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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类型国家的实证分析

谭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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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在国际]aI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

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

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将沿

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

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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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

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XIW$的规

模也日益壮大#特别是 !#$" 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连续快速增长#其中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规模明显上升%

!#$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

存量为 $!%4*$ 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

%t&:% 如此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一定会对母国经

济产生重要的经济效应!

#大量的研究表明#[XIW

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之一#也能有效地

提升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此背景下#研究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否对母国

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特别是能否从中获得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否促进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升#对于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5理论机制

国内外已有学者研究 [XIW逆向技术溢出是

通过一系列作用机制促进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升% 为此#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归

纳总结#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实际情

况#参照揭水晶和吉生保的做法"

#直观体现中国

对沿线国家 [XIW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将沿线国

家按照经济体类型分为发达经济体(转型与发展

中经济体两大类#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XIW促进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将

其归结为]aI成果反馈机制(]aI费用分摊机

制(人才流动机制三个方面#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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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XIW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55!一"]aI成果反馈机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发达经济

体直接投资#通常以跨国并购或者新建企业的形

式进行#嵌入东道国的高端技术产业链#了解和掌

握技术的动态发展#将所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反馈给母国#母国通过消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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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

题也不容忽视% 陕西柳工是通过跨国并购波兰工

程机械企业<9_的成功案例#通过并购#获得该

企业的全部产权和资产#实现两家企业的一体化

经营#并将<9_的核心技术反馈回母公司#弥补

柳工产品线上的技术不足% 该领域理论开创者

I@//)/S研究表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所

设立的国外子公司在申请专利的数量和整体所占

比重都比母公司要高一些#从而提升母公司的整

体创新能力!

% 因此#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技术寻

求型投资#以一定的形式嵌入东道国研发技术高

地#所获得的先进技术反馈回国#从而提升母国整

体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aI费用分摊机制

]aI费用投入强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

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的转型及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创新

效应与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创新效

应的作用机制截然不同#不同的机制对母国创新

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我国甚少能从转型

及发展中经济体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相反地#我国

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将部分适用性技术

扩散至这些国家#促进其技术进步#

% 但我国仍

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从沿线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

直接投资中获得技术回收#这是因为!第一#中国

对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有

助于将国内市场的部分剩余产能输出#提高在东

道国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收入总额#形成初具规

模的经济效应#由此带来的利润直接返回母国#弥

补母国的研发(创新等费用的支出% 第二#中国对

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资源寻求型投资#有利

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如我国对

能源类资源需求强劲#西亚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

储存丰富#加大对西亚地区的能源主产国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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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以上两种途径的双重运行#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回

流使国内节约大量的研发费用#达到促进国内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预期效果$

%

!三"人才流动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作用

机制的实现#必须由人来创造(掌握和运用#因此

中国和东道国之间人才的有效流动#对于母国获

取逆向技术溢出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人才流

动有助于技术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跨国界流

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的技术创新%

%

其次#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中工

作的本国人员#可以利用其先进的研发条件不断

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然后在与国内同行的学习

交流过程中实现隐性知识的逆向溢出#为 [XIW

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有利

的保障% 再次#在东道国通过开展研发合作等活

动#吸引高素质研发人员的加入#而这些加入的人

员会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自己掌握的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工作过程中进一步溢出#溢出

的知识和技术回流到母国#这无疑将会对母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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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陈昊#吴雯!*中国[XIW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科学学研究+!#$1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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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力提升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5模型设定'变量设置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基准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来源于本国的]aI资本投入和对国外]aI资本

溢出的二次创新% 本文以>(J和 <JBNRH/#D(EEJBA

FQJLS?J和P).?EJ/QJLS提出的国际]aI溢出模型

为基础!

#采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基于 [XIW渠

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构建基础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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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5

为国内创新能力#E

=

'

5

和 E

C

=5

分别表示=省

第5时期国内]aI资本投入量和 =省通过 [XIW

渠道获得的国外]aI资本存量#为消除数据中潜

在的异方差现象#对相关变量均采取对数化处理%

!*[XIW逆向技术溢出的扩展模型

为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

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影响的情况#

按照联合国统计厅的分类方法#结合中国对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按照经济体类型划分为&发达经济体'&转型与

发展中经济体'两种类型% 对模型"$$进行扩展#

将 E

C

=5

分为从发达经济体[XIW和从转型与发展中

经济体 [XIW获得的国外 ]aI资本存量两大

类"

% 构建扩展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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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C$

=5

表示=省第5时期中国通过对沿线国家中

的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 ]aI资本存

量# E

C

!

=5

表示=省第5时期中国通过对沿线国家中的

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aI资

本存量#控制变量\

=5

表示=省第5时期]aI人力

资本投入量(外商投资量(技术交易成交量% 其他

变量的含义同上%

!二"变量说明与测算

$*国内创新能力:

=5

%

目前#国内外文献中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通

常采用体现创新产出的指标进行指代#主要指标

有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授权量% 新产品销售收

入因缺乏严格而统一的划分标准#没有具体的统

计数据#不予考虑% 专利授权量的数据可获得性

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日趋完善#用专利授权

量来衡量国内创新能力更为科学#直观地反映一

国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状况#

% 基于此#本

文参照沙文兵的做法$

#国内创新能力指标 :

=5

选

取各省市区的专利授权量来衡量%

!*]aI资本投入量 E

'

=5

的测算

E

'

=5

是反映技术创新水平比较直观的指标之

一#是影响一个国家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因素% 为了准确地测算 E

'

=5

#选取各省的研发支出

来衡量#并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换算成以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XIW渠道溢出的发达经济体]aI资本存

量 E

C$

=5

的测算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2$ 个国家为研究对

象#其中有 $"个发达经济体#全部作为考察对象#

E

C$

=5

表示=省5时期通过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获

得的国外]aI资本存量%

第一步#计算全国层面我国5时期通过对沿线

国家中的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aI资

本存量 E

C$

5

%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P

3

D模型

对国外]aI资本存量进行测算#但本文为了更加

贴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aI资本存量的实际#

充分考虑第三国效应的存在#参照 7)EVJL和

8JLJ0JF提出的基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国外

]aI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E

C

5

$

U

-

4

]

U

$

[XI:

]5

X>

]5

E

'

]5

""$

其中# [XI:

]5

表示第5时期我国在]国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X>

]5

表示第5时期]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1

!

"

#

$

D(EEJBFQJLS?J'JBHD(EEJL)J7*# P).?EJ/QJLSX*&I(JFX(LJ)S/ I)LJ.EW/KJFERJ/E\LH/FCJL\J.?/(B(SM6.L(FF7(L'JLF0' (C-0-/=-G<.JA<Y

4<H=A>34, E535=>5=A># !##$# +"""$!4%#

3

4%2*

数据样本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 2$个国家#根据=G>\6I*世界投资报告 !#$&+的划分#结合沿线国家的]aI支出

的多少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发达经济体样本包括!新西兰(以色列(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立

陶宛(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共 $"国)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样本包括!土耳其(蒙古(新加坡(泰国(印度(沙特阿拉伯(

埃及(科威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摩尔多

瓦(韩国(南非(马达加斯加(巴拿马#共 !4国%

吴建军#仇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分析视角+#*当代经济科学+!#$"年第 $期%

沙文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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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4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数量#E

'

]5

表示

第5时期]国的国内]aI资本存量%

E

'

]5

根据bL)B).?JF"$%+#$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

行计算#其基本公式为! E

'

]5

U

"$

V

*

$E

'

]"5

V

$$

W

09

]5

% 其中#E

'

]5

表示]国5时期的]aI资本存量)

*

为]aI资本折旧率#采用大多数学者的取值

&:) E

'

]"5

V

$$

表示]国5

V

$期]aI资本存量) ]I

]5

为]国5时期的研发经费支出#采用>DW平减#换

算成以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以 !##" 年为

基期的研发资本存量#基本公式为! E

'

]!##"

U

]I

]!##"

X"@

]

W

*

$% 其中# E

'

]!##"

为 ]国 !##" 年的

]aI资本存量# ]I

]!##"

为 ]国 !##" 年的 ]aI经

费支出# @

]

为实际]aI支出的平均增长率#

*

为

]aI资本折旧率#取值 &:% 由此#计算出 ]国以

!##"年为基期的]aI资本存量%

第二步#计算各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的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 ]aI资

本存量#计算公式如下!

E

=

C

5

$

U

[XI:

=5

[XI:

5

E

C$

5

% "4$

其中# [XI:

=5

表示我国 =省第 5时期 [XIW存量#

[XI:

5

表示我国在5时期的[XIW存量# E

C$

5

是我国

5时期通过[XIW渠道获得的发达经济体 ]aI资

本存量%

4*[XIW渠道溢出的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

]aI资本存量 E

C!

=5

的测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转型与发展中经济

体有 &+ 个国家#由于样本容量大#也考虑到部分

国家缺失研发支出数据#为此#本文选取其中的

!4 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 E

C!

=5

表示)省通过对转型

与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 ]aI资本

存量#计算方法与上述 E

C$

=5

类似%

首先#计算 5时 期全国层面通过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的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

获得的国外 ]aI资本存量! E

C

!

5

U

-

!4

]

U

$

[XI:

]5

X>

]5

E

'

]5

#

其中]

U

$#!#,#!4为本文选取的 !4 个转型与发

展中经济体#[XI:

]5

表示第5时期我国在-国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X>

]5

表示第E时期-国的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 E

'

]5

表示第5时期]国的国内]aI资本

存量# E

'

]5

计算方法同上% 其次#计算各省通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

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 ]aI资本存量! E

=

C!

5

U

[XI:

=5

[XI:

5

E

C!

5

#[XI:

=5

表示我国=省[XIW存量# [XI:

5

表示我国在5时期的[XIW存量# E

C!

5

是我国E时期

通过[XIW渠道获得的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的

]aI资本存量% 数据梳理和统计均与上述发达

经济体溢出的]aI资本存量测算保持一致#以确

保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控制变量" \

=5

$% ]aI人力资本投入量

" M

=5

$选取]aI活动人员全时当量作为衡量指

标#这一指标与专利授权数量多少直接相关#是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保证)外商投资量

" R

=5

$选取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作为衡量指

标#该指标直观反映各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状况#

同时各省专利授权量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外商投资

企业)技术市场交易成交量" I

=5

$#该指标包括技

术输出和技术吸纳#成交量的多少是反映各省技

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

!三"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统计始于 !##"

年#所以本文选取 !##"-!#$& 年中国 "# 个省市

区的面板数据% 计算所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

各省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_IW$等%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

表 $5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

=5

"%# +*+#" $ $*1$% " 4*!4+ & $!*&#1 #

B/E

'

=5

"%# 4*""2 # $*41! $ #*$%! + 2*$+4 2

B/E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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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1! 2 $#*24! &

B/E

C!

=5

"%# &*#+! # !*41# !

3

"*""! $ $#*124 !

B/M

=5

"%# $#*1$% # $*!#! + 1*%42 # $"*$1! $

B/R

=5

"%# 2*&&+ $ $*4#4 2 4*##% 1 $#*4&# "

B/I

=5

"%# "*4+1 " $*2"+ $

3

$*11# 2 +*$42 "

为了后面的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初步判断中

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国

内创新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 FEHEH$! 作

出中国各省 !##"-!#$&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与专利授权数量的散点图#并进行

线性拟合"见图 !$%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不断增加#各省市

区的专利授权数量也随之增加#这说明#从整体上

看#中国 [XIW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各省的专利授

权数量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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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q!#$&年我国专利授权数量与对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散点图

三5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

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需要

对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的模型进行选择#通常有混

合回归(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三种模型% 首先

对 !##"q!#$&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得

到;"1#!%$

e

!+&2"#)值为 #2####m#2#&#表明拒

绝原假设#即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排除混合回归

模型#然后用 <H@FRH/ 检验#检验的统计量为

!4t!#)值为 #*###&m#*#&#表明拒绝原假设#认为

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因此#通过固定效应模

型对 !##"q!#$& 年各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

表 !5基本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4

B/E

'

=5

#*1+4 &

,,,

"%*1"$

#*&#% 2

,,,

"&*42$

#*4"& #

,,,

"4*12$

#*421 %

,,,

"&*2$$

B/E

C

=5

#*#%$ 2

,,,

"+*$2$

#*#%" &

,,,

"+*4#$

#*#++ 2

,,,

"+*#%$

#*#&4 +

,,,

"&*!4$

B/M

=5

#*!+" "

,,,

"!*+&$

#*"!& #

,,,

""*""$

#*"$++

,,,

""*14$

B/R

=5

#*!!% 2

,,,

"4*#1$

#*$&% $

,,,

""*$$$

B/I

=5

#*!!1 &

,,,

"%*4!$

常数项
4*%#$ #

,,,

"!4*#$$

!*1"! $

,,,

""*!$$

#*+!1 "

"#*%#$

#*2%% 2

"#*%2$

组内0

!

#*+%# " #*+%! 2 #*+%2 & #*%$+ #

样本数 "%# "%# "%# "%#

55 注!括号内为 5值#

,,,

#

,,

#

,

分别表示在 $ #̂&^和

$#^水平上显著%

由表 ! 可以看出#模型 $-模型 4 是通过逐

步加入控制变量来观察解释变量的变化% 模型 $

将主要解释变量 E

'

=5

和 E

C

=5

回归#不添加任何控制

变量)模型 !引入 ]aI人力资本投入量 M

=5

作为

控制变量#考虑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对创新能力的

影响)模型 "引入外商投资量 R

=5

作为控制变量#

考虑专利授权数量有一部分和外商直接投资有

关)模型 4引入 I

=5

作为控制变量#考虑技术市场

交易活动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模型 $-模型 4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都通过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我国对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均显著促进国内技术

创新能力的提升% 观察模型 4可知#国内研发资本

E

'

=5

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大小为 #*421 %#说明国内

研发投入是推动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源

泉) E

C

=5

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大小为 #*#&4 +#说明

[XIW渠道溢出的国外]aI资本存量每增加 $:#

将导致专利授权数量增加 #*#&4+:% 尽管作用强

度较小#但[XIW对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

作用#它主要通过国外研发对母国产生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完成#这与汪斌等的研究基本一致!

% 通过

比较 E

'

=5

和 E

C

=5

可以看出#国内研发资本投入更多地

促进了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反映了目前中国的技

术创新能力仍主要取决于国内的研发资本投入%

在模型 4的控制变量中#M

=5

#R

=5

和I

=5

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值#说明人力资本(外商投资量(技术

市场交易量均是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

素#其中人力资本投入量的系数最高#达到 #*"$+

+的水平#说明人力资本的投入量是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决定着一个地区研

发创新和技术吸收能力% R

=5

和 I

=5

的系数分别为

#*$&% $##*!!1 &#说明外商投资量(技术市场交易

量对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且数值越大则技术创新能力越强%

!二"分经济体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准确区分中国对&一带一路'不同经济

体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

程度#我们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体类

型分为发达经济体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两大

类% 通过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检验发达经济体

与转型及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创新

效应% 根据表 " 可知#模型 &-模型 $# 均在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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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中

发达经济体与转型及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逆向

技术溢出均显著促进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 发达

经济体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 E

C$

=5

$的系数均大于

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 E

C!

=5

$

的系数#这说明我国对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直

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高于转型与发展

中经济体#主要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先进

和创新人才丰富#对这类国家以先进技术为动机

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接近当地的研发资源#与当

地企业进行横向纵向的技术合作#获得产品技术

的支持#并通过 [XIW渠道溢出回流到母国#在逆

向溢出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

强[XIW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具体通过 ]aI成果

反馈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来实现% 另一方面也说

明#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创新效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模型

2和模型 $#中的 E

C$

=5

和 E

C!

=5

的系数分别为 #*$$+ 4

和 #*#%% 可直接体现出来#因此#中国应加大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

表 "5分经济体回归结果

变量
发达经济体

模型 & 模型 1 模型 2

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B/E

'

=5

#*14$ &

,,,

"+*+#$

#*44! +

,,,

"4*14$

#*4!1 +

,,,

"4*%1$

#*2"1 !

,,,

"$#*2!$

#*&+" #

,,,

"1*4"$

#*&!+ #

,,,

"1*&4$

B/E

C

=5

" B/E

C$

=5

(

B/E

C!

=5

$

#*$+% #

,,,

"+*&1$

#*$%4 %

,,,

"+*%#$

#*$$+ 4

,,,

"&*2$$

#*$24 4

,,,

"2*2#$

#*$2& %

,,,

"2*+!$

#*#%% #

,,,

"4*2"$

B/M

=5

#*"$$ !

,,,

""*$1$

#*""2 $

,,,

""*+2$

#*!&2 $

,,

"!*&2$

#*"#! +

,,,

""*44$

B/R

=5

#*$14 &

,,,

""*!4$

#*$&4 %

,,,

""*##$

B/I

=5

#*!!# 4

,,,

"%*$2$

#*!"! %

,,,

"%*1%$

常数项
&*#&+ !

,,,

"!"*2+$

!*&+& !

,,,

""*$%$

#*2&2 1

"#*%"$

4*2!4 !

,,,

"!4*""$

!*1&# 4

,,,

""*$%$

#*+$$ "

"#*%+$

组内0

!

#*+%! # #*+%4 % #*%$% $ #*+++ " #*+%# " #*%$1 %

样本数 "%# "%# "%# "%# "%# "%#

55 注!括号内为5值#

,,,

#

,,

#

,

分别表示在 $ (̂&^和 $#^水平上显著%

55由表 " 国内研发资本投入量" E

'

=5

$对中国专

利授权数量的影响来看# E

'

=5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值#

比较两类经济体的系数大小"#*2"1 ! n#*14$ &#

#t&+" n#*44! +##*&!+ n#*4!1 +$可知#对转型与发

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而言#国内研发投入增加 $:#

将导致中国专利授权数量分别增加 #t2"1 !:#

#t&+":##*&!+:#说明其比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更多地促进了国内创新能力的提

升#主要原因在于对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寻

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引入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投入量" M

=5

$的系数为正#

这说明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推动作用#

从其影响大小来看#发达经济体比转型与发展中经

济体的促进作用更大#观察模型 2和模型 $#可知#

人力资本的投入每增加 $:#将促进专利授权量增

加 #*""2$:和 #t"#! +:% 总而言之#分经济体回归

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

济体与转型及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

出均显著促进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发达经济体明

显高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

四5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q!#$&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机制的基础上#

构建[XIW渠道的国际研发溢出模型来检验中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

出与国内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从全样本来看#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

溢出显著提高了中国拥有的专利授权数量#促进

了创新能力的提升)从分经济体回归结果来看#对

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

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明显高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

体#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对沿线国家中的发达经济

体主要寻求技术型投资#对转型及发展中经济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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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寻求市场和资源型投资#寻求动机的不同#发

挥的作用机制不同#导致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

程度也不一样% 另外#国内]aI资本投入量仍是

促进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方式#其重要

程度远远高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

溢出效应#这表明#国内研发资本投入量对中国技

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仍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促进

中国对逆向技术溢出的消化(吸收以及二次创新%

!二"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适度投

资政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率#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水平% 引导对 ]aI资本密

集型的发达经济体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如中东

欧国家投资环境较好#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但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数额较少#比例不高!

)

加大对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市场寻求型和资

源寻求型投资#如南亚地区人力资源丰富#中西亚

地区自然资源丰裕% 不断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结

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完善知识产

权的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第二#继续增加国内]aI经费和创新人才培

养的投入力度#这是推动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的根本途径% 一方面#中国在 !#$2 年 ]aI经费

投入占bID的比重为 !*$":#且总量仍在逐年上

升#但研发整体水平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

的情况% 因此#中国要加大对前瞻性和应用性基

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 另一方面#加强创新人

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质量#有

助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系列创新活动的完

成)逐步放宽人才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增加高质

量人才供给活力#注重创新人才积累对 [XIW推

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长期影响%

第三#政府应重视 [XIW对国内创新能力的

提升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扶持#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提供必要的配套措施%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投资风

险% 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善内外联动机制与风险

防控机制#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防范对外

直接投资的风险#同时#加强信息服务平台的建

设#建立&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合作企业数据库#

确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

地发挥[XIW对国内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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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C7@F)/JFF# <@/H/ =/)KJLF)EM(C9.)J/.JH/' \J.?/(B(SM# )̂H/SEH/ 4$$!#$# >?)/H)

!*9.?((B(CZ.(/(RM# <@/H/ W/FE)E@EJ(CZ/S)/JJL)/S# )̂H/SEH/ 4$$$#4# >?)/H$

!"#$%&'$! 7HFJ' (/ E?J)/EJL/HE)(/HB]aIFN)BB(KJLE?J(LM# E?)FNHNJLH/HBMVJFE?JRJ.?H/)FRE?HE[@EA

THL' X(LJ)S/ I)LJ.EW/KJFERJ/E"[XIW$ .H/ NL(R(EJ)//(KHE)(/ HQ)B)EM# H/' JRN)L).HBBMEJFEFE?JJCCJ.EF(CLJA

KJLFJEJ.?/(B(SMFN)BB(KJL(C[XIWH/' >?)/HOF)//(KHE)(/ HQ)B)EME(THL'FE?J.(@/EL)JFHB(/S&\?J7JBEH/'

](H'' T)E? >?)/HOFNL(K)/.)HBNH/JB'HEHCL(R!##" E(!#$&*]JF@BEFF?(TE?HE>?)/HOF[XIWLJKJLFJEJ.?/(B(A

SMFN)BB(KJLE(E?J.(@/EL)JFHB(/S&\?J7JBEH/' ](H'' ?HFF)S/)C).H/EBMNL(R(EJ' E?J)RNL(KJRJ/E(C

'(RJFE).)//(KHE)(/ HQ)B)EM*X@LE?JLLJFJHL.?JFF?(TE?HE# H..(L')/SE(E?JJ.(/(R).EMNJF(CE?JFJ.(@/EL)JF#

E?J)//(KHE)(/ JCCJ.EF(C[XIWLJKJLFJEJ.?/(B(SMFN)BB(KJL)/ 'JKJB(NJ' J.(/(R)JF)FF)S/)C).H/EBMSLJHEJLE?H/

E?HE(CE?JELH/F)E)(/HBH/' E?J'JKJB(N)/SJ.(/(R)JF*[/ E?JQHF)F(CE?JHQ(KJ.(/.B@F)(/F# H..(L')/SBMN(B).M

F@SSJFE)(/FHLJS)KJ/ CL(RE?JHFNJ.EE?HE[XIW)F.(/'@.)KJE()//(KHE)(/ HQ)B)EMH/' J.(/(R).'JKJB(NRJ/E*

()* +,%-#! (@ETHL' C(LJ)S/ ')LJ.E)/KJFERJ/E"[XIW$) LJKJLFJEJ.?/(B(SMFN)BB(KJL) )//(KHE)(/ HQ)B)EM

!责任校对5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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