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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是否促进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①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朱福林
(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７１０)

摘　 要:经济自由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势必影响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的发挥ꎮ 在构建理论模型基础上ꎬ运用 １０５
个国家(地区)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自由制度、国际 Ｒ＆Ｄ 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ꎮ 结论表明:通过

货物、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获取的国际 Ｒ＆Ｄ 溢出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影响ꎻ而且经济自由在国际 Ｒ＆Ｄ 溢出促进技术进步过

程中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ꎻ另外ꎬ经济自由与国际 Ｒ＆Ｄ 溢出的协同交叉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受到经济发展阶段或水平

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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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理论模型与计量推导
内生增长理论将 Ｒ＆Ｄ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

增长源泉ꎬ并指出为获得高水平生产率和人均收

入ꎬ就必须增加 Ｒ＆Ｄ 投资形成新增长方式与科

技①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ꎬ通过贸易进口、ＦＤＩ 等

渠道获得外国 Ｒ＆Ｄ 投资活动的溢出效应是本国

Ｒ＆Ｄ 投入的重要补充ꎮ 尤其对技术相对落后的

国家(地区)而言ꎬ国际 Ｒ＆Ｄ 溢出是本国技术进

步的重要来源②ꎮ 经济自由可以促进一国资源有

效配置和对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进行润滑ꎬ
从而对来自外国的显性与隐性 Ｒ＆Ｄ 进行有效吸

收与扩散ꎮ 在理论解析基础上ꎬ借鉴 Ｂｒｏｄａ 等③ꎬ
以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④ꎬ本研究构建了包括

经济自由、国际 Ｒ＆Ｄ 溢出及其交叉机制的内生增

长模型ꎮ 假设世界是由 ｎ 个国家组成ꎬ每个国家

利用劳动、资本和中间品投入生产唯一最终产品ꎬ
该产品可在国内及国外市场自由销售ꎮ 在完全竞

争市场条件下ꎬ这个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生产约束

函数为:
Ｙ ＝ (ωＬ) １－θＢθꎬ ０ < θ < １
其中ꎬＬ 为劳动投入ꎬ ω 代表跨期劳动生产

率ꎬＢ 为中间投入品排列ꎬ满足如下条件:

Ｂ ＝ ∫Ｎ
０
[ｘφ

ｊ ｄ ｊ] １ / φꎬφ > １

其中ꎬ φ 衡量是不同中间品 ｊ 之间的替代弹

性ꎬＮ 代表某一确定时期内可供投入的不同类型

的中间品ꎮ 在一般均衡状态时ꎬｘ ｊ 与 ｘ 之间的边

际效率相同ꎬ因此厂商对各个中间品的使用数量

趋于一致ꎮ 因此ꎬ生产函数可以改造为:
Ｙ ＝ (ωＬ) １－θ(Ｎｘφ) θ / φ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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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ꎬ仿照 Ｂｒｏｄａ 等①ꎬ假设每一种中

间品投入 ｘ 的生产可以按照一对一配给资本量ꎬ
因此在生产函数中所总共使用的资本总量ꎬ即 Ｋ
＝Ｎｘꎮ 将其代入上式ꎬ得:

Ｙ ＝ (ωＬ) １－θＫθＮ(１
－φ
φ )θ

因此ꎬ全要素生产率可由如下公式概括:

Ａ ＝ ω１－θＮ(１
－φ
φ )θ

根据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的推论ꎬ中间品种类的

生产数量依赖于国内(Ｓｄ)和国外(Ｓｆ)两种 Ｒ＆Ｄ
存量ꎮ 因此ꎬＡ 可进一步表示为:

Ａ ＝ ω１－θ(ηｄＳｄ) (１
－φ
φ )θ(ηｆＳｆ) (１

－φ
φ )θ

从而可以得到基本模型:
ｌｏｇＡ ＝ γ ＋ δｄ ｌｏｇＳｄ ＋ δｆ ｌｏｇＳｆ

其中ꎬ δｄ ＝ １ － φ
φ

θｌｏｇηｄꎬδｆ ＝
１ － φ
φ

θｌｏｇηｆ

考虑到国外 Ｒ＆Ｄ 存量来源渠道包括货物进

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三种渠道ꎬ这一公式可进一步

表述为:
ｌｏｇＡｉｔ ＝ γｉｔ ＋ δｄ ｌｏｇＳｄ

ｉｔ ＋ δｆｇ ｌｏｇＳｆｇ
ｉｔ ＋

δｆｓ ｌｏｇＳｆｓ
ｉｔ ＋ δｆｆ ｌｏｇＳｆｆ

ｉｔ

其中ꎬＳｆｇ
ｉｔ 、Ｓｆｓ

ｉｔ、Ｓｆｆ
ｉｔ 分别代表货物贸易进口、服

务贸易进口及 ＦＤＩ 渠道下的国际 Ｒ＆Ｄ 溢出ꎮ
最后ꎬ将经济自由这个制度变量纳入模型、并

仿照 Ｋｒａｍｍｅｒ 赋予制度质量具有直接及调节效

应的观点②ꎬ得到:
ｌｏｇＡｉｔ ＝ γｉｔ ＋ δｄ ｌｏｇＳｄ

ｉｔ ＋ δｆｇ ｌｏｇＳｆｇ
ｉｔ ＋ δｆｓ ｌｏｇＳｆｓ

ｉｔ ＋
δｆｆ ｌｏｇＳｆｆ

ｉｔνｉｔ ＋ δｖｆｇ(νｉｔ∗ｌｏｇＳｆｇ
ｉｔ ) ＋ δｖｆｓ(νｉｔ∗ｌｏｇＳｆｓ

ｉｔ)
＋ δｖｆｆ(νｉｔ∗ｌｏｇＳｆｆ

ｉｔ)
其中ꎬｖ 代表经济自由制度质量ꎬγｉｔ 包括国别个体

差异效应及外生技术影响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由于贸易与投资之间不可避

免地会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③或互补效应④ꎬ可能

会相应地传递到两种渠道的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ꎬ
因此在具体实证分析时采用先分别、然后全部纳

入模型的递进方式予以检验ꎮ

二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技术进步(ＴＦＰ ｉｔ)
学术界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技术进

步ꎬ仿照 Ｃｏｅ＆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００９)的做法ꎬ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通过变换求

得ꎬ即 ＴＦＰ ｉｔ ＝ Ｙｉｔ / Ｋα
ｉｔＬβ

ｉｔꎬ其中ꎬＹ 由国内生产总值

表示ꎬＬ 为就业人口ꎬＫ 由经过永续盘存法计算的

固定资产投资存量来表示ꎬα和 β为资本与劳动的

产出弹性系数ꎬ按照 Ｃｏｅ 等的做法将资本与劳动

投入份额归一化处理后数值来代替ꎬ具体为α ＝ ０.
４、β ＝ ０.６ꎮ Ｋ的具体计算公式为:Ｋ ｉｔ ＝ (１ － δ)Ｋ ｉｔ －１

＋ Ｉｉｔꎮ 其中:δ 为资本折旧率ꎬ通常设定为 ５％ꎻＩｉｔ
代表 ｉ国 ｔ当年的实际固定投资额ꎻ 基期的固定资

本投资存量采用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方法计算而得⑤ꎬ具体

为: Ｋ ｉ０ ＝ Ｉｉ０ / (ｇ ＋ δ)ꎬ其中ꎬｇ为样本期间固定资本

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ꎬδ为折旧率５％ꎮ ＧＤＰ 与就

业人员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手册数

据库ꎬ固定资本投资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

指数数据库ꎮ
(二)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Ｓｆ

ｉｔ)
鉴于 Ｇ７ 国家 Ｒ＆Ｄ 投入份额较大且研发投

资活动效率较高ꎬ对世界科技前沿面的推动具有

重大影响ꎬ因此仿照邓海滨和廖进中(２０１０)的做

法ꎬ将 Ｇ７ 国家作为国际 Ｒ＆Ｄ 溢出的来源国ꎮ 在

具体计算过程中ꎬ需要确实外国 Ｒ＆Ｄ 投资溢出了

多少ꎬ因此涉及到权重选择总量ꎮ Ｃｏｅ 等以双边

贸易额之比来衡量一国从 Ｇ７ 国家获得的国外

Ｒ＆Ｄ 溢出ꎬ但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对此提出质疑ꎬ认
为虽然通过贸易比重来确定具有一定道理ꎬ但从

国外溢出进来的 Ｒ＆Ｄ 还得充分融入实际经济并

通过出口才能实现ꎬ因此建议用一国进口额占贸

易伙伴国 ＧＤＰ 的比重作为权重⑥ꎮ 这两种方法

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ꎬ但考虑到理论逻辑及吸收

问题ꎬ本研究采用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的做法ꎮ

具体公式为:∑
ｉ≠ｊ

Ｍｉｊ

Ｙ ｊ
Ｒｄ

ｊ ꎬ其中ꎬＭｉｊ 是 ｉ国从 ｊ国的进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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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ꎬＹ ｊ 代表 ｉ 国的第 ｊ 个贸易伙伴国的 ＧＤＰꎬＲｄ
ｊ

代表 ｊ 国 Ｒ＆Ｄ 资本投入ꎮ 同时 Ｍａｄｓｅｎ(２００７)指
出ꎬ 第 ｔ － １、ｔ － ２、ｔ － ３ 等各期经过若干次折旧后

仍都可能会对当期国际 Ｒ＆Ｄ 存量发挥作用ꎬ因此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国际 Ｒ＆Ｄ 溢出最终存量ꎮ
Ｋｅｌｌｅｒ 指出ꎬ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均有可能

产生相当丰富的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①ꎮ 因此结

合本研究目的ꎬ国际 Ｒ＆Ｄ 溢出的最终计算公式

为②: Ｒｆｔｉｇｉｔ ＝ ｒｆｔｉｇｉｔ ＋ (１ － δ) ｒｆｔｉｇｔ －１、Ｒｆｔｉｓｉｔ ＝ ｒｆｔｉｓｉｔ ＋ (１ －
δ) ｒｆｔｉｓｔ －１、Ｒｆｆｄｉｉｔ ＝ ｒｆｆｄｉｉｔ ＋ (１ － δ) ｒｆｆｄｉｔ －１ꎬ 其中ꎬｒｆｔｉｇｉｔ ＝

Ｍｔｉｇ
ｉｔ

ＹＧ７
ｔ

ＲＧ７
ｔ 、ｒｆｔｉｓｉｔ ＝

Ｍｔｉｓ
ｉＴ

ＹＧ７
ｔ

ＲＧ７
ｔ 、ｒｆｆｄｉｉｔ ＝

Ｍｆｄｉ
ｉｔ

ＹＧ７
ＲＧ７

ｔ ꎮ

(三)经济自由度指标 (ｖｉｔ)
作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伦理价值ꎬ从一

定意义上来说ꎬ经济自由就是指经济活动不受政

府干预ꎬ在不损害其他人及其财产的前提下ꎬ经济

主体拥有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经济活动的权

利ꎮ 许多明显的经验表明ꎬ有较多经济自由的国

家要比那些较少经济自由的国家拥有更高的长期

经济增长率ꎬ并且更加繁荣③ꎮ 张建辉和靳涛运

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ꎬ经济自

由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ꎬ而且通过物资

资本与人力资本途径产生间接影响ꎮ 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政府不

断下放经济权ꎬ将价格和利润定价机制不断让渡

市场给经济主体而取得ꎮ 鉴于经济自由的重要理

论与实践意义ꎬ一些学者不断尝试运用科学和客

观方法来测度经济自由ꎬ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

是加拿大弗雷泽公开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美

国传统基金会联合«华尔街日报»集团发布的各

国经济自由度指数ꎮ 这两个指标均具有一定代表

性ꎬ相对来讲ꎬ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

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使用④ꎮ 因此选择加拿

大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本研究经

济自由制度变量ꎮ
该指数由五大一级指标组成ꎬ分别是:(１)政

府规模ꎻ(２)法律系统及财产保护ꎻ(３)健全货币ꎻ
(４)国际贸易自由ꎻ(５)规则ꎮ 一级指标下面有

２４ 个二级指标ꎬ其中ꎬ有些二级指标又由多个三

级指标来表示ꎮ 总共包含 ４２ 个不同变量指标ꎬ每
一个指标分值设定为 ０ 到 １０ꎬ分值越高代表自由

度越高ꎮ 按经济自由度指数分位数排列将国家分

成四组ꎬ最自由的国家(地区)人均 ＧＤＰ 平均为

３８ ６０１ 美元ꎻ第二自由的国家(地区)为 １８ ４１４ 美

元ꎻ第三自由的国家(地区)为 １０ ７３７ 美元ꎬ最不

自由的国家(地区)为 ６ ９８６ 美元ꎮ 以此来看ꎬ总
体上经济自由化程度是导致人均 ＧＤＰ 形成差异

的重要原因ꎮ
考虑到技术进步的提高与产业结构具有非常

紧密的关系(郑友敬ꎬ１９８７)ꎬ因此控制变量选取

工业化率(ｉｎｄ)、服务业发展程度( ｓｅｒ)及城市化

率(ｕｒｂ)来增强模型的解释效力ꎬ其中工业化率

用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示ꎬ服务业发展程

度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来衡量ꎬ城市化率为城市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ꎬ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及相关系数如

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关系矩阵

变量 观察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ＦＰ ２ ２０５ １.３７４ ０.５５８ ０.３５１ ５.８２３ ２.７７１ １３.９２２
Ｓｆｇ
ｉｔ ２ ２０５ ５ ７２３.０５１ １３ ２３２.０８５ ６.４７１ ２１５ ９３８.００５ ６.３２９ ６５.１２７ .２４３∗∗ 　 　 　 　 　 　

Ｓｆｇ
ｉｔ ２２０５ １ ３２１.２６２ ２ ６６２.４３４ ２.１２６ ３２ ２４０.４９８ ４.１１２ ２３.８６８ .２６９∗∗ .９０６∗∗ 　 　 　 　 　

Ｓｆｇ
ｉｔ ２２０５ ７１７.４４５ １ ７６８.８６２ －４.４２４ １８ ２７５.０８８ ４.４２５ ２４.６５６ .２３２∗∗ .８２３∗∗ .７７０∗∗ 　 　 　 　

ｖｉｔ ２ ２０５ ６.５１２ １.０９０ ２.９７０ ９.１５０ －.４１８ .１４７ .１４３∗∗ .１２０∗∗ .０９３∗∗ .０９７∗∗ 　 　 　
ｉｎｄｉｔ ２ ２０５ ０.２９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７２２ .５５５ .６８０ .０１８ .０６８∗∗ .０７３∗∗ .０５３∗ .０３０ 　 　
ｓｅｒｉｔ ２ ２０５ ０.５５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０.９３０ －.２２５ .１０２ －.０２５ .２３１∗∗ .２５６∗∗ .２２４∗∗ .２１３∗∗－.２７６∗∗ 　
ｕｒｂｉｔ ２ ２０５ ０.５５５ ０.２３７ ０.０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１２ －.９２８ .０１３ .３１２∗∗ .３４５∗∗ .３１５∗∗ .１０６∗∗ .２４６∗∗ .５７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双尾)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Ｋｅｌｌｅｒ 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ꎬ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１５４４２. ２００９.
在具体计算过程中ꎬ由于有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数据存在缺失ꎬ因此仿照唐保庆(２００９)的做法ꎬ将 Ｇ７ 国家当成一个 Ｒ＆Ｄ 溢出来

源总体来处理ꎮ
(英) 约翰米德克罗夫特:«市场的伦理»ꎬ王首贞等译ꎬ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５ 页ꎮ
据«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统计ꎬ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已被 ５００ 多篇学术期刊广泛地用来解释多种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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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实证分析过程
(一)双固定静态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面板估计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方法ꎬ究
竟是使用哪一种估计方法通常由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

果来判断ꎮ 另外ꎬ由于考虑到本研究以样本的自身

效应为基础条件进行分析ꎬ以及固定效应可以将扰

动项中的一些个体异质和时间异质的误差估计出

来ꎬ同时由于样本存在很强的地区差异性ꎬ因此通

过双固定可以达到更为稳健的估计结果ꎬ因此使用

双固定模型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ꎮ
具体报告如表 ２ 所示ꎬ各方程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

验 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５ꎬ即在 ９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拒

绝原假设ꎬ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ꎮ 第一ꎬ在不考

虑经济自由这个制度质量的前提下(方程(１) －
(３))ꎬ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渠道下的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均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影响ꎬ
分别达 ０.７６０ ６、０.４９７ ７ 和 ０.４２６ ８ꎬ各估计系数均

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的 ｔ 检验ꎮ 表明货物进口、服
务进口及 ＦＤＩ 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的增长可以相

应地引起一国技术进步ꎮ 从中发现ꎬ货物进口的

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最大ꎬ服务进口次之ꎬＦＤＩ 最

小ꎬ可能还是由于货物贸易的规模在三者中最大ꎬ
而且货物进口中的大量有形商品可便于技术拆解

与模仿ꎬ所以通过货物贸易能产生更多附带在产

表 ２　 双固定静态面板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７６０ ６∗∗∗ ０.６０２ ６∗∗∗ ０.５９６ ９∗∗∗ ０.０２３ ８∗∗∗

[０.０３２ ４] ０.４９７ ７∗∗∗ [０.０４０ ６] [０.０４０ ７] [０.００８ ０]

ｌｎＳｆｓ
ｉｔ

[０.０２６ ８] ０.２０４ ５∗∗∗ ０.２０１ ５∗∗∗ ０.２９１ ５∗∗∗

[０.０３２ ３] [０.０３２ ３] [０.０４９ ６]

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４２６ ８∗∗∗ ０.０１３ ７∗ ０.１０５ ６∗∗∗

[０.００８ ８] [０.００７ ９] [０.０１９ ４]

ｖｉｔ
０.１６１ １∗∗∗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０９ ３∗∗∗

[０.０１４ ５] [０.０１５ １] [０.０１４ ３]

ｖｉｔ∗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０６５ ３∗∗∗

[０.００３ ２]

ｖｉｔ∗ｌｎＳｆｓ
ｉｔ

０.０２４ ４∗∗∗

[０.００５ ５]

ｖｉｔ∗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０２４ ４∗∗∗

[０.００３ ２]

ｉｎｄｉｔ
１.２６９ ７∗∗∗ １.４９１ ５∗∗∗ １.５１３ ０∗∗∗ １.２７５ ０∗∗∗ １.３０８ ７∗∗∗ １.３８３ ２∗∗∗ １.５５６ ３∗∗∗ ０.７６４ ０∗∗∗

[０.２２８ ５] [０.２３７ ７] [０.２５５ ３] [０.２５９ ９] [０.２２６ ４] [０.２３０ ２] [０.２３５ ０] [０.２０７ ８]

ｓｅｒｉｔ
１.５２０ ８∗∗∗ １.３００ ７∗∗∗ １.９５４ ４∗∗∗ ０.８４９ ９∗∗∗ １.３６３ ３∗∗∗ １.５３４ ４∗∗∗ １.２２６ ７∗∗∗ ０.８７４ ８∗∗∗

[０.１９０ ５] [０.２００ ４] [０.２１２ ２] [０.２１９ ２] [０.１９０ ８] [０.１９３ ８] [０.２００ ７] [０.１７９ ７]

ｕｒｂｉｔ
－１.２１８ ５∗∗∗ －０.８６１ １∗∗∗ －０.９４２ ７∗∗∗ －１.６１６ ８∗∗∗ －１.１５４ ５∗∗∗ －０.９５７ ０∗∗ －０.９３６ １∗∗ －０.７２７ ３∗∗∗

[０.３１７ ５] [０.３３０ ３] [０.３５４ ９] [０.３５７ １] [０.３１４ ７] [０.３２１ ０] [０.３２８ ５] [０.１３７ ０]

Ｃ
－３.９６９ ０∗∗∗ －２.００８ ４∗∗∗ －０.０１９ ２∗∗∗ －２.３２１ ４∗∗∗ －３.９６４ ４∗∗∗ －０.２５６ ３∗∗∗ －１.４４１ ５∗∗∗ ０.６２３ ２∗∗∗

(０.２６９ ９) [０.２４３ ８] [０.２３３ ４] [０.１９４ ８] [０.２６７ ５] [０.２１７ ４] [０.２３６ １] [０.１５８ 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３１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
３１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２.２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８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９１.９９∗∗∗

(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２.８６∗∗∗

(０.０００)
３３２.８６∗∗∗

(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２.８６∗∗∗

(０.０００ ０)

个体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Ａｄｊ Ｒ２ ０.６６７ ６ ０.６３９ ４ ０.５８４ ２ ０.６７３ ９ ０.６７４ ４ ０.６６３ ３ ０.６４８ ７ ０.６０７６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７３.７４ １５３.３９ １２１.５４ １７１.５４ １６５.２１ １５７.１４ １４７.３１ １２３.５０

Ｇｒｏｕｐ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Ｏｂｓ.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２ ２０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ｔ 检验ꎬ方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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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的技术与知识扩散ꎬ东道国通过模仿、吸收及

再创新可以实现技术进步ꎮ 第二ꎬ基于贸易与投

资原始性替代或互补关系ꎬ本研究还考察了贸易

与投资国际 Ｒ＆Ｄ 溢出之间的相互影响ꎮ 方程

(３)和(４)分别将两种、三种渠道的影响置于同一

模型ꎬ结果发现各渠道的估计系数收窄ꎬ但符号均

保持为正ꎬ且都通过不同显著性水平检验ꎬ说明货

物进口与服务进口之间的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以
及贸易进口与 ＦＤＩ 之间的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均

保持互补大于替代的效果ꎮ 第三ꎬ在模型中放入

经济自由制度变量以考察经济自由制度的直接与

间接效应结果ꎮ 结果发现ꎬ(１)经济自由制度与

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相关性ꎬ说明就制度

本身来说ꎬ经济自由度越大越有利于技术进步ꎬ这
进一步证实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经济自由的观

点ꎮ (２)经济自由制度变量与国际 Ｒ＆Ｄ 溢出存

量的交叉项均显著为正ꎬ说明经济自由度在货物

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过程中

发挥着正向作用ꎬ即经济自由度越高的国家(地
区)越能通过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获得国

际 Ｒ＆Ｄ 溢出效应ꎬ也就是说ꎬ一国(地区)经济自

由度越高就越能从进向贸易与投资中获得更多的

国外 Ｒ＆Ｄ 溢出并最终促进了本国(地区)生产率

的提高ꎮ 第四ꎬ就控制变量来看ꎬＯＬＳ 估计结果显

示ꎬ工业化率和服务业发展程度与技术进步之间

均呈现显著为正的相关性ꎮ 然而ꎬ令人疑惑的是

城市化率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显著为负的相关关

系ꎬ这似乎与现代城市经济理论相违背ꎮ 但通过

构造城市化率与国际 Ｒ＆Ｄ 溢出交叉项进一步考

察ꎬ实证结果发现该交叉项显著为正ꎬ说明城市化

率可以通过对国际 Ｒ＆Ｄ 溢出的促进进而对技术

进步产生间接正向影响①ꎮ
(二)动态面板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显然ꎬ面板 ＯＬＳ 估计方法容易受到干扰项自

相关及模型中某些变量并不满足严格外生条件、
而是先决变量等问题的困扰ꎮ 模型内生性问题的

存在将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容易带来“动态面板

估计偏误”的问题ꎮ 此外ꎬ由于知识或技术等生

产要素往往具有“延续性”特征ꎬ从技术进步角度

来看也是如此ꎬ过去的技术积累往往对现在技术

水平具有很大影响ꎮ 因此ꎬ需要将技术进步的滞

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一并纳入计量模型ꎬ从而获得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ꎮ 又由于多数情形下变量滞后

项并不一定构成一阶差分方程较为理想的工具变

量ꎬ因此采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可以克服一般 ＧＭＭ
估计中可能存在的不良特性ꎮ 参考戴翔和金碚

(２０１４) 的做法②ꎬ本研究将经济自由度、国际

Ｒ＆Ｄ 溢出及二者交互项视作内生变量ꎬ而将其他

控制变量当作外生变量ꎮ 根据模型的检验结果ꎬ
动态面板估计的 Ａｒ(１)的 Ｐ 值虽然小于 ０.０５ꎬ但
Ａｒ(２)统计量均呈现不显著ꎬ说明系统 ＧＭＭ 估计

未发现水平方程误差项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ꎬ而
且判断工具变量是否过度识别的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

计量均通过不同显著性水平检验ꎬ证明工具变量

的设定在整体上是有效的ꎮ 具体结果报告见

表 ３ꎮ

表 ３　 系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ＴＦＰｉｔ－１
０.８６１ ５∗∗∗ ０.８６２ ７∗∗∗ ０.８６１ ５∗∗∗ ０.８６１ ４∗∗∗ ０.８６２ １∗∗∗ ０.８１８ ５∗∗∗ ０.８５５ ３∗∗∗ ０.５４７ ９∗∗∗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６９ ４]

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０３０ ７∗∗∗ ０.０４４ ４∗∗∗ ０.０３７ ６∗∗∗ ０.１５０ ４∗∗∗ ０.０７４ ２∗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６ ８]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３８ ６]

ｌｎＳｆｓ
ｉｔ

０.１００ ２∗∗∗ ０.０５３ ７∗∗∗ ０.０５５ ２∗∗∗ ０.０７１ ２∗∗∗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０６ １]

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００６ ８∗∗∗ ０.００４ ４∗∗∗ ０.１０４ ５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２] [０.２２３ ０]

ｖｉｔ
０.０９３ ２∗∗∗ ０.０９４ ７∗∗∗ ０.０９１ ３∗∗∗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２ ３]

１６

①
②

由于篇幅原因ꎬ具体结果未给出ꎬ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ꎮ
戴翔ꎬ金碚:«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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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自变量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ｖｉｔ∗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０３９ ６∗∗∗

[０.０００ ８]

ｖｉｔ∗ｌｎＳｆｓ
ｉｔ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１ １]

ｖｉｔ∗ｌｎＳｆｇ
ｉｔ

０.０３６ ３∗∗∗

[０.０００ ８]

ｉｎｄｉｔ
０.９２２ ４∗∗∗ ０.９４４ ４∗∗∗ ０.９３２ ６∗∗∗ ０.９１３ ０∗∗∗ ０.９１３ ３∗∗∗ ０.６５１ ５∗∗∗ １.１０６ ５∗∗∗ ０.５０１ ５∗∗∗

[０.０２６ １]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２７ ６] [０.０２４ ６] [０.３２３ ０] [０.１５３ ４] [０.４５ ７]

ｓｅｒｉｔ
－１.１９８ ３∗∗∗ －１.１９０ ２∗∗∗ －１.１８７ ０∗∗∗ －１.２０８ ０∗∗∗ －１.２０１ ２∗∗∗ －１.７０３ ７∗∗∗ －１.０５５ ２∗∗∗－１.５３４ ０∗∗∗

[０.０５２ ５] [０.０５４ ３] [０.０５４ ７] [０.０５１ １] [０.０５２ ７] [０.０３２ ７] [０.０４４ ７] [０.０５１ ２]

ｕｒｂｉｔ
－０.３１８ ９∗∗∗ －０.２９１ ７∗∗∗ －０.３１５ １∗∗∗ －０.３１０ ２∗∗∗ －０.３２２ ３∗∗∗ ０.５４３ ７∗∗∗ －０.２４１ ６∗∗∗ ０.５０１ ５∗∗∗

[０.０３０ ３] [０.０２２ ２] [０.２２８ ２] [０.２３０] [０.０２８ ２] [０.０３６ ９] [０.０２３ ４] [０.０４５ ７]

Ｃ
－０.４１５ ２∗∗∗ －０.４１８ ０∗∗∗ ０.３６３ ４∗∗∗ ０.４２５ １∗∗∗ －０.３８８ ７∗∗∗ １.２７６ ９∗∗∗ ０.４３４ ４∗∗∗ ０.７７４ ０∗∗∗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２２ ５] [０.０２４ ５] [０.０２５ ７]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４ ２] [０.０３９ ５] [０.０３８ ３]

Ｗａｌｄ－ｘ２ 统计量
５４９２６０.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９３５.２６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７４９.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２０９８.４２

(０.０００)

４６５９１５.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２８７７.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３３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３９７０.１５

(０.０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１０３.０６１ ６ １０３.４２１ ９ １０３.０１４ ８ １０２.５６２ ５ １０２.５６５ ５ １０３.５７２ ２ １０３.６２３ ８ １０３.４６５ ８

(０.４５２０) (０.４６９８) (０.４５３２) (０.４９３６) (０.４３４０) (０.４３８０) (０.４３６５) (０.４４０９)

ＡＲ(１)检验 Ｐ 值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ＡＲ(２)检验 Ｐ 值 ０.４３０７ ０４２２６ ０.４２９７ ０.４３１０ ０.４３４０ ０.４３８０ ０.３７４４ ０.３０７６

Ｇｒｏｕｐ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Ｏｂｓ.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ｚ 检验ꎬ方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与静态面板回归逻辑一致ꎬ表 ３ 中方程(１) －
(３)考察的是各自国际 Ｒ＆Ｄ 溢出渠道的效应ꎬ方
程(４)－(５)则对贸易与投资国际 Ｒ＆Ｄ 渠道的替

代与互补关系进行检验ꎬ方程(６) －(７)则考察经

济自由制度变量的直接与间接作用ꎮ 具体计量结

果如下:第一ꎬ在所有方程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中ꎬ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技术进步滞后一期项 ｌｎＴＦ￣
Ｐ ｉｔ－１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ꎬ即滞后一期

的技术进步对当期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ꎬ
这说明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延续性”特征ꎬ即上

期技术进步的积累与发展对当期技术进步水平具

有很大影响ꎮ 第二ꎬ方程(１) －(３)的结果估计显

示ꎬ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的国际 Ｒ＆Ｄ 溢出

分别与技术进步呈显著正相关ꎬ这与双固定静态

面板估计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ꎮ 这一结果意味着

一国通过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获得的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越多就越有利于本国技术进步ꎬ因

此对于任何有利于促进本国通过货物、服务进口

及 ＦＤＩ 有效获取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的机制均能

最终促进技术进步ꎮ 第三ꎬ通过逐步加入变量ꎬ可
以得到货物进口、服务进口之间的国际 Ｒ＆Ｄ 溢出

效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ꎬ而且贸易进口与投资之

间的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ꎬ贸
易进口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在系统 ＧＭＭ 结果中

得到显著性水平上的加强ꎬ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表

２ 的结果ꎮ 第四ꎬ加入经济自由制度变量自身及

其与国际 Ｒ＆Ｄ 溢出的交叉项后ꎬ模型的 Ｗａｌｄ－ｘ２

统计量得到提高ꎬ说明制度的加入提高了模型的

整体适配度ꎮ 其结果表明ꎬ经济自由制度自身与

技术进步呈现显著正相关ꎬ说明一国经济自由度

的提高有利于其技术进步ꎮ 经济自由与国际

Ｒ＆Ｄ 溢出的交叉项也呈显著正向作用ꎬ进一步表

明一国经济自由度越高就越能从贸易进口与外商

直接投资获得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ꎮ 说明经济自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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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度作为一国重要的制度比较优势来源ꎬ有助

于一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过程中获取更多的贸

易与投资量ꎬ而在主动融入这一过程中各经济体

不断加强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ꎬ从而形成很强的

良性互动机制可促进技术进步ꎮ 第五ꎬ在控制变

量方面ꎬ工业化率与技术进步呈显著正相关ꎬ这与

静态面板估计结果一致ꎬ说明工业化仍是一国技

术进步的重要力量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近

期以来世界大国纷纷推出各自版本的加强新型制

造战略的政策实践ꎬ如美国“再工业化”之路、德
国工业 ４.０ 及“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等ꎮ 与静态面板

估计结果不同ꎬ服务业发展程度变量回归系数为

负ꎬ这可能就是遇到了通常所说的“服务业之迷”
或鲍莫尔“成本病”现象ꎬ因为相当体量的服务业

的技术水平往往不是很高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地区)的服务业很多都是低端式扩张ꎬ而非产业

高级化的必然逻辑(张雨和戴翔ꎬ２０１７)ꎬ因此虽

然服务业规模扩大但仍可能导致整体技术水平下

降ꎮ 对于城市化控制变量ꎬ系统 ＧＭＭ 的估计现

象与静态面板估计一样ꎬ其本身系数为负ꎬ但与国

际 Ｒ＆Ｄ 溢出交叉后显著为正ꎬ说明城市化对技术

进步进步的影响需要通过国际 Ｒ＆Ｄ 溢出才能发

挥ꎬ这也证实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体制

建设的重要性ꎮ

四　 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样本面板

实证检验①

相关研究表明ꎬ即使是同一模型ꎬ由于发展阶

段或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估计特征ꎮ 国

际 Ｒ＆Ｄ 溢出受到国内诸多经济条件ꎬ如基础设

施、人力资本、吸收能力等的影响(葛小寒和陈

凌ꎬ２００９)ꎬ而不同收入水平的样本在这些方面表

现出很大差异ꎬ从而可能会造成关键变量之间的

回归估计呈现不同程度的侧重ꎮ 为此ꎬ根据 ＩＭＦ
标准ꎬ将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

家(地区)着重对经济自由制度的作用进行分别

估计ꎮ 具体报告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分样本估计结果

自变量
发达国家(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发展中国家(地区)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ｎＴＦＰ ｉｔ －１

０.５６３ ０∗∗∗ ０.６０１ ７
∗∗∗

０.５６４ ７∗∗∗ ０.５２０ ３∗∗∗ ０.５２３ ２∗∗∗ ０.６４５ ３∗∗∗ ０.６６４ ３∗∗∗ ０.６５７ ７∗∗∗ ０.６９５ ２∗∗∗０.６９６ ０∗∗∗

[０.０６５ ３] [０.０７２ ３] [０.１００ ９]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４６ ４] [０.０５０ １] [０.０５０ １] [０.０４６ ７] [０.０４６ ７]

ｌｎＳ ｆｇ
ｉｔ

０.４５５４∗∗∗ ０.８８２ ０∗∗∗ ０.８８２ １∗∗∗ ０.０００ ６∗∗∗ ０.５１２ ７∗∗ ０.５０３ ６∗∗∗

[０.０９２ ３] [０.０４６ １] [０.０４６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５９ ３] [０.０５９ ４]

ｌｎＳ ｆｓ
ｉｔ

０.１６７ ８∗ ０.１２０ ２∗∗∗ ０.１１７ ５∗∗∗ ０.００００ ５∗∗∗ ０.２８６ ８∗∗ ０.２８２ １∗∗∗

[０.１０６ ８] [０.０４４ ８] [０.０４４ ８]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４４ ７] [０.０４４ ８]

ｌｎＳ ｆｇ
ｉｔ

０.１４６ ９∗∗∗ － ０.０１６ ５ ０.１３９ １∗∗∗ ０.０２０ ５∗∗∗

[０.０４９ ６]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２４ ８] [０.０１０ ２]

ｖｉｔ
－ ０.２３８ ９∗∗ － ０.５３３ ３∗∗ － ０.１８２ ５∗∗∗ ０.２０７ ８∗∗∗ ０.０９６ ９∗∗∗ ０.０４１ ６∗∗∗

[０.０９２ ３] [０.０９０ ３] [０.０４６ １] [０.０３１ ３]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２１ ７]

ｖｉｔ∗ｌｎＳ ｆｇ
ｉｔ

０.０２２ ７∗∗∗ ０.０５８ ８∗∗∗

[０.０１１ ４] [０.００４ ３]

ｖｉｔ∗ｌｎＳ ｆｓ
ｉｔ

０.０５９ ４∗∗∗ ０.０４８ ３∗∗∗

[０.０１３ ５] [０.００４ ０]

３６

①根据 ＩＭＦ 的«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５)ꎬ本研究中发达国家(地区)为: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
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中国香港、圣马力诺、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马尔他、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ꎬ共 ２７ 个ꎮ 发展中国家(地区)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伯利

兹、贝宁、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

瓦、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斐济、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约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
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

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乌拉圭、委内

瑞拉、赞比亚、津巴布韦ꎬ共 ７８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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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自变量
发达国家(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发展中国家(地区)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ｖ ｉｔ∗ｌｎＳ ｆｇ
ｉｔ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３２ ９∗∗∗

[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０４ ０]

ｉｎｄ ｉｔ

２.６６８ ３∗∗∗ ６.３９０ ０∗∗∗ １１.５１７ ８∗∗ －０.１９２ ８ ０.０２３ ０ ０.９４８ ２∗∗∗ ０.８０１ １∗∗∗ １.０５３ ５∗∗∗ ０.８５４ ０∗∗∗０.８６９ ５∗∗∗

[１.５５０ ４] [１.７０１ ７] [１.５８９ ９] [１.２４８ ９] [１.２６０ １] [０.１７６ ３] [０.１７４ ８] [０.１９０ ４] [０.１７７ １] [０.１７７ １]

ｓｅｒ ｉｔ
１.９６４ ６∗∗∗ ５.５８４ ７∗∗∗ １０.６９２ ０∗∗∗ －０.６９６ ８∗∗∗ －０.４９３ ３∗∗∗ －１.５８２ １∗∗∗ －１.７５７ ７∗ －０.３８６ ７∗∗∗ －０.９７８ ６∗∗∗－０.９９６ ３∗∗∗

[１.５５４ ６] [１.７３７ ３] [０.７６６ ３] [１.２２７ ０] [１.２３７ １] [０.４０９ ４] [０.４００ ７] [０.４２３ ２] [０.３９７ ８] [０.３９７ ４]

ｕｒｂ ｉｔ

－１.８７８ ２∗∗∗ －２.１２３ ８∗∗∗ －４.０９３ ７∗∗∗ －０.４５２ ２∗∗∗ －０.５５１ ７∗∗∗ ０.４６８ ０∗∗∗ ０.５６３ ８∗∗∗ ０.３５９ ９∗∗∗ ０.４４７ ４∗∗∗０.４５３ ６∗∗∗

[０.６５８ ４] [０.７３１ ４] [０.６９４ ３] [０.５２２ ２] [０.５２３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３６ ４] [０.１５９ ７] [０.１４９ ７] [０.１４９ ６]

Ｃ
－２.８４４ ５∗ －３.１０４ ８∗∗ －５.２１４ ３∗∗∗ －５.５３８ ０∗∗ －５.５７９ １∗∗ －０.１０５ ９ －０.１０９ １ ０.１７７ ０∗∗∗ －３.７２７ ２∗∗∗－３.７０６ ９∗∗∗

[１.３６７ ０] [１.５２１ ７] [１.５０２ １] [１.０９２ ０] [１.０９１ ９] [０.３０１ ６] [０.２９６ ２] [０.３２６ ６] [０.３７１ ７] [０.３７１ 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２９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１)

２６５.５３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３.６１

(０.０００ ０)

２７６.６２

(０.０００ ０)

１３５.４３

(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３.７６

(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２.３２

(０.０００ ０)

１７１.４４

(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２.７９

(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６.２０

(０.０００ ０)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Ａｄｊ Ｒ２ ０.７６６ ６ ０.７１３ ８ ０.６００ ８ ０.８８２ ３ ０.８８２ ７ ０.６８９ ９ ０.６９８ １ ０.６３９ ０ ０.６８３ ０ ０.６８３ ９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２８.５２ １７３.５１ １０４.６９ １４０.６２ １３５.４３ １２４.５８ １２９.４９ ９９.１１ １２５.５６ １２１.１３

Ｇｒｏｕｐ ２６ ２６ ２６ ２６ ２６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Ｏｂｓ.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ｔ 检验ꎬ方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一)发达国家(地区)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从 ２７ 个发达国家(地区)的估计结果可以发

现:第一ꎬ滞后项的估计结果为显著正相关ꎬ说明

发展国家(地区)技术进步具有“延续性”特征ꎮ
第二ꎬ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不

同显著性水平的正相关ꎬ说明发达国家(地区)通
过货物进口、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能获得国外 Ｒ＆Ｄ 的

溢出并促进了技术进步ꎮ 第三ꎬ经济自由与国际

Ｒ＆Ｄ 溢出的交叉项估计均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

验ꎬ经济自由在国际 Ｒ＆Ｄ 溢出促进技术进步之间

发挥着积极效应ꎬ即发达国家(地区)样本中经济

自由度越高的国家(地区)越能从国际 Ｒ＆Ｄ 溢出

中获得技术进步效应ꎮ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ꎬ发
达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变量与技术进步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ꎬ通过进一步观察经济自由变量原

数据ꎬ发现在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６ 年期间很多发达国家

(地区)经济自由普遍性地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

势ꎬ经济自由在国内受到右翼、反全球化势力等的

反对出现一定波折ꎬ如澳大利亚的经济自由指数

先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７.９７ 上升到 ２００７ 年的历史最高

位 ８.３１ 之后就开始下降ꎬ２０１６ 年竟然又跌回到

８ ０ 以内ꎬ至 ７.９９ꎻ 又如瑞士的经济自由指数由

１９９３ 年 ８.３２ 上升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８.７６ 最高位之后

仅维持了四年之后呈下降趋势ꎬ２０１６ 年下降到

８ １６ꎬ甚至低于 １９９３ 年水平ꎮ 也就是说ꎬ由于发

达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化成果未能保持导致

其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获得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

也受到不利影响ꎮ
(二)发展中国家(地区)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估计结果可知:
第一ꎬ滞后项估计也呈现显著正相关ꎬ说明发展中

国家(地区)技术进步同样具有“延续性”特征ꎮ
第二ꎬ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与技术进步之间呈 １％
显著性水平上的正相关ꎬ说明发展中国家(地区)
通过货物与服务进口、ＦＤＩ 能获得国际 Ｒ＆Ｄ 溢出

效应ꎬ这进一步证实了技术落后经济体通过提高

对外开放度可实现生产率提高的目的ꎮ 第三ꎬ发
展中国家(地区)经济自由与技术进步具有显著

正相关ꎬ而且经济自由变量与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

的交叉项也为正ꎬ且通过 １％水平显著性检验ꎬ说
明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自由程度的提高不仅

对其技术进步产生直接的促进效应ꎬ而且可以通

过促进国际 Ｒ＆Ｄ 溢出间接地促进技术进步ꎬ因此

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发展对其生产率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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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强的助推作用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地区)先是通过国内经济自

由化改革ꎬ同时通过参加双边、多边及局部国际贸

易协定主动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获得了巨大的

经济收益ꎮ 如印度先是通过经济市场化改革ꎬ然
后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优惠吸收大量国际服务

外包巨头企业入驻ꎬ促成了印度在全球服务外包

市场执牛耳的地位ꎮ
(三)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

估计结果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第一ꎬ从滞后

项估计结果来看ꎬ发达国家(地区)上一期技术进

步对当期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程度不及发展中国

家(地区)ꎬ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地区)的技术迭

代速率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则由于技术更

替较慢而对上期技术积累非常依赖所致ꎮ 第二ꎬ
发达国家(地区)通过贸易、投资渠道能获得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绝对值比发展中国家(地区)要大ꎬ
但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的显著

性程度要高ꎮ 也就是说ꎬ发展中国家(地区)从贸

易与投资获得国际 Ｒ＆Ｄ 溢出的可能性要大ꎬ可能

是发展中国家(地区)技术要素比较缺乏且起步

低ꎬ从而具有低基数效应ꎬ一旦有外部先进技术溢

出就有可能发挥较大带动作用ꎮ 但发达国家(地
区)获得的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强度要大于发展

中国家(地区)ꎬ主要因为发达国家拥有比较完备

的制度、较高的人力资本及技术基础等从而有利

于其充分吸收国际 Ｒ＆Ｄ 溢出ꎮ 而发展中国家

(地区)由于种种体制、机制上的制约导致不能有

效地利用国外 Ｒ＆Ｄ 溢出ꎮ 第三ꎬ从经济自由变量

估计结果来看ꎬ(１)在直接效应方面ꎬ发达国家

(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表现出截然相反的

情况ꎬ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程

度本身就相对较高从而失去低基数效应ꎬ而且经

济自由增长率表现出一定下降趋势ꎮ 而与此相

反ꎬ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程度大幅提

高ꎬ如亚洲“四小龙”及新兴经济体通过经济开放

获得巨大成功ꎮ 鉴于发达国家(地区)由于经济

自由度下降导致其对技术进步呈负、发展中国家

(地区)由于经济自由度提高而其与技术进步为

正ꎬ本研究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经济自由对技

术进步的重要正向作用ꎮ (２)在间接效应方面ꎬ
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均表现出

显著正向性ꎬ也就是说ꎬ无论是依靠之前经济自由

良好基础、还是通过后发市场化改革的推行ꎬ经济

自由都可以有效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通过国

际 Ｒ＆Ｄ 溢出实现技术进步ꎮ 第四ꎬ在国际 Ｒ＆Ｄ
溢出渠道互补抑或替代关系方面ꎬ发达国家(地
区)货物与服务进口之间表现出互补、贸易与投

资之间呈现出一定替代特征(见表 ４ 方程(４)、
(５))ꎬ而发展中国家(地区)贸易之间、贸易与投

资之间均表现出互补特征 (见表 ４ 方程 ( ９)、
(１０))ꎬ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地区)获得的国际

Ｒ＆Ｄ 溢出体量很大ꎬ而且本身科技活动频繁ꎬ因
此不一定有时间与精力吸纳那么多国外来的

Ｒ＆Ｄ 溢出ꎬ而发展中国家(地区)由于获得的国际

Ｒ＆Ｄ 溢出体量较小而且又是本土缺乏ꎬ因此对国

外 Ｒ＆Ｄ 溢出存量较为重视且由于数量小在一定

时期内可以充分使用到ꎮ 第五ꎬ在控制变量方面ꎬ
发达国家(地区)的工业化率及服务业发展程度

与技术进步呈显著正相关ꎬ而城市化率并不能正

向影响ꎻ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

率与技术进步呈显著正相关ꎬ而服务业发展程度

未呈现显著正向作用ꎮ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

是与控制变量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ꎬ与发达国

家(地区)城市化进程增长率下降或发展中国家

(地区)服务产业发展层次不高有关ꎮ

四　 稳健性检验
在本研究中ꎬ来自扰动项的一个外部冲击影

响因变量(技术进步)的取值ꎬ而该影响会因经济

系统力量通过因变量传导到自变量(经济自由和

国际 Ｒ＆Ｄ 溢出)上ꎬ从而造成自变量与残差项相

关ꎬ引起了内生性问题ꎮ 根据新古典理论关于技

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源泉的论断ꎬ本研究以

各国(地区)人均 ＧＤＰ 代表技术进步因变量代入

计量模型重新估计来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结果表

明ꎬ作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估计系数仍显著正

相关ꎬ因此技术进步的“延续性”特征得到进一步

巩固ꎮ 三种渠道下的国际 Ｒ＆Ｄ 溢出存量与技术

进步也均呈显著正相关ꎬ因此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

也得到确认ꎬ同时表明国际 Ｒ＆Ｄ 溢出是促进一国

(地区)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ꎮ 此外ꎬ经
济自由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ꎬ
从而表明经济自由既是技术进步又是经济发展水

平的重要原因ꎮ 而且经济自由与国际 Ｒ＆Ｄ 溢出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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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项也显著为正ꎬ从而证实了经济自由在国

际 Ｒ＆Ｄ 溢出与技术进步积极影响关系中具有正

向作用ꎮ 通过稳健性检验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前述

实证结果的稳定可靠性ꎬ而且还得到经济自由、国
际 Ｒ＆Ｄ 溢出及两者交叉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具

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ꎬ说明通过提高经济自由程

度以及货物、服务进口与 ＦＤＩ 获得的国际 Ｒ＆Ｄ 溢

出不仅可以实现技术进步ꎬ而且长期来看可以促

进经济增长ꎮ 总之ꎬ通过重新构建模型主要变量

并进行实证检验ꎬ所得结果与前述结论保持了相

当高的一致性ꎬ说明模型估计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得到很好检验ꎮ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１０５ 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

数据ꎬ并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对经济自由、国
际 Ｒ＆Ｄ 溢出及其交叉项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

了实证分析ꎮ 结果表明:经济自由与国际 Ｒ＆Ｄ 溢

出与技术进步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ꎬ说明经济自

由程度的提高、以及通过货物、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获
得国际 Ｒ＆Ｄ 溢出均能对一国(地区)技术进步具

有较强的促进效应ꎻ而且ꎬ经济自由度在国际

Ｒ＆Ｄ 溢出与技术进步之间同时具有显著正向促

进作用ꎬ说明一国(地区)经济自由度越高就越有

可能通过货物、服务进口及 ＦＤＩ 获得更为可观的

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ꎮ 也就是说ꎬ经济自由对技术

进步的促进机制既表现为自身的直接正向影响又

表现为通过国际 Ｒ＆Ｄ 溢出具有间接影响ꎬ从而证

实经济自由这个制度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ꎮ 对分

样本的考察也进一步映证了前述关于经济自由、
国际 Ｒ＆Ｄ 溢出及两者协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关

系ꎮ 此外ꎬ工业化率与技术进步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ꎬ说明工业化仍是一国(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

领域ꎬ很好地解释了近期以来世界区域性大国重

振工业之路的实践ꎻ而服务业发展程度与技术进

步的关系受到鲍莫尔“成本病”制约而呈现不稳

定特征ꎻ城市化率不具备个体意义上促进技术进

步的表现ꎬ但能通过与国际 Ｒ＆Ｄ 溢出的交叉联合

产生出显著协同效应ꎮ 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本积

累、技术选择与劳动资本比例等都可以通过恰当

经济制度的建立由市场力量来自动解决ꎬ以市场

化导向的经济制度发展与完善是构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取得空前规模增长的最终原因

(项卫星和李宏瑾ꎬ２００９)ꎮ 本研究结论进一步揭

示了经济自由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ꎬ而且

发现经济自由制度作用于技术进步的直接与间接

路径ꎬ因而对于相对技术落后国家(地区)来说ꎬ
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ꎮ

由于是基于跨国面板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所获

得的分析结论ꎬ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ꎮ 十九大

报告提出ꎬ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ꎬ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ꎮ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不仅要加强自主研发投入ꎬ而且要善于吸引和利

用国际贸易与投资过程所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ꎮ
经济自由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际 Ｒ＆Ｄ 溢出效

应ꎬ一方面要通过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扩

大国际贸易与投资流量ꎬ增强国际 Ｒ＆Ｄ 溢出的贸

易与投资基础ꎬ另一方面要通过增强要素自由流

动、提高经济自由活力来增强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

的渗入ꎮ
本质上ꎬ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宏伟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ꎬ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背后最基本的动力来源ꎮ 现实中长期积累的一些

诸如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强、发展质量与效益不

高、区域发展与收入分配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

突出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某种经济自由权

利未得到充分释放所导致ꎮ 李平等指出ꎬ我国资

本与劳动要素市场的扭曲对技术进步造成抑制效

应①ꎮ 因此ꎬ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ꎬ在发挥政府

“守夜人”作用的同时ꎬ应通过进一步完善产权制

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用以激发市场的创新活

力ꎬ为完成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等重大攻关目标进一步释放体制红利②ꎮ
首先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ꎮ 目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

挥没有达到理想状态ꎬ如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

率整体水平偏低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

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负向影响③ꎮ 必须坚决

贯彻“放改服”精神ꎬ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ꎬ改

６６

①
②
③

李平ꎬ 季永宝ꎬ 桑金琰:«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特征研究»ꎬ«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黄汉权ꎬ任继球:«新时期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的依据与方向»ꎬ«经济纵横»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王惠:«机遇、环境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ꎬ«经济经纬»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第 ２２ 卷 朱福林:经济自由是否促进国际 Ｒ＆Ｄ 溢出效应?

革过去以审批发证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管理体制ꎬ
最大限度减少审批ꎬ多措并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ꎬ
为打造便利、公平的市场环境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创造良好的宽松环境ꎮ 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

求ꎮ 同时ꎬ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也离不开政府政

策的引导与支持ꎬ在弥补市场失灵与公共科技产

品投入方面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ꎬ政府可通

过产业规划、税收激励等政策措施刺激科技创新

的发生ꎬ从而对自由市场机制起到很好的补充ꎮ
其次ꎬ积极响应国际高标准开放要求ꎬ推进高

水平贸易和投资市场化、便利化制度ꎬ推行国际最

新通行标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责清单管理

模式ꎬ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并扩大服务业开放ꎬ进一

步完善保护外商合法权益、外商合法所得收入顺

利汇出等基础性开放制度ꎮ 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及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探索可复制经验并有序推

广至全国范围ꎮ 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是建设现代

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ꎮ
第三ꎬ由于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制度安排ꎬ在

许多经济领域出现不充分不平衡状况时应首先检

查经济自由这个基本环节是否出现问题ꎮ 例如ꎬ
现阶段国家提倡创新驱动ꎬ然而ꎬ国家创新体系支

持不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导致供给侧跟

不上新时代物质与服务需求ꎬ当然造成这一问题

的原因很多ꎬ但至少有一条就是由于体制机制发

挥不出应有的激励作用所致ꎬ而经济自由制度是

促进要素激励完善从而保障创新持续发生的重要

提前ꎮ 另外ꎬ我国长期积累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些地区经济自由受限、政府

管制过多而导致市场机制未能充分施展其效力所

致①ꎮ 当然ꎬ经济自由绝不是不监管ꎬ而是政府监

管必须以保护私有产权应有的经济权利为前提ꎬ
通过提高监管水平为市场机制展现内生活力与潜

力创造公平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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