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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

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

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

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 e型!进口约$)#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

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

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 e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

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

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 e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

动倒 e型效应"为此!倒 e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关键词! 中间品进口$高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生产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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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领域的不俗表现使得经济总量从1783年的!":#)$亿元上升到$%$%年

的1%1)"万亿元'这不仅创造了为经济学界所赞叹的#经济奇迹&'还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第

一大货物出口国'更使中国跃居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1+

)然而#量

的奇迹&却难掩#质的苦楚&'支撑制造业技术赶超的高端环节具有明显的外力依赖型特征
*$+

'

"高技术含

量%高技术复杂度中间投入品长期依赖于进口
*!2:+

)随着以#片段化&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深

入'通过整合国际资源的形式进口中间品'以实现企业的生产目的'已逐渐演变成了国际生产的#标准模

式&和#主流模式&

*#+

)为此'中国进口高技术含量%高技术复杂度中间投入品的行为可谓#顺势而为&)这一

#顺势而为&既会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推动出口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28+

'也会使制造业的发展陷入

被国外跨国公司#卡脖子&的被动局面
*!+

'最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如美国#断供&半导体%软件

应用等中间品的行为对华为和中兴等高技术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了较大冲击'华为公司甚至因此而推迟

了 Y系列旗舰手机的上市时间'美国对华为公司的一系列#围剿&行为更体现出了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重

要性)

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蕴含着前沿技术'是一国技术水平和比较优势水平的缩影
*3+

'而进口高技术含量

中间品不仅能有效弥补自身比较优势的不足'还能快速提升自身产品的技术内涵和国际竞争力
*721%+

'因而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成为制造业技术赶超的重要#捷径&)

#为此'长期依赖于国外高技术含

量中间品的中国难免存在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行为)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进口实际上是

本国高技术环节的缺失和被替代
*:'"+

'这不仅会使本国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被#锁定&于低技术%低附加值和

技术革新速度较慢的生产环节
*3+

'还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发展方式科学转变)技术革新既是经济

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来源
*1121$+

'也是经济体从远离前沿经济体和准前沿经济体跃升至前沿经济体的重要

支撑
*1+

)然而中国在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同时'企业技术水平和技术革新能力并不高
*1!'1+

'

由此我们自然就产生如下疑惑$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会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

是否抑制了中国生产技术革新,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由来已久
*#+

'很难与国外高技术含量中

间品完全#脱钩&

*:+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在未来依然是个常态
*$'1:+

)为此'探索上述问题的答

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所得结论既能为中国逐步走出中间投入品#被卡脖子&和生产技术革新能力偏低困

境提供一定的启示'也能为中国制定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和降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依赖是中国当前应对外部冲击!如贸易摩擦"

和内部困扰!如成本上升%环境约束和经济增速放缓等"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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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中兴和海康威视等高技术企业依赖于国外核心零部件'飞机制造业航空发动机依赖于进口'长城%吉利和长安

等汽车企业早期通过购买国外企业发动机造车等行为均属于典型的外力依赖型技术赶超行为'即采用#内力不够'外力凑&

的赶超模式'借助比较优势高于自身的经济体所生产的高技术中间品和零部件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是指$一国进口技术含量高于自身比较优势所应进口的中间品'如一国按照自身

比较优势应进口的中间品技术含量为 6'而实际进口的中间品技术含量为 a'当 6ba时'则可以称之为逆比较优势进口高

技术含量中间品'因为其进口了高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的中间品来推动最终品的非顺比较优势发展(当 6na时'则称之为

顺比较优势)



方式科学转变的核心内容)为此'学界对上述领域进行了长久的深耕'并形成了以下两个研究领域)

一是中间品进口的研究)国际分散化生产体系对最终品贸易的替代使得中间品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

角色日益重要
*1#+

'这也激起了学界对中间品进口的研究兴趣)中间品进口质量往往高于本国相关产

品
*7'1#+

'其能通过#垂直效应&和#水平效应&产生比国内投入品更高的经济产出
*1"+

)为此'早期的研究多

集中于剖析中间品进口的经济效应)如 ].O.G.-.和 L.PG.Q!$%1!"%E./P+-, 等!$%1#"研究认为中间品进

口能有效地促进本国企业生产率提升
*18213+

(马述忠和吴国杰!$%1""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出口产

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功能在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中显得尤为显著
*17+

(黄先海等

!$%1""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会抑制中国企业的加成水平'而较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导致上述抑制

效应的主要诱因
*3+

)在中间品#量&的研究逐渐成熟后'中间品自由化的经济效应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

学界深入剖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
*$%+

%企业生产率
*$1+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和出口决策
*$!+

等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具有较为积极的经济效应'对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出

口品国内增加值率和出口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综上可知$虽有学者意识到中间品包含了前沿技

术
*1+

'但已有研究多围绕#量&和自由化视角探索中间品进口的经济效应'缺乏中间品#质&和技术含量的

研究'更无学者剖析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影响效应)

二是生产技术革新的研究)生产技术革新是制造业培育新竞争优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引

擎
*"'$:+

'也是后发国家破除#卡脖子&困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1!'$#+

'更是解释各国经济发展

差异的关键因素
*1121$+

)为此'生产技术革新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增长
*11'$:+

%要

素资源错配
*1$2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出口决策
*$8+

和资本收益
*$3+

等因素与生产技术革新的关系领域)

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研究的深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如

aHON(O!$%11"基于阿根廷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后认为'贸易自由化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生产技术革新
*$7+

(

a.O和 a+-NG(H!$%1!"在构建中间投入品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间投入品自由化对企业生产技术革

新的影响
*!%+

(陈雯和苗双有!$%1""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推动了中国生产技术革新'但这种促

进作用与企业初始生产率密切相关'自由化仅显著促进了中等生产率企业的生产技术革新
*!1+

)可见'虽然

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分析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技术革新的影响'但均局限于中间品进口#量&层面'尚未

拓展到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内涵层面)

综合中间品进口与生产技术革新领域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对生产技术革新

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效应'中间品进口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途径推动进口国生

产技术革新
*"28'1"+

'当然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品与进口国知识%经验和高水平劳动

力的匹配情况'匹配情况越好'则促进效应越明显'当进口国高水平劳动力%知识和经验较为稀缺时'匹配

难度越大'促进效应越不明显)竞争效应则源于倒逼机制'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国

内厂商为在更为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订单'不得不持续改进自身的生产技术'从而推动生产技术革新(

二是抑制效应'中间品进口不仅意味着本土中间品生产商的市场份额被#挤占&'还意味着国外生产要素

对国内生产要素的精准替代
*$+

'进而不利于本国中间品及其生产要素的规模和品质提升'最终不利于制

造业的生产技术革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可能会使得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制造业技术革

新的作用力呈现非线性'当逆比较优势程度相对较低时'本国的知识%经验和高水平劳动力能够支撑得起

这种逆比较优势行为'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会促进生产技术革新(当逆比较优势程度相对较

高时'本国的知识%经验和高水平劳动力难以支撑起高幅度的逆比较优势行为'则会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

负向冲击)令人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多局限于描述性推理'尚无学者从科学的计量分析视角检验逆比较优

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实际影响效应)

此外'虽然中间品和生产技术革新同属于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但中间品在技术含量研究领域一直被

视为需剔除的#统计假象&

*!$+

'尚无学者深入剖析其技术内涵'更无学者探索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

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而相比于进口#量&'进口技术含量是刻画异质性特征更为准确的指

标'为此'有必要从技术内涵视角进行深入分析'以将中间品的研究从#量&的领域拓展到技术内涵领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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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包含了制造型中间品和服务型中间品两类
*$+

'现有研究多关注制造型中间品而忽视服务型中间品

进口'缺乏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研究'更无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

术革新影响的研究'这使得中间品进口与生产技术革新的交叉研究难免有所缺憾)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_=<;多国交互投入产出表'以度量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为切入点'细致

剖析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并从多维度刻画外部冲击对上述机

制的作用效应'以期在弥补上述缺憾的基础上'为中国制定合理利用进口中间品%破解#卡脖子&难题和提

升生产技术革新水平方面的政策提供全新的经验证据)

表1&_=<;投入产出表结构简图#$%1"版$

"

&&&产出

投入&&&

中间投入品 最终品

6国 a国 K国 )) '国 6国 a国 K国 )) '国
总产出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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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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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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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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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总投入 X

F

'/

X

F

'O

X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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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F

'$

增加值 V

'/

V

'O

V

'0

))

V

'$

二" 关键变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一$ 逆比较优势系数的测度与分析

已有研究多视中间品为#统计假象&和被剔除对象'尚无学者评估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考虑到Z(J-BA

!$%%""

*!!+

构建的方法能够有效识别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和技术含量'为此'本文以 _=<;投入产出数据库

!$%1"版"为依托'结合 Z(J-BA!$%%""

*!!+

和陈晓华等!$%$1"

*!:+

的方法测度两类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表1

给出了$%1"版 _=<;投入产出表的结构'X

J

'/

为 / 国 '产业产出中被 J国!,

%

J

%

8"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金

额'由此可测算出各国各类中间品的出口额如下$

#KX

'/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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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C

'/

\X

]

'/

\2 \X

8

'/

#K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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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

C

'O

\X

]

'O

\2 \X

8

'O

#KX

'0

cX

,

'0

\X

5

'0

\X

]

'0

\2 \X

8

'0

&&&&&&3

#KX

'$

cX

,

'$

\X

5

'$

\X

C

'$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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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 #KX

'/

为 / 国 '产业中间品总出口额'基于 Z(J-BA!$%%""

*!!+

和陈晓华等!$%$1"

*!:+

的研究'笔者用

式!$"识别各产业中间品出口的技术含量$

HI\]U

'

^

$

6

#KX

'6

L#KX

6

$

6

#KX

'6

L#KX

6

U

6

!$"

其中 HI\]U为各中间品出口的技术含量'U为中间品出口国的人均 *;Y'由于各国中间品进口均源

于各国的出口)为此'在核算出各产业中间品出口技术含量后'笔者以各国中间品产业进口额对其所进口

的各类中间品的出口技术含量进行加权平均'则可得各类产业中间品的进口技术含量)为此'先核算各产

业中间品进口总额式!!"$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限于表格篇幅'本文以表1所示简表刻画 _=<;$%1"年版投入产出表'具体表可见于 _=<;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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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JH

B.

为 / 国 '产业中间品进口总额'可得两类产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如式!:"$

HI\]

6E

^

$

4

#JH

46

$

#JH

46

HI\]U

4

!:"

其中 HI\]

6E

为 6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E为制造业或服务业'当 E为制造业时'4为制造业的种类

数'

"当 E为服务业时'4为服务业的种类数
*!:+

)6@+Q(I/H 和 gB/BT(NNB!$%%1"指出技术先发国所创造的技术

被后发国引进和使用时'其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后发国比较优势水平!如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人的技术熟

练度"与技术的匹配性
*1$+

)为此'式!:"虽能测度出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绝对值'但无法刻画中间

品技术含量与其自身比较优势的偏离情况'还需纳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特征)6@+Q(I/H 和 gB/BT(NNB

!$%%1"

*1$+

%林毅夫!$%%$"

*$:+

%Z(J-BA!$%%""

*!!+

%陈晓华等!$%$1"

*!:+

以及刘慧和杨莹莹!$%13"

*!#+

的研究

均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刻画一国比较优势水平的关键变量)为此'笔者借鉴刘慧和杨莹莹!$%13"

*!#+

的研

究'以式!#"刻画进口中间品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程度$

HI\#

6E

cHI\]

6E

LHI\]

+

6E

cHI\]

6E

L!/

+

\

$

+

HP]H

6

" !#"

其中 HI\#为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HI\]

+

6E

为一国遵循自身比较优势水平进口

中间品时'其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值'

!

+

和
$

+

为相应的拟合系数'具体借鉴刘慧和杨莹莹!$%13"的研

究
*!#+

'由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与人均 *;Y!HP]H"拟合而得)

#当 HI\#小于等于1时'表明该国未采

用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策略(当 HI\#大于1时'则表明该国采用了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

术含量中间品的策略'从而使本国进口的中间品技术含量高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

表$&异质性经济体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

年份
制造型中间品 服务型中间品

整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整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 1):%8" %)78:# 1)7#"# $)3:!7 1):$"3 1)%%!" 1)7"$7 $)3%#$

$%%1 1)!787 %)78$3 1)7$:$ $)8:7: 1):$#$ 1)%%8: 1)7:$! $)8$!%

$%%$ 1)!"3! %)78%3 1)383% $)8!!: 1):%#3 1)%1%: 1)71$8 $)817!

$%%! 1)!"1% %)7""" 1)3"!8 $)88!" 1):1#$ 1)%1"# 1)7$!! $)3$#

$%%: 1)!:#: %)7"#% 1)3$8! $)8:#$ 1):%"7 1)%$%! 1)37"3 $)3!33

$%%# 1)!171 %)7"#: 1)8"8$ $)""3$ 1)!3$% 1)%$1$ 1)3!71 $)8811

$%%" 1)!%8# %)7"87 1)8!$8 $)#"7% 1)!8%7 1)%$!: 1)3%"1 $)"87!

1"

&第 ! 期 &&陈晓华'杨高举'刘&慧$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

#

根据 _=<;投入产出表'制造业有 K# 2K$$'生产性服务业有 K$# 2K#"'具体产业名称见 _=<;$%1"年公布的投入

产出表)

制造型中间品的拟合方程为$YZ<;

?

c$%:"$ \%)11# hY*Y;'/

+

和
$

+

分别为$%:"$和%)11#)服务型中间品的拟合方

程为$YZ<;

?

c$$!13 \%)1": hY*Y;'/

+

和
$

+

分别为$$!13和%)1":)可见随着经济的增长'各国对服务型中间品技术含量的

边际诉求大于制造型中间品)拟合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与人均 *;Y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

在于$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对高品质%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越高'从而使其国内企业倾向于生产更多高技术含量的产

品'高技术含量产品往往需要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作为支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往往不会生产价值链中全部的

中间品)为此'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对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最终使得中间品进口

技术含量与人均 *;Y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测度结果也证实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与人均 *;Y间的

上述关系)



#续表$

年份
制造型中间品 服务型中间品

整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整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8 1)$3$! %)78!8 1)"8#" $):8$8 1)!:$1 1)%$"$ 1)8::8 $)#311

$%%3 1)$81 %)783% 1)":%% $)!!7# 1)!!:" 1)%!1: 1)81"" $):"!$

$%%7 1)$"3" %)78#$ 1)"!31 $)1"31 1)!!88 1)%$7$ 1)8$": $)!%!1

$%1% 1)$"1 %)787% 1)"%3% $)%"3: 1)!138 1)%!%% 1)"8:% $)1"#3

$%11 1)$:#$ %)73%3 1)#3%$ 1)78%3 1)!1#1 1)%!83 1)"""! $)1%8"

$%1$ 1)$!31 %)73$1 1)#"%" 1)3#:# 1)!1!3 1)%:$8 1)"##: 1)77"%

$%1! 1)$$3# %)73%3 1)#:3 1)8338 1)!133 1)%#%% 1)""## 1)7##"

$%1: 1)$$7: %)73$1 1)#!71 1)8!71 1)!$$" 1)%#$# 1)""1% 1)7%7"

根据上述测度方法'笔者测度了$%%%-$%1:年:%国两类中间品进口的逆比较优势指数)

"表$报告了样

本国整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两类中间品逆比较优势指数)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两类中间品进

口的逆比较优势指数明显大于发达国家'这表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倾向于进口高于自身比较优势

水平的中间品'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远离前沿技术水平'其中间品生产能力明

显弱于发达国家'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进口蕴含前沿技术的中间品
*12$+

'最终导致其逆比较优势指数明显大

于发达国家(其次'中国两类中间品进口逆比较优势指数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还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定

程度上表明中国比普通发展中国家更偏好于进口高于自身比较优势的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这一结论不仅

印证了 6OO@G+和 *.,I,+O!$%1%"

*!$+

等推论的准确性'即进口#超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是促使中国最终品

出口技术含量迅速提升的核心诱因'也从中间品进口视角为 Z(J-BA!$%%""

*!!+

的#中国最终品出口技术含

量存在异常性&提供了科学的经验解释(最后'中国的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逆比较优势指数呈现快速下

降的趋势'下降幅度远超发展中国家'这既表明中国的比较优势水平呈现持续动态优化的趋势'也表明中

国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生产能力有所改善'使得中间品进口的逆比较优势程度有所降低'可见#补短板%强

弱项&战略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卡脖子&的情况有所缓解)值得一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逆比较优势

系数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的系数则呈现出小幅上升的趋势'这表明虽然发达国家一直是高技

术含量中间品的供给者'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其对国外更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渴望程度超过了其经济

增长速度)

#二$ 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与生产技术革新

林毅夫!$%%$"和康志勇!$%1!"认为企业的技术水平由其产业的要素禀赋内生决定
*$:'!"+

'因而可以通

过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与产业要素禀赋之比来判断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1!+

)为此'林毅夫!$%%$"和康志勇

!$%1!"认为完全符合比较优势水平的生产技术可以表示为式!""

*$:'!"+

$

FC#

"

c!a

'

LT

'

"

"

L!aLT" !""

其中 FC#

"为在比较优势水平状态下的生产技术'a

'

%T

'

%a和 T 分别代表特定国家层面和世界加总层

面的资本和劳动力'根据林毅夫!$%%$"和康志勇!$%1!"的研究
*$:'!"+

'FC#

"可以通过大样本回归的方式获得)

结合林毅夫!$%%$"%康志勇!$%1!"的研究
*$:'!"+

'此时特定国家 '的实际生产技术!FC#"可以表示为式!8"$

FC#c!a

'

LT

'

" L!aLT" !8"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国分别为爱尔兰%爱沙尼亚%奥地利%澳大利亚%巴西%保加利亚%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韩

国%荷兰%加拿大%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美国%墨西哥%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和中国)



由于制造业各产业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

"如在比较优势零值水平下'机械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

纺织制造业)为此'简单地以世界加总层面的资本和劳动力进行测算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误'为此'笔者将

式!8"修正为式!3"$

FC#

'6

^!a

'6

LT

'6

" (L$

$

6̂ 1

a

'6

L

$

$

6̂ 1

T )'6

!3"

其中 FC#

'6

为 '国产业 6的实际生产技术'分母为世界各国 6产业资本加总与劳动力加总之比'为了提

高 FC#测度结果在年度上的可比性'笔者将式!3"分母值固定为基准年份$%%%年的值'FC#上升则说明该

产业进行了生产技术革新
*1!+

)

根据式!3"和 _=<;数据库中社会经济账户数据!_=<;^(@B(F@(,(QB@6@@(H,NO"'笔者测度了:%国

各产业的生产技术革新指数'表!报告了两类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与生产技术革新指数的

关系)首先整体而言'FC#指数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1:年间增长了1:8)$8`'这表明整体而言

世界各国的生产技术均呈现出大幅度的改进'且技术革新速度较快)其次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中度逆比较

优势国家的 FC#指数明显大于高度逆比较优势和无逆比较优势国家'可见进口中间品技术含量适度高于

自身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其制造业生产过程往往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中

间品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程度过高会使得所进口的技术#高不可攀&'而无逆比较优势则使得所进口的中

间品#学习价值&有限'从而导致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弱'而当处于中度逆比较优势时'进口的中

间品多为该国有#学习价值&和#够得着&的技术)为此'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最终使得其对生产

技术革新产生较大的促进效应)最后无逆比较优势经济体的 FC#指数略大于高度逆比较优势国家'这一定

程度上表明$相比于进口低#学习价值&中间品而言'逆比较优势进口技术含量#高不可攀&中间品对生产

技术革新的抑制效应更大)可见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对生产技术革新的作用力可能具有非线

性特征'当然这仅仅是无条件相关的描述性统计结论'后文将运用多层面实证进行细致分析)

表!&区分不同程度逆比较优势中间品的生产技术革新指数#FC#$

#

年份 整体

制造型中间品进口 服务型中间品进口

无逆

比较优势

中度逆

比较优势

高度逆

比较优势

无逆

比较优势

中度逆

比较优势

高度逆

比较优势

$%%% 1)%77$ 1)1$#1 1)!1:8 %)7788 1)11%7 1)$!"8 1)%$$"

$%%1 1)1!7: 1)17:% 1)!$#$ 1)%$%: 1)1""# 1):8%$ 1)%%"$

$%%$ 1)1!$8 1)$%%8 1)$"77 1)%%38 1)13%: 1)137% 1)%$81

$%%! 1)1"#$ 1)$:"7 1)!%"1 1)%$81 1)$!%7 1)$7#7 %)78!7

$%%: 1)$:7# 1)!18# 1):3!$ 1)1%$: 1)!%%% 1):%%" 1)%"1%

$%%# 1)$31! 1)!7%7 1):!33 1)1$1% 1)!#3! 1)!8#3 1)1173

$%%" 1):7!8 1)#$%1 1)7!#7 1)$3:: 1)!"73 1)8!$" 1)$$7:

$%%8 1)":13 1)#:$! $)1$1# 1):1:! 1)#%$$ 1)388$ 1)!3$8

$%%3 1)7::: 1)38#: $):1:% 1)""$7 1)3#8: $)$1"3 1)#:#$

$%%7 $)$!3" $)$71# $)83%8 1)7!#3 $)$817 $)#8:1 1)8!"%

$%1% $)#!31 $)::8: $)81:" $)1!8" $)1$$3 !)%7!# 1)778#

$%11 $)"7$3 $):8"$ !)!11! $):1"" $):8"$ $)77"# $)!$#$

$%1$ $)87"# $)8373 !)$3%3 $):#!" $)#:83 !)%#3" $):##7

$%1! $)881$ !)%8!: !)%1#: $)!7!3 $):!"" !)1%$" $)!:7:

$%1: $)813 $)#$:" !)$:8% $):!7! $)"1:8 $)37"3 $):!$%

增幅"`$ 1:8)$8 1$:)!7 1:")73 1::):7 1!#)!8 1!:)$: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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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母如果以世界的资本与劳动力之比作为衡量标准'实际上是降低了资本密集类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提高了劳

动密集类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以本产业的要素禀赋作为分母'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产业本身要素禀赋差异给评估结果带

来的不良影响)

基于刘慧和杨莹莹!$%13"

*!#+

一文图1和表!的结论'笔者以1)!为中度逆比较优势和高度逆比较优势的分界点'无逆

比较优势为 HI\#小于等于1的经济体)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为此'被解释

变量为前文测度所得 FC#指数'被解释变量细化到各国制造业亚产业层面'解释变量为制造型和服务型中

间品的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考虑到二者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实证中加入了解释变量的

平方项'构建如下方程式!7"$

FC#

'6&

c

!

%

\

!

1

HI\#

6&

\

!

$

HI\#

6&

$

\

#

3

X

3

'6&

\

)

6

\

*

&

\

%

'6&

!7"

)

6

和
*

&

分别为截面!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

'6&

为随机扰动项'X为控制变量)为提高计量结果的可

靠性'本文选取了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员工工资!b,PK"'员工的工资既反映了员工的技能水平'

也是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工具'本文以 _=<;数据库社会经济账户中各国制造业亚产业层面员工

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表示(!$"高等教育!K]:"'一国人力资源的规模扩大与质量优化离不开高等教育的

支持'高水平知识和技术积累也离不开高等教育)为此'高等教育会对一国生产技术革新产生深远影响'本

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自然对数表示(!!"资源禀赋!8<c"'传统贸易理

论认为资源禀赋是一国产业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不仅左右了一国的比较优势性产业'还会对技术革新

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石油等能源租金收入占 *;Y之比表示( !:"税收负担

!F,X"'税收负担的高低与企业利润密切相关'过高税负不仅会挤压企业的利润'还不利于国外高技术水

平企业的流入'本文以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税收收入占 *;Y之比表示(!#"经济危机冲击!cI"'为进一

步考察经济冲击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笔者进一步加入经济危机冲击变量'以虚拟变量表示'当年份大

于$%%3时'令其为1'否则为%(!""地理优势!U2"'拥有地理优势的国家'不仅在贸易上会获得便利性'其在

接触国外新技术%新知识方面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进而会对其生产技术革新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以沿

海优势表示'当该国为沿海国家时'令其为1'否则为%)

#二$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基于式!7"和:%个样本国$%%%-$%1:年18个制造业数据'笔者对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

数与生产技术革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报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L̂"'

"两类中间品进口技

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水平项则显著为正)由此可见'两类中间品进口技

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均呈现倒 e型'结合前文逆比较优势指数的测度结果我们可以得

到如下推论$首先引进技术含量过高于或过低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的中间品均不利于生产技术革新)为

此'中间品进口需考虑#适宜技术&%有#学习价值&和#够得着&的技术'进而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干

中学&效应'这一结论也从经验分析视角证实了中间品进口#潜在负效应&的存在性(其次制造型中间品进

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最优值在$)!%%"和$)"$87之间'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

的最优值在$)!8$8和")"778之间'即当经济体进口中间品技术含量是自己比较优势水平约$)#倍时'其对

制造业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当逆比较优势系数过大时'将抑制生产技术革新'发展中国家中间品进

口逆比较优势指数比发达国家更接近于最优值'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逆比较优势指数'以

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对生产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最后中国两类中间品的逆比较优势系数均已从负效

应区间!$%%%年的$)3:!7和$)3%#$"进入正效应区间!$%1:年的1)8!71和1)7%7""'目前进口高技术含量中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根据审稿人的建议'笔者对样本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均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的实证结果与表:整体层面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为免累赘'此处略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层面的实证结果'作者存

档备索)



间品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生产技术革新'但中国的逆比较优势系数正持续下降'即向比较优势零值持

续收敛)为此'对于中国而言'要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技术革新功能'需处理好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

势指数和#卡脖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多元化高端中间品进口来源地'以适度规避单一国家高端中间

品#断供&带来的经营冲击(另一方面可适当提升部分产业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含量'以延缓中间品进口技

术含量向比较优势收敛的步伐'以使#适度逆比较优势&在更长时间内发挥其促进生产技术革新的功能)

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L̂$

"

系数
制造型中间品进口 服务型中间品进口

"1$ "$$ "!$ ":$ "#$ ""$ "8$ "3$

HI\#

!"73!3

"""

!"8"%3

"""

:"!#38

"""

:"#:%:

"""

:"$%%"

"""

!"78!%

"""

:":!:#

"""

:""11"

"""

"1#"88:$ "1:"717$ "1"""1%$ "18"$"%$ "1""738$ "1""%7"$ "18":%7$ "13"%"%$

HI\#

$

2%"3"#3

"""

2%"8"77

"""

2%"3$7!

"""

2%"38$3

"""

2%"33#$

"""

2%"871"

"""

2%"3$1!

"""

2%"3"!$

"""

" 21!"1#1$ " 211"":#$ " 21$":#8$ " 21!"%3#$ " 21:"$17$ " 21$""#7$ " 21!"%71$ " 21!"8!%$

b,PK

%"7!#1

"""

%"7!8$

"""

%"7"$#

"""

%"7":#

"""

%"7:%#

"""

%"7:$!

"""

%"7"8%

"""

%"7"7$

"""

""7":%$$ ""7"7!$$ "8%"!#:$ "8%""#7$ ""7"8"8$ "8%"$3!$ "8%"""1$ "8%"78!$

K]:

1"#1:1

"""

1""183

"""

1":!%3

"""

1"#$7#

"""

1""!%"

"""

1"::!%

"""

"1%"#$8$ "11"%%$$ "7"#73$ "1%""#1$ "11"1%7$ "7""7"$

8<c

2%""3#"

"""

2%"8:77

"""

2%""8%!

"""

2%"8!$#

"""

" 21#"8::$ " 21""37:$ " 21#""1%$ " 21""8:3$

F,X

21"3"#$

"""

21"#3:!

"""

21"881"

"""

21"#%1"

"""

" 2!"#"7$ " 2!"%!%$ " 2!":%7$ " 2$"333$

cI

2%"3!%3

"""

2%"78%"

"""

" 2#"#$"$ " 2"":8"$

U2

%)##%7

"""

%)#:73

"""

"8)%:!$ "8)%:"$

K

21$)33!1

"""

21!)$3:8

"""

21!):""%

"""

21:)%:::

"""

21!)$!11

"""

21!)"$$7

"""

21!)811"

"""

21:)$33!

"""

" 2:1)"3!$ " 2:$)33"$ " 2!3)$$#$ " 2!3)71#$ " 2:$)!3%$ " 2:!)#8$$ " 2!3)33!$ " 2!7)#"%$

<â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Z

$

%)!#$" %)!#7" %)!8"1 %)!871 %)!#"% %)!"!1 %)!871 %)!3$1

时间 4 4 4 4 4 4 4 4

截面 4 4 4 4 4 4 4 4

最优值 $)!%%" $)::$: $)"$87 $)"%11 $)!8$8 $)#%7# $)"778 $)"81$

&&注&

"

%

""

和
"""

分别表示该系数在1%`%#`%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综合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我们还能得到如下推论$首先'行业工资的增长将有助于制造业的生产技

术革新'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工资是员工技术素质的重要刻画变量'员工工资的提升能吸引更

多的高素质员工加盟'从而提升员工队伍的技术内涵'此外员工工资提升还有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潜

能'技术内涵的整体性提升和潜能的激发将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高等教育和沿海

地理优势均对生产技术革新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高等教育对制造业具有#人才输送&和#知识创造&功

能
*!+

)为此'适度提升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质量可以成为推动生产技术革新的重要手段'贸易地理优

势是贸易便利性的重要体现
*$+

'由此可见持续降低一国的贸易壁垒%提升贸易便利性不仅有助于贸易量

的提升'还有助于一国制造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再次'税收负担和自然资源租金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

一定程度上表明二者增加均会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负效应)由此可见'一方面适度降低税费可以成为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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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行业与国家层面匹配数据进行研究'为确保该匹配数据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笔者就国家层面逆比较优势行为

对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倒 e型效应在国家层面也显著成立'这进一步证实匹配数据的估计结

果是科学可信赖的)为免赘述'作者略去国家层面的实证结果'存档备索)



生产技术革新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资金的负效应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即资源禀

赋越具优势的国家越懒于进行生产技术革新'由此可以推定$打破#资源诅咒&'激发一国内部资源丰富区

域创新的积极性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最后'金融危机冲击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可见负向经济冲击不利于生产技术革新)由此可以推定$此次爆发的新冠疫情不仅会对经济产生负向冲

击'还可能会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不利影响)

表#&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L̂$

系数
制造型中间品进口 服务型中间品进口

"1$ "$$ "!$ ":$ "#$ ""$ "8$ "3$

HI\#

!)3338

"""

!)"!:#

"""

:)$"!!

"""

:):###

"""

:)%3%1

"""

!)3$$7

"""

:)!178

"""

:)#%!%

"""

"1:):#3$ "1!)#$7$ "1#)1"3$ "1#)31"$ "1#)#""$ "1:)"%%$ "1")1%8$ "1")8#"$

HI\#

$

2%)3:3$

"""

2%)8::%

"""

2%)3%33

"""

2%)3##!

"""

2%)3"1"

"""

2%)8"%8

"""

2%)87:3

"""

2%)3!3"

"""

" 21$)%78$ " 21%)##8$ " 211)!:8$ " 211)788$ " 21!)%88$ " 211):3:$ " 21$)%1"$ " 21$)"#8$

b,PK

%)7$8#

"""

%)7$73

"""

%)7#""

"""

%)7#33

"""

%)7!$1

"""

%)7!:$

"""

%)7"%#

"""

%)7"$3

"""

""8)$:%$ ""8)88%$ ""3)!:%$ ""3)"":$ ""8)"1%$ ""3)1!1$ ""3)"3!$ ""7)%1$$

K]:

1):78$

"""

1)#:8#

"""

1)!":3

"""

1)#%7!

"""

1)#"$#

"""

1)!877

"""

"1%)$:!$ "1%)!#!$ "7)%13$ "1%)!:$$ "1%):8!$ "7)1!#$

8<c

2%)"3!#

"""

2%)8#%8

"""

2%)""78

"""

2%)8!::

"""

" 21#)!%7$ " 21"):31$ " 21#)$!#$ " 21")!7$$

F,X

21)#:%"

"""

21)$"78

""

21):::3

"""

21)138#

""

" 2$)38!$ " 2$)!"3$ " 2$)81:$ " 2$)$!1$

cI

2%)8!!1

"""

2%)3#!8

"""

" 2:)7::$ " 2#)88#$

U2

%)#"$$

"""

%)##7$

"""

"8)%!$$ "8)%1!$

K

21$)8"81

"""

21!)1#1!

"""

21!):!#$

"""

21:)%!%3

"""

21!)%7#7

"""

21!):8%:

"""

21!)"8#$

"""

21:)$":%

"""

" 2!7)3::$ " 2:%)73:$ " 2!")8::$ " 2!8):"#$ " 2:%)#%7$ " 2:1)"!:$ " 2!8)"78$ " 2!3):%7$

<â 7:8% 7:8% 7:8% 7:8% 7:8% 7:8% 7:8% 7:8%

Z

$

%)!#:$ %)!"1! %)!883 %)!311 %)!#88 %)!":3 %)!3%8 %)!3:%

L0检验 37$8)8%% 37$!)!18 33":)87" 33#7)$!1 37$#)%8" 37$%):#! 7%#8)71! 7%#:):#"

K;检验 8)3+\%: 8)8+\%: ")7+\%: ")3+\%: 8)8+\%: 8)8+\%: 1)%+\%# 1)%+\%#

^.-I., %)#181 %)8"$! %)$"!: %)$$!7 %)7377 %)8!1# %)$:%8 %)173:

时间 4 4 4 4 4 4 4 4

截面 4 4 4 4 4 4 4 4

#三$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基准检验中并未考虑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潜在的内生性风险'为确保基准模型检验结果是稳健

可靠的'本文采用两种能克服内生性的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采用两步最小二乘法!$^L̂ "进行

稳健性分析'借鉴陈晓华等!$%$1"

*!:+

和刘慧等!$%$%"

*!+

的做法'笔者以两类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

优势指数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二是采用能克服内生性的联立方程进行检验'以 HI\#

6&

c0

%

\

+

FC#

'6&

\

$

J

'&

\

,

'&

为联立方程的第二个方程'其中 J为控制变量'借鉴刘慧等!$%$%"

*!+

的做法'J以各国人均

*;Y的水平项和滞后项表示'以式!7"为联立方程的第一个方程'表#和表"分别报告了两步最小二乘法和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为进一步确保基准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笔者还采用了其他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具体为以历年各国逆比

较优势系数减去所有国家所有年份逆比较优势系数!分制造型和服务型两类"均值'并将所得值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两步最小二乘法检验)所得检验结果与表#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基准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论的可靠性)为免累赘'

略去该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作者存档备索)



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可知$两步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的 L0检验%K;检验和 ^.-I., 检验均表明工具变量

是稳健可靠的'工具变量不存在不足识别%过度识别和弱识别的情况'从各变量的估计系数看'两类稳健性

检验的逆比较优势指数水平项显著为正'平方项显著为负'可见在考虑内生性条件下'倒 e型关系依然稳

健成立)值得一提的是$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在预期符号和显著性方面并未出现重大变化)由此可以推定'基

准检验所得结论是科学可靠的)

表"&联立方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系数
制造型中间品进口 服务型中间品进口

"1$ "$$ "!$ ":$ "#$ ""$ "8$ "3$

HI\#

#)13:$

"""

#)%!13

"""

#)1$$:

"""

:)#811

"""

:)737:

"""

:)3!73

"""

:)731$

"""

:)!$3%

"""

"1")78%$ "1"):#"$ "1")1:$$ "1#)%$7$ "1")$18$ "1#)8%#$ "1#)#:!$ "1:)!$1$

HI\#

$

21)1"#$

"""

21)%7$8

"""

21)%%7$

"""

2%)331!

"""

21)%8:1

"""

21)%%#7

"""

2%)7:8"

"""

2%)8787

"""

" 21:)8%:$ " 21!)"3"$ " 21$)"%$$ " 211):"1$ " 21!)788$ " 21$)73%$ " 21$)11"$ " 21%)837$

b,PK

%)71$"

"""

%)71$:

"""

%)7:%"

"""

%)7:1:

"""

%)71:"

"""

%)71:!

"""

%)7:13

"""

%)7:18

"""

""#)"%7$ ""#)3:%$ """)$#:$ """)"%%$ ""#)"7!$ ""#)71$$ """)1#3$ """)#17$

K]:

1)13#:

"""

1)$#1%

"""

1)$8:8

"""

1)13#!

"""

1)$:::

"""

1)!%13

"""

"3)%":$ "3)!$3$ "3)!1"$ "3)%8#$ "3)$83$ "3):7#$

8<c

2%)8$!%

"""

2%)8#$#

"""

2%)"7:$

"""

2%)8$!"

"""

" 21#)7##$ " 21")!:"$ " 21#)#1$$ " 21#)7!3$

F,X

2%)7##1

"

21)$#"7

""

21)%%%8

"

21)!#7$

""

" 21)8!7$ " 2$)$78$ " 21)3$#$ " 2$):7:$

cI

2%)!##7

"""

2%)!781

"""

" 2")11"$ " 2")3:"$

U2

%)#"18

"""

%)##1"

"""

"")7%7$ "")878$

K

21:)1$1:

"""

21:)#!#"

"""

21:):37:

"""

21:)$78!

"""

21:)133!

"""

21:)#77#

"""

21:)#71"

"""

21:)$"#%

"""

" 2:#):3$$ " 2:")"!8$ " 2!7)31:$ " 2!7)!7:$ " 2:!)8""$ " 2::)77:$ " 2!3)"$8$ " 2!3)!73$

<â 7:8% 7:8% 7:8% 7:8% 7:8% 7:8% 7:8% 7:8%

Z

$

%)!!%! %)!!#! %)!#!8 %)!"%1 %)!!!3 %)!!38 %)!##3 %)!"$"

#四$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条件下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本文从

技术水平异质性%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林毅夫!$%%$"%康志勇!$%1!"%陈晓华和刘慧!$%13"指出当产业 FC#指数大于 FC#

"

时'

"可以认定该

产业为高技术产业'否则为低技术产业
*$:'!"'1!+

)为此'笔者根据林毅夫!$%%$"%康志勇!$%1!"%陈晓华和刘

慧!$%13"的研究
*$:'!"'1!+

'在划分出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基础上'对两类产业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第

!1"-!:"列报告了相应的结果)可知在技术水平异质性条件下'两类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

数的平方项均为负'且通过了至少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倒 e型关系在异质性技术水平产业中均

成立)从最优值估计结果来看'两类中间品在高技术产业的逆比较优势系数最优值!$)"8!3和$)8##7"明

显大于低技术产业!$)$$$7和$)$3::"'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高技术产业能够支撑更高幅度的正效应区间)为

此'高技术产业在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时'可以执行力度更大的逆比较优势赶超行为)表8的第!#"-!3"列

报告了沿海和非沿海国家的估计结果'可知沿海和非沿海国家逆比较优势系数的平方项均为负且通过至

少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倒 e型关系在沿海和非沿海国家中均成立)从最优值估计结果来看'两类中

8"

&第 ! 期 &&陈晓华'杨高举'刘&慧$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

在测算 FC#

"

指数时'为确保测度结果稳健可靠'笔者参照陈晓华和刘慧!$%13"

*1!+

的处理方法'以公式!3"的分母替

代式!""的分母计算'以消除产业要素禀赋差异给核算结果带来的有偏影响)具体处理方法可参考陈晓华和刘慧!$%13"

*1!+

一文方程!$")



间品在非沿海地区的逆比较优势系数最优值!$)"!"#和$)8$7#"大于沿海地区!$):#1!和$)#!%""'上述现

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非沿海地区经济对外源动力的依赖性小于沿海地区'且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低于沿

海地区'从而使得其能够支撑起超越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幅度的逆比较优势正效应区间)技术水平和贸

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计量结果不仅证明了前文基准分析结论的稳健性'还表明'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

选取#适宜技术&中间品进口是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贸易地理优势国家的共同选择'盲目追求过高技术含

量的中间品并非技术追赶的最优选择)

为了进一步了解倒 e型效应在异质性产业中的存在性'笔者根据 _=<;提供的产业分类'对18个制

造业亚产业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表3报告了相应的计量结果'可知$在18个亚产业中两类中间品进口技术

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的水平项和平方项的预期符号与基准检验一致'可见倒 e型效应在制造业各亚产业

层面均显著成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产业异质性回归中'各产业单独回归的样本数量少于整体回归的

数量'但其可决系数多大于整体层面'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倒 e型效应在产业层面的解释力度和稳固性大

于整体层面)为此'在制定产业层面生产技术革新和中间品进口优化政策时'更需遵循倒 e型规律)值得

一提的是$同一产业中服务型中间品逆比较优势赶超系数的最优值明显大于制造型中间品的逆比较优势

赶超系数'即服务型中间品的正效应区间大于制造型中间品)这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时'服务型中间品领域可执行更大幅度的逆比较优势赶超)

表8&技术水平与地理优势异质性检验结果#$^L̂$

"

系数
"1$ "$$ "!$ ":$ "#$ ""$ "8$ "3$

高技术 高技术
&

低技术 低技术
&

沿海 沿海
&

非沿海 非沿海
&

HI\#

:""717

"""

:"8#:#

"""

:"$1$3

"""

:"!!:7

"""

"":37#

"""

""#1%1

"""

1"113:

"""

1"1:#!

"""

"8"3$$$ "3"17!$ "1:"#38$ "1#":7"$ "17""1$$ "$%"!3%$ """8"8$ "8"88!$

HI\#$

2%"388:

"""

2%"3"$"

"""

2%"7:8"

"""

2%"7:33

"""

21"!$!8

"""

21"$3"!

"""

2%"$1$1

"""

2%"$%73

"""

" 2""1::$ " 2"":#$$ " 21$"$1#$ " 21!"%%%$ " 21""1!1$ " 21""8#1$ " 2!"17$$ " 2!""8:$

b,PK

1"!%!#

"""

1"!%""

"""

%"87!"

"""

%"8733

"""

1"1%%1

"""

1"1%88

"""

%"1##:

"""

%"1#"#

"""

"::"11$$ "::"$3"$ "#7"%"3$ "#7":$#$ ""7"$38$ ""7"887$ "!#"$:$$ "!#""18$

K]:

1"!8"7

"""

1"!888

"""

1"#73$

"""

1"#7"1

"""

$"%!#"

"""

$"%$!"

"""

%"%!%3 2%"%%#$

":"1$"$ ":"1!!$ "11"1#$$ "11"1"1$ "11"3$7$ "11"83$$ "%"#11$ " 2%"%3#$

8<c

2%":::8

"""

2%":$8#

"""

2%"373"

"""

2%"33$!

"""

2%"3::7

"""

2%"31"%

"""

2%"$38#

"""

2%"!$:#

"""

" 2:"!78$ " 2:"$7:$ " 2$%"838$ " 2$%"8$!$ " 218"##:$ " 218"$1!$ " 2:"813$ " 2#":8!$

F,X 2%"!3%: 2%"$1%!

21"78"!

"""

21"7$!"

"""

%"%"!1 %"$731

%"3!!7

"""

%"78#1

"""

" 2%"!%7$ " 2%"18$$ " 2!"73!$ " 2!"7%:$ "%"1%$$ "%":3$$ ":"3%#$ "#"""7$

cI

21"%$88

"""

21"1#!1

"""

2%"":::

"""

2%"8!8$

"""

2%"7%8:

"""

21"%"#1

"""

2%"1!!%

"""

2%"%7$:

""

" 2!"$7"$ " 2!"81%$ " 2:"##"$ " 2#"$$3$ " 2#"!7$$ " 2""!#$$ " 2!"#!%$ " 2$"!3"$

U2

%)!1":

"

%)!1!:

"

%)"1"!

"""

%)"1"7

"""

"1)87:$ "1)83!$ "3)13#$ "3)$1!$

K

218)73!:

"""

213)$##!

"""

211)#3:3

"""

211)3"#8

"""

218)1:!#

"""

218):8#8

"""

2$)#%7!

"""

2$)#:"!

"""

" 2$%)8$3$ " 2$1)%#7$ " 2!$)!8$$ " 2!!)1$1$ " 2!7)$8#$ " 2!7)73$$ " 2$:)1!1$ " 2$")13$$

<â !177 !177 "$81 "$81 3%1: 3%1: 1:#" 1:#"

Z

$

%):"1% %):"!3 %):%78 %):1$" %):$:$ %):$3$ %)":8$ %)":"3

L0检验 $7%!)%!! $7%$)#$# #7$:)781 #7!$):8: 8!87)$%7 8!3#)#18 1::3)$1! 1::$)333

K;检验 1)#+\%: 1)#+\%: #)!+\%: #)#+\%: :)"+\%: :)8+\%: 1)!+\%# 8)3+\%:

^.-I., %)$7:1 %)18": %)81%$ %)"7$! %)$13! %)131# %)73:: %)#:"8

时间 4 4 4 4 4 4 4 4

截面 4 4 4 4 4 4 4 4

最优值 $)"8!3 $)8##7 $)$$$7 $)$3:: $):#1! $)#!%" $)"!"# $)8$7#

3"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加
&

号方程是以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无
&

号方程是以制造型中间

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7同)



表3&异质性产业检验结果#$^L̂$

"

产业
制造型中间品 服务型中间品

HI\#

HI\#

$

K <â

Z

$ 最优 HI\#

HI\#

$

K <â

Z

$ 最优

K#

:)%8%$

"""

2%)8:$3

"""

21!)$"81

"""

"")":8$ " 2:)88$$ " 218)113$

#$1 %)"8:: $)8!73

:)%87$

"""

2%)8$1!

"""

21!)::#7

"""

"")7$8$ " 2:)78%$ " 218):!#$

#$1 %)"873 $)3$88

K"

:)$83!

"""

2%)3:"$

"""

21$)%1$#

"""

"8)8!#$ " 2")%:#$ " 21")77"$

#$% %)""!# $)#$87

:)$!"7

"""

2%)3118

"""

21$)1!7"

"""

"3)%1:$ " 2")$##$ " 218)!:%$

#$% %)""3" $)"%77

K8

:)%$"3

"""

2%)331%

"""

211)#733

"""

"#)3:$$ " 2#)%:$$ " 21!)%%#$

#17 %)#!"! $)$3#:

:)%73!

"""

2%)3"87

"""

211)3:8:

"""

"")1#8$ " 2#)!%"$ " 21!)$77$

#17 %)#:%8 $)!"1%

K3

$)$1%3

"""

2%)!!$$

"""

23)$%#1

"""

"#)"%$$ " 2!)!$!$ " 21")%3:$

#$% %)":#% !)!$8#

$)183:

"""

2%)!13"

"""

23)$#:%

"""

"#)8""$ " 2!):!!$ " 21")!%#$

#$% %)"#%: !):138

K7

1$)1$$1

"""

21)"7:"

"""

2:!)$8#3

"""

":)8:7$ " 2$)#77$ " 21!)$31$

#18 %)#87" !)#8"8

11):78$

"""

21)#13!

""

2:!)%331

"""

":)"":$ " 2$):3#$ " 21!)$:$$

#18 %)#3!8 !)83"$

K1%

$)#%7!

"""

2%)::1%

"""

23)!87#

"""

"")"1$$ " 2:)""!$ " 218)8"8$

:83 %)8":: $)3:#

$)!1!1

"""

2%)!33%

"""

23)$$81

"""

""):1#$ " 2:)::7$ " 218)8!$$

:83 %)8":" $)73%3

K11

:)8":7

"""

2%)8$83

"""

218)"#$%

"""

"#)"7:$ " 2!):18$ " 21"):#8$

#!# %)":88 !)$8!#

:)"71!

"""

2%)"7%3

"""

218)88:!

"""

"#)3$8$ " 2!):88$ " 21")":8$

#!# %)"#!: !)!7#"

K1$

:)"$!7

"""

2%)8$#3

"""

21#)#$#3

"""

"#)$$:$ " 2!)$!#$ " 21:)#1:$

:7# %)"$"# !)13#:

:)"#!"

"""

2%)8181

"""

21#)8%:3

"""

"#):""$ " 2!):$7$ " 21:)8::$

:7# %)"!18 !)$::8

K1!

!)311%

"""

2%)3%8#

"""

211)318!

"""

"")$%#$ " 2#)1":$ " 21:)"38$

#"% %)#"!: $)!#73

!)7!$#

"""

2%)311"

"""

21$)1%#3

"""

"")"::$ " 2#)##"$ " 21#)%87$

#"% %)#"31 $):$$8

K1:

#)$!$%

"""

2%)7:78

"""

218)#38$

"""

"#)$7$$ " 2!)3:1$ " 21:)13!$

#17 %)#3:" $)8#:"

#):#%8

"""

2%)781%

"""

213)%!:%

"""

"#)8#:$ " 2:)$$7$ " 21:)"!"$

#17 %)#71% $)3%"8

K1#

!)3$3%

"""

2%)"7!!

"""

21$):"18

"""

"")1$!$ " 2:)!88$ " 21#)$#%$

##$ %)#3%! $)8"%8

!)3"78

"""

2%)"3!$

"""

21$)""$1

"""

""):18$ " 2:)"1#$ " 21#)#!7$

##$ %)#3#8 $)3!$%

K1"

!)$:1:

"""

2%):"!!

"""

27)!3!8

"""

":)8"%$ " 2$)"3$$ " 21%)33#$

#1: %)#%8! !):73$

!)1!!1

"""

2%):!1"

"""

27)!378

"""

":)883$ " 2$)"8#$ " 21%)713$

#1: %)#11" !)"$7"

K18

$)8%%%

"""

2%)""3$

"""

28)"3$"

"""

":)#3$$ " 2:)::$$ " 21%)1$:$

#"% %):$%3 $)%$%:

$)31:$

"""

2%)"81!

"""

28)713"

"""

":)7:1$ " 2:)8"$$ " 21%):$"$

#"% %):$!8 $)%7"1

K13

!)$"%8

"""

2%)8"!8

"""

27)$"7#

"""

"8)%11$ " 2"):3!$ " 21#)38!$

#1% %)":#3 $)1!:3

!)!::!

"""

2%)8#!7

"""

27):7"!

"""

"8):13$ " 2")311$ " 21")$!8$

#1% %)":7% $)$13%

K17

")%:31

"""

21):8::

"""

218)1#:"

"""

"#):%%$ " 2#)1#$$ " 211)7%!$

#"% %):8%: $)%#1

")18"#

"""

21):#$$

"""

218)#!87

"""

"#)8%8$ " 2#):1"$ " 21$)18$$

#"% %):8$3 $)1$""

K$%

!)1"17

"""

2%)88$%

"""

21%)3831

"""

"!)"78$ " 2!)#8%$ " 21%)1!7$

#$" %):31# $)%:87

!):%#1

"""

2%)3%!#

"""

211)$:77

"""

":)1!%$ " 2!)788$ " 21%):7"$

#$" %):3:% $)1137

K$1

$)7317

"""

2%)8!"#

"""

23)$"37

"""

":)1$$$ " 2!)73%$ " 23)7:8$

#:! %)!311 $)%$::

!)1#!%

"""

2%)8#%3

"""

23)#8#!

"""

":):78$ " 2:)!1#$ " 27)$##$

#:! %)!3:% $)%773

四" 进一步拓展分析!倒 #型效应的稳态性检验

经济增长是推动一国比较优势水平提升%降低逆比较优势程度和提升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技术溢

出效应的核心途径)为此'确保经济稳步增长对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中间品和生产技术革新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经济增长内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我们自然会产生如下疑惑$一是经济增长遭受巨大的冲击时'如金融危机'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

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发生改变(二是经济增速波动是否会改变上述作用效应,此

7"

&第 ! 期 &&陈晓华'杨高举'刘&慧$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

限于表格篇幅此处仅给出解释变量和常数项等估计结果)



外'进入$1世纪以来'以降低企业负担为导向的税收政策一直受到中国政府推崇'而提高中间品技术含量

和高技术中间品生产能力一直是中国企业努力的方向)那么这种以增加企业盈利能力和激发企业活力为

目的的政府行为与以降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依赖为目标的企业行为'是否会对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

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产生影响'从而为同时优化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和生产技术革

新提供更多路径呢,

本部分将对上述疑惑进行剖析'以为中国制定优化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步伐方面

的政策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考虑到$%%3年的金融危机为外向经济冲击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本文以

cI变量刻画负向经济冲击'经济增速则以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 *;Y增长率表示'税负冲击以 F,X变量

表示'进口国#补中间品短板&战略则以各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额占其消耗中间品总额之比表示)借鉴刘

慧等!$%$%"

*!+

的研究'实证中以各变量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的交互项进行分析'以判

断四类冲击对倒 e型效应的影响机理)

表7&金融危机"增速变动"税负变动和(补短板"强弱项)战略对倒 e型效应的冲击#$^L̂$

系数
"1$ "$$ "!$ ":$ "#$ ""$ "8$ "3$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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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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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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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检验 "8:3)$33 "8:1)"7% 3"%$)817 3""1)3$$ !"%%)$1" !"7!)173 #$71)71% #1!7)!1!

K;检验 1)$+\%: 1)$+\%: :)8+\%: #)1+\%: $371)"$" !%$!)!$$ ""1!)#3: "1#:)88%

^.-I., %)#!%1 %)"#$! %)!188 %)1"#7 %)187# %)178" %)$!!8 %)1!$%

时间 4 4 4 4 4 4 4 4

截面 4 4 4 4 4 4 4 4

表7第!1"和第!$"列报告了金融冲击与两类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系数交互项的实证结

果'方程中两类逆比较优势系数交互项的平方项显著为负'水平项显著为正'可见外部负向经济冲击虽会

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不利影响'但无法改变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程度对生产技术革新影响的

倒 e型效应)由此可见'中美经济技术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经济不确定冲击不会撼动逆比较优势进口

%8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表7第!!"和第!:"列报告了经济增速波动与两类指数交

互项的估计结果'交互项的平方项和水平项分别显著为负和正'可见经济增速的波动亦无法改变倒e型效

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中国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刺激政策以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些

刺激政策势必包含更多的技术革新内涵!如呼声很高的#新基建&"'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目标'

而第!!"和!:"列的结论表明$若要发挥刺激政策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仍需遵循倒 e型效应)第!#"和第!""

报告了税负变动与两类指数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交互项估计结果与前文一致'可见税收降低虽能在一定程度

上加快制造业生产技术变革'但无法改变前文所述的倒 e型效应)第!8"和第!3"列报告了中间品进口占比

与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间交互项的计量结果'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与其他冲击相似'可见#补短

板%强弱项&战略和本土企业的#备胎&计划虽能降低高端中间品的外部依赖程度'但无法改变倒 e型效应)

倒 e型效应表明$进口过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不仅会加剧一国被#卡脖子&的风险'还会对一国生产

技术革新产生抑制作用)那么这种倒 e型效应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呢,为此'笔者

进一步对倒 e型效应进行动态分析'以考察时间冲击的影响)表1%报告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

势系数水平项和平方项分别滞后1到:期的计量结果)可知在滞后1到:期情况下'逆比较优势指数平方项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水平项均显著为正'可见在滞后1到:期条件下'倒 e型效应依然稳健成立)为此'倒

e型效应不会因时间冲击而自我淡化)由此可见'制定二者长期动态优化政策时仍需恪守倒 e型效应)

表1%&时间冲击与倒 e型效应的稳态性#$^L̂$

系数
制造型中间品 服务型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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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4 4 4 4 4 4 4 4

截面 4 4 4 4 4 4 4 4

综上可知'一方面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长波动%税负波动%国内的核心中间品生产能力改进和时间冲

击等事实特征均无法撼动倒 e型效应'因而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体环境下'中国在处理中间品进口

技术含量与国内生产技术革新问题上仍需恪守倒 e型效应'即应持续引进#适宜技术&的中间品'使中间

品进口更好地发挥推动生产技术革新功能'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上述结论也证实了本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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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的稳健性'在基准检验%内生性检验%联立方程和外部冲击条件下倒 e型效应均稳态成立)

五" 结论与启示

降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依赖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既是中国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

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为此'厘清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

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有鉴于此'本文在科学度量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

比较优势指数和生产技术革新指数的基础上'首次从多维细致层面剖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效应)得到的结

论主要有$!1"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

e型'即进口技术含量过高或过低的中间品均不利于生产技术革新'进口约$)#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

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倒 e型效应在基准检验%考虑内生性检验和

异质性检验中均稳健成立)!$"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该指数处于

倒 e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并未抑制中国的生产技术革新'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程度对

中国生产技术革新的作用力正逐渐下降)为此'对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

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中

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倒 e型效应非常稳定)外部经济冲击%增速放缓%税

负波动%#补短板%强弱项&战略和时间冲击等均无法撼动倒 e型效应)为此'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遵循倒

e型效应来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的关系是政策制定者难以打破的#铁律&)!:"高等教育%适

度提高员工工资和贸易便利性对生产技术革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税收过高%自然资源过于丰富和负向

经济冲击不利于生产技术革新)

本文不仅从逆比较优势视角为理解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

证据'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引进#适宜技术&!$)#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才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

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意味着中间品进口的最优措施是#限过高%去过低&)然而#适宜技术&往往并非最

高尖端的技术'最高尖端技术#要不来%买不来也讨不来&)为此'在执行进口#适宜技术&进口策略的同时'

还应提升高尖端技术中间品自给能力)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可通过汇集优势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和持续

优化科研攻关环境等手段'为本国高端中间品生产能力提升营造良好的#培养皿&(另一方面应鼓励本国

企业使用本土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以发挥中国的#大国大市场&效应'为本国高端中间品生产提供持续的

内源需求'促使中国逐步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被卡者&向生产者转变)二是倒 e型效应是技术的#学习价

值&和进口国是否#够得着&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口颇具#学习价值&但#够不着&的技术不仅会对生产技术

革新产生负效应'还使得进口国面临潜在的#断供&风险)为此'一方面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

而言'有#学习价值&和#够得着&的中间品技术门槛势必不断提升'而当前中国处于倒 e型效应的左侧'因

而在进口中间品时'应持续适度提升中间品的技术内涵'以使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对生产技术革新产生

长期的边际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可通过鼓励国内企业并购%注资国外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生产企业或与国外

企业构建联合研发组织等形式'提高国外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的可控性'降低#卡脖子&风险)三是高等

教育和工资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人才在生产技术革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可通过适当扩大优质高

等教育的规模%吸引国外高水平大学来本地培养人才和大力引进国外高水平人才等措施'提升中国高端人

才规模和质量'为生产技术革新和制造业强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还可通过逐步消除贸易中的不

合理制度和壁垒%积极融入世界性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拓展国内自贸区自贸港的内涵和进一步挖掘

边疆自贸区潜能等手段'为中国赢得更多的贸易便利'进而最大化贸易地理优势对生产技术革新的促进作

用'助力中国制造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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