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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本地企业赖以生存的外

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竞争全球化、消费需求多

样化、技术跳跃式革新以及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

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提高自身竞争

实力的创新活动，已成为本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新

主题，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但本

地企业如果想获取这种竞争优势，仅仅依靠自身

“闭门造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不断

的外部学习和知识创造来获取。实际上，随着对外

国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FDI 与本土产业和本土企

业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本地企业如何才能不断

获取外部新技术信息与知识，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

创新受到学者的关注。众多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往

往不是来自本国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知识扩

散的结果。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索 FDI 外溢通

过哪些途径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分析该传导机制可

能受阻的环境因素和企业因素，以弄清 FDI 外溢对

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一、FDI“协助”本土企业创新

20 世纪 60 年代，MacDougall 首次把技术外溢

作为 FDI 的一个重要现象加以研究，引起了众多经

济学家对宏观层面技术外溢途径的重视。许多学者

对澳洲、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等发达国家和乌拉圭、

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均表明，外资企业对

当地企业技术进步产生明显的正效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刘星、包群、赖明勇、何洁等为代表的

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 FDI 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从国家、行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的讨论都表明

FDI 有助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然而，FDI 到底通过

哪些途径将先进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外溢给东

道国企业呢？归纳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FDI 带来的

资本、管理经验和技术信息，可通过多种渠道产生

外溢效应。Blomstrom 和 Sjoholm（1999）认为外资企

业的到来肯定会带给东道国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

同时又会给其带来新产品的模仿机会和人员交流

的学习技术。[1] 因为外资企业的到来迫使本地企业

不得不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以提升核心竞争力，而对

外资企业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是其获取竞争优

势的主要措施之一。同时，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

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训后，有些员工可能将先进技术

和经验带到本地企业。Dunning（1994）则认为本地

企业能成为外资企业的本土供应商，是其获取外溢

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最有效的学习途径。[2] 首先，

外资企业需要一些当地供应商，而对当地供应商设

定技术标准和提供技术指导将无形中提高本土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外资企业的投资可能给

本地企业提供价格低廉、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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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品，为后续生产环节的技术升级创造条件。综合

以上讨论，以 FDI 形式出现的外资企业的入驻，可

以通过五种途径协助本土企业获取自主创新绩效

（见图 1）。

二、产业集群的强化效应与锁定效应

FDI 对东道国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会给当地企

业带来一些新信息，并且通过五种途径将这些新东

西非自愿地外溢给当地企业。但是，对于以地理集

聚形式存在的企业集群，FDI 的技术外溢是否会更

有利于提升当地企业自主创新？产业集群到底起何

作用？在产业集群的外溢效应中，学术界有两种截

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产业集群中已有的

知识积累对 FDI 外溢效应具有强化作用，即产业集

群规模越大、强度越高，越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取”
外资企业的新信息；另一种观点强调，FDI 的战略隔

绝机制对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具有锁定效应，即外资

企业只锁定集群中个别当地“合作伙伴企业”，而新

信息不可能全部外溢给集群内所有企业，所以外溢

效应其实很有限。
（一）产业集群的强化效应（调节作用）

对于第一种观点，Howells（1996）曾指出大企业

的知识外溢对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是一种有效的

促进机制，集群可以协助企业间吸纳新信息并进行

再创新。[3] 由于设备、技术等的限制，单个企业获取

的外溢新信息难以应用到自身新技术和新产品的

开发中，集群内企业如能进行资源共享，那么创新

效果将会更好。同时，不同行业和所处环境不同，集

群的强化效果也不一样。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

了实证研究，Cantwell 等（2002）以欧洲的英国、意

大利和德国 R&D 研究性集群为对象进行分析，[ 4 ]

Guimaraes 等（2000）则以硅谷 IT 集群和伦敦金融业

集群为研究对象，[ 5] 结果都表明集群中的 FDI 技术

外溢效应比分散的强烈。Thompson（2002）以香港在

内地投资的制衣企业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

取数据，证实产业集群中的 FDI 技术外溢效应较分

散的 FDI 更明显，港资企业对于内地企业集群的技

术升级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集群内部本土企业

对于技术学习和创新的效应也比没有吸引港资企

业加入之前要更优。[6]

（二）产业集群的锁定效应（中介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严格的技术保护和

对政策的敏感性不会对整个集群内所有企业的技

术升级带来乐观的结果。[7] 特别是大多数的跨国公

司倾向于把其研发机构、设计部门等主要创新组织

放在母国，而东道国仅是其生产和销售基地，进入

集群区域的子公司往往技术含量较低，自主性差，

难以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升级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深入，即使某些技术引进到东

道国，也只对其指定的若干家本土企业开放，短时

期内很难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Rugman（2003）
将跨国公司这种对本土产业集群的主导性战略称

为“隔绝机制”，通过它实现向特定的合作伙伴扩散

组织能力或让渡竞争优势，而不是向位于该特定地

理空间的所有组织。[8] 这种观点往往忽视或者低估

了本土集群内组织间的信息互惠程度，只要集群中

个别企业获取 FDI 新信息，那么这种“互惠机制”将
在短时间内大大提升本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许多

研究表明，孤立运营的中小企业难以抵御大企业的

规模经济冲击，而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可以通过相互

协作和交流进行调整。本地网络成员间关系越密

切，彼此交换信息、经营技巧和知识就会越多，就越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三、创新能力的调节与中介作用

FDI 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在理论上已经普遍得到

认可，然而对于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却没有一致的

结论。检验结果的不一致除了受模型、分析方法和

数据选择等影响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忽视了本地

企业自身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因为

外部的技术虽然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但并不意味着

本地企业一接触就必然能掌握这些技术。近年来，

以 Borensztein 等（1998）、Jansen 等（2005）和郑慕强

（2011） 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东道国企业自身

“创新能力”，探索其在 FDI 外溢效应与本土企业技

图 1 FDI 外溢效应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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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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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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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绩效之间所起的作用。[9-11]

（一）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

适当的合作与竞争是促进我国 FDI 技术外溢

的重要机制，但外资企业“门槛效应”和本土企业的

“技术差距”过大又会限制外溢的效果。因为存在于

外部的信息虽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但并不意味

着本土中小企业与其接触便必然能掌握这些信息

资源，并转化为自己的创新源。显然，这还需要一定

的技术基础（创新能力）去识别、理解、消化和改造

它们。Kathuria（2001）对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

外溢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国内企业要想从中受

益，必须对“学习活动”进行投资。[12] 我国学者王永

齐（2006）认为更好地获得 FDI 技术外溢效应，首先

要提高本国人力资本质量和水平，从而使企业家获

取足够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以此实现技术的扩散和

转移，获取技术成果。[13] 企业拥有较充足的人力资

本、高级技术人才和技术设施都有利于进行技术创

新以获取好的绩效。
（二）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FDI 外溢不是直接影响本

土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是通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作

用来间接促进企业创新。沈坤荣和耿强（2001）利用

1987~1998 年中国 29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

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多少对于外资的技术外溢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不会直接影

响企业创新，而是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存量间接影

响其创新。[14] Tsai（2006）对 212 家台湾商店进行网

上问卷调查研究，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衡量企业

外部关系，探索创新能力的作用，结果表明创新能

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5]

因为本国人力资本积累（创新能力）对其长期经济

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当本国创新能力积累到较高水

平时，将打破原来低水平的磨合，吸引更多技术密

集型的 MNEs（跨国公司），并使得它们与本国要素

在更高水平重新磨合。

四、FDI 外溢与本地企业创新关系的整合

框架

FDI 外溢与企业创新理论有两个主要的视角：

一是环境因素视角，主要是指当地产业集群；二是

企业能力视角，主要是指创新能力。产业集群视角

认为，在市场与企业相互替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

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经济活动制度，这种新的组

织形式便是企业与外部组织关系的网络，包括 FDI
外溢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FDI 外溢效应不情愿

地将信息转移给产业集群企业，本地企业再整合

集群内资源进行创新，产业集群起调节作用或者

中介作用。
企业能力视角认为，本地企业不会自动地将

FDI 外溢信息转化为产品和技术创新，其自身对新

信息和新知识的适应能力、应用能力和生产能力将

起关键作用。就本土企业利用 FDI 外溢信息以提升

创新绩效而言，创新能力到底起何作用：第一种观

点是调节作用，即创新能力越强，本地企业将外溢

信息转化为创新绩效的效果也越好；第二种观点是

中介作用，即 FDI 外溢信息通过提升本土企业的创

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其创新绩效。
综合考虑两种视角，首先，当 FDI 外溢通过横

向效应和纵向效应将新信息“发布”给本地企业时，

已初步实现了信息与知识的转移。其次，不管新信

息和知识是存在于集群中大部分企业还是个别企

业，都必将通过产业集群的规模、强度和互惠效应

在整个集群中散布，这也完成了信息和知识的全面

转移。再次，由于能力的限制，产业集群内本地企业

获取这些信息，“单枪匹马”地“闭门造车”是很难实

现创新的，协同作战是其最好的选择。因此，协同创

新使几乎所有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得以提升，这

初步实现了被动的能力提升。最后，通过不断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最终实现能力

的主动转化，真正实现产品与技术的创新（见图 2）。

五、小结与展望

本文在文献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产业集群和企业能力视角的 FDI 外溢与本土企业

图 2 FDI 外溢与本土企业创新关系的逻辑框架

FDI 外溢效应
·横向效应
·纵向效应

本土企业创新
·技术
·产品

产业集群
·规模
·强度
·互惠度

创新能力
·适应能力
·应用能力
·生产能力

能力提升

信息转移

能力转化

协同创新

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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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关系的逻辑整合框架，FDI 外溢效应通过产业

集群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我们

认为，FDI 将信息转移给本地企业，本地企业在集群

内实现资源共享，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经过协

同最终实现能力到绩效的转化。从研究思路来看，

从 FDI 外溢源入手，以信息转移、能力提升、协同创

新到能力转换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同时考虑产业集

群的强化效应和锁定效应，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调

节作用与中介作用也是逻辑链中的关键一环。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还有许

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首先，产业集群中包括企业

之间组成的商业网络，也包括政府机构组织，这些

对企业获取和转化 FDI 外溢信息的作用是不同的，

不同的机构所起的协助作用也是不同的。其次，当

地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活动能力是影响创新绩效

的重要因素，但这方面很难进行量化。最后，本文所

揭示的作用机制适合高新产业集群的本地企业，对

于不在产业集群中的、非高新产业的本地企业则可

能并不适合。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对该理

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并明确 FDI 通过哪些途径外

溢信息给本土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集群和创新

能力到底起何作用，以便为我国产业集群的转型升

级和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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