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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与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３０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效应分析

张　宏　李拯非

摘要: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它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基于中国

３０个省级行政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的数据,采用熵权法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运用空间自回归固定效

应模型分析了 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制度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研究发现:
(１)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空间集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２)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制度创新有利于中国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３)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 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对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的同时,还

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各地区积极发展经济的学习赶超效应明显,加强区域

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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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一)引言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带来飞跃式的经济增长.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后,以消耗能源、资源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适合新的发展环境,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驱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实现由经济

大国到强国转变的根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我们务必积极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坚
持科技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加入 WTO后,特别是２０１０年 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发展 OFDI规模

迅速增长,据«２０１９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２０１８年末,中国 OFDI流量仅次于日本,
达到１４３０．４亿美元,投资存量高达１．９８万亿美元,是２００２年末存量的６６．３倍,在全球排名也由第２５
位跃升至第３位,仅次于美国和荷兰.与此同时,通过 OFDI逆向技术溢出也是推动中国技术创新的

有效途径之一.毋庸置疑,合理的制度创新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有利于增加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

于提高技术吸收能力,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究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制度创新水平等如何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海外园区全球布局的空间选择与协同治理研究”(１９ZDA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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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综述

１．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经济发展质量

通过 OFDI促进技术创新,并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如

Love利用英国面板数据实证指出英国的 O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其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形成技术

的原始积累,加之内化吸收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最终会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①;张宏和郭

庆玲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指出技术获取型 OFDI可有效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②;辛晴和邵帅认

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国内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③;宋跃

刚和杜江认为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主要通过集聚溢出、模仿学习以及人员流动机制提升母公

司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④;曹献飞和裴平利用大样本的企业微观数据检验了中国

发展 OFDI能够显著提升产能利用率、缓解产能过剩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⑤;乔敏健和

马文秀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及共享五个层面测度了中国高质量发展,认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

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⑥.此外,如聂名华和徐英杰利用１９８５ ２０１３年的宏观

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因果关系,研究指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

会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⑦;李娟等研究指出,
逆向技术溢出主要通过良性的研发互动、研发成果反馈和逆向技术转移机制使母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得以提高,再通过在母国的示范效应以及竞争效应实现技术扩散,从而提高了母国的技术创新水

平⑧;还有陈培如和冼国明认为,中国 OFDI具有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新增 OFDI中仅扩展边

际的投资扩张方式可促进中国的技术创新,而集约边际的推动效应不明显⑨.
同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门槛效应和地区差异,产生这种效应的原

因主要在于中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吸收能力的强弱对逆向技术溢出能否推动经济发展具有极为

重要的影响.如杜龙政和杜润辉研究发现,省域的创新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具有双门槛效应,在“创
新启动阶段”和“创新加速阶段”的门槛不同,只有越过相应的门槛后,正向作用才变得显著;冉启英

等认为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制度质量门槛效应;孔群喜等通

过CH 模型,证明了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高该区域的创新能力,但是这种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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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在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之前,众多学者研究了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周丹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制度性门槛,并强调市场化的制度建设并不能一劳永逸①;
李强和徐康宁研究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都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

作用,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重塑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②;易信

和郭春丽认为环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存在“漏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前者抑制经济增长,而后者促

进经济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正向的③.
而关于制度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近年来的国内学者大多是通过具体的相关制度创新

或变革以研究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作用.如陶长琪和彭永樟探究制度质量视域下经济增长从

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内在发展路径,指出制度质量(制度创新水平)是保障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④;
陈再齐等指出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创新驱动是高效发展的根本,政府不仅仅要加大扶持

资助和扶持创新型企业,更要积极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环境⑤;张红霞和王悦着眼于经济制度以及

产业结构演变两方面,发现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产业结构演变对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有自身的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发挥其对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而产生间接

影响⑥;周小亮认为应该通过以优化生产方式为逻辑基础,以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完

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扎实推进中国经济的包容性绿色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⑦;
张腾等通过研究财政分权制度与晋升激励制度,发现如果单独衡量,财政分权可以显著提升中国经济

增长质量,晋升激励制度却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如果考虑在晋升激励制度背景下,财政收入分

权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支出分权则正好相反⑧.

３．文献述评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将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以及经济发展质量

两两结合而分别进行了论证分析,虽然有的文献如杜两省等研究指出,优化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区域之

间技术创新资本的合理流动,可有效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⑨,但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内技术

创新资本,也没有涉及 OFDI逆向技术溢出,更鲜有将三者纳入统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另外,既有

研究未曾考虑到各省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同样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基

于此,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３点:一是利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的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
证分析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分别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同时,还综合考

察两者共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指出制度环境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在构

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利用制度创新促进 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
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 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中国各省域之间互相影响,加强各

省域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实现协同创新,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不能片面追求 OFDI数量,
更应重视发展高质量 OFDI的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制度环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促进

７１１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周丹:«制度质量、金融效率与门槛经济增长效应»,«金融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李强、徐康宁:«制度质量、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易信、郭春丽:«环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建议»,«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７第１２期.
陶长琪、彭永樟:«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陈再齐、李震、杨志云:«国际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制度选择»,«学术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张红霞、王悦:«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演变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周小亮:«包容性绿色发展:理论阐释与制度支撑体系»,«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张腾、蒋伏心、韦朕韬:«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第１期.
杜两省、胡海洋、姚晨:«制度环境、技术创新资本流动与区域发展———基于空间集聚视角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科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OFDI逆向技术溢出,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机制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２０１９年人均 GDP已突破１００００美元,按照邓宁的生产折衷

理论,中国正处于大力发展 OFDI的关键时期.国内外众多的实践经验证明,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

出等可有效推动母国的技术创新,进而推动母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利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推进中国

经济发展、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具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研发成果的反馈机制.中国企业通过独资或者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

以一定的形式嵌入到东道国的技术研发高地,可直接进入东道国的高端技术产业链、价值链,了解和

掌握同行业的技术发展动态,首先是通过 OFDI直接的学习将所获得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反馈给

中国企业,企业通过消化、吸收以及二次创新,从而推动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机制的作用十分

明显且直接,其次是通过发展高质量 OFDI,与东道国企业开展竞争的过程中可间接推动技术研发,进
而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于研发要素、知识成果等只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可溢出流

动,当 OFDI进入发达国家的研发集聚地时,一方面可便捷地获取技术研发信息,学习东道国的技术

溢出成果,然后直接传递扩散至中国,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
一方面,区位聚集有利于中国 OFDI企业更好地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升自身的科技创

新能力.同时,发达国家的区位聚集使中国 OFDI企业身处激烈竞争之中,通过竞争效应迫使其加大

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创新水平,或者 OFDI企业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优势企业形成战略发展联盟,发
挥各自优势,共同组织研发,可获得更多的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水平.
再者,人才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中国 OFDI企业既要自己努力培育优秀的技术人才,又要善于利

用好人才流动机制,招贤纳士,积极吸纳技术先进国家的研发人员直接补充到自身的研发队伍中来的

同时,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中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可以利用其优越的研发条件不断

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然后再通过与国内同行的交流学习实现隐性知识的逆向溢出,为 OFDI逆向技

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这样会加快技术溢出,进而有效提升中国的技术创新

水平.
二是技术研发的费用分摊机制.按照产品生命周期论,第一,中国市场寻求型 OFDI通过适用型

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有效提升东道国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与东道国的经济合作水平的同时,将国

内市场的部分剩余产能出口,可提高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收入水平,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由
此而带来的利润直接回馈给母国,适当弥补母国的技术研发、创新等费用的支出.第二,中国对发展

中国家进行的资源寻求型投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如对巴西、俄罗

斯等能源主产国直接投资,打造跨国生产网络,这种方式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对母国研发费用具

有分摊效应.总之,通过腾笼换鸟,发挥比较优势的方式,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可有效提高 OFDI逆

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为推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是利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否有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好的制

度环境(制度创新)有利于提高中国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可

分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经济制度主要包括教育扶持、科技支持和金融支持等方面.虽然

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较大,机动性较强,但在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新时代共同富

裕的目标指引下,这种经济制度环境会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各地政府的努力下逐步得以完善,通过发

挥教育、科技和金融等制度政策的积极作用,不断提升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的质量,提高各地的模

仿创新、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和空间效应,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同

时,好的法律制度主要是通过法律保护特别知识产权,来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适度加大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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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保护力度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促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计

由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故本文试图采用空间静态面板模型来检验前述假说,并使

用埃斯特提出的空间面板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空间计量模型主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本文分别构建

如下两种模型:

１．空间滞后模型

Sit＝ρwSit＋β０＋β１lnOFDIit＋β２lnKnowit＋β３lnOFDIit×lnKnowit＋β４lnXit (１)
其中,Sit 表示i地区第t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w 表示３０×３０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空间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利用 Matlab软件计算得出球面距离取倒数构建而成,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度量

空间滞后wSit 对Sit 的影响,如果不考虑空间滞后项ρwSit ,则该模型为标准的静态面板模型.OFD
Iit 、Knowit 分别表示i地区第t年的 OFDI、制度质量,β为相应的系数,Xit 表示控制变量.

２．空间误差模型

Sit＝β０＋β１lnOFDIit＋β２lnKnowit＋β３lnOFDIit×lnKnowit＋β４lnXit＋εit (２)
其中,扰动项εit 的生成过程为εit＝ρwεit＋μit,w 为空间权重矩阵.该模型显示,扰动项εit 存在空间

依赖性,这意味着除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外仍有对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的遗漏变量存在且有空间

相关性,或者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存在空间相关性,如果ρ＝０,则简化为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
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都是从全域计算空间相关性,因此模型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如

果仍然进行 OLS估计,则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就是有偏或者无效的,而采用空间面板极大似然法对模

型进行估计便能有效避免以上问题,故本文将采用该种方法来估计空间回归模型的参数.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S)
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三个方面选取１３个一级指标用熵权法合成共

同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的指标如表１所示,然后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出各省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指数①.

表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选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参考指标)

有效性

劳动效率 GDP/全部从业人员数量

工业化率 非农业就业人数/全社会总就业人数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GDP

人均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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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参考指标)

稳定性

国民经济结构 非国有企业产值/总产值

人均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GDP

投资发展状况 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消费发展状况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可持续性

比较消费率 各省居民人均消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人均发明专利申请量 发明专利申请量/总人口

R&D经费投入强度 R&D经费支出/GDP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比重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２．解释变量

(１)OFDI逆向技术溢出(OFDI)
本文借鉴Lichtenberg和Potterie(２００１)①对国外知识溢出的测算方法,计算中国通过 OFDI获

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

SOFDI
t ＝∑j

OFDIt

Yjt
Sjt (３)

其中,OFDIt 表示中国在t年对j国的 OFDI存量;Yjt 表示j国的 GDP,Sjt 表示j国的R&D
资本存量.考虑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和合理性,本文选取１５个具有代表性的 OFDI逆向技术溢出国

家和地区,它们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瑞典、新加坡、韩国、巴西、印度、
俄罗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每个国家的 R&D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

为:St＝(１－δ)St－１＋RDjt ,δ为资本折旧率,取值为５％,RDjt 为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

折算的实际研发支出,基期R&D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S２００３＝
RD２００３

(g＋δ),其中RD２００３ 为２００３年的实

际研发支出,g 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研发支出的增长率.
(２)知识产权指数(Know)
知识产权指数反映的是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知识产权创新水平,代表该地区制度环境是

否有利于知识产权的持续创造,用其来衡量制度创新的程度.为了使指标更加全面地描述知识产权

状况,本文参考既有研究成果并考虑指标的合理性,用以下具体方法计算得出知识产权指数:
知识产权指数＝１/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３/４知识产权创造指数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计算借鉴魏浩等②的做法,选取专利侵权和其他纠纷结案量、查处冒充专

利行为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结案量２个指标,由于这两项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本文采用阈值法对

上述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采用简单算数平均法,对专利侵权和其他纠纷结案量指数、查处冒充

专利行为和假冒专利行为结案量指数进行汇总.而知识产权创造指数参考王正志等③和姬鹏程等④

的方法,选取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累计授权量、科技活动人员数量、R&D人员经费支出以及科技市场成

交额４个指标,对４个指标的百分比进行汇总计算得出知识产权创造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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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变量

(１)经济发展水平(GDP)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用各省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２)人力资本(HR)
对于人力资本指标的测算,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HR＝小学∗６＋初中∗９＋高

中∗１２＋大专及以上∗１６所得.
(３)市场开放程度(Open)
市场开放程度的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即国内进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
(４)技术差距(Tec)
技术差距用历年各省的劳动生产率与国外各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其中,劳动生产

率＝GDP/就业总人数.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３０个省级行政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的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

鉴»«人口统计年鉴»、各地区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万德数据库.
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lnS ４８０ １．９８ ０．６６４ ３．７９４ ０．３４４

lnOFDI ４８０ ８．４９５ ２．４２５ １．８５８ １３．８５

lnKnow ４８０ ２．８７４ １．２３３ ５．５９５ ０．５８１

LnOFDI∗lnKnow ４８０ ２２．８７ ９．９１１ ５９．０７ ５．３９７

lnHR ４８０ ２．１５５ ０．１１５ １．７９８ ２．５４

lnGDP ４８０ ９．２３９ １．０４４ ５．９６７ １１．４９

lnOpen ４８０ ２．５５６ １．１１２ ５．５０２ ０．３１７

lnTec ４８０ ０．８５ ０．６４ ２．６６１ ０．５６６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 MoransI数来测度各省级行政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是否存在

集聚现象.MoransI指数是观测值与它的空间滞后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其取值范围在 １到１之间.

MoransI＞０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I＜０表示空间负相关性,其
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MoransI＝０,空间呈随机性.

从表３可以看出,OFDI的 MoransI指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

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经济高

质量发展在空间上的分布并非是随机的,而是表现出空间集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各省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趋向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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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３０省级行政区经济质量发展水平的 MoransI指数

年份 MoransI P 年份 MoransI P

２００３ ０．３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３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０．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３３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０．３２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７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 ０．３１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９ ０．３０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２７６ ０．００１

(二)模型的选取

在前面我们构建了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Model,SEM),由于实践中的空间关联性表现形式不同,在进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之前,需要确

定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至于实际应用时上述两个模型哪个更为适宜,我们根据

Anselin等人①的建议通过采用LagrangeMultiplier统计量来判别(表４),若LM 统计量均不显著,则
接受“空间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表明空间计量模型并不适用于对研究变量的分析,若空间滞后模型和

空间误差模型的LM 统计量中一个显著一个不显著,则选择显著的空间计量模型,若两者都显著,则
进一步考察RobustLagrangeMultiplier统计量,选择显著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４ LM检验结果

Test Statistic df pＧvalue

Spatialerror:

Lagrangemultiplier ０．０８７ １ ０．７６８

RobustLagrangemultiplier ０．２３８ １ ０．６２６

Spatiallag:

Lagrangemultiplier ２１．０２１ １ ０

RobustLagrangemultiplier ２１．１７３ １ ０

从表４可以看出SAR模型两个统计量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空间无自相关”的原假设,
表明该研究变量应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此外SEM 检验的两个统计量均不显著,因此,本文

选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采用Stata１５．０对模型予以估计,利用 Hausman检验可以确认空间自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

应还是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

应模型.最终确定选用空间自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并构建以下检验模型:

Sit＝ρWSit＋β０＋β１lnofdiit＋β２lnknowit＋β３lnofdiit∗lnknowit＋β４lnhrit

＋β５lngdpit＋β６lnopenit＋β７lntecit＋εit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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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考虑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度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影响程度,在模型中加

入两个变量的交互项,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力资本(HR)、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外开放程度(Open)
和技术差距(Tec).此外,空间矩阵主要有空间邻接矩阵、空间经济距离矩阵和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三

类矩阵,本文选择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作为实证时采用的空间矩阵,并采用另外两种矩阵来验证模型的

稳健性.
(三)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中国地域范围广,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各地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

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影响也必然存在较大不同.为进一步明确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全国

层面和东中西部层面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分别将对应的数据代入模型(４)中进行实证,具体结果如下

表５、表６、表７、表８所示.

１．全国层面的回归分析

表５ 全国层面回归分析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OFDI ０．０２２５∗

(１．８４０９)
０．０２２３∗

(１．７５９３)
０．０４４９∗

(１．８３０４)

lnKnow ０．３０３３∗∗∗

(９．７４０８)
０．３０２９∗∗∗

(４．６８３８)
０．６０６２∗∗∗

(７．１８９４)

lnOFDI∗lnKnow ０．０１０４∗∗∗

(５．６３９０)
０．０１０４∗∗∗

(４．０８２２)
０．０２０８∗∗∗

(５．２０６５)

lnHR ０．７２６９∗∗∗

(３．６９４１)
０．７３４０∗∗∗

(２．６８３８)
１．４６０８∗∗∗

(３．２３０１)

lnGDP ０．４７５６∗∗∗

(５．１３１９)
０．４７１３∗∗∗

(４．１６０８)
０．９４６９∗∗∗

(５．０５１２)

lnOpen
０．０７７８∗∗∗

(５．２６４６)
０．０７８０∗∗∗

(３．５２２６)
０．１５５８∗∗∗

(４．５２０８)

lnTec ０．６５４９∗∗∗

(９．９６３１)
０．６５１５∗∗∗

(５．２２３７)
１．３０６４∗∗∗

(８．２５６８)

　　注:括号内为t值;∗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一是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值系数均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分别为 ０．０２２５、０．０２２３、０．０４４９,表明 OFDI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每增加１％,就会导致本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０．０２２５％,同时也会抑制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原因包括两个

方面:(１)中国发展 OFDI的起步晚;(２)中国 OFDI类型、投资产业及区域分布不够合理①.
二是制度环境的各效应值分别为０．３０３３、０．３０２９、０．６０６２,且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

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创新)不仅能够显著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水平,而且也能正向促进相

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示,OFDI
逆向溢出对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这说明良好的制度是确保技

术得以有效利用的保障,它能够减少 OFDI逆向技术溢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
提升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更好地改进自身的技术,进而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是人力资本投入的系数在三种效应下均为负值,表明现有人力资本投入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产生负面抑制效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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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国,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人力资本投入量虽然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多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的存在,往
往对于人力资本的最优策略为优先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而不是开展技术创新,导致尽管整体的人力资

本明显提升,但实际技术创新领域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并不明显,即人力资本提升速度超过技术创新

能力提升速度,进而呈现出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效应①.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三种效应系数全部为负值,表明中国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经济增长方式反

而会导致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也会阻碍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国

经济发展模式依然还存在着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主,以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失衡为代

价的经济增长问题②,这必然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经济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发
展方式务必转变的根本原因.

五是对外开放水平的各效应值均大于０,这说明对外开放水平能够促进本地区及相邻地区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但促进的效果有待进一步加大.
六是技术差距的各效应值均为正,这表明技术差距大带来的上升空间大,在吸收能力具备的情况

下,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水平,而且正向促进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可以

通过努力提升技术水平,加快科技创新,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分地区层面的回归分析

表６ 东部地区回归分析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OFDI ０．１０６１∗∗∗

(４．４８７３)
０．０１７０∗∗

(１．９９４３)
０．０８９１∗∗∗

(４．２６７５)

lnKnow ０．３３４５∗∗∗

(６．０６３４)
０．０５３６∗∗

(２．１２３０)
０．２８０９∗∗∗

(５．５３２３)

lnOFDI∗lnKnow ０．０１４７∗∗∗

(４．７３６０)
０．００２４∗∗

(２．０１５９)
０．０１２４∗∗∗

(４．４９６８)

lnHR ０．８５８９∗∗

(２．１５７４)
０．１２９５
(１．５７７３)

０．７２９４∗∗

(２．０３６５)

lnGDP ０．５６９９∗∗∗

(３．３７８２)
０．０９７４
(１．６３７７)

０．４７２５∗∗∗

(３．７９７６)

lnOpen
０．２６８９∗∗∗

(６．２７９１)
０．０４２４∗∗

(２．２００５)
０．２２６５∗∗∗

(５．２２８９)

lnTec １．２９６１∗∗∗

(８．３８０１)
０．２１３３∗∗

(１．９９３０)
１．０８２８∗∗∗

(１０．６６０２)

　　注:括号内为t值;∗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为进一步明确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环境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以下分东、中、
西部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６、表７、表８所示.

表７ 中部地区回归分析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OFDI ０．１２６１∗∗∗

(３．４６５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７２３)
０．１２４０∗∗∗

(３．３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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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Know ０．３１９２∗∗∗

(２．６６９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１３９９)

０．３１４８∗∗

(２．５４５２)

lnOFDI∗lnKnow ０．０３７２∗∗∗

(３．４０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１５８３)
０．０３６６∗∗∗

(３．１９３５)

lnHR １．２２８５∗∗∗

(３．０３５９)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８４９)

１．２１８１∗∗∗

(２．７２４７)

lnGDP ０．８７０８∗∗

(２．２０４１)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６３８)

０．８６５６∗∗

(２．０９０２)

lnOpen
０．２０７４∗∗∗

(６．０８８９)
０．００３１

(０．１６１９)
０．２０４２∗∗∗

(５．０９１３)

lnTec １．１５６３∗∗∗

(３．４１３７)
０．０１３３

(０．１２７１)
１．１４３０∗∗∗

(３．１３３２)

　　注:括号内为t值;∗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表８ 西部地区回归分析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OFDI ０．０６２８∗∗∗

(３．１０３８)
０．０３８１∗∗∗

(２．６０８６)
０．１００９∗∗∗

(３．２３９９)

lnKnow ０．２５３２∗∗∗

(５．７７９９)
０．１６２１∗∗

(２．４２７２)
０．４１５４∗∗∗

(４．０６３２)

lnOFDI∗lnKnow
０．００２５
(０．７２１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５６６２)

０．００３７
(０．６７１５)

lnHR ０．４１０６∗

(１．８９８８)
０．２７１３

(１．３９３９)
０．６８１９∗

(１．７２４７)

lnGDP ０．８１６４∗∗∗

(７．７９９６)
０．５１７５∗∗∗

(２．７８９３)
１．３３３９∗∗∗

(５．１７５５)

lnOpen
０．０１４８

(０．９３５６)
０．００８５

(０．８１６２)
０．０２３４

(０．９０４２)

lnTec ０．７２３６∗∗∗

(９．１９６２)
０．４６２２∗∗∗

(２．６７２７)
１．１８５８∗∗∗

(５．０７１１)

　　注:括号内为t值;∗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第一,东部地区的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存在抑制作用,而中部地区、西
部地区的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正,并且十分显著,其中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弱.这主要是

因为中国东部地区位于沿海部,实行对外开放较早,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技术基础都较中西部雄厚,
且人力资本和技术投入较大,技术水平较为先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技术外溢的

空间相对较小,溢出作用相对较弱,加上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先进技术的保护力度大,如果没有足够数

量的技术获取型高质量 OFDI就难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来提高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很难有效

促进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其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存在明显的差距,因
此可通过 OFDI逆向技术溢出来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有效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另外,由
于中国的 OFDI以东部地区为主,且总体质量发展水平不够高,因而从整体上讲也验证了前面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还没有有效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论.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东部、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部地区的制度

环境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与东部地区相关制度环境已较为完善紧密相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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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技术专利等良好的法规制度环境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首先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等优惠政策密切相关,以此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另外,东部地区的经济

实力雄厚,人力资源充沛,但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薄弱且缺乏高端技术人才,国家为了促进地域经济均

衡发展,积极扶持西部经济发展,制定多种政策以激励东部地区的高端技术人才向西部地区有序流

动,使得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适合该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由于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更多地偏

向中部地区,导致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反而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国家战

略号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协同发展,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上较为靠近,协同发展的结果导

致中部地区的人才向西部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相较于２０１０年,

２０２０年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百分比下降了０．７９个百分点,而西部人口则提高了０．２２％,这说明中

部人口存在着一定的西向移动.以上两点共同对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三,从逆向技术溢出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为负,当加入正

的制度环境后,它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减弱,可见,良好的制度是 OFDI技

术外溢的有效保证;对于中部地区,虽然其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为正向作用,但由于制度环境造成的

一定抑制作用,二者的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虽仍有促进作用,但与逆向技术溢出相比有明显的减

弱,这说明制度环境对中部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西部地区而言,二者的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虽是正的,但是不显著,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制度环境还相对落后,目前来看,其整体制度环

境尚不能与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有效的互动作用,因此二者的共同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尚不明显.
(四)稳健性检验①

前面实证内容采用的空间矩阵均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定性,本文选择另外两

种矩阵即空间邻接矩阵和空间经济距离矩阵,运用全国层面数据在全国层面进行再次回归分析.
回归的结果表明,不论是采用空间邻接矩阵还是采用空间经济距离矩阵,各变量的系数与基于空

间距离权重矩阵的检验结果完全相同,各变量的显著性也与前文检验结果几乎相同,且主要解释变量

的显著性有所增强,表明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本文首先运用熵权法,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三个方面选取

１３个指标,共同衡量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然后对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经检

验后采用空间自回归固定效应模型,构建了包含 OFDI逆向技术溢出、知识产权指数、对外开放程度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控制变量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首先,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该空间正相

关趋势逐渐减弱.一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仅受到本地区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周

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中国要加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作,各地区在根据自

身特点制定相应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要与其他地区加强协调.另外,要发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地区的带头引领作用,推动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

制度环境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 OFDI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反

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也验证了相关学者对中国 OFDI逆向技术溢出尚

未跨入门槛的研究结论.因此,下一步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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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不仅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对沿线国家的资源获取型或市场获取型 OFDI,而且要因地制

宜,积极扩大对发达国家技术获取型的高质量 OFDI.当加入制度环境变量后,OFDI逆向溢出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使 OFDI逆向技术溢出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减弱,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国不能盲目地追求 OFDI数量,既要重视发展技术获取

型高质量的 OFDI,又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制度环境,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保障,促
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不仅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作用,还
会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之间的沟通协作,既要重视推进本地区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不能忽略与周边地区的合作,积极与周边地区进行协同创新,共享 OFDI逆向

技术溢出成果,以争取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共同进步.

OFDIReverseSpillover,InstitutionalInnovationandChinasHighＧquality
EconomicDevelopment

—SpatialEffectAnalysisBasedon３０ProvincialPanelData

ZhangHong　LiZhengfei
(SchoolofEconomics,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OFDIreversetechnologyspilloverdirectlyaffectsthequalityofChinaseconomicdevelopＧ
ment,anditisalsoinfluencedbytheinstitutionalenvironment．Basedonthedataof３０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regionsinChinafrom２００３to２０１８,thispaperusestheentropyweightmethodtocalＧ
culatethehighＧ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ndthenadoptsthespatialautoregressivefixed
effectmodeltoanalyzetheimpactdirectionanddegreeofOFDIreversetechnologyspilloverandinＧ
stitutionalenvironmentonthequality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Theresultsshowthat:
(１)thehighＧ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levelof３０provin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inChina
showsspatialagglomerationinspatialdistribution,andtherei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
(２)OFDIreversetechnologyspillovercanpromotethehighＧ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ofcentral
andWesternChina,andinstitutionalinnovationisconducivetoChinashighＧqualityeconomicdevelＧ
opment;(３)TheOFDIreversetechnologyspilloversinChinasprovin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not
onlyhaveanimpactonthequalityofeconomicdevelopmentintheregion,butalsohaveasignificant
impactonthequalityofeconomicdevelopmentinthesurroundingareas,itindicatesthatthereexists
anobviouslearningandcatchingＧupeffectintheactivedevelopmentoftheeconomyinvariousreＧ
gionsofChina,anditisconducivetojointlypromote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ChinaseconoＧ
mybystrengtheningregionalcooperation．Strengtheningregionalcooperationisconducivetojointly
promote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
Keywords:OFDIReversetechnologyspillover;Institutionalenvironment;HighＧqualityeconomic
development;Spatialauto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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