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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口促进战略有助于中 国产业技术进步吗

陈 爱 贞 刘 志彪

内 容提要 ： 中 国 出 口导 向 型 的 经 济发展模式使进 口 贸 易 长期 处于
“

为 出 口 而 进 口
”

的从属地

位
，
积极 的进 口促进战略是否 可以 有效促进产业技术进步 ？ 本文 区 分资本 品 、 中 间 品和 消 费 品 的

实证分析表 明 ， 出 口 导 向 背景 下 的进 口 ， 尤其是资本品 和 中 间 品进 口 对 中 国 产 业技术进步 的 影响

效应 比 出 口 更积极 ，但对技术进步 的 影 响 效应 不显著 。 因 此 ，进 口促进战略与 基于 出 口 导 向 型 战

略的进 口 相比 ，在基本 的 战略 内 容上 需要有根本性的 改 变 。 为 此 ， 本文超越 国 际 Ｒ＆Ｄ 溢 出 分析

框架 ，从理论上分析 了 进 口促进战略促进 资 源 重新配置 ，推动发展模式转 变进而促进技术进步 的

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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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 产业集聚等方式发展制造业

ｍ和对外贸易 。 但像 中 国这样 已经获得一定程度发展

现代增长理论认为 ，要素投人的增加只有在技的发展 中 国家面临 的问题并不一样 ：

一方面 ，发达国

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 在开放条家产品所内含的技术 、 设计 、质量 、 组织等复杂度快

件下 ，除了本 国 Ｒ＆ Ｄ
， 国际 Ｒ＆Ｄ 溢 出 （包含国 际贸速提升 ，高端竞争加剧 ； 另

一

方面 ，也受其他发展中

易 、ＦＤＩ 、技术转移 、 国际专利授权等 ） 也被视为一国国家的产品挤压 ，低端竞争加剧 。 因此 ，像中 国这样

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 Ｃｏｅ＆Ｈｅ ｌｐｍａｎ
，
１ ９ ９ ５

；
Ｋ ｅｌ

－的发展 中 国家需要从 中部往 上攀升 （ｍｏｖｉｎｇｕｐｉｎ

ｌ ｅｒ ， １ ９ ９８
；
Ｗｅ ｉ

＆？Ｌ ｉｕ
，

２０ ０６ ；
Ｋｒａｍｍ ｅｒ

，
２ ０１ ０ ） 。 Ｃｒ ｉ

－ｔｈｅ ｍ ｉｄｄｌ ｅ） 。 可见
，在双重 国际竞争压力下 ，

“

中 国

ｓ ｐ
ｏ

ｌ
ｔｉ＆Ｍａｒｃ〇ｎｉ （ ２００ ５ ）研究认为 ，不管是对发展中制造

”

处于被夹在中间 的尴尬境地 。 因此 ， 中 国制造

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而言 ， 国 际贸 易 的技术溢出 效应业必须探寻更有效 的模式来促进技术进步 ，
进而提

要强于 ＦＤ Ｉ 。

？改革开放 以来 ， 出 口导 向型经济发展升创新能力 ， 实现产业升级 。

模式促进 了中 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 ，奠定 了 中 国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国 务院正式发布 了 《 国务院办公
“

贸易大国
”

的地位 ，并缔造 了国 民经济连续 ３０ 多年厅关于加强进 口 的若干意见 》
，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进

高速增长 的
“

中 国奇迹
”

。 然而 ，
其光环背后是 中国口促进战略 ，加强技术 、产 品和服务进 口

，增 加有效

制造业还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 ，
企业与产业创新能供给 、满足国 内生产生活需求 ， 提高产 品质量 ， 推进

力 弱 的现实 。 尤其在 中国人 口红利逐渐消失而又遭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 那么 ，进 口 促进战

遇全球竞争加剧带来新的产业挑 战的背景下 ， 中 国略是否能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和产业创新 ？ 其可以带

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加人全球价值链的 出 口导来与 出 口导向 战略下进 口 贸易 不 同的 影响效应 吗 ？

向型发展模式陷人了 困境 。 正如 ＵＮ ＩＤＣＫ ２００ ９ ） 的２ 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美 国长期 以来 由本土企业 占据主

研究报告分析指 出 ，落 后的发展 中国 家面临 的 主要要地位 的汽车 、 电 脑 、复印机 、能源设备和 电子产品

问题是在底部 突破 （ ｂ ｒｅａｋ ｉｎｇ
－

ｉｎａ ｔｔｈｅｂｏ ｔｔｏｍ） ，需等行业 ， 由 于大量进 口所带来的竞争 ，本土企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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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迅速下降 。 但是 ，进 口竞争给美 国本土企业消费品进 口主要带来竞争效应 ，资本品 和 中 间 品进

长期以来对行政的高依赖和对市场环境变化的低适口除了可以带来技术溢 出效应 ，还能积累 资本投入

应力带来的冲击 ，
迫使本土企业 寻找更有效的方式（Ｘ ｕ＆Ｗａｎｇ ，１ ９ ９ ９

；Ｋ ｉｍｅｔａ ｌ
，
２０ ０９ ） 。 根据 ＵＮ

来提高技术 以应对竞争 ， 从而提升 了美国 企业 的创Ｃｏｍ ｔｒ ａｄ ｅ 数据计算 ， 中 国 制造业 资本 品进 口 额从

新能力 。１ ９ ９ ３ 年的 ３ １ ３ ．５ 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２ ０１ ２ 年的 ３０８ １ ．７ ６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 ， 实际上东亚经济增长的亿美元 。 中间 品进 口额从 １ ９ ９ ３ 年的 ５ ９ ０ ．
２６ 亿美元

主要驱动力是进口 而不是出 口 。 进 口带来了投人累增长到 ２０ １ ２ 年的 ８４ ３ ６ ．６ １ 亿美元 ，资本品和中 间品

积 ，并通过竞争效应 和技术溢出效应等促进技术进进 口 额 占 中 国 货 物 进 口 总 额 ．的 比 重 １ ９ ９ ３ 年 为

步进而推 动经济增 长 （Ｈｗａｎｇ ， １ ９ ９ ８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９５ ．

１ ３％ ， 到 ２０ １ ２ 年 还 高 居 ９４ ．５ ９％ 。 赵 志 耘等

Ｗｅ
ｉ
ｎｓ ｔｅ

ｉ
ｎ

，
１ ９ ９９

； Ｋ ｉｍｅｔａ ｌ
，
２００９ ） 。 在 过去 的 １ ００（２ ００７ ）实证分析表明 ，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设备资

多年里 ，
ＯＥＣＤ 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９３％来 自本积 累是 中国技术进步的

一

个重要源泉 。 本文利用

于知识进 口 （Ｍ ａｄｓｅｎ
，
２ ００ ７ ） 。 中 国 出 口导 向型 的经中国行业数据 ，实证考察 了不同 贸易 品进 出 口 对制

济发展模式使进口 贸易长期处于
“

为出 口而进 口
”

的造业技术发展的影响效应 。

从属地位 。 由 于中 国 出 口 的产 品 以 中低端为主 ，这（

一

）计最模型

在
一

定程度 上制约了进 口结 构的 升级 。
２００ ３ 年 中借鉴 Ｃｏ ｅＨ ｅ ｌＰｉｎａｎ （ １ ９ ９ ５ ） 的分析框架 ，

开放

国进 口 的 工 业 品 中 高技 术行 业 产 品 所 占 比 重 为条件 下 ，

一 个行业 的 知识资 本不 仅 来 源 于 本 国

１ ８
．
８ ７％ ，到 ２ ０ １ ２ 年只略微上升到 １ ９ ．

４０％ 。

？ 显然 ，Ｒ＆Ｄ ，也源 自 国外 Ｒ＆Ｄ ，后者主要包括进出 口 贸易

在面临双重 国际竞争压力 下 ，对 中 国这样技术基础和 ＦＤ Ｉ 。 此外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ｌｃａｐ ｉ
－

和创新能力 比较弱 的 发展 中 国家而言 ，更需要 以各ｔａ ｌ）也是一 国资本积累 的重要 内容 （ Ｌｅｅ ，
１ ９ ９ ５ ） ，其

种方式引进 国外高端生产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 ， 以中物质资本主要反 映行业对设备 和 厂房的 投资情

便为企业和产业技术进步提供要素支撑 。 然而 ， 长况 。 企业规模可能 反 映企业 效率 （ Ｆｕ ， ２０ ０５ ） 。 为

期 以来 ，持续 的出 口繁荣造 成进 口对经济增长 的作此 ，本文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

用被忽视 。Ｇ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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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７ ＲＨ
ｉ

ｔ
＋ ｅ

ｉ
ｔ（ １ ）

口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实际上进 口促进还可以通过为分析不同贸易 品进 出 口对中 国制造业技术发

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发展模式转变而促进技术进步 。 展的影响效应 ，本文进
一

步将进出 口细分为资本品

大多数文献也没有区分进 口 品 的不同属性 ，而不 同出 口ＣＡＥＸ 、 中间品 出 口ＩＮＥＸ 、消费品 出 口 ＣＯＥＸ
；

贸易 品 由于内含的技术不 同 ，其进 口 对技术进步的资本 品进 口ＣＡＩＭ 、 中 间 品进 口ＩＮＩＭ、消费品进 口

影响效应往往会有所差异 。 为 此 ， 本文在区分资本ＣＯ ＩＭ
。 计量模型如下 ：

品 、 中间品 和消费品 的基础上 ，先实证考察出 口导向Ｇ
ｉ
ｔ

＝

ｐ。
＋
恥 ＣＡＥＸｉ

ｔ

＋

ｐ２ 

ＩＮＥＸ
ｉ
ｔ
＋ 恥 ＣＯＥＸ ｉ

ｔ

背景下进 口对中国 产业技术进步的影 响 ，然后跨越＋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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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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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
＋

（

３
６
ＣＯ ＩＭ

ｕ

国际 Ｒ＆Ｄ 溢出分析框架 ，从理论上分析进 口促进＋
ｊ

３
７
ＲＤ

ｉ
ｔ
＋

｜

３８ ＦＤＩ
ｉ ｔ
＋ ｐ ９

Ｋ ｈ＋
（

３
１ （）
Ｓ

ｉ，

战略对产业技术进步 的影响机理 ，
最后基于中 国现＋如 ＲＨ

ｉ

ｔ

＋ｅ
ｉ
ｔ（２ ）

状探寻如何通过推动进 口来促进产业技术进步 。其中 ， Ｇ 表示行业技术进步 ，分别用 Ｍａｌｍｑｕ
ｉ ｓｔ

－ ０４ ｎ Ｂ＾全要素生产率 变化 指数 （ＴＦＰＣＨ ） 、技术进步 变化
—

、进 出 导向
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 ） 和技术 效率 变化 指数 （ ＥＦＦＣＨ ）

＃景下中 国的实 ｌＥ经＆表示 。

＠ 本文采用 ＤＥＡ 方法
，
把制 造业 每个细分行

改革开放 以来 ， 出 口导 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 中业看 作 一 个生 产 决 策 单 位 ， 运 用 由 Ｆａｒｅｅ ｔａ ｌ

国货 物 出 口 额从 １ ９８０ 年 的 ２ ７１ ．
２０ 亿元增 长 到（ １ ９ ９ ４ ）改造 的 ＤＥＡ 方法来构造在每

一

时期各行业

２０ １ ３ 年的 １３ ７ １５４ ． １ ０ 亿元 ，增长了５０４ ．７ 倍 ； 同时 ，的最佳生产前沿 面 ， 使用基 于投入 的 技术效率 ， 把

进 口也从 １ ９８０ 年 的 ２９ ８ ．８０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 ３ 年的Ｍａｌｍｑｕ ｉｓ ｔ 生产率指数设定为 以第 ｔ 期的技术为参

１ ２１ ０ ５８ ．２０ 亿元 ，增长了４０４ ． １ 倍 。 由 于资本品 、 中考集 的条件下 ，第 ｔ＋ １ 期 的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 相

间 品和 消费品 内含 的技术不 同 ，不 同贸易 品进 口 往对于第 ｔ 期的相对值和 以第 ｔ＋ １ 期 的技术为参考

往会对技术进步带来不同 的影 响效应 。

一般来说 ，集的 条件下 ，第 ｔ＋ １ 期 的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 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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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 ｔ 期的相对值的几何平均值 。
Ｍ ａｌｍｑｕ ｉ ｓｔ 生产换 ，重新集结为 ＳＩＴＣ 三位数的制造业生产部门 ，

选

率变化又可分解 为技术进步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取的 ２ ７ 个制造业分别为 ：
１５ 食 品加工和 制造业 ；

１ ６

的乘积 ，其中 ＴＥＣＨＣＨ 测度从第 ｔ 期到第 ｔ ＋ １ 期饮料制造业 ；

１ ７ 烟草加工业 ；

１ ８ 纺织业 ；
１ ９ 纺织服

之间技术边界 的移动 ， ＥＦＦＣＨ 测度从第 ｔ 期到第 ｔ装鞋帽制造业 ；
２０ 皮革毛皮羽 毛 （绒 ）及其制 品业

；

＋
１ 期之间各 个观察对象对最佳生产前沿 的追赶２ １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

２ ２ 家具制造业 ；

程度 。 测算 Ｍａ ｌｍｑｕ ｉｓ ｔ 生产率变化指数及其分解２ ３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 ；
２ ４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

指数时 ，用工业增加值表示产 出 ，并用 ２００ ２ 年各行制 ；
２ ５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２ ６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

业的工业 品 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 减 假设 只投人燃料加工业 ；
２７ 化学原料及化学 品制 造业 ；

２８ 医药

使用资本和 劳动两种生产要素 ， 以 固定资产净值年制造业 ；
２ ９ 化学纤维制造业 ；

３ ０ 橡胶制 品业 ；

３ １ 塑

均余额表示资本投人 ， 并用 ２０ ０２ 年 固 定资产投资料制 品业 ；
３ ２ 非金属 矿物制 品业 ；

３ ３ 黑色金属冶炼

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
用各行业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及延压加工业 ；

３ ４ 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 ；

３ ５

表示劳动投人 。 数据均来 自 ２ ０ ０２

—

２ ０ １ ２ 年 的 《 中金属制 品业 ；
３６ 通用设备制 造业 ；

３ ７ 专用设备制造

国统计年鉴 》 。业
；
３ 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３ 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ＩＭ 、ＥＸ 分别为进 口 、 出 口变量 ， 用进 、 出 口值与造业 ；
４０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各行业总产值的 比值表示 。 行业进 、 出 口 数据来 自４ １ 仪器 仪表及 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 。 考虑到

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行业总产值数据来 自２ ００ ２ 年前后中 国 工业行业数据 的统计 口 径存在差

相关年份的 《 中 国统计年鉴 》 。 参照盛斌 （ ２ ００ ２ ）的分异 ，
而且中 国制造业的贸易结构也在 ２０ ０ ２ 年前后存

类方法 ，本文将 国际贸 易标准分类 （ ＳＩＴＣ ， 第 ３ 版 ）在差异 ，
２００ ２ 年后中 国制造业中 间品首次超过消费

的进 、 出 口 数 据 调 整 为 中 国 工业 行业 标 准分 类品
，成为第

一

大出 口商品 。 因此 ，本文计量分析选取

（ＣＩＣＣ ）的数据 。 由 于原始贸易数据均以美元计价 ，的期间为 ２００ ２

—

２ ０ １ １ 年 。

本文利用年均人 民 币对美元汇率换算 成人 民 币 计（
二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价 ，
再以消费价格指数将其折算为 ２ ００２ 年不变价 。为避免单一检验方法可能产生的失误 ，本文综

ＲＤ 表示研发投人 ， 用各行业 Ｒ＆Ｄ支 出与行业增加合采用 ＬＬＣ 、 Ｉ
ＰＳ 、ＡＤＦ

－Ｆ
ｉ ｓｈ ｅｒ 和 ＰＰ

－

Ｆ ｉ ｓｈｅｒ 四种检

值的 比值表示 。
Ｒ＆Ｄ 支 出包括开发新技术经费 、 验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 根据 Ｓｃｈｗａｒｔ ｚ 准则

技术改造经费 、技术引 进经费 、消化吸收经费和购买自 动确定滞后期数 ，各个变量及其
一阶差分变量 的

国 内 技术经费等五项 ， Ｒ＆Ｄ 支出数据来 自 历年 《 中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 虽然多数变量
“

不存在面板单

国科技统计年鉴 》 。 参照李小平 （ ２００ ７ ） 的方法 ， 以当位根
”

的结果不稳健 ， 即 多数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 ，

年消 费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但对
一

阶差分变量进行检验时 ，均拒绝 了原假设 ， 即

均值来 表示 Ｒ＆Ｄ 价格指数 ，
两者 的 权重分 别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 的 。 因此 ，各变量为一

０ ． ５ ５ 和 ０ ． ４ ５
， 进而将各行业 的 Ｒ＆Ｄ 支出 进行平阶单整序列 ，满足面板协整检验的要求 。

减 。 Ｋ 表示资本 ，以 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与行业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 Ｐ ｅｄ ｒｏｎｉ

总产值之比表示 。 同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用固定资协整检验法和 Ｋａｏ协整检验法 ， 对模型 （ １ ）和 （ ２ ）各

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 Ｓ 表示平均企业规模 ， 生产率变化指数与 出 口 、进 口 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

用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和企业数量之比表示 。 各行业由 于在样本期 间 较短 （ Ｔ＜ ２ ０ ） 时 ，
Ｐａｎ ｅｌＡＤＦ 和

工业增加值用各年 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 以 ２ ００ ２ 年Ｇ ｒｏｕｐＡＤＦ 的检验效果较好 ，所以本文在进行 Ｐｅ
－

为基期 的实 际值 。
ＲＨ 为人 力 资本 ， 以大 型 企业ｄ？ｍ ｉ 协 整检 验 时 ， 只 选择 Ｐａｎ ｅｌＡＤＦ 和 Ｇｒｏ ｕｐ

Ｒ＆Ｄ 人数 占行业总就业人数的 比值表示 。
ＦＤＩ 用ＡＤＦ 两个统计量 。 模型 （ １ ） 和 （ ２ ） 的协整检验结果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人占行业总销售收人的比重表分别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无论是 Ｋａｏ 检验 ，还是 Ｐｅ
－

示 。
ｅ 为随机扰动项 。ｄｒｏ ｎｉ 检验 ， 均能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

变量

本文采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

的原假设 ，所以各变量系统存在

济大类分类标准 》 （ＢＥＣ） 的分类 ，将贸易 品分为资本协整关系 ， 即生产率与 出 口 、进 口 之间 ， 以及与不 同

品 、 中 间品和 消费品 。 通过 ＢＥＣ 分类和 《 国 际贸 易类别 贸 易 品 的 出 口 和 进 口 之 间 均存在 长期均 衡

标准分类 ＫＳＩＴＣ
， 第 ３ 版 ） ５ 位数产 品分类码的转关系 。

—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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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面板协整检验 结 果 １

＾检验变量及 统计值
检验方法

１



１



ＴＦＰＣＨ
， 

ＥＸ
，
ＩＭＴＥＣＨＣＨ

， 

ＥＸ
，

ＩＭＥＦＦＣＨ
， 
ＥＸ

， 
ＩＭ

ＰｅｄｒｏｎｉＰａｎｅｌＡＤＦ
－

６ ．
５ ０

＊ ＊＊

（
０ ．

００００
）

－

１ ９ ． ９ ２

＊ ＊＊

（ ０ ．
 ００ ００ ）

—

４ ． ４ ９

…

（
０

． ０ ０ ００ ）

检验Ｇｒｏｕ
ｐＡＤＦ

＿

８ ．
 ４６

＊
＊ ＊

（０
． ００００ ）—

９ ．５ ２
＊＊

＊

（０ ．０ ００ ０ ）
—

５ ． ２ ６
＊
＊＊

（
０ ． ００ ００ ）

Ｋａｏ
检验ＡＤＦ—

５
．
０ ９

料＊

（０ ．
００００ ）

■

—

１ ０
．
２ ６

＊＊ ＊

（ ０ ■０ ０００ ）－

４
． ３ ６

＊ ＃＊

（
〇

．０ ０ ０ ０ ）

注
：
（ １ ）
奸＊

、
＊＊分 别表 示在 １ ％和 ５％的 显著性水 平上 拒绝不存 在协整关 系 的 原假设 ；

（ ２ ）括号 内 为 Ｐ 值 。

表 ２面板协整检验结 果 ２

检验变 量及统计值

检验方法ＴＴＰｅ ｉＫＡ ｉＥＪＣ ＪＮＥＸ：

，ＴＥＣＨＣＨＣＡＥＸＪＮＥＸ ，ＥＦＦＣＨ
，
ＣＡＥＸ

，
ＩＮＥＸ ，

ＣＯＥＸ ，


ＣＡＩＭ ，


ＩＮ ＩＭ
，

ＣＯＩＭＣＯＥＸ
， 
ＣＡ ＩＭ

，
ＩＮＩＭ ，


ＣＯ ＩＭＣＯＥＸ ，


ＣＡＩＭ ，


ＩＮＩＭ ，



ＣＯＩＭ

Ｐｅ ｄ ｒｏｎｉＰａｎｅ ｌＡＤＦ
－

３ ．７ ８

＊＊ ＊

＜ ０ ． ００ ０３ ）
－

３． ８ ６

＊＊ ＊

（
０ ．０ ０００ ）

－

３ ．８６
＊＊ ＊

（０ ． ００ ５ ７ ）

检验Ｇｒｏｕ ｐＡＤＦ
－

６ ． ８ ８

＊ ＊ ＊

 （０ ． ０ ０ ００ ）
—

１ ０ ． ３２
＊＊ ＊

（ ０． ０ ０００ ）
－

６ ．９ ３

＊＊ ＊

 （ ０． ００ ０ ０ ）

Ｋａｏ
检验ＡＤＦ

－

６ ．３ ３

＊＊ ＊

（ ０．
 ００ ００ ）

－

１ ．６ ７
＊＊

 （
０ ． ０４７４）

—

５ ．７ ３

…

（０
＿
００ ００ ）

注 奸分别 表示在 １ ％和 ５％ 的 显著性水平 上拒绝 不存在协 整关 系 的 原假设 ；
（ ２ ）括号 内 为 Ｐ 值 。

（ 三 ）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健性检验 。 考虑到系 统 ＧＭＭ 同 时对水平方程和

分别对模型 （ １ ） 和 （ ２ ） 进行 回归 ， 结果分别 见差分方程进行估计 ， 将差 分变量 的 滞后 项作 为水

表 ３ 和 表 ４
。 所有 回 归 结 果 的 Ｈａｕ ｓｍａｎ 值都 在平方程的 工具变量 ， 将水平变量 的 滞后项 作 为差

５％水平上显著 ，故 所有 的 模 型都 选择 固 定 效应 。 分方程的 工具变量 ， 这可 以较好地解决 内生 性 问

由 于 固定效应估计的
一

致性要求解 释变量和误差题 ，并可 以利用更多信息 ， 提高估计效率 。 本文采

项无关 ， 即要求解释变量都 是外生 的 ，
而本文 的 解用 系统 ＧＭＭ 进行估计 。 表 ５ 和表 ６ 表 明 ，

二阶序

释变量 中可 能存在 内生性 问 题 ， 如人力 资 本提 升列相关检验结果都支持估计方程 的误差项不存在

可 以提高制造业全要素 生产率 ，
而全要素 生产 率二 阶序列 相关 的 假设 ， Ｈ ａｎｓ ｅｎ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

的提高也会提升人力 资本水平 。 同 时 ， 研发投入 、 也表明 ， 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假设 ， 这 意味着

外商直接投 资 、 进 出 口 额等 这些变量 和被解释变模型设定 的 合理性 和工具变 量 的 有效 性 ， 且方 程

量之间 也可能存在逆 向 因 果关系导致 的 内 生性 问均通过 了Ｗａ ｌｄ 检验 。 本文关键变 量基本都通 过

题 。 为此 ，本文 同 时使用 动态 面板 ＧＭＭ 进 行稳了稳健性检验 。

表 ３ 模型 １ 的 静态 面板 回 归结果

ＴＦＰＣＨＴＥＣＨＣＨＥＦＦＣＨ

常数项０ ＿５ ５ ４４
…

（ ７＿ １０ ）０
． ６ ９ ６ ９

＊ ＊＊

（ １ １ ． ７ ７ ）０
？ ８ １ ４０

…

（ ８ ．５ ９ ）

ＥＸ０ ． １ ０ ８ ３ （１ ．
２ ７ ）０ ． ０ ８ １ ５ （ １

．１ ９ ）
一

０ ．
０４９ ６ （

—

０ ．
 ４ ９ ）

ＩＭ０
．３ ６ ４ ４

＊
＊

（ ３
．９ ２ ）０ ．２ １ ６ ２ （ １ ．５ ４ ）０ ？

４ ６ ０ ２

…

（４ ．
５ ８ ）

ＦＤ Ｉ
—

０
？５ ２ ５ ５

＊＊＊

（ 

—

２ ，

２ ０ ）０ ． ０７ ９ ８ （
０

．４ ３ ）
—

０ ．８ ５ １ ８
＊
“

（

一

２ ． ９０ ）

ＲＤ－

０ ．５ １ ２ ５ Ｃ
－

０ ．７ ２ ）—

１ ．
 ０４Ｑ ３ （ 

—

１ ．３ ９ ） ０ ．９ ５ ６ ２

＊

（ １ ．７ ９ ）

ＲＨ３ ． ９ ８５ ５
＊＊

（
２ ． ３ ５ ）８． ５ １７ ５

＾

（ ６ ． ５ ５ ）＿

２ ．８０ ２ ５ （ 

—

１ ＿
 ７ ６

）

Ｋ２．
００ ６ ５

＊ ＊＊

（ ５． １ ８ ）０ ．
６ ８６ ４

＊＾

（ ２ ． ０ ５ ）１ ．
４ １ ７ ３

＊ ＊ ＊

＜ ３ ． ０ ５ ）

Ｓ０ ．０ ０２ ６ Ｃ ０ ．
７ ５ ）０ ．０ ０４ ８

＊

＜ １ ．９ ４
）
 ０ ．００ ３ ６ （ １ ．４ ９ ）

Ｆ
值３ ８

．

３ ４ ３ ２
． ９ ３７ ． ７ ９

Ｐｒｏｂ＞Ｆ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００ ． ００００

Ｒ２０ ．３ ６ ０ ５０ ． ２ ４ ９ １ ０
． ３ ９ ５ ６

—

模 型
’

ｉ定效应
￣￣

固定 效应固定效应

注 ：
（ １ ）

＊料
、
＊＊

、
＊ 分别表示在 １ ％ 、

５％ 、 １ ０ ％ 的 水平上 显著
；
（ ２ ） 括号 内 为 ｔ值 。

—

７ ３—



表 ４ 模 型 ２ 的 静态 面 板回 归 结果

ＴＦＰＣＨＴＥＣＨ ＣＨＥＦＦＣＨ

常数项０ ．
５ ３０７

ｗ

（６ ＿
４０ ）０ ．

６ ９ ３０
＊＊ ＊

（ １ １ ． ６ １ ）０ ．
 ７ ８ ９ ８

＊ ＊ ＊

（ ８ ． １ ５ ）

ＣＡＥＸ
—

１ ． ０ ２５ ８
…

（

一

３． １３ ）
－

〇 ． ４９ ６８ （

－

１
． ４ ６

）
—

１ ． ３ ３ ８８
＊＊

（

—

２ ． ０６ ）

ＩＮＥＸ
－

０ ．
４２３ ３ Ｃ

－

０ ． ８ ３ ）０ ． ２６８４ （ ０ ． ６ ２ ）
＿

０
＿ ６ ０６ ５ （

—

 １ ． １ ７ ）

ＣＯＥＸ ０． １ ０６ ７ （ １ ．
Ｈ）０ ？

 ０ ０ ５ ７ （０ ．
０５ ）０ ． ０４５ ２ （０ ． ３ ５ ）

ＣＡＩＭ０ ．
４ ４ ２ ７ （

１ ． １６
）

－

〇
．
 ２ ５ ４ ３ （ 

—

０ ． ５ ６ ）０ ． ９ ３ ５ ９

＊＊

（ ２． ２６ ）

ＩＮ ＩＭ０ ．
６ ６ ７０

“ ＊

（ ３ ． １ ５
）０ ．３ ７４３ （ １

． ５ ９ ）０ ． ５ ２ ８３
＊ ＊

（ ２． ３ ５ ）

ＣＯＩＭ ０． ８ ５ ２ ７ （ ０ ． ７ ９ ）０ ．６ ４ １ ５ （ ０ ．４７ ）—

０ ？
４０１ ０ （

—

０ ？ ３ ３ ）

ＦＤＩ－

０ ．
 ２８９ ８ （

－

０． ９ ９ ）０ ． １ ２ ２２ （ ０ ． ４５ ）－

０ ． ６ １１ １
＊

（
－

１ ．
 ６ ７）

ＲＤ
－

０ ．６ ６ ３ １ Ｃ

－

０． ９ ５
）

—

１ ．３ ０５ ０ （ 

—

１ ． ６ ４ ）０ ． ９２ ３０
＊

（ １ ． ７３ ）

ＲＨ４ ．
４ ６ ９ ３

＊＊ ＊

（３
．
 ０９ ）８ ．８ ６ ００

＊ ＊ ＊

（６
． ６ ０）

一

２ ． ３ ８７ ８ （

＿

１ ＿６ ７ ）

Ｋ１ ． ９ ５ ３ ５

＊ ＊＊

 （５ ．１ ５ ）０ ． ７ １ ０ １ 

＊
（ １ ．９ ２ ）１ ． ３ ９ ９ ４

＊＊ ＊ ０ ． ０ １ ）

Ｓ０．０ ０２ ３
（
０． ７ ２ ）０ ． ００５ ０

＊ ＊

（ ２ ．
 ０４）０ ．

００ ３２ （ １
．
 ５ ３ ）

Ｆ
值２ ３

．
 ３ １７ ９ ．

４ １１ ０． ５ ３

Ｐｒｏｂ＞Ｆ 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Ｒ
２０ ． ３ ８ ４ ８０ ． ２ ６ ０９ ０ ． ２ ３２ ４

模型固定敏应固定效应固定效应

注
：
（ １ ） ＊＊＊ 、

＊＊
、
＊ 分 别表示在 １％ 、

５ ％ 、
１ ０％ 的 水平上显著 ；

（２ ）括号 内 为 ｔ 值 。

表 ５系 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 １

ＴＦＰＣＨＴＥＣＨＣＨＥＦＦＣＨ

Ｌ１ ． 被解释变量一

０ ＿ ３８ ７ ９

＊＊ ＊

（

—

４ ． ３ ４ ）—

０ ． １ ６ ０７ （

—

０ ．４４ ）０ ．

 ０３ ２９ （ ０ ． ２８ ）

ＥＸ０ ？ ０ １２ ８ （０ ．２ ５ ）０ ．
０７ ０５ （０ ．

０３ ）
—

０
？５ ７ ４ １ （ 

—

２ ．
 ０ ０ ）

ＩＭ０
．

－

７ １ ５ ６
＊＊ ＊

（ ３ ．００ ）０ ． １１ ６ ７ （ ０ ． ０６ ）０ ．５ ３ ３ ４
＊ ＊

（ １ ．４ ９ ）

ＦＤＩ
－

２ ． ９ １ ７ ９ Ｃ

－

２ ． ９ ６ ）１． ５５ ２８ （０
． ２ ５ ）

＿

０ ？ １ ３ ９ ８ （

—

０ ． ６３ ）

ＲＤ１ ．８３ ２ ２ （０
．
 ８６ ）—

０ ＿ ７〇４５ （

—

０ ＿１ ３ ）２ ．８ ０２ ６ （ １ ． ５ ０ ）

ＲＨ２ ．５ ７ １ １ （０ ．９ ２ ）６ ． ３ １２ ６
＊

（ ０ ．３８）
—

６ ．６ ７ ４３ （ 

—

２ ． ４ １ ）

Ｋ１ ． ３４３ ６ （２ ． ５ ６ ）１ ． ２４ ２９ （０ ．
５ ５ ）０ ．

 ９ ９ １ ９

＊＊＊

（
１ ．５ ２ ）

Ｓ０ ．００６ ５ （
０ ． ３ ３ ）０ ． ０ ３ ５ ５ （０ ．３ ０ ）０ ． ００ ０９ （ ０ ．

 ０４）

常数项１ ． ２ ６ ０ ８

＊＊ ＊

 （６
． ２ ０ ）１ ． ３ ８ ２ ０

＊＊
＊

（５ ．
００ ） ０ ＿７ ７ ４０

＊ ＊ ＊

 （４ ． ０ ６ ）

Ｗａ ｌｄ检验１ １ ０ ．
９ ２ （０ ． ０ ０ ）４３ ６．

４４ （０ ．０ ０ ）３ ６ ．
 ４７ （ ０ ． ００ ）

ＡＲ （ １ ）￣

２
．
８９ ８ ３（０ ． ００ ４ ）０． ０８０ ７ （０ ． ９ ４ ）—

３ ． ４０７ ３ （ ０ ． ００ ０７ ）

ＡＲ （ ２ ）０． ７ ０ ５ ０ （０
， ４８ ）

－

〇 ． ４ ２ ６ ５ （ ０ ．
６ ７ ）０ ？

 ４ ３ １ ５ （ ０ ．６ ７ ）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１ １ ＿
４６ ６ ５ （ １ ．０ ０ ）２ ５． ８ ０１ ２ （ １ ．

００ ）２ ５ ．２ ８９４ （ １
． ００ ）

注
：
（１ ）０＊

、
＊＊

、
＊ 分别表示在 １ ％ 、 ５％ 、 １〇％ 的水平上显著

；
（ ２）评３１（１ 和 八１１检验括号 内 为 ？

值
，其他括号 内 为 １ 值 。

表 ３ 和表 ５ 回归结果表 明 ，
进 口 促进了 中 国制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源于对技术效率的提升 。 表 ４

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 的增 长 ， 对技术进步和表 ６ 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 明 ， 资本 品进 口 对 中国

有正效应但不显著 。 这说明进 口对中 国制造业全要制造业技术效率的 影响显著为正 ，
对技术进步的影

—

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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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为负但不显著 ，使得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 ；
效率 。 但是 ， 默示性知识很难物化 在机械设备 中 ，

中间 品进 口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尤其是随着进 口资本品技术含量逐渐复杂化 ，技术

增长 ，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 ； 消费 品进 口对全要模仿难度加大 。 再加 之发达 国 家非常重视对知识

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产权 的保护 ，特别是对高新技术设备知识产权保护

资本 品作为技术密集型产品 ，大量机器设备进意识更强 ，使资本 品进 口 的 技术溢 出 效应不 明 显 ，

口代替 了人力劳 动 ， 可 以改善企业生产工 艺流程 ，无法促进技术进步 。 另外 ，大量机器设备进 口会挤

直接提高生 产效率 。 根 据 ＵＮＣｏｍ ｔｒａｄｅ 数据计压中 国本土设备企业 的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 ，其竞

算 ， 中 国机器设备进 口 中来 自 美 、 日 、 德 、 英 、法 、韩争效应会抑制 本 土 设备 企业 的 创新 （陈 爱贞 等 ，

的 比重超过 ５０％ 。 这些 技术含量 高 的 资 本 品 进２ ００ ８ ）
， 由 此容易造成对 中 国制造业技术进 步的 抑

口 ，通过物化的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显著提升 了技术制效应 。

表 ６系 统 ＧＭＭ 估计 结 果 ２

ＴＦＰＣＨＴＥＣＨＣＨＥＦＦＣＨ

Ｌ １ ？ 被解 释变 量一

０ ．５ ８２ ９
＊ ＊

（ 

—

 １ ．９ ６ ）
—

０ ． １７ ９５

＊

（
—

 １ ． ７ １ ）
—

０ ． ０ ９ ６ ５ （ 

—

０ ．６ ７ ）

ＣＡＥＸ
－

５． １ ０６ ３ Ｃ

－

１ ． ０ ４ ）０ ． ６９ ４９ （０ ． ２ ３ ）
一

０ ＿
５ ８９ １

（ 

—

０ ＿２ ０ ）

ＩＮＥＸ
－

１ ．２ ３ １ ２ Ｃ

－

０ ． ４４
）１ ． ４ １３ ３ （ ０ ． ５ ９ ）

—

１ ． ８ ７７ ９

＊ ＊

（ 

—

 １ ＿７ １ ）

ＣＯＥＸ０ ． ８ ０ ５ ４
（
１ ．３９ ）

－

〇 ．３ １６ ２ （

－

〇 ， ２ ４ ）
－

〇 ．４ ２ １ ３ （

－

〇
． ７ ９ ）

ＣＡＩＭ２． １ ６ ４９ （ ０ ．６８
）

—

２ ．３４ ３ ２
（

—

０ ． ５３ ）０ ． ８ ５５４
＊

（ ０ ．４ ３ ）

ＩＮＩＭ１ ． ７ ５０４
＊

（０ ．
７ ８ ）０ ． １１ ５ ０ （

０ ． ０ ５ ）０ ． ４５ ９ ２
＊ ＊

（ ０ ．６９ ）

ＣＯＩＭ６． １ ４４ ８０ ． ００ ）０ ． ７３ ２ ７ （ ０ ． ０ ９ ）０ ． ２ ８２ ５ （ ０． ０ ６）

ＦＤＩ－

０ ． ５ １ ５ ６ Ｃ

－

０ ． ５ ３ ）０ ． ９ ３ ８ １
（
０ ． ３ ４ ）—

０ ． ２ ５ ８ ７ （

—

０ ？ ４２ ）

ＲＤ１ ．
２９ ５６ （０ ． ８５ ）

＿

０ ？１ ７ １ ５ （ 

—

０ ． ０ ４ ）１ ． ０６６５ （ １ ． ０９ ）

ＲＨ６ ．
４０ ２ １ （２

． １ ４ ）２ ．
４９ ０７

＊

（ ０ ． ２ ６ ）－

４ ．
０９４５ Ｃ

－

１ ．
４ ８ ）

Ｋ１ ． ２ ４８８ （３
．３ ８ ）０ ．９ １ ２ ９ （ ０ ．４ １ ）０

． ２ ３ ７ ８
＊

（ ０ ． ４ ４ ）

Ｓ０ ． ０２ １ ６ （ ０ ．５ ４ ）０ ．
００６ ４ （

０
． ０３ ）０ ．

０００７ （ ０ ． ０６ ）

常数项 １ ．３ ７１ ８
＊＊＊

（ ６． ６ ９ ） １
．

１ ９ ９０
＊ ＊

＊
（ ２ ．

 ６ ６）０ ．９ ８４ ３
＊＊ ＊

（ ２． ３ ６ ）

Ｗ ａ ｌｄ 检验４８ ． ０ １ （
０ ． ０ ０ ）１ ２ ５ ０ ． ０５ （

０
．
００ ）２ ０ ．

３ ６ （０ ． ０９ ）

ＡＲＣ １ ）－

０ ． ９ ０４８ （ ０
．３ ７ ）０ ．２ ５ ５ ７ ６ （ ０ ，８ ０ ）

一

１ ＿ ９ ００ １ （ ０ ．
０６ ）

ＡＲ Ｃ ２ ）０ ．５ １ ５９ （ ０
．６ １ ）

－

〇 ． ２３ ５ ８ （
０

． ８ １
）

－

０ ． ９ ７ ６ ７ （０ ． ３ ３ ）

Ｈ ａｎ ｓｅｎ 检验１ ５
．
２ ６ ２ ９ （ １ ．

 ０ ０ ）２４
．８ ２ ０８ （ １ ， ００ ）２ ２ ． ７ ４ １３ （ １ ． ００ ）

注 ： （ １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

１ ０％ 的 水平上显著 ；
（２ ）界＆

１
〇
１ 和 八１４ 检验括号 内 为 ？值 ， 其他括号 内 为 １ 值 。

中间 品进 口直接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 中 ， 主要无利可 图 ，企业被长期 锁定在低端生 产环节 ，
不利

通过 中间投人 多样化和产 品质量提升来提高企业全于技术进 步 （Ｃｒａｍ ｅ ， １ ９９ ９ ） ， 这些都会制约 中 间 品

要素生产率 。 根据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 ｅ 数据计算 ， 中 间品进 口对技术进步 的积极作 用 。 大多数消 费品 技术

进 口 中 来 自 美 、 日 、 德 、 英 、 法 、 韩 的 比 重 也 将 近含量都不高 ，技术溢 出效应 比较小 ； 同时 ，消 费品作

５ ０％ ，这些零部件有的是中 国本土企业无法生产的 ，为 中 国承接国 际产业转移最早的行业 ， 国 际竞争力

其进 口 提升了成套设备和产 品的质量 ， 改进技术效在 ２ ００ ２ 年后 已经相对比 较强 ， 因 此消 费 品 进 口 所

率 。 但 由于大量进 口 的零部件组装后 又很快 出 口 ，带来 的学习效应 、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 已经 日 趋下

或者
“

隐身
”到机器设备和产 品 中 ， 技术溢 出效应和降 ，使其对 中 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 的作

学习效应不大 。 此外 ， 由于 中 间 品 的大规模进 口可用不显著 。

能使发展 中国 家企业 的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变得总体来看 ，
出 口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

以及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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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 其中 ， 资本品 出 口 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 ，但 ＧＭＭ 统计结果都不

碍了 中 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和全要 素生产率 的增长 ，显著 。

但显著性不稳定 ， 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 。 根据表综上所述 ，进 口 对中 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 影响

４
， 中间 品和消费品 的 出 口对中 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效应 比 出 口更积极 ， 资本 品和 中 间品 的技术影响效

率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不明显 ，但表 ６ 回应 比消 费品 大 ，但需要增 强进 口对技术进步的 影响

归结果表明 中间 品 出 口 显著抑制 了技 术效率 的 提效应 。

升 。 这－方面可能是 ’ 中 国制 造业 出 口企业并不１Ｅ三 、进 口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 ：

循生产率高 的企业 自 我选择进人出 口 市场 的机 制 。^
Ｌ ｉ＆■Ｙ ｉ

ｎ （ ２０ １０ ）测算发现中 国存在 出 口 的
“

生产率
Ｓ于 的分析

悖论
”

，多数部门 出 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非 出对 中 国 制造业 实证分析表 明 ，
进 口 对 中 国 制

口企业 ，且这种趋势还在增强 。 由此 ， 随着 出 口规模造业技术进步 的 影 响效应 比 出 口更 积极 ， 进 口 促

增大 ，更多资源流 向低生产率企业 ，造成 了资源配置进 了 中 国制造 业技术 效率 ， 进 而提升 了全要 素生

的非效率 。 另
一

方面 ， 中 国出 口 的产 品 以 中低端为产率 。 其中进 口资本品 和 中 间 品 的 技术影 响效应

主
，
且加工贸易所 占 比重较大 。 尽管装备制造业作比消费品 大 ， 但进 口 对技术进步 的 影 响效应 不显

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
２０ ０５ 年以来其 出 口 额 占 中 国货著 。 可见

，
进 口是促进 技术进步 的一个重要 战略 ，

物出 口 总额的半壁江山 ，且 出 口 规模开始超过进 口但进 口促进战略还需要有效促进 中 国 产业 技术进

规模 ，但中 国设备 的技术含量提升主要来 自 中 间 品步 。 为此 ，进 口 促进 战 略与基 于 出 口 导向 型战 略

进 口 （Ａｍｉｄ＆Ｆｒｅｕｎｄ
，
２０ １ ０ ）

。
因 此 ， 当 出 口 贸易的进 口相 比 ， 在基本 的 战 略 内 容上 需要 有 根本性

已经达到一 定规模 ， 随着 出 口规模进
一步扩大 ，

“

出的 差异 。

口 中学 习
”

的 边 际收益 趋于下 降 。 由 此造成 ２ ００ ５（

—

） 进 口促进战略与 出 口 导向 战略的进 口差异

年之后 中 国 装备制造业和整个制造业 的 全要素生１
． 战略导向不 同 。 在出 口导 向型 的经济发展模

产率相继开始趋于下 降 。 随着大量 资源集 中于 中式中 ， 中 国 企业为 了满足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 的 发包

低端产 品的生产与 出 口
，
对高端产业造成 了资源挤标准和市场需求 ，大量进 口 国外设备和 中间 品 ，这种

出效应 。 同 时 ，低端生产 的低利 润空 间 ， 使企业既
“

为 出 口而进 口
”

的导 向 ， 极大地提升 了企业的 工艺

不注重技术
“

硬件
”

的学 习 ，也缺乏管理 、思想 、 制度水平和技术效率 ， 带来成本下降 。 但面对不断快速

等技术
“

软件
”

的学习 ， 因此无法推动制造业的 技术升级换代的产品 ，企业不愿投入更多 资金进行研发

进步 。

？创新 ，而是动态地进 口先进设备 ， 因此无法带来技术

ＦＤ Ｉ 对技术进步影 响效应为正但不显著 ， 对技的进步和创新能力 的提升 。 进 口促进战略的导向需

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 负但显著性不稳定 。要基于 内需 的全球化经济 ，开拓国 内市场 ，
通过进口

这可能是因为外资进人带来的竞争效应开始超过正引进高端技术和服务 ，促进 国 内技术创新 ， 推动产业

的市场外部性 。
２０ ０２ 年 以来 ，外资倾向于以独资形升级 ，并培育国 内价值链

“

链主
”

，增强其向 发达 国家

式进来 ，其技术外溢效应有所下降 。 且 随着 国 内市企业逆向发包的能力 ，配置全球资源 ，提升在全球价

场竞争加剧 ，外资企业与 本土企业 之间 的竞争 已经值链中 的地位 。

从错位竞争走 向面对 面竞争 ， 这也 可能会在
一

定程 ２
． 战略地位不 同 。 出 口导 向型的战略决定了进

度上抑制企业的创新 能力 。 Ｒ ＆Ｄ 的统计结果也不口 贸易主要居于
“

为 出 口 而进 口
”

的从属地位 ，企业

稳定 ，根据 ＧＭＭ 统计结果 ， 其对全要素 生产率和为满足国外市场和发包商的要 求 ， 进 口设 备和重要

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 ，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为负 ，但都零部件后 ， 利用 国 内廉价要素加工后再 出 口 。 这种

不显著 。 人力资本显 著地促进 了技术进步 ，但对技从属地位使得进 口 的设备和零部件内含的技术没有

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 这说 明中 国被进一步学 习 ， 加上在价值链 内进
一步溢出 ， 降低了

人力资本的投人更侧重技术
“

硬件
”

的提升而不是管进 口 对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 。 进 口促进战略中 的进

理等技术
“

软件
”

的提升 。 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口应居于与 出 口一样 的 自 主地位 ， 发挥进 口在产业

术效率 、技术进步 的影响为正 ，但只对技术效率的影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中 的战略地位 。 通过进 口资本

响显著 。 这说 明随着资本密集度提高 ，行业 的技术品 和 中 间品 ， 引进各种高端要素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含量也会提高 。 企业规模对技术进步 、技术效应和和产品质量 ；通过进 口 消费 品 ，满足国 内不断升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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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费需求 。２０ １ ０ ） 。 不少实证研究都表明 ，发展 中 国家通过从技

３ ． 战略推进路径不 同 。 出 口导 向型的经济发展术领先国进 口高质量 和多种类的设备 ，获得 了技术

过程中 ， 中国企业长期凭借低端要 素参与全球价值进步
，从而对缩短其与发达国 家的技术差距起到 了

链 ，

“

两头在外
”

造成
“

大进大出
”

，
主要在大量进口 技积极 作 用 （Ｇ 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ｅ ｌｐｍ ａｎ

，

１ ９ ９ １
； Ｍ ａｚｕｍ

－

术和设备的 基础上 ， 进行 以 模仿为主 的
“

干 中学
”

。ｄａｒ
，
２ ００ １ ） 。 而且机械设备作为资本 品 ，其进 口 能直

但 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 智能化水平低 ，得 了
“

心接增加
一

国资本存量积累 ，对 一国尤其是发展 中国

脏病
”

和
“

神经病
”

， 只能高代价地被动依赖进 口来进家增强技术创新基础有重要作用 。

行
“

心脏移植
”

和
“

神经植入
”

。 进 口促进战略需要在２ ． 通过进 口促进推动企业
“

走 出去
”

， 配置全球

进 口基础上推进
“

引 进来
”

和
“

走出 去
”

， 以利用各种高 端要素 。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 以利用全球市场配

可 以利用的高端要素 ；并在进 口基 础上推进各种模置资源 ，实现
“

利用两种资源 ，开拓两个市场
”

的 战略

式合作 ，通过更多的研发来进行消化 、 吸收 ，在
“

学中目标 ； 而且大量企业
“

走 出去
”

与国 际惯例对接 、获取

学
”

过程中培育人才 ，提升技术能力 。更多海外高端要素 ， 也会给国 内企业带来改革和创

４
． 战略 实施方法不 同 。 出 口导向 型的经济发展新的压力 。 但由 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几乎都不

过程中 ， 中国企业承接跨国公司 的发包 ，嵌人全球价具备垄断优势 ，制造业企业走 出 去 的经营业绩并不

值链 的低端环节 ，从 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 的发达 国理想 （李泳 ，
２００９ ）

；而且相当部分中国企业以并购方

家大量进 口 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 。 而进 口促进战式获取国外企业的技术 ，但能否开拓市场 ，保证并购

略应着力于培育 国 内 价值链及其价值链
“

链 主
”

， 增整合后的企业能正常运 营 ， 是决定 中 国企业并购绩

强 向其他国家企业发包的能力 ， 以 获得发达 国家的效的关键所在 。 进 口促进战略在
一

定程度上能为企

技术 、知识和人才等高端要素 。 同时 ， 随着中 国生产业
“

走出 去
”

提供一定的市场支撑 ， 以激励企业
“

走出

要素成本 的上升 ，通过把高消耗的 低端环节发包给去
”

获取高端要素 。 如大连 机床集 团 ，
２００ ３ 年并购

其他发展中 国家企业 ， 中 国企业逐 渐将资源集 中于了美国英格索尔生产系统有 限公司 ，然后以 美国企

技术 、 品牌和渠道等高端环节 ，实现专业化分工发展业品牌参 与 中 国市场投标 ，其进 口到 中 国市场的 销

和发展模式转型 。

？售额 ，保证了并购后企业的正常经营 ，
大连机床集团

（
二

）
进 口促进战略影响产业发展的机理以此为契机 ，派出母公 司员 工到美国进行研发合作 ，

在进 口促进 战略下 ， 进 口将不仅仅通过积累 资极大提升 了母公司 的技术水平 。 此外 ，有些技术和

本投入和技术溢 出 效应来影 响技术进步 ，还将通过高新设备 中 国无法从 国外进 口 ， 通过推动企业
“

走

资源重新配置 ， 推 动发展模式转 变进 而 促进技 术出去
”

获得 国外 高端要 素 ，然后把其所生产 的高新

进步 。设备进 口 到 国 内 ，

？
把其所获得 的技术通过各种方

１
． 通过进 口促进积 累 资本 ，

提升技术创 新基础 。式溢出到 国 内 ，将极大 地促进 中 国产 业技术进步 。

Ｈｏｗ ｉｔ ｔ＆■Ａｇｈ
ｉｏｎ （ １ ９ ９ ８ ）强调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近年来 ， 由 于 中 国对 外直接 投资 主要 是政 府推动

的融合关系 ， 因为新 的技术几乎总要 附着于新 的物型
，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为 国有 企业 。 据《 ２０ １ １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 要使用这些新技术 ，就必须积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显示 ， 到 ２０ １ １ 年

累这些资本 。 相对于消费品 ， 资本 品 由 于 内含更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 ， 国有企业 占投资流量的

的技术 ，
被视为 物化 于贸易 流的 Ｒ＆Ｄ 溢 出 的重要比重高达 ５ ５ ．１ ％ ， 即 由 进 口 推动 的对外 直接投 资

载体 （ Ｅａ ｔｏｎ＆？Ｋｏｒｔｕｍ ，
２ ０ ０ １ ） 。 但发展中 国家的 国额还很少 。

产设备所 内含 的主要是适应型 的 Ｒ＆Ｄ
，从发达 国３

．
通过进 口 促进

“

引 进 来
”

高 端 企业 ， 获得 学

家进 口 的设备往往捆绑有各种形式的
“

知识
”

：设计习 效应 。 由 于默示 性知 识很 难物 化在设备 中 ， 技

图 、安装支持 、质量控制软件 、 培训 工程师 和监管员术授权无法解决设计能力弱 的 问 题 （ Ｋ ｉｍ＆ ■Ｌｅｅ ，

等服务 。 这些物化 于机械设备 中的 专有投 资技术２ ００ ８ ） ， 而且全球大部分的研发活动都集 中 于跨 国

（ ｉ
ｎｖｅｓｔｍ ｅｎ ｔ

－

ｓ ｐｅ ｃｉ ｆ ｉ ｃｔｅｃ ｈｎｏｌ ｏｇｙ ） ， 可 以带来较强的公司 内 ， ＦＤ Ｉ 被 视为获 得技术 的 重 要渠道 （ Ｋ ｒａｍ
－

技术转移效应 ，在短期 内有助于提升进 口 国 的效率 ，ｍｅ ｒ
，
２ ０１ ０ ） ， 因此 ， 通 过进 口 促进 吸引 高 端企业 进

并在长期 内增强进 口 国 的吸收能力 。 因此 ，进 口 机人 中 国市 场 ， 本土企 业 以 合作等 各种方式 获得 技

械设备被视 为
一

国技术发展 的重要 源泉 （ Ｋ ａ ｔｍｋ ，术溢 出效应 和学 习效应 ， 是进 口 促进战 略提升 企

２００ ０
； Ｍｏｄｙ＆

－Ｋａｍ ｉｌ ，２０ ０２
；Ｃａｖａｌ ｌ

ｏ＆Ｌａｎｄｒ ｙ ，业和产业创新 的关键所在 。 很 多跨 国设备企业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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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化发展过程 中 ， 为了 避免核 心技术外 溢 ，往往产 ，并在本国 和全球其他市场销售 ，使本 国市场成为

把高技术密集型产品 和关键零部件 的 生产保 留 在全球
“

纵向专业化分工
”

环节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进

母国 。 典型的如全球机床领头企业 日 本 山崎马扎口促进战略能鼓励和促进企业从全球价值链的 国际

克 （ＭＡＺＡＫ ） ， 在 中 国共有 ２ 家生产 点 ，但所生产代工者 ，
通过增强 向发达 国家企业逆向发包的能力 ，

的都是通用 型机床 ， 技术含 量 比 较高 的 专 用型大升级为价值链 的治理者 和主导者 。 在此过程 中 ， 大

型机床则 留在 日 本生产 。 但装 备制造业作为典 型量高端 进 口 所带来 的
“

冷水 澡效应
”

（ ｃ〇ｌｄｓｈｏｗｅｒ

的专业供应商行业 ， 设备企业 在 生 产 、 销 售 过程ｅｆ ｆｅｃ ｔ ）
，
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从高度依赖外需转 向培

中 ，与 下游用户沟通 互动 以满足其各种 服务需求 ， 育国 内市场需求和价值链主导者 ，将激励 企业更致

以及获得下游用户各种反馈 信息非常重要 （ Ｃｈａｎｇ力于技术创新 ，并从原来 的追求规模化发展转 向小

ｅｔ ａ ｌ ， ２０ Ｑ ２ ） 。 随着鼓励先进技术设备 、关键零部件型化 、智能化 、专业化发展 ， 从原来 的依赖要素和投

大量进 口 ， 跨 国 设备企业 的 先进 技术 设备和关键资驱动转 向依赖创新和品牌驱动 。

零部件在 中 国市 场份额 的上 升 ， 将进
一

步 提升 中然而 ， 以上 的进 口推动技术进步过程并不会 自

国市场在跨 国设备企业 中 的 战略 地位 。 同 时 ， 大动发生 。 如资金雄厚 的 ＯＰＥＣ 国家 长年大量进 口

量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 件进 口
， 将增 加跨 国先进设备 ，但技术仍然落后 。 改革开放以来 中 国一

设备企业 间 的竞争 ， 激励 跨 国设备企业提升进 口些行业陷人了
“

引进
一

落后
一再引进

一再落后
”

的 困

设备的技术水平 ，甚 至为 了更好地满 足 中 国下游境 ，造成光纤设备 、集成电路 、高端纺织设备 、高级数

用户 的需求 ，

一 些跨 国设备企业会有 动力 在 中 国控机床和高端医疗设备等产品 目 前还高度依靠进 口

设立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 的生产 点 。

一方的现实 。 Ｋａ ｔｒ ａｋ （ ２００ ０ ） 的 研究也发现 ，
２０ 世纪 ８０

面 ，高端生产环节 的 引 人 ，将进
一

步吸 引 其配套企年代印度开始大量进 口设备 ，但 由 于印 度企业 自 身

业与生产性服务环节跟 随进 入 ；另一方面 ， 由 于跨技术能力低 ，进 口的设备技术含量比较低 。 同时 ， 印

国公司
一

般不愿 意放 弃新市 场 给竞争 对手 ， 会跟度企业进 口设备的主要 目标是实现产 品多样化 ，而

随先行的跨 国公 司 进人发展 中 国 家 ， 带来浪潮效不是增强 自 身技术能力 ，使得其与美国 、德国 的技术

应 （ Ｄ ｅｅｐ ａｋｅ ｔａ ｌ
，
２ ００ ３ ） 。 因 此 ，随着一些跨国设备差距无法下 降 。 Ｊ ａｍｅ ｓ （ １ ９ ９ ４ ）也强 调 ，进 口竞争可

企业把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 部件的 生产点往 中能使本土企业效率 下降和成本 上升 ， 抑制其发展 。

国转移 ，为争夺高端市场 ， 其他跨 国设备企业也会因此 ，进 口之后能否通过更多的研发投入 ， 吸收 、消

跟随转移 其高端设备生产点 ，甚 至 在 中 国 设立研化进 口 的技术 ， 以提升 自 身技术能力 ，是进 口能否为

发 中心 。 大量技术密集型企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企 一

国带来可持续的技术进步 ，而不是暂时的技术效

业进人 ，将直接提升高端要素投人能力 ， 同 时本 土率提高的关键所在 。

企业也能获得技术溢 出效应 和学习 效应从而提升ｎｎ

高端要素供给能力 。

４ ． 通过进 口促进推动发展模式 转 变 ， 增 强技术本文利用 中 国 数 据实证分 析表明 ，
进 口 对 中

创新动 力 。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经济迅速从
“

内需依国制造业 技术发展 的影 响效应 比 出 口 更积极 ， 进

存型
”

向
“

出 口导向 型
”

转变 ，造成内需不足和对出 口口提高 了 中 国制造 业技术 效率 ， 进 而 提升 了 全要

的高度依赖 ， 由此也导致中 国经济呈现粗放式增长素生产率 。 其 中 ，进 口 资本 品 和 中 间 品 的 技 术影

（刘瑞翔 、安同 良 ，
２０ １ １ ） 。 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响效应 比 消费 品 大 ，但 中 国 进 口对技术 进步 的 影

和条件下 ，发展基于 内需的全球化经济 ，利用庞大的响效应不 显著 。 因此 ， 进 口 促进战略 与改革 开放

内需虹吸国外要素流人来解 决国 内技术缺 口
， 是中以来的基 于 出 口 导 向型 战略 的 进 口 相 比 ， 在 基本

国全面获 取新 的 第二波全球化 红利的 最根本 战略的战略内 容上需 要有 根本性 的差 异 。 为 此 ， 本文

（刘志彪 ， ２０ １ ３ ） 。 中间 品进 口 种类增加能够通过质认为政府需要通 过调整政 策 重点 ， 提升进 口 对技

量和互补 两种机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 提升术进步的 战略地位 。

（Ｈ ａ ｌｐ ｅｍ ｅｔ ａＵ Ｏ ｌ ｌ ） ，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多元化和１
． 增强进 口 的 主动权 。 进 口 的主动权越大 ，企

专业化发展 ，推动产品升级 ，
扩展国 内市场主体对国业越能以低成本获得高新技 术和学习 机会 。 因此 ，

内产出 品 的需求能力 ， 有助于培育 国 内价值链及其
一方面 ，需要打破行业垄 断 ，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培

价值链
“

链主
”

。 大量进 口 国外 要素在 国 内加工 生育价值链
“

链主
”

，
从而增强 向 国外企业尤其是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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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企业发包能力 ，进而提升进 口 的主动权 。 另
一②根据联合 国统计 司 国 际 贸易数据库 Ｃ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ｄ数据

方面 ，应鼓励企业
“

走 出去
，，

配置全球资源 ， 降低进 口计算 。

高新技术和知识的成本和难度 。 为此 ，需要探索发
③根据匿名审稿人意见 ， 这些 指数是 以 １ 为 中 心变化 的 ， 可

展对外私募贿投资基金 、細投资基金 、顺投资把雜减＊ １額行＿ ’ 本文航重紐行 了 回 归 ’ 由

甘Ａ 社ＥＩ？面ｆｆｌ ａ＊故 任 ｗ佳类规次塗夕
一

几于所有指数减去
一个相 同 的值

“

１

”

， 回 归结果没有变化 。

④麵
—

撕 １ 年工业增 加值在各年 《 中 国统计年鉴 》 中 没有
手段 ’降低 ｊｈＭ？ ！资成本＃风险 ’ 为 巾 Ｓ 止业 ＃给出 ，本文根据 国雜计局给 出随 ４ 年 的Ｉ业增加 值增

出去
”

提供融资支持和 中介服务 。

２
． 提升进 口 的设施基对 。 在硬设施方 面 ，政府 ⑤本课臟对大量机械设备企业调研发现 ， 改革开放 以来 ，

应立足
“

外贸 、外资 、外经 、外智 、外包
’
’

平台互动 ，着由 于大量 引进技术 ， 中 国本土设备和零部件企业的技术水

力构建进 口促进平台 ， 以虹吸全球高端要素 ；企业应平有 了很大提升 ，有些企业 的技术水平甚至 已经达到 国 际

积极构建全球采购 网 站 ， 向全球供应链上游延伸 。先进水平 ，但本土企业生产 出 来的设备在精 密度 、稳定性

在软设施方面 ，

一

方面应积极引 进和培育具有高度和寿命方面还是与跨国 公司 有较大差距 ，其原 因 主要 是人

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才 ，提升进 口之后的吸收 、消 化才与管理方面还没跟上 ，使得企业工艺水平 和技术效率 比

能力 ； 另
一方面应通过加速 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等 ，激

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增强企业消化 吸收能力和逆

究表明 ，从发展 中 国家进 口会降低企业生产低技术产 品 的

相对麵 ， 由于企业无法轻易地处置被套牢 的劳动力 和资

侧重鼓励出 口转向鼓励进 口 与 出 口均衡 。 要调整先本 ，创新和生产新产 品 的影子成本 （ ｓｈａｄｏｗｃｏ ｓｔ ）下降 ， 即

进技术设备 、关键零部件进 口关税 ，鼓励银行开展进降低 了创新的机会成本 ， 因 此会激励企业 创新 （Ｂ ｌ
ｏ ｏｍｅｔ

口信贷 ，促进进出 口贸易 的 自 由 化 、便利化 。 其二 ，山 ２０ １ １ ） 。

产业发展导向从侧重制造业转 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⑦据《 ２ ０１ ２ 年度 中 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显示 ， ２ ０１ ２ 年

务业互动发展 。 生产性服务业是高级技术 、人力资中 国 境内 投资 者通 过境 外企业 实现进 口 总额 ２ ９４ ４ 亿美

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
“

飞轮
，，

。 发达国元 ， 占 中 国 当年进 口 总额 的 １ ６ ． ２〇％ 。

家之所 以能占据全球价值链 的高端 ，最重要的 原因

就在于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所 内含 的技Ａｍｉ ｔｉ ’Ｍ＆ＣＸＰｍｍ ｃＫ ２＿ ＞ ’
“

Ｔｈｅａｎａｔｏｍ
ｙ

ｏ ｆＣｈｉ
ｒｋ ｓ

术 、知识和人力资本 ，使产业结构不断地趋 向于
“

软
ｅｘｐ＃ｇｎ＞

ｗｔ ｈ＼ ｉ
ｎ

：
Ｒ＿ａＦｅｅｎＳｍ＆Ｓｈａｎｇ＋ｎＷｅ ｉ

＂ ｍ？ ，，＾
ｉ

． ．？？ｔｕ ｒ？
＊

？… 一
？

、儿ａｕ ｒ
（ ｅｄｓ ） ，Ｃｈ ｉｎａｓＧｒｏｗ ｉ

ｎｇＲｏｌｅ ｉｎＷｏ ｒ
ｌｄＴｒａｄｅ

，Ｕ ｎｉｖ ｅｒ
－

化
”

。 因此 ，生产性服务业 的发展既是提升进 口能力 ．

ｎＤ Ｃ？
ｓ ｉｔｙ 〇

士 ｄｉ ｉｃ ａｇｏｘｒｅ ｓｓ
， ｐｐ ．

３ ５５ ６ ．

Ｂ１
〇〇ｍ

＞Ｎ ｔＭ＿ Ｄｒａｃ ａ＆ＬｖＲｅｅｎｅｎ （ ２ ０ １ １ ） ｉ
＜＜

Ｔｒａｄｅｉ
ｎ
．

力依托 。 为此 ，需要着力推进
“

主辅分离
”

改革 ，打破ｄｕｃ ｅｄ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ｍ

ｐ
ａｃ ｔ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 ｅｉｍｐｏ
ｒ ｔｓ

产业链和价值链 自 我服务的 发展模式 ，促进生产性ｏｎ ｉ ｎｎｏｖａｔｉ ｏｎ ， ＩＴａｎｄ ｐ
ｒｏ ｄｕｃ ｔ ｉｖ ｉｔ

ｙ

”

， ＮＢＥＲＷｏ ｒｋ ｉ
ｎｇ Ｐａ

＿

服务业发展 。ｐ
ｅｒ

， Ｎｏ ．１ ６７１ ７
．

４
： ？ 构建开放 型 经 济新体制 。

在上海 自 贸 区成Ｃａｖ ａｌｌ
ｏ

，Ｍ ．
＆■

Ａ ．Ｌａｎｄ ｒｙ （ ２０ １ ０ ） ，

“

Ｔｈｅ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
ｖｅｒｏｌ ｅｏ ｆ

立基础上 ，
目 前 国务 院又批准 了天津 、 广东 和福建 ｃａ

ｐ
ｉｔａｌ ｇｏｏｄ ｓ ｉｍｐ ｏｒｔ ｓｉｎＵＳｇ ｒｏｗ ｔｈ

”

， ＡｍｅＷｏｚｎ Ｅｃｏｎｏ
－

三个 自贸 区 ， 应使 自 贸 区 的体制改革对周边 乃至１ ＧＧ （ ２ ） ：
７ ８
＿

８２
－

全国地区 形成 改革压 力 ， 为全 国 性 的 改革 破局带Ｃ〇 ｅ ’Ｄ ．
＆Ｅ．

Ｈｅ ｌ
ｐｍａｎ Ｕ ＂５ ） ’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Ｄｓｐ
ｉ
ｌｌ ｏ

－

来 巨大示范效应 ， 使改革 从过 去 的政 府 内 部权力
胃 ３Ｗ ） ： ８ ５ ９

－

８ ８７ ‘

调整改为 向市场和企业放权 。 即从
“

分权
， ，

模式走
＆ａｍｅ

’ａＵ ９ ９９ ） ’ Ａ

Ｊ

ｒｉｅａ ｉ
ｎｄｕ

＝
ａ ｌ ｉｚ ｅｂ

ｙＰｒｃ ｅ ｅ

ｆ

ｎｇ

ｐｒ ｉｍａｒｙ ｃｏｍｍｏｄｉ ｔ ｉｅｓ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Ｍｏ ｚａｍｂ ｉｃａｎｃａｓｈｅｗ

向
“

减权
”

模式 ，切实减少政府对市场 的干预 ，雜她
”

，偏？＿２７
⑴

：
蘭－

１ ２６ ６ ．

政府
１

从过去 的 管制 Ｉ Ｓ！转变 为服务 型 ， 扩大 国 内市
Ｃｒ ｉ

ｓ
ｐ
ｏ

ｌ ｔ ｉ ，Ｖ ．＆Ｄ．Ｍａｒｃｏｎ ｉ（ ２０ ０ ５ ）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 ｓｆｅｒ

场 ，着力改善投资环境 ，对
＇

国外先 ；４生产要素形成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ｇｒｏｗ ｔｈ

ｉ
ｎ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ｉ
ｎｇ ｅｏｕｎ ｔｘ

ｉ
ｅｓ ：Ａｎ ｅｃｏｎ。

－

虹吸效应 。ｍｅ ｔｒ ｉｃａ ｎａｌｙｓ ｉ
ｓ
”

， ＢａｎｋｏｆＩｔ ａｌｙ ，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Ｄｅ

－

注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

．

①主要是由 于投资母 国 在高科技投资方面有诸多限制 ， 使得Ｄｅｅ
ｐ
ａｋ ， Ｓ ．ｅｔａｌ（ ２ ００ ３ ）

，

“

Ｔｒ ｅｎｄ ｓ ｉ
ｎ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ｉ

ｎｖ ｅｓ ｔｍｅｎ ｔ

东道 国难 以获得跨国 公司 的高新技术投资 。 ｆｌ
ｏｗｓ

：Ａ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
ｌａｎｄｅｍｐ

ｉｒ
ｉ
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

ｉ
ｓ
”

， Ｊ ｏＭｒｗａ Ｚ 〇／

—

７ ９—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Ｂｕｓ ｉｎｅ ｓｓＳ ｔｕｄｉｅｓ３４ （ ４ ）： ３１ ５

—

３２ ６
．ＮＢＥＲＷｏｒ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Ｎｏ

． ７２ ６４
．

Ｅａｔｏｎ ， Ｊ ．＆Ｓ．Ｋｏ ｒｔｕｍ （ ２ ００ １ ） ，

“

Ｔ ｒａｄ ｅ ｉｎｃａ ｐｉｔ ａｌｇ
ｏｏｄ ｓ

’ ’

，Ｌｅｅ ，Ｊ ．

－Ｗ．（１９９５ ） ，

“

Ｃａｐ ｉｔａ ｌｇｏｏｄｓ ｉ
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ｌ ｏｎｇ

－

ｒｕｎ

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 ｅｖｉｅｗ４５ （７ ） ： １ １ ９５

一

１ ２３ ５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４８ （ １ ）：

９ １ 

一

１ １ ０
．

Ｆａ ｒｅ
，Ｒ． ，

Ｓ
．
Ｇ ｒｏ ｓ ｓｋｏ

ｐ
ｆ＆Ｃ

．
Ａ

．
Ｋ

．
Ｌｏ ｖｅ ｌ ｌ （ １ ９９４ ）

？
Ｐ ｒｏｄｕｃ

－Ｌ ｉ
，
Ｃ

． 

－Ｄ
．
＆Ｘ

． 

－Ｓ
，
Ｙ ｉｎ（ ２０ １ ０ ）

，

“

Ｔｈｅ‘

ｐ
ｒｏ ｄｕｃ ｔ ｉｖｉ ｔｙ ｐ

ａｒａｄｏｘ
，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ｓ

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ｏ 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ｅｘ

ｐ
ｏ ｒｔ ｆｉｒｍｓ

：
Ｒ ｅｖ ｉｅｗａｎｄａｓ ｓ 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

，Ｃｈ ｉｎａ

Ｆｕ ， Ｘ．（ ２０ ０ ５ ） ，

“

Ｅｘｐｏ ｒｔｓ
，

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

ｌ ｐｒ
ｏ
ｇ
ｒ ｅｓｓ ａｎｄ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ｓ ｔ ５ （２ ）
：
７４ 

—

８２ ．

ｔｙｇ
ｒｏｗ ｔｈ

ｉ
ｎ ａ ｔｒａｎ ｓｉ 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Ａｎｏｎ

－

ｐ
ａｒａｍｅ ｔｒ ｉｃａｐ

－Ｍａｄ ｓｅｎ ， Ｂ．（ ２０ ０ ７ ）
，

“

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ｓｐ ｉｌ ｌｏｖ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ａｄｅ

ｐ ｒｏ ａｃｈ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
Ｍ

，Ａ ｐｐｌ ｉｅ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ｓ３ ７ （ ７ ） 
：
７２５ 

—

７３ ９ ．ａｎｄＴＦＰｃｏｎｖ ｅｒｇｅｎｃｅ ：
１ ３５ｙｅａｒｓｏ ｆ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Ｇｒｏ ｓ ｓｍａｎ
，Ｇ ．＆Ｅ ．Ｈ ｅ ｌ

ｐ
ｍａｎ（ １ ９ ９ 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ＯＥＣＤｃｏｕｎ ｔｒ

ｉ
ｅｓ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Ｃａｍｂｒ

ｉ
ｄｇｅＭＡ ：

ＭＩＴ ７２ （ ２ ）
：
４ ６４

—

４８０
．

Ｐ ｒｅｓｓ ．Ｍａｚｕｍｄａｒ ，Ｊ ．（ ２００１ ） ，

ｗ

Ｉｍｐｏｒｔ
ｅ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

ｉ
ｎ

Ｈａｌ
ｐ
ｅｒｎ

， Ｌ ． ， Ｍ ．Ｋｏ ｒｅｎ＆Ａ
．Ｓｚｅｉｄ ｌ （ ２ ０ １ １ ） ，

“

Ｉｍ ｐｏ
ｒｔｅｄ ｉ

ｎ
－ＵＤＣｓ

ｗ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５ （ １ ） ：２０９

—

２２４ ．

ｐ
ｕ ｔａｎｄ ｐ

ｒｏ ｄｕ ｃｔｉｖｉ ｔｙ

’’

，
ＣＥＦＩＧＷｏｒｋｉｎ

ｇ Ｐａｐ ｅｒ ，
Ｎｏ

．
２ １

．
Ｍｏ ｄｙ ，

Ｋ
．
＆Ｙ

．
Ｋａｍｉ ｌ（ ２００ ２ ）

，

＾

Ｉｍｐｏｒ ｔｅ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
ｙ

ｆｏ ｒｅｘ
－

Ｈｏｗ
ｉ ｔｔ ， Ｐ ．Ｐ．Ａｇｈ ｉｏｎ （ １ ９９ ８ ） ，

“

Ｃａｐ ｉ
ｔ ａ

ｌａｃｃｕｍ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
ｏ ｒｔ ｃｏｍ

ｐ
ｅ ｔ

ｉ
ｔ

ｉ
ｖｅｎｅｓ ｓ

ｗ

，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 ｉｅｗ １ ６

ｉｎｎｏ ｖａ ｔ ｉｏｎａｓｃｏｍｐ
ｌｅｍｅｎ ｔａｒｙｆａｃ ｔｏｒ ｓｉ

ｎ ｌｏｎｇ
－

ｒｕｎ（ １ ）
：２３ 

—

４８
．

ｇ
ｒｏｗｔｈ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Ｇｒｏｗｔｈ ３（ ２ ） － １１ １

—

１ ３ ０ ．ＵＮＩＤＯ （ ２ ００ ９ ） ，
＾

Ｂｒｅａｋｉ
ｎ
ｇ ｉｎａｎｄｍｏｖ ｉ

ｎｇ 
ｕ
ｐ ：

Ｎｅｗ ｉ
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 ｌ

Ｈｗａｎｇ ， Ｉ ．（ １ ９ ９８ ） ，

“

Ｌｏｎｇ
－

ｒ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ｎｔ ｓｏｆＫｏ ｒｅａｎｅｃｏ

－

ｃｈａｌ
ｌ ｅｎ

ｇ
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ｂｏ ｔｔｏｍｂ ｉ

ｌｌ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 ｉ

ｄｄ ｌｅ
－

ｉ
ｎｃｏｍｅ

ｎｏｍｉｃ
ｇ

ｒｏｗｔｈ
：
Ｅｖ

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

ｉ
ｎｇ

＾

？
Ａｐｐｌ ｉｅｄｃｏｕｎ ｔｒｉ ｅｓ

”

，
Ｉｎｄｕ ｓｔ 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Ｒｅｐｏ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３０ （ ３ ）
：

３９ １
￣

４０ ５ ．Ｗｅ
ｉ ？Ｙ．Ｘ．Ｌｉ

ｕ（ ２００ ６ ） ，
ｗ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
ｖ

ｉ
ｔ
ｙ ｓｐｉ

ｌ ｌｏ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Ｊ
ａｍｅｓ

，
Ｍ

．
Ｄ

．（ １ ９９４ ）
，

“

Ｄｏｅｓ ｉｍ
ｐｏ

ｒｔｃｏｍｐ
ｅｔ

ｉ
ｔ
ｉ
ｏｎｆｏｒ ｃ ｅｅｆｆｉ

－Ｒ＆Ｄ
，

ｅｘ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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