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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假设技术/ 知识的公共品或私人品特性条件下 ,研究分析了以进口贸易和 FDI 为传导机制

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通过进口贸易和 FDI 传导的国际 R &D 资

本、国内 R &D 资本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技术的公共品或私人品特性不同 ,

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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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技术溢出是指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当地

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是技术外在性的一种表

现。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技术进步成

果、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 ,它构成了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核心。

以 Solow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创性地

将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所解释

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作用。新增长理论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给人们提供了一个

分析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内生

增长理论建立了各种内生技术进步模型 ,如研发投

入 ( R &D) 、人力资本、干中学以及劳动分工等[1 ] 。

其中 ,R &D 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成为描述技

术进步的重要模型。产品种类数目增加型技术进步

模型和产品质量改进型技术变迁模型都认为 ,产品

数量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升级都是企业 R &D 活动

的结果。R &D 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 ,在封闭

经济系统中 ,一国的技术进步水平直接取决于国内

已有的 R &D 存量和有效的 R &D 活动。但在开放

经济系统中 ,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的

R &D 活动 ,也受到国际技术溢出的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

Coe 和 Help man[2 ] (以下简称为 CH) 以知识驱

动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 ,以 22 个国家 ( 21 个

O ECD 国家和以色列) 1971 —1990 年的数据为样

本 ,以国内 R &D 资本存量表示该国的技术知识存

量 ,以进口份额为权重构造国外 R &D 存量 ,首次从

实证角度构建了一个通过进口贸易传导的技术溢出

计量模型 (简称 CH 模型) 。Coe 和 Help man 的实

证结果表明 ,贸易伙伴国的 R &D 存量有助于本国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贸

易开 放 度 的 提 高 而 加 强。Crespo、Martin 和

Velázquez[3 ]的研究表明 ,一国经济对外贸易在整个

经济中的份额越高 ,该国获得的体现在进口产品上

的贸易伙伴国 R &D 溢出就越多 ,因而贸易伙伴国

的研发活动将更有效地促进该国生产率的提高。

Lichtenberg 和 van Pot telsberghe[4 ] (以下简称

为 L P)接受了 CH 模型的基本假设 ,并对 CH 模型

进行了改进 (其得出的模型简称为 L P 模型) 。L P

指出 ,CH 模型计算国外 R &D 资本存量采用的加

权方法存在着“总量偏差”,为减少这种偏差 ,L P 建

议采用各技术供给国的实际 R &D 资本存量的强度

与溢出接受国从该技术供给国的进口量之积的代数

和作为某溢出接受国的外国 R &D 资本溢出量 ,认

为这样的构造较好地体现了国际 R &D 溢出的方向

和强度。Falvey、Foster 和 Greenaway[5 ] (以下简称

为 FF G)在研究发达国家的 R &D 资本对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溢出效应时 ,对 CH 模型进行了修正 (其得

出的模型简称为 FF G 模型) 。FF G 采纳了 CH 对

外国技术/ 知识溢出的计算方法 ,但 FF G 认为 ,技

术/ 知识在技术供给国与技术接受国的“公共产品”

或“私人产品”特性 ,对技术/ 知识溢出的影响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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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F G认为 :在技术供给国 ,若技术/ 知识为 (纯)

公共产品 ,那么进口的每一单位产品中就包含了技

术供给国全部的技术/ 知识信息 ;而若技术/ 知识为
(纯)私人产品 ,那么进口的每一单位产品只是包含

了技术供给国部分的技术/ 知识信息。FF G用技术

供给国的 R &D 资本强度来表示。在技术接受国 ,

若技术/ 知识为公共产品 ,那么溢出到该国的技术/

知识能够被所有的代理者获得 ;而若技术/ 知识是私

人产品 ,那么就只能被技术接受国的部分代理者获

得 ,即需要考虑技术溢出的“规模”。为此 , FF G 构

建了估计外国 R &D 资本贸易溢出量的 6 种方

法[6 ] 。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 ,

经济持续增长。一些研究者认为 ,技术进步已取代

资本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7 ] 。国内关

于我国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研究 ,或者从 FDI 的角

度或者从进口贸易的角度展开 ,如沈坤荣和耿强[8 ] 、

萧政和沈艳[9 ] 、曹伟[ 10 ] 、赖明勇和包群等[ 11 ] 对通过

FDI 渠道的技术溢出进行了分析。对进口贸易渠道

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有 :方希桦、包群和赖明

勇[12 ] 、仇怡和方齐云[ 13 ] 采用 CH 模型 ,考虑进口渗

透率的影响 ,分析了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我

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均发现贸易伙伴国的

R &D 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作

用 ;黄先海和石东楠[14 ] 、赵伟和汪全立[ 15 ] 采用 L P

模型的实证结论也支持进口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

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李小平、朱钟棣[6 ] 采用

FF G方法分析了通过贸易渠道的 R &D 溢出对我

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影响 ,得出贸易渠道的溢出效应大小与国际

R &D 资本溢出的公共品或私人品假设直接相关 ;

黄先海、张云帆[16 ] 采用 CH 模型 ,分析贸易和 FDI

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

进口贸易和 FDI 渠道的技术溢出都对我国全要素

生产率具有显著正效应 ,且 FDI 的溢出效应总体上

略大于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 L P 模型方法 ,考虑技术/ 知识对于技

术接受者的公共品或私人品特性的假设 ,分析通过

进口贸易和 FDI 渠道的国际 R &D 溢出对我国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

2 　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

定义全要素生产率 ( TFP) 为索洛余值 ,根据产

品种类数目增加型技术进步模型 , TFP 与中间投入

品种类数目的关系可表述为 :

T F P = A
～

<[ N + f ( D) ·N 3 ]。 (1)

式 (1)中 N 、N 3 表示投入生产的国内、国外中

间产品的种类数目 ,而投入品的种类扩大与技术/ 知

识的积累和技术创新有着密切且必然的关系。因

此 ,式 (1)可以表示为 :

T F P = Φ[ TD , T F | ( M , FD I) ]。 (2)

式 (2)中 :Φ是未知函数 ; TD 是国内技术 ; T F 是

外国技术 ; M 为进口贸易 ; FD I 为外国直接投资。式
(2) 意味着一国的生产率与国内技术水平、通过进

口贸易和 FDI 等渠道溢出到该国的外国技术相关。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 ,一国稳态经济增长率取决

于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经济一体化程度、本国人力

资本存量、国内外技术差距参数以及技术参数和偏

好参数。

Benhabib 和 Spiegel [ 17 ]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即

“索洛余值”的计算问题 ,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技术差

距对增长的影响。但是 ,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

力不仅由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 ,也取决于其国

内的技术水平。为此 ,Crespo 等[3 ] 认为技术水平是

人力资本和国内 R &D 资本存量的函数 ,并构建了

一个计量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国内 R &D 资本和

技术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考虑技术

溢出在技术输出国和技术接受国的公共品或私人品

特性的假设 ,构建了如式 (3) 所示的计量模型 ,来分

析通过进口贸易和 FDI 传导的技术溢出对接受国

经济增长的效应。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

Log T F P it =αi
0 +αi

dL ogS it
d +αi

f M it

GD P it

θ1

×

Log ∑
j

M ij t

M it
θ2

· S jt
d

GD P jt
θ3

+ αi
f f H it ·LogS it

f f +

εit 。 (3)

式 (3)中 : T F P it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αi
0 表示截

距 ,反映国家特性的常数 ;αi
d 、αi

f 、αi
f f 、αi

f t 分别代表

国内 R &D 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国外 R &D 资本

贸易溢出的产出弹性、国外 R &D 资本内向 FDI 溢

出的产出弹性和国外 R &D 资本外向 FDI 溢出的产

出弹性 ; M it 、M ij t 分别代表 i 国的进口总量和 i 国从

j 国的进口量 ; GD P it 、GD P jt 分别代表 i 国和 j 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 ; S jt
d 表示 j 国的国内 R &D 资本存

量 ; H it 表示 i 国的人力资本 ; S it
f f 表示国外 R &D

资本存量通过内向 FDI 渠道的溢出量 ;θ1 、θ2 是反

映技术接受国的技术/ 知识的公共品程度的参数 ,

0 ≤θ1 (θ2 ) ≤1 , 技术/ 知识的公共品属性越大 ,θ

越小 ,即若为纯公共品 ,那么θ1 (θ2 ) = 0 , 若为纯私

人品 ,那么θ1 (θ2 ) = 1 ;θ3 是反映技术/ 知识在技术

供给国属于公共品程度的参数 , 0 ≤θ3 ≤1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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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公共品属性越大 ,θ3 越小 ,即 ,若为纯公共

品 ,那么θ3 = 0 , 若为纯私人品 ,那么θ3 = 1 ;εit 表示

残差 ,是一个白噪声系列 , i 表示技术溢出的接受

国 , j 表示技术的溢出国 , t 表示时间下标。

S it
f f 可以采用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导的外国

R &D 资本溢出量相似的方法进行估计。即 : S f f
it =

∑
j

FD I In
ij t ·

S d
jt

GD P jt
, 其中 , FD I in

ij t 表示从 j 国流入到

i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内向 FDI) 。

3 　基于进口贸易、FDI 传导的国际
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311 　数据说明[ 18]

1)全要素生产率 T F P t 。

全要素生产率 T F P t = Y t / ( K
α
t ·L 1 -α

t ) , 其中 :

Y t 、Kt 、L t 分别表示第 t 年的总产出、资本和劳动投

入 ;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根据文献[18 ] 的研究成

果 ,取α = 0155。

采用支出法 GDP 衡量总产出 Y t , 并用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 ,折算成以 1990 年不变价格

计算的实际 GDP。劳动投入 L t 用从业人员数代表。

运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资本存量 : Kt = Kt- 1 (1 - δ) +

It 。I t 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并用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折算为以 1990 年不变价格表示

的实际值。δ为折旧率 , 假定为 916 %。对于基年

1978 年的资本存量估计 ,直接采用张军[19 ] 推算的

1978 年资本存量 ,并将其折算成 1990 年的价格。

2)国内 R &D 资本存量 S d
t 。

中国对 R &D 支出进行统计是从 1987 年开始

的 ,1978 —1986 年的研发支出数据用 1978 —1986

年的科技投入 (S &T)数据近似替代 ,其余年份数据

可以从《中国科技年鉴》查到。采用 Griliches 的方

法来计算 1978 年我国的研发存量 :

S d
1978 = RD 1978 / ( g +δ) 。其中 : S d

1978 为 1978 年

的 R &D 资本存量 ; RD 1978 为 1978 年的 R &D 资本

支出 ;g 为 1978 —2005 年每年 R &D 投资支出增长

率的平均数 ,为 1113 % ;δ为 R &D 资本的折旧率 ,

设为 5 %。其余年份的 R &D 资本存量依据永续盘

存法来计算 ,计算公式为 S d
t = S d

t- 1 (1 - δ) + RD t 。

3)国外的 R &D 存量 S d
jt 。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以及 O ECD、

NSF 等机构的统计数据 ,O ECD 国家 R &D 支出占

全球 R &D 支出的大部分份额 ,而 O ECD 国家的

R &D 活动又相对集中在 G27 集团国家。1998 年 ,

30 个 O ECD 国家的 R &D 支出约为 5180 亿美元 ,

近 85 %的支出分布在 G27 国家 ,其中美国 R &D 支

出占所有 O ECD 国家 R &D 总支出的 44 % ,1999 年

这一比例扩大到 53 %。因此 ,本文在实证研究中主

要选取 G27 国家及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亚洲 3 国
(地区) (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 共 10 个国家
(地区)为样本点。国外的研发存量数据来自国家科

技部统计处、Coe 和 Help man 的研究 ,R &D 资本存

量依据永续盘存法来估算 ,折旧率为 5 %。

4)进口溢出的国外 R &D 存量 S f - im
t 。

采用 S t
f - im = ∑

10

j = 1

M jt

M t
θ2

· S jt
d

GD P jt
θ3

来计算通过进

口路径溢出的国外 R &D 资本存量。

假设 : ①技术在技术接受国为纯公共产品 ,即θ2

= 0 , 且考虑进口渗透率对技术接受国的影响 ;该技

术在技术供给国为纯私人产品 ,即θ3 = 1。②技术在

技术接受国为私人产品 ,即θ2 = 1 , 且考虑进口渗透

率对技术接受国的影响 ;该技术在技术供给国为纯

私人产品 ,即θ3 = 1。在实证分析中 ,针对上述 2 种

情况进行分析 ,以考察技术在我国公共产品的属性

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

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 10 个国家和地区。

5) FDI 溢出的国外 R &D 存量 S f f
t 。

采用 S f f
t = ∑

10

j = 1
FD I jt ·

S d
jt

GD P jt
来计算通过 FDI

路径溢出的国外 R &D 资本存量。其中 : H t 表示人

力资本存量 ,在实证中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表示 ,

反映国内对外国投资的消化吸收能力。选择的国家

和地区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

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 10 个国家和地区。

3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采用 ADF 方法对各类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所示的 ADF 检验结果可知 , L n T F P、

L nS f - im 、L nS f f 、H ×L nS f f 4个序列是 I (1) 过程 ,即

其水平数据是非平稳的 , 而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

L nS d 、m ×L nS f - im 两个序列是 I (2)过程 ,即其水平

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是非平稳的 ,而其二阶差分是

平稳的。因此 ,如果直接进行 OL S 估计 ,会导致伪

回归现象的出现 ,可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来考察

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由协整过程的定义可知 ,变量集存在协整关系

的必要条件是变量集是同阶的积分过程 ,如果各过

程的积分阶数不同 ,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协整的[20 ] 。

1)假设国际技术溢出在技术接受国为公共产

品、在技术供给国为纯私人产品的国际技术溢出效

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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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协整检验。

使用 Johansen2J uselius 方法建立的 VAR 模型

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 ,根据 A IC、SC 信息准则

确定 VA 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 ,并且协整方程

包含截距项和线性趋势项 ,数据生成选用线性确定

趋势 ,得到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序列 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 检验值 临界值 (5 %) 临界值 (1 %)
检验形式

( C, T , K)
结论

L n TF P - 21 5473 - 316027 - 413738 ( C, T ,1) 非平稳

LnS d 11 5761 - 316118 - 413942 ( C, T ,2) 非平稳

LnS f - im - 31 1966 - 316027 - 413738 ( C, T ,1) 非平稳

LnS f f - 11 5852 - 316027 - 413738 ( C, T ,1) 非平稳

m ×LnS f - im - 11 1897 - 316027 - 413738 ( C, T ,1) 非平稳

H ×LnS f f - 11 9583 - 316027 - 413738 ( C, T ,1) 非平稳

ΔLn TF P - 31 4005 - 219907 - 317343 ( C, N ,1) 平稳

ΔL nS d - 31 6929 - 316118 - 413942 ( C, T ,1) 平稳

ΔLnS f - im - 41 4906 - 219907 - 317343 ( C, N ,1) 平稳

ΔLnS f f - 21 1287 - 119559 - 216649 (0 , N ,1) 平稳

Δm ×L nS f - im - 31 6590 - 316118 - 413942 ( C, T ,1) 平稳

ΔH ×LnS f f - 31 0177 - 219907 - 317343 ( C, N ,1) 平稳

　　注 :检验形式 ( C, T , K)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常数项、时间趋势和差分滞后阶数 , N 指不包括 T ; 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

声 ; 滞后阶由 AIC 准则确定 ; △表示差分算子。

表 2 　假设技术在我国为公共产品时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Max2λ
统计量

迹统计量临界值 Max2λ临界值

5 % 1 % 5 % 1 %
检验结果

r = 0 016585 57188 3 3 27152 3 47121 54146 27107 321 24 无

r = 1 014786 281 36 171 52 29168 35165 20197 251 52 最多 1 个

r = 2 013532 131 51 101 89 15141 20104 14107 181 63 最多 2 个

r = 3 010995 2162 2162 31 76 61 65 3176 6165 最多 3 个

　　注 :“3 ”、“3 3 ”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协整关系的滞后阶数为 1。

　　由表 2 所示的检验结果可知 :在 1 %(5 %) 的水

平下 ,4 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也就是在 99 %

(95 %)的概率度下 ,有理由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国内

R &D 存量、通过进口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及通过

FDI 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

系 ,协整方程为 :

Ln TFP = - 116451 + 011568LnS d + 010946 m ×

L nS f - im + 010536 H ×L nS f - f di 。 (4)

式 (4)是在假设技术溢出为公共产品的情况下

的结果。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 ,国内 R &D 资本存

量、通过进口贸易渠道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通过

FDI 渠道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均产生了正的效应。其中 ,国内 R &D 活动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1568 ,通过进口贸易渠

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0946 ,通过 FDI 渠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0536。式 (4) 表明 ,我国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主要还是受本国 R &D 资本存量的影

响 ,但是 ,通过进口贸易和 FDI 渠道 ,国际技术溢出

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②误差修正模型及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定理表明 ,任何一组存在协整关系的

变量之间都可以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 ( EC) 在内的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 ECM) ,以此来研究模型的短

期动态特征[21 ] 。

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得到的

TFP 误差修正模型为 :

ΔL n T F P t = 018419ΔL n T F P t- 1 + 01 9340ΔL nS d
t -

010538ΔL nS f - im
t - 01068ΔL nS f f

t - 01488 EC t - 1 。

　　　　　　　(51658) 　　　　　(5149) 　
( - 1150) 　　　( - 3140) 　　　( - 41659)

其中 ,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 t 值。

上述检验结果中 ,误差修正项系数 EC t - 1 的符

号为负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即滞后 1 期的非均衡误

差以 01488 的比率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

整。

进一步观察其他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符

号 :从短期来看 , T F P 差分项具有明显的滞后 1 期

效应 ,表明 TFP 存在自反馈现象 ,即上期的技术进

步对本期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滞后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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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 R &D 资本存量对 TFP 增长率有显著影响 ,

表明国内研发活动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力

量。

另一方面 ,从长期看 ,国际技术溢出固然促进了

我国的技术进步 ,但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短

期内进口贸易和 FDI 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还存在

一定的限制 : ①技术生命周期限制。由于基于进口

贸易和 FDI 的技术外溢是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和

资本品的方式间接利用了贸易伙伴国和投资国的

R &D 投入 ,因此体现贸易伙伴国和投资国 R &D 投

入的进口中间品和资本投入品不可避免地受到进口

的中间产品和外国资本投入品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技

术周期的约束。②本国技术吸收能力。虽然产生于

进口贸易和内向 FDI 的技术外溢属于物化型技术

外溢 ,但技术外溢的发生必然要求技术接受国具备

一定的技术模仿、消化、吸收能力 ,即只有当技术接

受国具备一定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时 ,技术接受国

才能有效地学习、利用附着在仪器设备、工艺流程、

软件等进口中间品和外国资本投入品上的先进技

术。

对 L n ( GD P) 、L n ( S d ) 、m ×L n ( S f - im ) 和 H ×

L n ( S f f ) 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这 4 个变量间存在

长期、均衡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

要做进一步的验证。Granger 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作了定义 ,并就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提出了检验方

法 ,即 Granger 因果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 :国内 R &D 资本存量增长、通

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的增长、通过

FDI 渠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增长都构成了 TFP

增长的原因 ,这进一步说明了国内 R &D 资本、通过

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和通过 FDI 渠

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都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同时 ,国内 R &D 资本与通过进口贸易和

FDI 渠道溢出的外国 R &D 资本之间互为因果关

系 ,表明国际 R &D 资本将通过各种国际交流渠道

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表 3 　Ln ( GD P) 、Ln ( Sd) 、m×Ln ( S f - im ) 和 H ×Ln ( S f - f di ) 的 Granger 因果性检验结果

零假设 χ2 统计量 p - 值 结论

ΔL n TF P 不是ΔLnS d 的 Granger 原因 01 356103 01 5507 不拒绝

Δm ×LnS d 不是ΔL n TF P 的 Granger 原因 301 1674 01 0000 拒绝

ΔL n TF P 不是Δm ×LnS f - im 的 Granger 原因 01 577078 01 4475 不拒绝

Δm ×LnS f - im 不是ΔLn TF P 的 Granger 原因 21 750743 01 1036 拒绝

ΔL n TF P 不是ΔH ×LnS f - f di 的 Granger 原因 61 662626 01 0098 拒绝

ΔH ×LnS f f 不是ΔLn TF P 的 Granger 原因 11155078 01 0007 拒绝

ΔL nS d 不是Δm ×L nS d 的 Granger 原因 21 711069 01 1108 拒绝

Δm ×LnS d 不是ΔL nS d 的 Granger 原因 21 670965 01 1161 拒绝

ΔL nS d 不是ΔH ×LnS f f 的 Granger 原因 81 924306 01 0028 拒绝

ΔH ×LnS f f 不是ΔLnS d 的 Granger 原因 21 788929 01 0949 拒绝

Δm ×LnS d 不是ΔH ×L nS f f 的 Granger 原因 21 770606 01 0983 拒绝

ΔH ×LnS f f 不是Δm ×L nS d 的 Granger 原因 01 509525 01 4753 不拒绝

　　2) 假设国际技术溢出在技术接受国为私人产

品、在技术供给国为纯私人产品的国际技术溢出效

应分析。

根据 A IC、SC 信息准则确定 VA R 模型的最优

滞后阶数为 1 ,并且协整方程包含截距项和线性趋

势项 ,数据生成选用线性确定趋势 ,得到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所示的检验结果可知 :在 5 %的置信水

平下 ,4 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也就是在 95 %的

概率度下 ,全要素生产率、国内 R &D 存量、通过进

口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及通过 FDI 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方程为 :

Ln TFP = - 119527 + 011439LnS d + 010664m ×

L nS f - im + 010473 H ×L nS f f 。 (5)

表 4 　假设技术在接受国为私人产品时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Max2λ
统计量

迹统计量临界值 Max2λ临界值

5 % 1 % 5 % 1 %
检验结果

r = 0 016500 60131 3 3 27124 3 47121 54146 27107 321 24 无

r = 1 015439 34107 3 191 63 29168 35165 20197 251 52 最多 1 个

r = 2 013492 141 43 101 74 15141 20104 14107 181 63 最多 2 个

r = 3 011376 3170 3170 31 76 61 65 3176 6165 最多 3 个

　　注 :“3 ”、“3 3 ”表示在 5 %和 1 %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协整关系的滞后阶数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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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5)是在假设技术在技术接受国为私人产品

的情况下的结果。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 , 国内

R &D 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贸易渠道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通过 FDI 渠道溢出的外国 R &D 存量

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均产生了正的效应。其

中 ,国内 R &D 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1439 ,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技术溢出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0664 ,通过 FDI 渠道传递

的国际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0473。

对式 (4)和式 (5) 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 ,对于技

术具有私人品特性或公共品特性这两种情况 ,国际

R &D 溢出效应对我国 TFP 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 ,

R &D 为公共品特性时 ,其溢出效应要大于私人品

特性的溢出效应。在技术的公共品特性下 ,通过进

口贸易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资本对我国 TFP 的

影响系数为 010946 ,通过 FDI 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资本对我国 TFP 的影响系数为 010536 ;而在

技术的私人产品特性下 ,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导的

国际 R &D 资本对我国 TFP 的影响系数为 010664 ,

通过 FDI 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资本对我国 TFP

的影响系数为 010473。

4 　结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国内 R &D 投入对

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直接的正效应 ;国外 R &D 投入

通过各种技术扩散渠道 (进口贸易、FDI 等) 对全要

素生产率也产生了正效应。

411 　进口贸易与技术溢出

新贸易理论认为 ,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

一个重要因素 ,其促进 TFP 增长的机制和途径可概

括为 : ①进口国可以通过进口获得更好的中间产品。

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能够增加进口国最终产品的生

产效率 ,刺激进口国对这些产品的学习和模仿 ,甚至

开发出具有竞争性的类似产品 ,从而促进进口国的

技术进步。本国通过进口贸易直接分享到了出口国

R &D 投入的成果 ,进而促进本国的 TFP 增长。②

进口贸易引起竞争强化 ,迫使国内企业在与外国企

业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创新 ,以提高组织运行

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 ,这本身就意味着 TFP 的增

长。③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其结构转型

能力的实现 ,即有助于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升级

和优化。进口贸易通过提高产业演进的效率促进

TFP 的增长。④进口贸易一方面可促进高质量的

人力资本的引进 ,加速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 ,另一方

面 ,竞争的加剧迫使本国企业增加人力资本开发投

入的强度。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口贸易发展迅

速 ,1980 —2005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15 % ,以两倍于

世界的平均速度增长 (世界平均速度为 515 %) 。进

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内对

此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有力地证明了此观点。

作为发展中国家 ,通过进口贸易提升技术从而

促进经济增长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进口

渗透率、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政府管制和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等。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上述因素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但没有考虑技术或知识对输出

国和输入国来说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的特性这一

点。本文假设技术或知识在输出国为私人品 ,国际

技术在我国的溢出分别为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情况

下 ,对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溢出效

应进行了实证 ,得到了国际 R &D 技术在我国为公

共品情况下的溢出效应要高于私人品情况下的溢出

效应的结论。实际上 ,国际技术在技术接受国既不

是完全的公共品 ,也不是完全私人品 ,因此 ,国际技

术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应

该在这两者之间 ,即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介于 010664

～010946 之间。

412 　FDI与技术溢出

自 1993 年以来 ,我国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

一直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 ,利用 FDI 的总量占到发

展中国家利用 FDI 总量的 30 %左右。除 1998 年、

1999 年受国际局势影响外 ,我国外国直接投资一直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从我国的主要投资国分布情况来看 ,我国 30 %

以上的 FDI 都来自于我国香港地区 ,而来自美国、

欧盟各国等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的

FDI 在我国的 FDI 总量中所占比重并不高。

从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 ,我国在吸收 FDI 时 ,

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的优势 ,在

制造业方面吸引了大量的 FDI ,2000 —2005 年制造

业吸收 FDI 的金额占我国吸收 FDI 总额的 70 %左

右。大量的 FDI 进入制造业 ,为我国制造业产品的

技术改造、出口扩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

工业制成品生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自 1985 年以来

一直保持 5 %以上的增长速度 ,我国已成为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22 ] 。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通过 FDI 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 010473～

010536 ,比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导的国际 R &D 溢

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小。造成上述情况出

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 FDI 在东道国产生技术溢

出效应的途径和我国利用 FDI 的特点进行分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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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概括为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障碍、产业间溢

出效应的障碍和人力资源流动产生溢出效应的障碍

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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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r Private Goods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

Yue Jingui1 ,Zheng Chuiyong2

(11Business School ,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

21 Research Center of Eastern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 On t he assumption of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goods or private goods of technology/ knowledge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effect 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t hrough import t rade and FDI on t he change of t 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1 The empirical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re is a long2run equilibrium relation between domestic R &D as well as R &D of spillovers t hrough import t rade and FDI channel

and t 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1 As t he characteristics vary in 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goods ,technology spillovers have significant dif2
ferent effect s on technology progress of China.

Key words : import t rade ; FDI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spillover ;public goods ;privat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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