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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FDI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FDI对东道国或地方产生的经济影响，特
别是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
中国自1992年开始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采取积极措施吸引FDI，FDI流人量十年来稳居发展
中国家首位。
这种引资策略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吸引FDI获取跨国公司先进生产与管理技术以推动中国工业企业的技
术进步和产业成长。
然而，围绕着中国让出的市场是否换回了先进技术并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FDI是否在中国产生了
技术溢出效应等问题，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目前国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多着眼于全国范围内，对于具体地区的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而事实上
在一些具体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会表现出与全国样本结论不一致的特点，因此本文选取苏州
和宁波这两个引资规模在江苏、浙江乃至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对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
行实证分析和研究，考察两地在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指导和影响下引入外资产生的实际
效果，尤其是是否促进了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当地的经济增长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很高
的研究价值。
同时，由于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引入外资企业的特点上有很大的差异和典型意义，因此进一
步研究存在差异下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有助于明确两地未来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政策方向，也有助于提
出增强外资的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本书分别以Feder(1983)的两部门生产函数模型和Caves(1974)的经典模型为基础构建FDI技术溢出的理论
和计量模型，在单方程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不同的角
度对苏州、宁波两地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两地工业部门中FDI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的差距，苏州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
大约是宁波的4倍。
苏州近几年来引入的FDI对本地企业的产出增长、技术进步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宁波尽管FDI也产
生了技术溢出，但效应很弱，对本地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没有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苏州的FDI呈现出较强的出口导向型和加工贸易生产型特色，因此这一结果否认了对加工贸易型
和出口导向型FDI不存在技术溢出的观点和质疑。
同时鉴于苏州外资企业的集聚程度很高，规模上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因此这一分析结果也在一定程
度上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FDI的引入对本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积极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地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地分析、比较发现，FDI技术
溢出渠道的狭窄是阻碍宁波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原因，从影响因素方面看，在FDI技术溢出产生的潜力
和本地的技术吸收能力两方面苏州的表现均优于宁波。
而且由于宁波引入的外资企业绝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综合技术、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外资企业
在本地的研发投入少、层次低，外资企业间的竞争程度较弱，与本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间的联系
、合作少，使得FDI技术溢出中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都很弱，这是
造成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微弱且与苏州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
最后本文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苏州、宁波两地如何增强FDI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针对性的政
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对国内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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