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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摒弃了%从 3̀ 8进入研究东道国溢出效应&的传统思路!强调 3̀ 8退出对东道

国的受益(贡献)情况#文章进一步利用"$$40"$%!年间两位码分类的中国工业动态面板数据!估

计了 3̀ 8退出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研究发现'3̀ 8退出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呈现出显

著的差异性!以追求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优势为战略动机的探索型 3̀ 8退出抑制了中国工业绩

效的改善!而以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为投资目标的利用型 3̀ 8退出则有利于整体工业水平的提

升!其对工业绩效改善的贡献呈递增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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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内生化的过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3̀ 8"则是这一过程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多年的工业发展史上%中国通过参与国际价值链体系分工%以低成

本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吸引了大量 3̀ 8%促进了对先进工业技术和现代工业组织模式的有效学

习%工业竞争力由比较优势驱动向竞争优势驱动演变的趋势愈加明显%持续!$年的高速追赶极大地缩小了

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最终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看来%中国堪称

#成功利用外资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化的发展阶段%工业资本丰盈度和创新能力的本质性改

观使得中国工业品市场进入了相对饱和的状态&工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买方市场的形成导致



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利用 3̀ 8来打破行业和地区分割%促进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的

作用已经相对减弱%吸引外资与中国工业有限的外资规模市场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传统的引资战略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3̀ 8的溢出效应%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
)%*

&在技术差距显著收敛的条件下%对

3̀ 8的过分依赖势必影响到中国工业结构升级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

通过 3̀ 8的退出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加快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显得至关重要&这一转变关系到中

国工业是否能够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产业链条%实现工业结构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因此%探索

3̀ 8的退出对于中国工业结构升级+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评述与假说提出

#一$ 文献评述

有关 3̀ 8退出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视角展开'一是分析稳态技术差距条件下东道国贸易政策的特征

与 3̀ 8退出的现状&UmK,C/!"$%%"

)!*

认为%在稳态技术差距条件下%先进技术作为无形产品向东道国转移%

能够降低东道国企业的学习成本%减少不确定性风险&沿着这个思路%P.?.M.和 8F.;D.M)!"$%7"

)7*

在动态

博弈框架下研究了南+北方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过程%结果发现%给定相同的资源成本%北方国家因后进技

术的转移而提高了潜在先进技术的开发%南方国家通过接受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而提高了整体技术水平&

二是考察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收敛变化对 3̀ 8退出的影响&S>n.A和 3)?D<\)DC?!"$%!"

)1*

在进行了

大量经验验证工作后发现%只要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的禀赋结构相似程度足够高%且 3̀ 8累积规模和东

道国产业发展规模能够随当期收益即时!8?DA.?A.?C>D,N"调整时%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将无法并存&也就

是说%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收敛%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并存的内点均衡解!8?AC/;)/9i>;,;K/;<

>L"逐渐呈现出非稳定性的特征%这种非稳定性的特征迫使跨国公司退出东道国市场&三是探讨和确定东

道国政府在 3̀ 8退出机制中的角色&正如王军等!"$%!"

)&*

所观察到的那样%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

有沿着稳态的增长路径进行%尤其是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在陈爱贞!"$%""

)5*

看来%跨国公司往

往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方式对转型时期的东道国实施技术控制%竞争机制在给

跨国公司带来重大战略利益的同时%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竞争效应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

种负面影响被概括为#市场攫取$!-./MCARAC.,;?J"&虽然东道国政府通过鼓励政策以提高 3̀ 8的技术溢出

效应%但是较低的边际成本使得跨国公司通过扩大市场来挤占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3̀ 8在短期内利用

降低跨国公司生产率的方式迫使东道国企业削减产量&东道国市场结构日趋寡断%阻碍了东道国企业内生

技术的发展&

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 3̀8的退出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从研

究的体系上看%基于市场博弈行为的代表性跨国经济部门中的 3̀8退出分析还缺少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研

究的内容上%许多学者从政策环境+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分析%但涉及 3̀8退出效应的研

究不多%且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框架%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难以统一&鉴于此%本文摒弃了传统的#从 3̀8进入

研究东道国溢出效应$的传统思路%强调 3̀8退出对东道国的受益!贡献"情况&通过构建 3̀8退出的两阶段博

弈模型研究 3̀8在代表性跨国经济部门中的退出效应%为实施差异化引资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二$ 假说提出

循着 [CC!"$%1"

)4*

的思路%我们考虑一个由 3̀ 8组成的代表性跨国经济部门%在这个经济部门中有三

个国家'一个是跨国公司母国 !4

#$.,

"%另外两个分别是东道国 L!4L

#$)2

" 和东道国 '!4'

#$)2

"&这三个国家

根据自身的资本收益率对 3̀ 8的进入和退出进行抉择%并决定是否将先进技术从母国向东道国转移&我们

采用柯布0道格拉斯!S)KK<̀)>J,.D" 生产函数来刻画代表性跨国公司 *的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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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

*%2

代表跨国经济部门中*国2时期的工业总产出%L代表技术进步系数% _为资本存量%J代表劳

动存量%7!D" 是影响总产出的各种因素的函数集合&不失一般性%我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普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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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工业%与东道国 L和东道国 '的工业相比%母国的跨国公司拥有较高的资本 , 劳动比率%东道国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学习效应吸收 3̀ 8的技术溢出%两者之间的资本 , 劳动比率差距越大%学习效应的

模仿成本越小&受到资本逐利性的影响%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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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程!"" 可以看出%母国的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资本收益率%会倾向于在东道国 L或东道国

'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只要方程!"" 成立%3̀ 8在跨国经济部门中的流动有利于促进各个国家的工业经济

增长&假设跨国公司欲向东道国L进行投资%

!若东道国L市场上原有!N

L

M%" 个公司%母国跨国公司进入

东道国 L市场后的公司数变为 N

L

个%跨国公司会根据市场上的公司数量推断东道国 L的反需求函数为'

T

L

!a" P

A4

L

N

L

5 Mba !!"

方程!!"中%A4

L

是由东道国L要素禀赋特征所决定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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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道国L代表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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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单位成本%5+b为待定参数&更进一步地%我们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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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东道国 L代表性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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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跨国公司投资东道国 L后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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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东道国 L的代表性公司 *的预期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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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经济部门中 3̀ 8的退出遵循两阶段博弈过程'第一阶段%东道国 L的工业技术处于稳定状态%其

代表性公司通过学习效应不断提高资本收益率%跨国公司根据东道国 L市场上的产品竞争程度决定预期

利润&第二阶段%随着 3̀ 8的不断流入%母国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提高%而东道国 L的资本收益率则呈现出逐

渐下降趋势&为了求得东道国L中代表性公司*的预期利润%应首先求解东道国L中代表性公司*的反应函

数 -

*

%使得预期利润函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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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 的反应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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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从方程!&" 可以得出东道国 L中所有代表性公司的反应函数为'

-

*

P]

L*

P

A4

L

N

L

5 Mb

"

*

#

%

]

L6

M

4

L

N

L

b

2

-

6

P]

L6

P

A4

L

N

L

5 Mb

"

*

#

6

]

L6

M

4

L

N

L

b

2

-

+

P]

L+

P

A4

L

N

L

5 Mb

"

*

#

+

]

L6

M

4

L

N

L





















b

!5"

5!

'第 ! 期 ''宋'炜' 外商直接投资的退出效应与绩效检验

!

本文假定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形下%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成本函数&规模报酬不变是将柯布0道

格拉斯!S)KK<̀)>J,.D" 生产函数转换成密集形式时的假定条件&



东道国 L中代表性公司的反应函数的交点即为纳什均衡&由此可以得出纳什均衡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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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方程!4" 代入方程!7"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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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一般性%东道国 '中代表性公司 *的预期利润函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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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将 3̀ 8投向东道国 L的条件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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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跨国经济部门中 3̀ 8的退出在第一阶段过程中是由东道国 L工业品市场上的收益率来决

定的&当B!

'

L*

" cB!

'

'*

" 时%跨国公司倾向于将 3̀ 8投向东道国L%以探索与其现有资本收益率互补的全

球性市场%籍此提升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在这一阶段中%3̀ 8在母国与东道国 L之间的流动不但促进

了母国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同时还使得东道国 L利用跨国公司的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提升了自身专有优

势水平%这种#探索$ 意义上的跨国境投资有效地缩小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根据以上分析%我

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 %'

假说 %'随着跨国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和对华投资总量的提高!以追求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优势为战略

动机的探索型 3̀ 8的退出抑制了中国工业绩效的提升#

第二阶段中%随着 3̀ 8源源不断地进入东道国L%东道国L的资本丰盈度发生了显著改观%资本边际产

出的下降使得后发利益增量!递减的工业在进入领域+技术选择和成本结构上的优势丧失%进而形成了工

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倒逼机制受到东道国L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的影响%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转移已积累创新资源和研发能力以进一步攫取利润的行为迫使 3̀ 8交易成本

迅速上升%因而是一种#利用$ 意义上的跨国境投资&这就意味着当方程!"" 不成立时%3̀ 8就会产生两种

可能性'一种是 3̀ 8将会停止流入东道国L(二是跨国公司会寻找资本收益率较高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在

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是否选择东道国 L继续进行投资取决于交易成本和资本收益率二者的对比&

随着东道国 L整体技术水平和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亦呈现出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

工转移的趋势&当4

L*

cL.T

4

L

N

( )
L

时%由于资本过度集聚的非经济性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和总成本的增加%跨

国公司在东道国 L的价格竞争效应日趋激烈%市场饱和与利润摊薄使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 L逐渐丧失了

低成本优势
)%$*

&为了保持与世界其他跨国公司的战略均势%给定相同的要素禀赋条件%跨国公司通常偏好

采取战略防御性的跟进策略%选择资本 , 劳动比率差距较大的东道国 '进行投资%以减少外部不确定性%

4!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当学习成本!:C./?;?JS)DA" 低于创新成本!8??)O.A;)? S)DA" 时%存在后发利益!:.AC<̀COC,)G;?J

6HO.?A.JC"&后发利益增量!创新成本与学习成本之差" 是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



降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本收益率&

!沿着这个思路%跨国公司将 3̀ 8退出东道国L的条件可以表

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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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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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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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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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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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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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

L

5 M

4

L

N

( )
L

"

&

!N

L

Q%"

"

b

!%""

假定东道国L和东道国'具有相同的初始要素禀赋%跨国公司将 3̀ 8投向东道国'就可以获得高于东

道国 L的预期利润&这意味着东道国 '的边际产出大于东道国 L%即'

&

O

4'

#$)2

%2

&

\S>

4'

#$)2

%2

c

&

O

4L

#$)2

%2

&

\S>

4L

#$)2

%2

c$ !%!"

方程!%!" 表明%在同一稳态条件下%如果 3̀ 8分别对东道国L和东道国'的工业总产出具有显著的正

向效应%当东道国 '的边际产出高于东道国 L时%跨国公司就会将 3̀ 8退出东道国 L%继而投向东道国 '&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
&

O

L%2

&

\S>

P&!2" $̀%则跨国公司的 3̀ 8就会陆续地退出东道国L%即跨国公司的 3̀ 8在

东道国 L的边际产出是时间的减函数%直到
&

O

L%2

&

\S>

P&!2" P$ 为止&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 3̀ 8对东道国 L

的工业总产出函数可以表示为'

O

L%2

PL

*%2

!\S>%d

L%2

"&!_

L%2

%J

L%2

",

7!2Z\S>%d

L%2

"

!%7"

方程!%7" 中%d

L%2

是指不存在 3̀ 8时获得的希克斯!U;IMD" 中性技术进步时间趋势2条件下的控制变

量&2Z3̀ 8表示仅由跨国公司 3̀ 8所导致东道国L的技术进步&在这个意义上%3̀ 8的退出对东道国L工业

总产出的效应可以表示为'

&

O

L%2

&

\S>

P

&

L

*%2

!\S>%d

L%2

"

&

\S>

Q,

7!2Z\S>%d

L%2

"

&

7!2Z\S>%d

L%2

"

&

\S>

!%1"

方程!%1" 中%

&

L

*%2

!\S>%d

L%2

"

&

\S>

表示随着跨国公司投资总量的提高%跨国公司增量 3̀ 8对东道国L的技

术进步效应&,

7!2Z\S>%d

L%2

"

&

7!2Z\S>%d

L%2

"

&

\S>

则表示随着东道国 L工业资本的日益深化和工业关联度的不断

提高%跨国公司增量 3̀ 8对东道国L的边际产出效应&当
&

O

L%2

&

\S>

$̀时%3̀ 8的退出对东道国L工业总产出有

着显著的改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 "'

假说 "'随着中国工业整体水平和资本丰盈度的大幅提高!以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为投资目标的利用

型 3̀ 8的退出有利于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对工业绩效的改善作用显著增强#

三" 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

3̀ 8退出对中国工业绩效的效应在长期内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工业绩效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

到过去因素的影响& 因此% 计量模型需要在动态面板数据条件下构建& 我们借鉴 U)HC/,C;? 和

@B;AC!"$%""

)%%*

有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将方程!%7" 扩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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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应该选择与母国生产技术相近的国家%这样容易在东道国%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找到立足点%占领当地市场%以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并降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本收益率&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纯粹的技术进步节约了资本%降低了资本产出比率%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则提高了资本产

出比率%二者的总效应决定着资本在跨国经济部门中的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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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

*%2

表示行业 *第 2时期的工业绩效%,?O

*%2M%

表示行业 *第 2M% 时期的工业绩效%3̀ 8o,e*2

*%2

表

示跨国公司在行业 *第 2时期的 3̀ 8的退出%d

*%2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S为一组虚拟变量%

(

*

为非观测效应%

概括了影响 ,?O

*%2

但又不随时间而变化的所有无法观测的因素&

#

*%2

为时变误差%表示因时而变并影响着

,?O

*%2

的那些无法观测的因素&

#二$ 变量度量

H*工业绩效%衡量工业绩效的主要指标包括利润!生产"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P3Z"%由于后者客观地

反映了除生产要素以外的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增长的综合绩效%因此成为最常用的指标&本文采用数

据包络分析! 9̀6" 的非参数 -.;Li>;DA指数方法估计中国工业的 P3Z%

!作为工业绩效的度量指标&

I*3̀ 8的退出%由于直接衡量 3̀ 8退出效应的数据难以获得%我们利用方程!%1" 中的技术进步效应与

边际产出效应共同刻画 3̀ 8的退出效应&X.A;DDC!"$$""

)%"*

认为%技术进步效应主要由技术的专业化程度

所决定的&我们参照 -;B?!"$$7"

)%!*

的做法%将方程!%1" 中技术进步效应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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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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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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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

\S>

*%2M%

!Hd>

*%2

MHd>

*%2M%

"

Hd>

*%2M%

!%5"

方程!%5" 中%\S>

*%2

为 2时期行业 *的 3̀ 8%Hd>

*%2

为 2时期行业 *的工业总产值%

!\S>

*%2

M\S>

*%2M%

"

\S>

*%2M%

表

示 2时期行业*的 3̀ 8增长率%

!Hd>

*%2

MHd>

*%2M%

"

Hd>

*%2M%

表示2时期行业*的工业总产出的增长率&当\S>!!TB"

*%2

`% 时%3̀ 8对行业 *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显著%意味着 3̀ 8的退出有利于工业绩效的提升&

Y,.CDC/等!%##""

)%7*

认为%边际产出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根据垄断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只有在

拥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一定的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才会进行直接投资&在不完全竞争的东道国市场上%虽然

政府通过鼓励政策以提高 3̀ 8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较高的边际成本使得跨国公司通过 3̀ 8的退出以缩

小其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基于此%我们将方程!%1" 中边际产出效应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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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程!%4" 中%T>4

*%2

为 2时期行业 *的实收资本%T>4

+%2

为 2时期中国工业的实收资本%

\S>

*%2

T>4

*%2

表示 2时

期行业 *的 3̀ 8比重%

\S>

+%2

T>4

+%2

表示 2时期中国工业的 3̀ 8比重&\S>!4[F"

*%2

中的 4[F

*%2

越小%表明跨国公

司 3̀ 8对中国工业的边际产出效应越不显著%意味着 3̀ 8的退出有利于工业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将方程!%&" 进一步扩展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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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控制变量%S.?AFC,,等!"$%$"

)%1*

的研究表明%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对外投资

过程中%最为关心的因素主要有东道国的经济集聚性+交易成本+产业结构特征和市场规模等%而对于一些

中小型跨国公司%其技术的先进性水平薄弱%产品的市场平均利润率较低%技术效益的滞后性与资本逐利

性之间的矛盾使得这类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生产效率和税负水平较为敏感&结合以上分析%本文的设定控

制变量主要有'集聚经济!]\X"+交易成本!P\S"+产业结构!8(̀ "+生产效率!Z\V"+市场规模! R8̂"和

$7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 "$$40"$%! 年中国工业的 P3Z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税负水平!P62"&

K*虚拟变量%本文通过虚拟变量来控制退出时机! òP8-9"和年度! ò_96\"的影响&退出时机反映

了现有工业技术水平是否具备收敛优势%较早的退出时机意味着工业的技术水平拥有较大的收敛空间&本

文根据跨国公司的行业变更历史%按照行业变更登记将退出时机分为两组%如果某一行业在"$$40"$%!年

间跨国公司的退出数量大于进入数量%则变量取值为%%否则变量取值为$&本文引入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

企业共同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表%是主要变量的定义和符号&

表%'主要变量的定义和符号

变量 定义 符号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工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估计 P3Z

解释变量
技术进步效应 行业 3̀ 8增长率h工业总产出的增长率 3̀ 8!RZ9#

边际产出效应 行业的 3̀ 8比重h中国工业的 3̀ 8比重 3̀ 8!SV-#

控制变量

集聚经济 城镇人口h总人口 ]\X

交易成本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h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S

产业结构 利润总额h成本费用总额 8(̀

生产效率 !利润总额 d税金总额 d利息支出#h平均资产总额 Z\V

市场规模 工业销售产值h工业总产值 R8̂

税负水平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h主营业务收入 P62

虚拟变量
企业退出时机 登记以前年份的变量取值为%"否则取值为$& òP8-9

年度 控制各个产业共同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 ò_96\

#三$ 数据来源

H*数据%本文采用"$$40"$%!年间按两位码分类的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

代码/!YXhP75170"$$""的分类标准%全部工业共有!#个两位码行业%但在其他采矿业中外资企业并无分

布%故将其从样本中剔除%个别年份的个别变量有缺失的%取未缺失年份变量的均值&本文中的所有数据均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外资

统计/&经过处理后%我们得到的样本包括!4个两位数码行业在&年内共计""4个观察值&

I*3̀ 8类型的划分%本文利用 3̀ 8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划分 3̀ 8类型&张军!"$$""

)%&*

认

为%3̀ 8的类型是厂商对生产要素选择的结果%给定生产要素的初始禀赋%厂商必然选择边际贡献较大的

3̀ 8%边际贡献的最大化取决于资本产出效率&基于此%本文借助方程!"$"划分 3̀ 8类型'

\S>!23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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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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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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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

)

H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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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S>

*%2

)

Hd>

*%2

为 3̀ 8对行业 *第 2时期的贡献度%

)

\S>

+%2

)

Hd>

+%2

为 3̀ 8对中国工业第 A时期的贡献度&当 3̀ 8

!ANGC" p%时为探索型 3̀ 8(反之为利用型 3̀ 8&

!

四" 计量分析结果

#一$ 基本估计结果

表"报告了方程!%#"的估计结果&其中%列!%"和列!""分别以探索型 3̀ 8和利用型 3̀ 8为解释变量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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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计算%3̀ 8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探索型 3̀ 8"的国家依次为英国+日本+美国+新加坡+韩国+德

国+荷兰+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西班牙(反之则为贡献度小于%!利用型 3̀ 8"的国家&



估计结果&在没有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下%列!%<%"和列!"<%"将 3̀ 8的技术进步效应+边际产出效应+资本

和劳动均视为内生变量%其工具变量由差分滞后和水平变量!Y--"来构造&列!%<""和列!"<""引入其他

控制变量%并在估计中将这些控制变量视为严格外生变量&从表"列出的 6/C,,.?)<X)?H 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6/C,,.?)<X)?H E)/6\!"""来看%计量模型的残差不存在显著的二阶序列自相关%表明计量模型的 R_R<

Y--估计结果是无偏和一致的%意味着采用 R_R<Y--对本文的模型进行估计是合适的&由 U.?DC? ACDA

的 G 值可知%计量模型通过了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U.?DC? 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

的&同时% ;̀EEC/C?IC<;? U.?DC? 工具变量检验进一步表明%Y--类和 8+类工具变量的检验是有效的%且计

量模型的 \统计量和 -

"

都符合模型的基本预期%表明模型的设定是有效的%这为本文提供了更为可靠的

参数估计结果&

表"'3̀ 8退出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P3Z

!%# !"#

!%<%# !%<"# !"<%# !"<"#

3̀ 8oCT;A

0"*&4%4

!

!%*5##

0&*!1#!

!!

!"*"&#

4*%7&#

!

!%*51#

!*#77"

!!!

!"*57#

:?P3Z! 0%#

04*!$&&

!

!%*57#

01*%#%#

!

!%*#%#

7*4!#%

!!

!"*"1#

%*##!#

!!!

!!*$$#

]\X ,

7*4&7&

!!

!"*7%#

,

#*"!5"

!!

!"*77#

P\S ,

1*51""

!!

!"*%&#

,

%*57%5

!

!%*#1#

8(̀ ,

5*!#1!

!

!%*&4#

,

!*7$$4

!!!

!"*&5#

Z\V ,

5*%7!#

!

!%*#!#

,

5*4%$"

!

!%*5!#

R8̂ ,

!*#$#4

!

!%*&&#

,

#*5"%%

!!

!"*!4#

P62 ,

07*&7&7

!%*74#

,

01*$44"

!

!%*#$#

òP8-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_9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6/C,,.?)<X)?H E)/6\!%# $*$$$$ $*$$$! $*$$$% $*$$$$

6/C,,.?)<X)?H E)/6\!"# $*"477 $*"71% $*!"75 $*%5&"

U.?DC? ACDA $*"&1" $*""71 $*"!!# $*"1!7

;̀EEC/C?IC<;? U.?DC?!Y--# $*%575 $*%"77 $*%15% $*%7&!

;̀EEC/C?IC<;? U.?DC?!8+# $*#"1% $*#%&7 $*4#%& $*#75"

\统计量 7&*## 7%*74 74*"& 77*45

Z/)K p\ $*$$$$ $*$$$% $*$$$$ $*$$$$

-

"

$*&41% $*5$!% $*&4"7 $*&5$!

调整 -

"

$*&4%1 $*&#7" $*&5!% $*&&"&

观察值 ""4 ""4 ""4 ""4

''注%!%#小括号内为 A值&!"#

!

'

!!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g'1g'%g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年度虚拟变量的参照

标准为"$%!年&

根据表"提供的信息%在控制了退出时机! òP8-9"和年度! ò_96\"虚拟变量后%我们发现'

当探索型 3̀ 8oCT;A每提高%单位%导致工业 P3Z降低"*&4%4g!在%$g的水平上显著"和&*!1#!g!在

1g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探索型 3̀ 8的退出对工业 P3Z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把 P3Z的滞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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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项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时%变量的系数及绝对值都保持相对稳定%意味着探索型 3̀ 8oCT;A对中国工业

P3Z的效应是呈反比例线性变动的&从全球产业分工链的视角来看%战略资源与竞争能力的差异决定了探

索型 3̀ 8的全球竞争优势并非只能在单一母国基础之上形成&当跨国公司母国缺少某些战略资源和竞争

能力%且无法通过母国本土企业低成本+迅速地培育或获得时%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攫取互补

性资产和协同性资源%通过专用性资产的租金属性与已有的核心能力加以整合%提升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

技术水平%形成跨国公司独特的专有优势&这种专有优势主要表现为以追求#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优势

为战略目标%将先进技术研发的激励单元转向母国之外的子公司以获取世界性知识资源&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工业可以迅速累积高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经验%缩小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抓住新全球产业价值链未

完全形成的有利时机%培育中国工业挤进新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探索型 3̀ 8的退出

无助于中国工业绩效的提升&本文假说%得到了验证&

当利用型 3̀ 8oCT;A每提高%单位%导致工业 P3Z提高4*%7&#g!在%$g的水平上显著"和!*#77"g!在

%g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利用型 3̀ 8的退出对工业 P3Z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把 P3Z的滞后一

期项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时%变量的系数及绝对值都保持相对稳定%意味着利用型 3̀ 8oCT;A对中国工业

P3Z的效应是同比例线性变动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

增强%国际分工越来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利用型 3̀ 8的技术层次和资本含量偏低%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相

对较差%国际间要素的流动不能有效地将跨国公司的市场交易活动内部化%利用型 3̀ 8需要更多的信息成

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以适应中国工业不断提高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交易成本的上升使得利用型

3̀ 8在后发优势领域的技术选择和成本结构上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技术收敛空

间%难以利用规模经济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交易成本的提高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学习

和赶超意愿%利用型 3̀ 8的退出能够降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显著提升中国工业的 P3Z&本文假

说"得到有力的支持&

#二$ 稳健性检验

3̀ 8的退出往往伴随着经济波动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会影响到工业绩效的显著性&考虑到计量模型可

能难以控制短期经济波动对工业 P3Z的效应%我们用移动平均工业 P3Z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消除短期经济

周期的影响&我们以!年为一个周期!对样本中的工业 P3Z取移动平均值%解释变量则取各周期年份的平

均值%利用所获得的新样本数据检验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如表!所示"&

表!'3̀ 8退出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P3Z

!%# !"#

!%<%# !%<"# !"<%# !"<"#

3̀ 8oCT;A

0%*!7%"

!

!%*47#

01*##7#

!

!%*#$#

%*7&5%

!

!%*&5#

1*$%#%

!!

!"*75#

:?P3Z! 0%#

0"*7%4!

!!

!"*"4#

05*5&41

!!

!"*$&#

!*77!4

!!

!"*%&#

5*5$51

!!!

!"*4%#

]\X ,

7*5"!1

!!

!"*%7#

,

!*#5$7

!

!%*#7#

P\S ,

&*45!&

!

!%*&4#

,

!*454&

!!

!"*%$#

8(̀ ,

#*5&!!

!!

!"*!&#

,

4*"!15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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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本文的数据样本仅有&年的观察值%我们以!年为一个周期进行移动平均计算%这样可以尽最大程度地保留数据

样本&



续表J

被解释变量

,?P3Z

!%# !"#

!%<%# !%<"# !"<%# !"<"#

Z\V ,

%*%&%7

!!

!"*%!#

,

&*7#!5

!

!%*5&#

R8̂ ,

4*"$4%

!

!%*57#

,

1*%%""

!!

!%*#4#

P62 ,

0!*77$4

!%*&"#

,

0%*$&&5

!!

!"*"5#

òP8-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_9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6/C,,.?)<X)?H E)/6\!%# $*$$$$ $*$$$$ $*$$$$ $*$$$$

6/C,,.?)<X)?H E)/6\!"# $*"#"! $*"&&! $*"7$# $*"$7!

U.?DC? ACDA $*"515 $*"$54 $*%5!5 $*"!7#

;̀EEC/C?IC<;? U.?DC?!Y--# $*%175 $*%%7& $*%&&5 $*%!%&

;̀EEC/C?IC<;? U.?DC?!8+# $*#$17 $*#"5! $*#%#$ $*#7$"

3统计量 71*%4 7&*"& 7!*#7 77*#4

Z/)K p3 $*$$$$ $*$$$$ $*$$$$ $*$$$$

-

"

$*5"4& $*5$11 $*5%&7 $*&4#5

调整 -

"

$*5%!1 $*&#%& $*5$"! $*&5$#

观察值 %1" %1" %1" %1"

''注%!%#小括号内为 2值&!"#

!

'

!!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g'1g'%g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年度虚拟变量的参照

标准为"$%%0"$%!年&

表!结果显示%以移动平均工业 P3Z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度量时%计量模型中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保持

相对稳定%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表明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对样本的变化是稳健的&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代表性跨国经济部门出发%通过构建 3̀ 8退出的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 3̀ 8在代表性跨国经

济部门中的退出效应%采用"$$40"$%!年间按两位码分类的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 3̀ 8退出对中国工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随着跨国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和对华投资总量的提高%以追求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优势为战略动

机的探索型 3̀ 8的退出抑制了中国工业绩效的提升&研究发现'探索型 3̀ 8主要表现为以追求#研发创新

和高端人才$优势为战略目标%将先进技术研发的激励单元转向母国之外的子公司以获取世界性知识资

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业可以迅速累积高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经验%缩小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抓住新

全球产业价值链未完全形成的有利时机%培育中国工业挤进新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

第二%随着中国工业整体水平和资本丰盈度的大幅提高%以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为投资目标的利用型

3̀ 8的退出有利于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对工业绩效的改善作用显著增强&研究表明%利用型 3̀ 8需要更

多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以适应中国工业不断提高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交易成本的上升使

得利用型 3̀ 8在后发优势领域的技术选择和成本结构上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技

术收敛空间%难以利用规模经济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学习和赶超意愿&

#二$ 研究展望

3̀ 8的退出是一个涉及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本文尽管从代表性跨国经济部门出发%在两阶段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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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 3̀ 8的退出效应进行了分析%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通过后续研究以便改进和完善&首先%本文

没有考虑 3̀ 8的挤出效应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缺口的不断缩

小%3̀ 8的溢出效应也随之减弱&因此%把 3̀ 8的挤出效应纳入博弈模型%进一步考察 3̀ 8的退出效应构成

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其次%本文没有探讨 3̀ 8倒逼机制对工业绩效的影响&3̀ 8的倒逼机制可以促进内

资企业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改良以提高生产效率%有助于中国工业快速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大幅提升综合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构造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系统%研究倒逼机制下 3̀ 8的退

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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