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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H对外日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
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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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

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

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

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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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比tract:FDIhasnotbecomeapositivefactorintheeconomicgrowthofthewestpartofChinaandsmallamountofFDIin

thewestpartofChinaexPandstheeconomicgapbetweentheeastandthewest.Thehomogeneityoftheeconomyinth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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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selective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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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FDI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变量;而且，FDI差异也是引起区域经济差距

的重要原因。[l一4〕

    一、文献综述

    引进FDI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它对经济增

长的意义也是多重的:能提高国民储蓄率，缓解资本

稀缺性;也可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

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功能是综合性的。“二战”

后，许多文献围绕FDI区位选择因素问题进行了全

方位探索。邓宁对垄断优势、内部化等传统理论进

行了综合，并提出了著名的OLI模型。在邓宁的模

型中，将区域与所有权、内部化看成是影响FDI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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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因素，从而开创了该理论的基本框架[5j。借

助于邓宁的基本架构，经济学家从经济和制度两大

领域，从微观到宏观角度对FDI区域选择因素问题

进行了多方面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FDI大量涌人中国，但西部所吸

引的FDI规模较小。江小娟(2002)等对FDI区域布

局动态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部FDI增速较快;

西部增速变化较大，比重呈下降趋势;东部增幅下降

但仍占绝对优势〔6一7〕。基于FDI对后发地区跨越式

发展的意义，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FDI

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索。理论分析方面，大部分文

献在SWOT框架内分析西部FDI影响因素，并将西

部的优势归纳为资源优势、国家的政策支持、加人

WTO对外开放政策的均等化、国际和国内产业结构

调整加速等;而该地区的劣势包括:经济基础较差、

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人力资源素质较低、市场容量

较小且市场分割、产业结构单一且落后、地理位置偏

远、体制改革滞后、公共服务落后且效率低下等[8j。

实证分析的文献方面，刘荣添(2005)图和杨晓明

(2005)[l0〕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杨晓明的综合研究以

武汉等16个城市为代表，对中西部地区FDI影响因

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刘荣添的研究显示，西部的市

场规模和科技投人不利于吸收FDI，改善的基础设

施和西部大开发政策促进了外资流人，西部具有劳

动力优势但在弱化。

    上述文献使我们对西部FDI的统计特征、吸收

FDI的优势和劣势等有了基本认识，但也存在不足

之处。研究对象方面，它们只是涉及西部，但并没有

以此为重点进行分析，也没有深人分析西部各省

FDI选择因素的差异性。分析技术也存在可改善之

处。面板数据分析需要分别进行随机效应、固定效

应和合并模型的回归，然后进行统计检验选取合理

的模型形式，而刘荣添和杨晓明等先验地选取了固

定效应模型。本文将克服这些问题，并将回答现有

文献没有回答的问题:影响西部FDI布局的主要因

素是什么?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整体上是否

存在实质性差异?西部各省察赋差异如何?

    二、西部地区FDI的统计描述及其对区域经济

差距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FDI有所增加，对区域经济

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

该地区继续保持了FDI一定的流人规模:在1993一

2003年间，该地区FDI累计达 201亿美元。但该地

区FDI极其不稳定，总体上，年均增长速度竟然为负

数。而在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7.7%，东北三省年

均增速为5.4写，东部为8.23写，中部高达9.7%。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西部FDI相对地位的下降:它占

全国FDI比重从1993年的7.3%下降到2003年的

2.6%。此种情况也降低了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相

对地位。以1992年不变价格计算，1993一2003年，

西部GDP占全国比重从4，39.6%下降到3.7%。

较少的外资流人也拉大了西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

济差距。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

性技术进步的，FDI是独立要素，Y表示产出，KJ、

Kf和L分别表示内资、外资和劳动投人，A，是技术

水平，可设定如下形式的双对数回归模型:

    Iny，=b:(A:)+aln(KJ)+日In(K，)+

    (1一a一日)In(L，)+。: (1)

    本文分析FDI产出弹性的区域差异，忽略其它

变量。对时间序列数据，也不需要常数项。以1993

一2003年为样本区间，以1992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
及各地区GDP，以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其

它直接投资)，运用OLS分别进行四次回归，结果如

下(括号内是t值，以下同):

              表I FDI与中国区城经济差距

中国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系数

(2刁91)

    0，71

(169.74)

    0.68

(143.77)

    0。69

(114。45)

  0.7423

(112_10、

  0.81

(2.05)

R2 0.6104 0.5757 0.4086 0。4218 0.3182

    注:1.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低于1%。

        2.东部是指京、冀、津、普、沪、苏、浙、问、粤、琼十省

        市;东北指辽、黑、吉三省;中部指晋、像、部、湘、粉、

        皖六省;西部地区为新、陕、青、宁、内、甘、贵、云、川、

        桂(西部不含西藏和重庆)。

    判决系数大小是衡量FDI对区域经济影响重要

性的综合指标。据上表所示，FDI对各区域经济增

长的重要性而言，从大到小依次是东部、中部、东北

和西部;但产出弹性刚好相反，从大到小依次是西

部、中部、东北和东部。这表明，FDI存量是影响区
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它也表明，从生产效率的

动态演变趋势看，西部加快吸收FDI不但有利于全

国经济增长，还能弥补本地区的资本不足，可缩小地

区差距。影响西部FDI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三、理论推导、模型设定、数据选取

    (一)模型与方法

    根据FDI理论，我们选取下列变量(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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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影响西部FOI选择基本变量

要 素 市 场 外 部 性

区 位 技 术 劳 动 力 市场规模 公共资本 聚集效应

标识 邢 尸叹， LB MK 说 TL ]J

指标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批准专利 职工平均工资 GD尸 公路密度 铁路密度 J理)1存量

单位 万美元 项 元 亿元(1992年价格) 公里/千平方公里 奋里/千平方公里 万美元

    设定简单的FDI函数形式J一Dl二f沃G，尸T，
二刀j工K，GL，刀二，JJ，的;进而设定双对数回归模

型:In仔Dl) = C+ 几In沃G)+ 风In(尸T)+

风In(毛B)+风In(从K)+风(〔江产)+风In(了工)+

尽In(JJ)+。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需要对模型形式进行取舍和

设定。根据扰动项性质的差异有基本模型(古典模型

或合并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等。

    一是约束模型(或合并模型):加(必=角:(X)+。

    其中月为行向量，表示各系数(含常数项);

In(X)为列向量，表示各解释变量或回归因子;。为

扰动项。在约束模型中，扰动项之间没有时间序列相

关，没有组间异方差性和横截面相关性，常数项和斜

率都是相同的。

    二是固定影响模型:In(刃 二ia+斑n(X)+‘

    此时匆为常数项，夕为行向量但不包括常数项，

In(X)为列向量，a二C十成。各变量斜率相同但常数

项不同的，跨单位的差异可由常数项的差异来表示，

扰动项受单位(1)影响。如果把扰动项的下标变成时

间t，模型则表示扰动项之间存在序列相关性。

    三是随机影响模型:阮(yi，‘)二C+俘n(戈，r)十气
    其中C=a+产‘+产:，扰动项既受单位影响，也与

时间相关，也可能存在时间和单位的混合误差。

    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严格地说，需要分别

对加01015、fixeffectmodel和random叮介ct
model等模型形式进行回归，然后进行两两检验。本

文讨论FDI选取因素的区域差异问题，感兴趣的是

横截面(区域层面上)的差异对扰动项的影响，只需

要在合并模型和固定模型之间进行选取。检验方法

是F检验，F统计量计算方法是:F(n一1，nT一n一k)二

(R，，一R，2)/(n一1)/(1一R，2)/(nT一n一k)
    其中，RZ为判决系数，产为非约束模型，而尸则表

示合并或约束模型，n、k分别是单位和自变量个数。

将模型分析计算得到的F统计量与既定自由度的F

临界值进行对比，便可对两个模型进行取舍。如果F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影响模

型;反之，则选择合并模型。

    (二)变量与数据

    本文Fl〕1口径包括其它投资，其它外商投资规

模非常小，这种处理对结论的影响非常有限。其余各

指标是这样选取的:以职工平均工资表示劳动力成

本;土地级差地租主要源于区位，它对于出口导向的

石刃1来说具有较强敏感性，本文以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总值来表示区位和市场动机;以专利批准量度量

技术创新能力;以6口尸度量市场规模;以铁路和公

里密度度量公共资本(公路和铁路分别以等级公路

和营业里程表示);聚积效应则以FDI存量表示。时

间范围选取1993一2o03年，没有前移，是为了保障

结构上的一致性，也免去了邹氏结构断点检验的麻

烦。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实证分析:西部FDI选择因素的整体判断

与省际差异

    首先运用总体数据对西部地区凡)1选择因素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模型1:区域层面

    工芜石(FDI)= 11.96一0.64且义子(五刀)+

1.27刀1子(彻火)+0.22任石门毛)一0.02“义子(〔豆奋)

一0.13且义子(JJ)一0.47议石(尸T)一0.14双石(2砚子)

(2.31)(一1.49)(0.89)(0.2)(一0.6)(一1.3)(一0.33)

    RZ=0.886014;DW=2.0

    模型令人沮丧，没有一个变量具有统计上的规

律性。显然，西部在吸收外资方面并没有显著优势。

这是整体情况。在省际层面上汪;Dl选择因素是否存

在结构性差异?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运用F统计量

在合并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西部 10

各省约束回归(PoolOLS)结果是:

    模型2:合并模型

    工OG仔工)1)= 11.48一1.371〔U(毛B)+

0.091石G(州武)一0.17任石(1工)+0.241〔汇子((王)+

1.09L〔叉子(JJ)一0.10LOG(PT)一0.37L〔石(尺G)

(9.36)(一11.69)(0.81)(一1.41)(1.93)

(13。37)(一0.93)(一4.69)

    RZ=0920805;DW二0。7619

    模型3:固定影响模型

    继而，我们以虚拟变量Dl、DZ、D3、D4、DS、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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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DS、Dg和Dlo分别表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

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内蒙古，固定效应模

型回归结果如下:

    工石6(fDI)=一1.791工石(123)+0.20且义子伍公()

一0.551石6(丑J)+0.691工石(以二)十1.19且1子(JJ)+

0.141石心(PT)一0.361石心(尺G)+9，32DI+

9.88D2+8.95D3+9.56D4+9.62D5+10.97D6+

10.28D7+10.03D8十11.20D9+10.24D10

      (一2.58)(0.19)(一1.47)(3.0)(7.94)(0.76)

      (一3.28)(3.63)(4.37)(2.84)(3.69)(3.89)

      (5.31)(4.39)(4.31)(4.72)(3.74)

    RZ= 0.933731，DW = 0.8923

0.933731一 0.920805

F
10一 1

1一 0.933731
2.05

              10Xll一 10一 7

    结果显示:FO.。1(9，90)>F统计量=2.05>

FO.。5(9，90)二1.99。在5%显著性水平下，各省之

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在1肠的水平下则接受合并模

型。一般来说，我们能够接受5%的显著性水平，基

本上可接受固定效应模型。也就是说，西部各省之

间的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有必要来

进一步分析各个变量对西部10省的影响差异情况。

运用双对数模型，分别进行 10次简单的毛05回归，

结果如表3:
据模型可以计算F检验值:

                          表3 西部10省(自治区)厂刀1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 量
R2

JJ 1工 GL 工B 尺G 入石K 尸T

云
3.36.食

  (2.0)

  1.82

(0.78)

  一 0.18

(一0.11)

  一 9.80

(一1.74)

  0.28

(0.38)

  6.36

(0.67)

  一 1.63

(一1.05)
0.7903

贵
  1.19

(1.37)

  1.17

(0.44)

  0.9

(0.2)

  一 4.2

(一1.0)

  0.34

(0.67)

  2.37

(0.33)

  一 0.22

(一0.23)
0.8512

川
一 1.41

(一1.8)

  0.09

(0.07)

0.86

(0.9)

7。25.‘

(2.50)

  0。26

(0.41)

一8。34恤奋

(一2.12)

  一 0.81

(一0.79)
0.9119

桂
一 0.88含生

(一3.75)

一 1.79t*

(一2.97)

1.28.

  5.1

一6.78，
(一6.10)

一0.87奋介

(一2.76)

13.9，

(4.93)

一2.54。

(一4.97)
0.9879

陕
  0.15

(0.21)

  0.82

(0.49)

  1.53

(1.46)

  一 4.29

(一1.77)

  一 0.43

(一0.52)

    5.8

(1.23)

  一 1.70

(一1.62)
0.8676

甘
  0.93

(1.13)

  0.71

(0.7)

  0.02

(0.01)

  4.66

(1.09)

0.81

(0.7)

一 11.46

(一2.21)

  1.75

(1.43)
0.8546

宁
1.98亩

(6.81)

    0.1

(0.22)

  1.49

(1.67)

一5.43‘

(一3.92)

一1.39，

(一2.84)

7.85*

(4.05)

一 1.33.奋

(一3.92)
0.9767

新
  一0.87

(一0.66)

  2.08

(1.68)

2.29古音

(2.66)

  8.47

(1.59)

2.39也

(3.59)

一22.17，

(一3.25)

一 0，40

一0.19
0.8378

青
  2.7.

(10.8)

  2.12

(1.52)

  1.46

(1.41)

一2.06音台

(一2.06)

一0.7曰

(一4.34)

一3.9众含*

(一2.25)

一 0.2

0.44
0.9977

蒙
  1.37

(0.56)

6.28*，

(2.05)

  1.93

(0.58)

  一 5.74

(一1.38)

  0.11

(0.16)

  0.52

(0。17)

  一 0.36

(一0.27)
0.7830

    注:”‘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及以下。

    (二)模型分析 处于劣势。

    通过模型1一3和表3，我们可以在区域和省际 固定影响模型和合并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西

两个层面对西部FDI选择因素进行相应分析。固定 部地区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四川较

影响模型显示，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竞争力 慢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了FDI预期。而外资在云南

是令人担忧的。由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 具有一定的战略考虑，这可能是云南的投资环境较

开发，从而加大了对该地区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人 优所致。陕西省尽管吸引了较大比重的外资，但它

力度，这大大改善了其投资环境，在弹性分析上显示 在所列察赋方面并无优势，可能有一种我们尚未可

了铁路对FDI产生了显著性影响;但在市场规模、劳 知的力量在吸引FDI进人陕西省。联系到该地区经

动力、区位等方面，该地区均处于不利状态;并且，区 济绩效的实绩，可以推测，陕西在将综合优势转化为

域科技创能力是核心竞争力，而该地区此方面明显 经济优势方面，尚有较多的工作要做。甘肃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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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较慢，降低了FDI的市场预期，其它变量也

都对外资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新疆情况是比较特

殊，它与多个国家接壤的地理特征赋予了其较大的

区域优势，它在吸引国际市场导向的外资方面存在

显著优势;新疆对公路建设的投人也对外资产生了

积极的引导作用;虽然新疆人口稀少，但分布较为集

中，且人均收人水平较高，在市场规模方面也对外资

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但新疆未能较好地利用这些

优势，并导致了外资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青海地

处内陆，经济总量小，在市场和区位方面都不利于

FDI的流人，模型的结果也清楚了显示了这一点，但

它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却具有较大的优势。宁夏在察

赋方面无显著优势，但在吸收外资方面却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在七个变量中，五个变量都能通过T检

验:宁夏科技创新能力较为落后，对外资产生了显著

的抑制作用;宁夏地理位置偏远，这种区位使它难以

吸收到出口导向的FDI;但它具有较大的劳动力优

势，劳动力成本每降低一个百分点，FDI增加5.43
个百分点;宁夏地域狭小但它地处西部中枢，市场辐

射能力较强，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故而在市场方面

的优势也非常突出，市场规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FDI就增长7.85百分点，这种效应是较为可观的;

而且宁夏也出现了显著的聚积效应，这在西部是非

常难得的。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结合我们的回归结果，可以较为谨慎地得到如

下结论:FDI对西部的经济增长尚未成为积极因素，

这是导致该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差异逐渐拉大的重

要原因。西部要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体系，尚待时日。

该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区位方面的察赋

较差，而科技创新能力尤其不足，所有这些都对其吸

引FDI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尤以后者为甚。省际层

面上，劳动力成本、公路等基础设施和区位等仍然是

比较重要的竞争手段，科技创新能力则处于相对次

要地位。

    根据分析结果，可在国家、区域和省际三个层面

上给出我们深化对外开放的政策菜单。在国家层

面，政府对西部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人政策已经取

得实效，需继续保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人密度;此

外，需要提高劳动力的区域流动性使劳动力成本优

势能够发挥出来;加强对该地区的科技投人。西部

各省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陕西需要加大体制改革

力度，充分释放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将综合优势转化

为投资环境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甘肃和青海在吸

引外资方面的困难较大，从长远看，需要进行综合改

革，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新疆具有多方面的有利条

件，需要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使其区域优势和市场

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尽快扭转外资流人绝对下降的

局面。从某种程度上，宁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

利用外资的典范。FDI是综合投资环境的晴雨表，

它对宁夏的青睐，是对该地区在以吸引外资为契机

大幅度改善经济发展(投资)环境、促进发展方面所

取得的较大成绩的充分肯定和强有力的注释;但还

是要巩固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辐射三方面

的优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弥补区位劣势，云

南、贵州、四川等需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当然，

西南各省也需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洛林，等.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

    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J〕.中国工业经济，2000
    (4):5一12.

【2」王洛林，等.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

    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下)〔J〕.中国工业经济，2000
    (5):5一10.

〔3〕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J〕.国际经济评
    论，2004(3):24一28.

〔4」陈浪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

    [Jj.世界经济，2002(6):20一26.
[5〕HDunningJH.Trade，LocationofEconomi。Activity
    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ASearchforanEclec-

    ticApproach[M」.BOhlinPeroveHesselbornandPer

    Magnuswijkmaned.ThelnternationalAllocationofE-

    conomicActivity，Macmillan，London，1977.

「6〕江小娟.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资:政策取向及

    其实效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1):1一11.
〔7〕商务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我国外商投资梯度转
    移问题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4):5一12.

【幻 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兼
    论中国沿海与西部地区差别[J〕.世界经济，2001(3):9一15.

〔9」刘荣添，林峰.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
    差异因素的PanelData分析「J〕.数量技术经济研究，
    2005(7):25一34.

〔10」杨晓明.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 对我国三大经济圈
      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对经研究，2005(11):98-
        107.

(责任编校:夏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