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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广东和福建 7市 139家与外资企业保持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本地企业为样本获取数据, 采用非参数检验

( U检验 ) 以及相关分析 ( Spearm an co rre la tion) 方法, 比较分析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技术外溢效应的不同。结

果表明: ( 1) 各种渠道的技术外溢效应都存在。总的来说, 高新技术产业在某些方面比传统产业技术外溢程度要

高。 ( 2) 对于产业内横向外溢效应, 外资企业的进入都引入了激烈的竞争效应, 但由于行业性质不同, 使得的本

地企业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 3) 对于产业间纵向外溢效应, 由于所处行

业不同, 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效应作用方式不尽相同, 后向联系效应中本地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满足外资企

业 (顾客 ) 要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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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世纪 60年代 M acDougall首次把技术外溢效应作为

外国直接投资 ( FD I) 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分析以来, 技术

外溢效应被认为是 FDI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一种

方式。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大部分

结论都认为 FDI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以促进东道国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建立, 不但可以提

高当地人力资本和土地的生产率, 而且是当地企业技术转移

的重要渠道 ( Solve l,l 1998)。当然 , 跨国公司给本地企业带

来的不仅是专利形式的 /有形技术0, 更重要的是像管理经
验、生产诀窍等 /无形技术0 ( Dunning, 1994)。这些 /无
形技术0 主要通过与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产业内和产业间
联系外溢给本地企业 , 而本地企业自身情况以及组织和环境

因素都可能对这些技术的转移产生影响 ( Char,i 2000)。那

么, 跨国公司是否通过不同的渠道把先进知识和信息 /转
移0 给本地企业, 而技术 /转移0 的方式和程度是否与本地
企业所属行业有关呢? 本研究基于这个问题, 以广东省和福

建省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 139家与外资保持竞争与

合作关系的本地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了高新技术产业与

传统产业的本地企业是否都获取外资企业的外溢技术, 而技

术外溢的方式和程度是否一样。

1 FD I技术外溢效应文献综述

11 1 定义、分类
从企业层面看, 技术外溢就是跨国公司或者外资企业通

过与本地企业的合作与竞争把先进的技术非自愿地 /传递0
给本地企业, 从而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FD I带来

了 /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 0, 可通过多种渠道
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B lom strom ( 1999) 认为 FDI的技术外溢

表现为增加了与本地企业的竞争和人员流动以及对当地企业

的示范作用。 Dunning ( 1994) 则认为技术外溢主要来自外资

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建立的上下游联系, 也就是供应商 -顾客

关系。K inosh ita ( 2000) 把外溢效应分成四种: 示范 - 模范

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和与外资企业联系效应。随后,

有的研究从行业关系角度则把其分为了横向外溢效应 (示

范、竞争和培训 ) 和纵向外溢效应 (供应商 -顾客关系 )。

11 2 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
FD I技术外溢效应有着复杂的作用机制和产生条件, 单

就其存在性而言 , 尽管技术外溢效应得到了理论界某种程度

的认同, 但是却没有被经验研究完全的证实。部分学者的研

究证实了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 ( B lom strom, 1999; 何洁,

2000), 也有的研究给出了相反的结论 ( A itken&H arr ison,

1999; 张海洋和刘海云, 2004)。另外, 对于技术外溢效应主

要以何种方式发生的研究也存在分歧。有的研究认为技术

/转移0 主要表现为产业内外溢: G o rg和 Greenaw ay ( 2001)

认为外溢渠道的驱动力量、模仿、竞争、人力资本和出口等

效应都对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有作用。蒋殿春和厦良科

( 2005) 分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 FDI对国有企业技术创

新的影响及作用的途径, 认为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体现

为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效应。有的则认为产业间的联系

效应更重要: A ltom onte和 Resm ini ( 2001) 通过研究波兰的

制造业企业, 他们以上下游的当地企业销售量为因变量进行

分析, 结果表明建立后向联系能使当地企业产生更高的绩效。

L iu ( 2006) 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发

现, 后向联系相比前向联系和水平联系是最重要的溢出途径。

造成这些研究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事实上

FD I的技术外溢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中的影响因素

和传导机制都难以通过简单的检验得到。除因指标、样本的

选取以及分析技术不同所引起的差异之外, 企业所处行业不

同, 也就意味着市场结构、竞争程度和技术水平等大相径庭,

对待 FDI的态度和政策也存在分歧, 因此技术外溢的效果自

然会存在差异。对于不同行业 FD I技术外溢效应, 许多学者

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和探讨: K okko ( 1994 ) 通过对墨西哥和

乌拉圭两国制造业的研究, 发现 FDI外溢效应的大小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 而这与企业

所处行业有关系。对于中国情况的研究, L i等人 ( 2001) 发

现, 国有企业主要从与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中获益, 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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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企业则主要通过模仿效应和传染效应获益。蒋殿春和张

宇 ( 2006) 通过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探讨了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市场结构和技术差距等行

业特征对其的影响。

迄今为止,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企业技术外

溢效果的研究, 比较分析不同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的相关研

究很少。对于不同行业中技术外溢是否都存在, 技术外溢发

生的方式和程度是否一样? 这对处于不同行业的本地企业更

好学习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于更好利用 FD I促进本

地企业技术进步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21 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来收集样本数据, 问卷首先以小样

本 ( 10份 ) 在与¹ 外资企业保持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厦门本地

企业发放, 预试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和行业具体情况, 再通过

问卷回收和访谈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 使受访者能迅速准确

地理解。问卷调查从 2008年 10月到 2009年 1月分别在闽粤

7市进行, 发放问卷总数 322份, 回收问卷总数 216份, 回收

率 67108% ; 有效问卷 139份, 有效问卷率 431 17%。另外,

受访企业都是与外资企业共处竞争与合作环境下的本地企

业, 企业成立年限都超过 3年。问卷回答者中 35%是企业老

总、 45%为副总或部门经理、 20% 为企业主要负责人, 这确

保问卷信息的可靠性。根据表 1的企业基本信息。

表 1 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统计内容 所有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

11企业成立年限 (年 )

3- 5 32 21 11

5- 8 53 19 34

8以上 54 21 33

21企业规模 (员工人数 )

50以下 38 21 17

50- 100 48 21 27

100以上 53 19 34

31企业所属地区

珠江三角洲 78 40 38

汕头 27 8 19

厦门和泉州 34 13 21

合计总数 139 61 78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

21 2 变量定义、测量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探讨外资企业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各

种效应之间的关系, 对于技术外溢效应的测量条目我们主要

参考了 Thom pson ( 2002) 以及 Lan和 Young ( 1996) 对中国

背景下企业技术外溢情况进行研究的问卷测量条目, 并根据

实际研究对象、内容和可行性进行了调整。采用比较平均值

的非参数检验 ( U 检验 ) 以及相关分析 ( Spearm an corre la-

tion) 方法来比较分析珠三角与夏汕泉地区的企业技术外溢

情况。

我们把本问卷调查所涉及的 9个行业, 根据 2000年 5中
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6 的分类标准把电子元件及组件业 ( 15

家 )、信息通信设备业 ( 21家 )、化学制品业 ( 12家 )、汽车

配件业 ( 9家 )、家电行业 ( 4家 ) 五个行业列为高新技术产

业, 其他四个行业 -纺织服装业 ( 27家 )、食品加工业 ( 14

家 )、塑胶业 ( 17家 )、工艺品业 ( 20家 ) 则列为传统产业。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1 存在性检验
从下表 2和表 3可知 , 对于外溢效应各条目问题的回答

中, 高新技术产业的均值在 5116与 41 44之间, 传统产业则

在 41 95与 41 45之间。所以, 总体而言, 就外资企业是否通

过不同渠道产生技术外溢, 本地企业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31 2 横向外溢效应 (产业内外溢 )

从表 2可以看出, 对于 /外资企业的存在使得他们的经
营活动更高效0 (条目 1), 高新技术产业比传统产业的本地

企业持更肯定的回答 (均值分别为 5116和 4195), 虽然 Z值

( - 11202) 不显著。 /试图模仿外资企业核心产品生产程序0
(条目 2) 和 /学习外资企业的管理经验0 (条目 3) 两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也都比传统产业的本地企业给出更肯定的回

答, 虽然 Z统计值也都不显著。另外, 对于员工流动效应两

个条目, 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本地企业对 /渴望雇佣
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0 (条目 4) 的均值相差不大, Z值也不

显著, 总的来说没什么差别; 而对 /渴望雇佣外资企业的技
术人员0 (条目 5) , 前者比后者给出更肯定的回答 (均值分

别为 41 77和 4145) , Z统计值为 - 11713, 在 10%水平上显著

差异。

表 2 横向 (竞争、模仿、员工流动 ) 外溢效应 a

(均值、标准差、Z统计值和相关分析 )

变量
高新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

均均值值 标标准准差差
Z
b
值

变量 c

1 2 3 4 5

11外资企
业的存在
使得我们
的经营活
动 更 高

效 1

51 16 01979 41 95 11235 - 11202 1 - 01 081 01 091 01311* * 01 303* *

21我们试
图模仿外
资企业核
心产品生
产 程 序 /
技术 1

41 97 01992 41 81 01996 - 01935 01 289* * 1 01 093 0107 01075

31我们试
图学习外
资企业的
管理经验
/方式 1

51 00 11069 41 84 11128 - 01395 01157 01 345* * * 1 01 369* * * 01191

41我们特
别渴望雇
佣外资企
业的管理
人员 1

41 89 11071 41 92 11010 - 01078 01224* 01240* * 01271* * 1 01 264* *

51我们特
别渴望雇

佣外资企
业的技术
人员 1

41 77 11007 41 45 01963 - 11713* 01363* * *
01 331* * *

01247* *
01251* *

1

  注: a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打分: 从 /决不同意 0 到 /深有同感 0, 分别给予 1到 7

不同程度的评分。b非参数检验 (M ann - Wh itney U tes t)。c相关矩阵左下角是高新技术产业,

右上角是传统产业。

* 表示 P< 0110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 01 05水平上显著; * * * 表示 P< 0101水平
上显著 (双边检验 )。

表 2还给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的本地

企业 /雇佣技术人员0 (条目 5) 与 /模范和学习外资企业
先进技术0 (条目 2) 和 /管理经验0 (条目 3) 之间的相关

系数都显著为正 (表 2: r52 = 01 331, P< 0101; r53 = 01247,
P< 01 01), 而传统产业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且不显
著。值得注意的是, 对 /雇佣管理人员 0 (条目 4) 与 /学
习管理经验0 (条目 3) 之间的相关系数两个行业都显著为正

(表 2) , 而且传统产业 ( r43 = 01369, P< 01 01) 比高新技术
产业相关系数更大且更显著 ( r43 = 01271, P< 01 05)。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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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虽然外资企业的进入都对本地企业生存和发展产

生很大的冲击, 这便使得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

技术和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来获取竞争优势。但是, 对于这

种冲击, 高新技术产业比传统产业的竞争要来得更激烈。所

以, 雇佣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高新技术产业

的本地企业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手段和信

息来源; 而对于技术要求不高的传统产业的本地企业来说,

雇佣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学习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

则比模仿先进技术显得更重要。

31 3 纵向外溢效应 (产业间外溢 )

表 3 纵向 (后向、前向 ) 外溢效应 a

(均值、标准差、Z统计值和相关分析 )

变量
高新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

均均值值 标标准准差差
Z

b
值

变量 c

1 2 3 4 5

11由于外资
企 业 ( 顾
客 ) 的高要
求而不断提
高产品和服
务水平 1

5116 11011 4183 11167 - 11685* 1 - 01063 01016 01355* * * - 01117

21为提高产
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与外
企 (顾客 )

保持紧密联
系 1

4197 11112 4162 11203 - 11757* 01615* * * 1 01159 01200 01026

31作为外资
企业供应商
时生产的产
品 /服 务 比
以前更物有
所值 1

5103 11168 4163 11112 - 21328* * 01444* * * 01538* * * 1 - 01039 - 01088

41我们进行
生产的原材
料 /原 件 /机
器设备主要
向外资企业
购买 1

4155 11234 4157 11275 - 01020 01091 01165 01072 1 01303* *

51为获取更
好原材 料 /

原 件 /机 器
设备, 我们
与外企保持
紧密联系 1

4144 11521 4149 11201 - 01145 - 01108 01195 01183 01312* * 1

  注:
a
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打分: 从 /决不同意 0 到 /深有同感 0, 分别给予 1到 7不同程度的评分。

b

非参数检验 (M ann- Wh itneyU test)。c相关矩阵左下角是高新技术产业, 右上角是传统产业。

* 表示 P< 0110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 0105水平上显著; * * * 表示 P< 0101水平上显著 (双边检

验 )。

从表 3关于行业间垂直外溢效应的 5个条目可以看出:

对于后向联系效应 (条目 1、2、 3), 也就是作为外资企业的

本地供应商而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比传统产

业的本地企业外溢程度和效率更好 ( Z值分别为 - 11 685、 -

11 757、 - 21328, 并在 10%、 10%和 5%水平上显著差异 );

而前向联系效应 (条目 4、 5), 两个行业的技术外溢情况则

没有显著的差别 ( Z值没有显著差异 )。

关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情况, 高新技术产业的本地企

业 /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0 (条目 1) 与 /与外资企业
保持紧密联系0 (条目 2) 和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比以前更
物有所值0 (条目 3)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3: r12 =

01 615, P< 01 01; r13 = 01444, P< 01 01); 传统产业的本地企
业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则不显著。另外, 对于传统产

业本地企业来说, /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 0 (条目 1) 与

/向外资企业购买材料 /原件 /机器设备0 (条目 4) 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3: r14= 01355, P< 01 01), 而高新技术
产业却不显著。

总之,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 后向联系所产生的技术

外溢效应比传统产业要来得明显, 而前向联系两个行业所产

生的外溢效应则没什么差别。在后向联系效应中, 高新技术

产业的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 (顾客 ) 保持紧密联系和生产更

物有所值的产品, 以此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外资

企业 (顾客 ) 的高要求; 而传统产业的本地企业则是通过购

买先进的材料 /原件 /机器设备来满足外资企业 (顾客 ) 的高

要求。

4 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闽粤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外资企业对本

地企业技术外溢效应以及这些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根据上

面的结论, 对本地企业的管理者来说,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启示:

第一, 不管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 本地企

业在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和竞争中应该重视各种技术外溢渠道

所产生的效应。因为,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 虽然外资企业

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 但是技术

外溢都是存在的。

第二,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本地企业来说: 首先, 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想获取竞争优势, 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

和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是比较有效的, 这可以通过雇佣外资

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完成。其次, 尽量争取成为外

资企业的本地供应商。因为, 通过与外资顾客保持紧密联系

和生产更物有所值的产品以满足外资顾客的高要求, 这使得

企业能更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技术创新。

第三, 对于传统产业的本地企业来说: 首先, 学习外资

企业的管理经验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这可以通过雇佣外资企

业管理人员来实现。如汕头内衣行业, 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

毕竟技术含量都不高, 而协调好企业生产和营销才是关键,

所以好的组织和协调人员就相当重要。另外, 尽量保持与外

资原料 /机器设备企业的联系。因为, 传统产业 (如内衣、

工艺等 ), 新技术来源于新机器设备, 与外资设备生产商联

系有利于获取更新生产的信息而开发出新产品, 满足更多外

资企业的需求。

注释: ¹ 通过问卷前测我们发现, 与本地企业往来的外资企业有外

合资和外商独资等形式, 这难以鉴定。所以, 不管企业经营方式如

何、外资所占比重多少, 只要有外资参与经营的企业, 本研究都认为

其对本地企业存在技术外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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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对策

产品扩散模型作为市场预测的一个重要工具, 预测准确

性一直是模型选择的重要考量指标, 本文使用我国电信市场

的历史数据, 对比了 Bass模型、Log istic模型以及 Gompertz模

型在预测能力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对正处于快速增长期的

移动电话市场而言, G om pertz模型表现出很好的预测能力和稳

定性。对已经进入相对成熟期的固定电话市场而言, Bass模

型的预测能力较强。

从模型的预测来看,我国的固话市场已经接近饱和, 运营

商必须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 大力发展互联网用户, 依靠互联

网用户的增长来扭转颓势。尽管移动用户增速很快,但是从预

测来看, 移动用户的增速也会逐渐降低。移动运营商必须未雨

绸缪, 借助 3G技术进行网络升级, 通过技术进步来拉动用户

增长, 逐步扩大增值业务和数据业务所占比重。

注释: ¹ 本文在该参数初始值设定上尝试了变化 (从 1300到 600) ,结

果表明对最终的估计结果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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