份额从 2000 年的 57145 %上升至

2006 年的 67174 % ; 欧洲市场份额从 2000 年的

19149 %上升至 2004 年的 19159 % ,2005 和 2006 年

分别下降至 15148 %和 9154 % ,波动较大 ;北美市场

份额从 2000 年的 14118 %逐步下降至 2005 年的

10124 % ,2006 年快速下降至 3124 % ;拉美和大洋洲

市场份额分别维持在 310 %和 215 %左右 ;非洲市场

份额从 2000 年的 1136 %缓慢增长至 2005 年的

2159 % ,2006 年快速上升至 13154 %。

以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市场集中度会发现 ,

2000 - 2006 年浙江省商品出口到亚洲、欧洲和北美

洲的市场集中度从 01205 逐步下降至 01112。2000

- 2002 年浙江省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进口商品的

市场集中度从 01667 递增至 01695 ,而 2003 - 2006 年

则从 01695 下降至 01587。进出口市场占比变化部

分源于在浙外资企业直接投资策略的调整 ,亚洲、欧

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集中度同时下

降 ,进出口市场多元化越来越明显 ,这对于避免商品

出口的恶性竞争、降低贸易摩擦风险 ,同时削弱欧美

市场的垄断力量、减少产品供货渠道变动风险大有

益处。进出口市场占比变化从两个不同角度反映了

浙江省商品进出口市场结构在不断优化。

215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主体结构

2001 年以来 ,浙江省国有企业出口产品占比从

2001 年的 45109 %下降至 2006 年的 17152 % ;外商

投资企业出口占比从 2001 年的 30190 %上升至

2006 年的 37162 % ;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从 2001 年的

23183 %上升至 2006 年的 44178 %。浙江省国有企

业进口占比从 2001 年的 36138 %下降至 2006 年的

20154 % ;民营企业进口占比从 2001 年的 14155 %

上升至 2006 年的 28193 %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占比

从 2001 年的 48159 %上升至 2006 年的 50150 %。

国有企业在浙江省外贸进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

低 ,而民营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中所

占比重越来越高。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 ,外商投

资企业在生产技术创新、管理科学、销售渠道便利及

通过各种模式的分工合作带动关联企业发展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 ,这些都显示了浙江省外贸主体结构的

优化。

3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
优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采用截面时间序列模型对前文关于外商

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进行实证分

析 ,限于文章篇幅 ,本文仅以外贸商品结构为例来研

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产业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以及

各产业间的优化效应差异。

各产业出口额增加值的相对变化是反映外贸结

构转变的主要指标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商品结构

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对其

增加值的贡献度差异。本文选择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中的纺织、服装、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目标产

业 ,利用截面时间序列模型 ,分析不同产业的外商直

接投资对其出口增加额的贡献 ,以此来衡量各产业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 ,其数学

表达式为 :

ln ( TR it ) =αit +βit ln ( FD I it ) +μit 。 (1)

式 (1)中 : TR it 为第 i 个产业第 t 年的商品出口

额 ,αit 为第 i 个产业第 t 年的常数项 ;内生向量 FD I it

为第 i个产业第 t 年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 ,βit 为其系

数 ;μit 为误差向量 ,满足零预期和同方差条件 ; i =

1、2、3、4、5 ,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纺织业、服装业、机

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 t ( t = 1 ,2 , ⋯, T) 表示考察

时期区间 ,文中各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实际利

用额表示 ,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商品出口额取 1986 —

2006 年度数据。

由于面板数据存在两维特征 ,模型选择的正误

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因此在分析时首先要对

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 ,以决定采用混合估计模

型、回归系数相同的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回归系数不

同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法来检验

如下两个假设 :

H1 :式 (1) 中的截距项αi 和斜率βi 在横截面和

时间样本点是相同的。

H2 :式 (1) 中的截距项αi 在横截面和时间样本

点是不同的 ,而斜率βi 是相同的。

如果检验的结果接受 H1 , 则使用混合估计模

型 ;如果检验结果接受 H2 ,则使用回归系数相同的

固定效应模型 ,否则就使用回归系数不同的面板数

据模型。检验通过如下两个 F 检验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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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
( S2 - S1 ) / [ ( N - 1) k ]
S1 / [ N T - N ( k + 1) ]

～ F[ ( N - 1) k ,

N ( T - k - 1) ] ; (2)

　　F2 =
( S2 - S1 ) / [ ( N - 1) ( k + 1) ]

S1 / [ N T - N ( k + 1) ]
～ F[ ( N -

1) ( k + 1) , N ( T - k - 1) ]。 (3)

其中 , S1 、S2 、S3 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

模型和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的单方程回归残

差平方和。N 、k、T 分别表示变量的个数、变量的维

度和变量取值的时间范围。如果 F2 统计量小于临界

值 ,则接受固定系数模型的假设 ,否则继续对 F1 进

行判断。若 F1 小于临界值 ,则接受变截距模型的假

设 ,否则接受可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决定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F1 F2

统计量的值 510489 01 6578

临界值 210 3 21 50

结论 拒绝 接受

　　注 :“3 ”表示在 5 %水平下显著。

表 1 的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

型 ,因此方程 (1)可以具体表示为 :

ln ( TR it ) = m +βit ln ( FD I it ) +αi
3 +μit 。 (4)

式 (4)中 , m 和αi
3 分别表示各个成员方程中都

相等的总体均值截距项和跨成员方程变化的个体对

总体均值偏离的个体截距项。采用上述方法得出实

证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 :回归系数都通过了 1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浙江省外

贸结构的调整 ;其次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上述产业

的外贸结构效应大小是一样的 ,外商直接投资每增

加 1 % ,各产业外贸出口额的增加值提高 01316 % ;

最后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各产业外贸结构优化效

应大小存在明显差别 ,第一产业、纺织业、服装业、机

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固定效应偏离分别为

- 01020109、- 01010921、01004163、01016312 和

01010555 ,即外商直接投资累积量对机电产业贸易

结构的优化效应最为明显 ,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和服

装产业 ,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最小 ,其次是纺织业。

表 2 　外商直接投资对五类产业的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 统计量 概率

m 51 570310 01 118418 47103956 010000

FD I 01 315962 01 029912 10156309 010008

固定效应

α1
3 (第一产业) - 01 020109 α4

3 (机电产业) 01 016312

α2
3 (纺织业) - 01 010921 α5

3 (高新技术产业) 01 010555

α3
3 (服装业) 01 004163

统计量

R 平方值 01 637712 德宾 - 沃森统计 11 948348

校正的 R 平方值 01 601483 赤池信息标准 25147099

回归标准误差 78284103 施瓦茨标准 25171270

残差平方和 41 29 E + 11 F 统计量 17160233

对数似然值 - 98513686 概率 01 000 000

4 　结论与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促进了浙江省外贸商品结

构、方式结构、模式结构、市场结构和外贸主体结构

的优化 ,其中 ,外商直接投资对机电产业外贸结构的

优化作用最为明显 ,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装业 ,

对纺织业和第一产业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较小。虽

然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结构有显著的优化作

用 ,但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存在诸如传统产业

投资过度集中、高新技术领域投资过少等问题。因

此 ,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有步骤地优化外商直接投资

的产业结构 ,重点鼓励高新技术产业、机电产业中的

高技术产品、各种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和高端服务业

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 ,应充分发挥不同性质企业

的引资优势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来吸收机电产业及

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研发机构等领域的外资 ;以

民营企业为主体吸收纺织业、服装业、机电产业以及

高端服务业等领域的外资 ;充分利用外资企业在生

产和流通领域的优势 ,尽量以其为载体 ,从国外吸收

更多的高新技术行业投资 ,不断完善“以外引外”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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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w Strategy for Operation Risk Management of Power System

Considering Spot Price in Electricity Market

Lai J iadong1 , Yang Xiutai1 ,Wang Chengliang2 ,Xiong Xiaof u3

(1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 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

21 Guizhou Elect ric Power Dispatching and Communication Bureau , Guiyang 550002 ,China ;

3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Equipment & System Security and New Technology ,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 Considering t he reaction of customers in elect ricity market to spot price ,a new st rategy of operation risk management of power sys2
tem is proposed1 On t he basis of operation risk evaluation of power system , t he spot price of elect ricity can be adjusted based on t his st rate2
gy1 Through taking elect ricity price as t he signal ,stimulating consumers to adopt rational consumption st ructure and mode and enhancing t he re2
liability of system operation can be implemented1 The proposed st rategy remedies t he deficiency in conventional elect ricity price management

rat her t han overt hrows it ,and t here exist s t he splicing between t hese two met hods1 Finally ,t he effectiveness of t he proposed st rategy is verified

t hrough testing t he reliability of IEEE2R TS79 system1

Key words : elect ricity price management ; operation risk ; spot price ;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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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DI’s Optimization Effect on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Gu Guoda , Yu Kaij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analyzing t he changes of t 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product s against manufactured goods ,t he proportion of general t rade val2
ue against processing t rade value ,t he inter2indust ry t rade index ,t he market concent ration index and t he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enterprise ,t his

paper reveals how FDI affect s t he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commodity , t he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manner , t he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mode ,t he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market and t he main body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of Zhejiang province1 Taking t he st 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commodity as t he example ,it analyzes t he FDI’s optimization effect on t he foreign t rade st ructure of Zhejiang by t he section time series

model1 The empirical result s indicates t hat FDI really optimizes t he foreign t rade st ructure of Zhejiang ,but such optimization effect s on different

indust ries are different1 Concretely speaking ,t he optimization effect on t he elect romechanical indust ry is t he greatest ,and t hose on t he high2tech

indust ry ,t he apparel indust ry and t he textile indust ry is less ,and t hat on t he primary indust ry is t he least1

Key words : FDI ; foreign t rade st ructure ; optimization effect ; section time seri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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