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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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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商直接投资是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主体．论文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及中国

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上，运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基于对数据

的相关分析与回归估计选择了3个核心变量和5个条件变量，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

但这种刺激作用有限．从各个分阶段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起

步阶段与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

投资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种结论上的不完全一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是与中国国情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的，是有时间特质的．通过短期分析能

更精确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而长期分析消除了个别异常数据在短期

的较大影响，从而体现动态影响的长期趋势，可见将短期与长期结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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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H．ects of fI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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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b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upply chain links．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status quo of FDI in China and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dopted by Chinese gc}vernment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0n such a basis，extreme bounds analysis(EBA)is印plied，three
core variables and five conditional variables are selected in the 1ight of the releVant data analysis and the

estimation in regression，an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in China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FDI stimulate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some extent in the

long term，but this function is limited． In each stage，the effects of FDI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re indefinite．7rb be more specific，in the initiative and slow progressive stages，FDI plays a limited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riod of f缸t development，FDI promote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This inconsistency shows that the eff色cts of FDI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na’s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the develoDment of FDI in China，which is time—oriented．

The short—term analysis can precisely describe the dynamic change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veen

FDI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however，the lon驴term analysis may eliminate the eH-ects of abnormal

data in the short term，and hence the dynamic lon廿term tendency can be demonstrated． As a result，it

is signi6cant to integrate the short—term and 10ng-term analyses of the eHbcts of FDI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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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也是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作为供应链体系中的重

要主体以各种投资方式不断进入到中国各地区各产业的漫漫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每年的外商直接
投资仅为几亿美元．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达43．66亿美元，环比增长25．21％．此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井

喷，，现象．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152．11％，1993年环比增长149．98％．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并一直保持这个纪录．中国吸纳了世界超过15％的外商直

接投资，以及世界流向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一40％．2002年，中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527．43

亿美元，占当年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7％，成为世界上最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2010年，流

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至1057．35亿美元．统计显示，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0641个；1979年

至198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总额为41．04亿，1985年至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
度总额见图1．从1979年至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总额达10483．81亿美元．

娶崇晷孽累萎吞累累虽豢誊套累豢蓉蚕誉誊堇誊誊量詈量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N N N—N N N N NN N

图1中国1985—2010年间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外商

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Levine和Renelt[1】；de Mello[2】；choe[31；Marwah和Tavakoli[4])；外商

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Herms和Lensink[5】；Alfaro等f61)．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中国经济
增长?大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也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外商直

接投资并不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故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大促

进作用(吴滇超n魏后凯[8]；王英[9])；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Granger原因(贺红波和屠新曙[10】；李静[11]；孙刚和赵莹

莹【12J)．Mah【13J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而是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

的发展．王子君和张伟【14]建立了一个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扩展模型，得到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增

长作用不明显的结论．邵锋祥和袁晓玲[15]认为，长期上两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滞后效应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短期上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是引起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通过方差

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2％左右．魏立佳和李媛【16】认为，整体上外商直接投资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此，进一步展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拟基于供应链体系中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表现，引入Leamer【17。8]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xtreme bounds

analysis，EBA)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以往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时所选择的变量进行检验．

2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措施

中国政府基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状况，修改了相应的外资法律，根据国民待遇精神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

关于外汇自主平衡，购买本土产品，出口业绩等方面的限制，使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全面的平等待遇．对于外商

投资企业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短期内不予取消，保留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有利于外资进行
风险性投资．



284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第34卷
——————————————————————————————————————————————————一—— 一

中国政府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展开技术开发与创新，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免征关税，营业
税，企业所得税等，可全额退还本土设备的增值税，可使用技术开发费抵扣当年应缴所得税等．

中国政府鼓励外商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设立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可使

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关鼓励政策；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条件，放宽中
西部地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商持股的比例限制等．

中国政府逐步扩大了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度，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对外承诺，进一步推进
商业，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等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政府放开了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的资金募集与上市；扩大了外商投资企业可允许的经营

范围；进一步下放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权限，减少审批层级；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取消对外商独资企

业进口设备的价值鉴定；清理并调整不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政策等．

3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3．1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2)为探索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实行特殊政策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

个经济特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有限，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流入总量不到12亿美元，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影响不
大，所以定义为探索阶段．

第二阶段(1983—1991)为起步阶段．随着中国沿海14个城市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起步，不仅分布

范围显著扩大，而且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急骤增加．1983—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达228．47亿美元，比前期

增加了近36倍，年均达25．39亿美元．1989—1990年，由于政治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降，而到1991

年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恢复增长．这个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十分有限，但所发挥的示范

效应非常大，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故将这一时期定义为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1992—2000)为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发展期，确立了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目标，将对外开放范围从沿海扩大到内陆省份，采取一系列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政策，促进了外

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110．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2．13％．虽然此阶段曾受东

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徘徊局面，但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量仍达3232．89亿美元，对

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故将这一时期定义为快速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2001一)为缓慢发展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

遇，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法规与政策不断完善，透明度增强，市场准入机会增加．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

明显减弱影响，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比上年增加15．14％；2003年和2005年基本保持在上年水平；2008

年，由于次贷危机出现减资与撤资．此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数增长不能掩盖增长率的放缓，故将这一时

期定义为缓慢发展阶段．

3．2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

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见表1．

香港一直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中国利用外商接投资的特点是：亚洲国家为主，欧美国家为辅；

华裔投资为主，非华裔投资为辅．

3．3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状况差异很大，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了80％，而中西部地

区加总为15％左右，见表2．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导致外方投资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不相等(合同

额／实际利用额)．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而对中部与西部地区发挥的作

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中西部仍然处于比较低水平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地区处于中国内陆，交通运

输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其市场开放程度不如东部，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落后于东部，

3．4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并不均衡。第一产业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所占比例很低，只有1．31％；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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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对中国投资前15位国家／地区统计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3．5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结构

室兰圭垦至回丝坚皇}查量童堕盐壅

些查鱼整 !!查堡塑：望塑!鱼薹垂! 些里!墅!
总计 12069 100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0180

1061

828

84．35

8．79

6．8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

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表3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和统计年鉴汇总．

1983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旅游宾馆等第三产业；1983—1991年，开始转向制造业等第二产

业；1992 2000年，大中型工业项目和房地产项目成为投资热点，外商投资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行业项目

数和金额均大有增加；2001年至今，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仍位居主导地位，且产业分布进一步拓宽．由于2004

年后中国行业统计口径有所调整，故表4仅给出其2004—2010年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

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两个加总近65％．

表4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与中国投资指南汇总．

3．6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方式

1983年以前，中外合作企业比重最大；1983 1991年，中外合资经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式；1991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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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迅猛发展，至今已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见表5(至2010年)

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汇总

4实证分析

4．1 EBA模型

现有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往往仅就少数几个变量进行分析，这可能会遗漏一些

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会导致在小样本下系数出现偏差，在大样本下系数向量不再具备一致性．为尽

可能多地体现以往文献中并没有被实证证明或较少证明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但可能存在显

著影响)，这里选用EBA模型(extreme bounds analysis modle)进行分析．

Leamer，Levine和Renelt提出了评价不同解释变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强显著(robust)”性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即EBA模型：

Y=e+8tI j广8mM+8zz+【上 (U

其中，y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c为常数；J为核心变量信息集，是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解释变量，一
般根据需要选择2—3个；M为目标变量集，即为要研究的变量；z为条件变量集，是与经济增长存在潜在

影响的解释变量，一般比核心变量选取的个数要多一些．引入z的目的是在回归中最大限度地确定目标变量

M系数p。的范围；肛为随机误差．

EBA模型的估计分2步．

．先用核心变量集，和目标变量M对y进行基本回归，即

y=c+成，+风M+p (2)

如果目标变量M的系数卢。统计显著，可进入下一步；如果卢。统计不显著，可能因为模型设置有偏误或目

标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没强显著关系，则没有必要进入下一步．

．对(2)式进行多次遍历式估计，尽可能对潜在的重要解释变量集z中所有变量的线性组合进行回归，从

中找出最大和最小目标变量系数卢。，分别记为风．。。。和风’mi。．
EBA模型的检验也分为2步．

．计算极限边界的上下边界

卢=卢m．max+2盯max， p=风，min一2盯min，
其中，盯。。。和盯。t。分别为系数卢。．。。。和p。1mi。的标准差．

·提出原假设

经济增长和目标变量的关系是不显著的；备择假设：经济增长和目标变量的关系具有显著性或稳健性．

检验时拒绝原假设必须满足3个条件：卢。隹(卢，卢)，o∈(卢，p)，即最大和最小边界必须具有相同符号；胆。，

风．。。。和风’mi。三者在回归模型中必须是统计显著的．
如果上述条件满足，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经济增长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强显著”的．

这里，EBA模型检验利用Sala-I—Martin准则[19】，即将严格的EBA准则对和口。估计中5％的显著性

水平放宽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里运用EBA模型，利用1983—2010年数据资料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4．2变量的设置与数据来源

对于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EBA模型，被解释变量为GDP(y)，目

标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这里不妨设置核心变量信息集包含3个变量，设置条件变量集包括5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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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变量的选取可根据以往文献确定，即综合以往文献实证所得到的能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量作为核

心变量集，以往文献中并没有被实证证明或较少证明的作为条件变量集，这种做法可能较大地取决于主观判

断．这里为能更真实地反映经济现象原貌，核心变量与条件变量的选取主要依赖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

估计的结果来决定，即依赖于数据的物理性质，故核心变量与条件变量的选取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

8个变量包括：各种运输工具完成的货物周转量(表明基础设施状况，TA)，进出口总额(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TR)，从业人数(表示劳动力数量，L)，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表示消费习惯，Rs_D)，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表示劳

动力质量，目汐M)，固定资本投资(表示投资环境，K)，人均纯收入(表示收入水平，CS)和第三产业增加值

(表示产业结构，T日)．

这里，FDI数据源自统计年鉴2011和中国政府商务部网站，汇率中间价数据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进

出口总额数据是在中国政府商务部网站提供的美元计量单位的基础上利用汇率中间价数据折算而来，从业人

数源白统计年鉴2011，其余数据源自((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3实证分析

先运用1983—2010年的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分阶段分析，由于探索阶段不具有分析价值，这里

不做分析．

4．3．1总体情况(1983—2010)

首先，选择核心变量集和条件变量集．通过对数据进行56次地毯式回归估计，选取核心变量集为：日ⅣM，

T日和TR，于是条件变量集为：K，丁A，Cs，L和RsD．其次，利用核心变量集和目标变量M对y进行基

本回归，得到EBA核估计模型：

y=1369．58+0．72TR一4．76日汐Af+2．02丁曰’+2．08F+“．

(11．34 5．97 —3．84 44．17 3．72)

通过基础回归可得到结论：目标变量M的t检验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于基础回归的结果，这里应考虑是否还有一些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被遗漏，故还要对潜在变量进

行遍历回归分析．

再次，对潜在变量进行遍历回归分析，观察条件变量集z的5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细微影响．因为

目标变量M的t检验显著，可进行卢。的“强显著”性检验，即通过对条件变量进行多次遍历式估计，从z
中选择3个变量进行回归并得到检验结果，见表6．

通过检验发现，p。的“强显著”性检验不满足风Ⅲ。在回归模型中统计显著条件．于是，接受原假设，
拒绝备择假设，即经济增长与目标变量的关系不是“强显著”的．也就是说，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与中

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体上是不显著的和有干扰的，即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主要由外商直接投资决定，而其

它因素可能更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为得到更精确的结论，再次选取符合条件的核心变量集和条件变量集，可得到类似的EBA核估计模型，

并通过对每个核估计模型进行10次条件变量的回归估计，发现所有回归模型中目标变量M的t检验均不

显著，再次证明目标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没有“强显著’’关系，表明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不大．

那么在这一时期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通过对各变量进行单相关与多相关分析，可初步得

到结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增加人均收入，改善投资环

境和提升国际贸易水平达到的，这些变量能较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消费习惯和外商直接投

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基础设施，劳动力质量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4．3．2起步阶段(1983—1991)

选择核心变量集和条件变量集．通过对数据进行56次地毯式回归估计，发现无法选择三个核心变量．由

于排除了模型设置偏误，有理由认为目标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没有“强显著”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此时

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通过对数据进行28次地毯式回归估计，无法选择两个核心变量：再通过对

数据进行8次地毯式回归估计，一个核心变量也无法选择．可见此阶段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通过y与各变量的单回归估计分析，发现L，cs与日UM变量没有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数量、收入水平与劳动力质量对此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很小．在排除L，

cs与日ⅣM变量后，再通过y与各变量的63次多回归估计发现，此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起显著影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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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日变量，表明此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的，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4．3．3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0)

首先，选择核心变量集和条件变量集．通过对数据进行56次地毯式回归估计，选择核心变量集为CS，

T日和RSD，于是条件变量集z为TA，TR，L，K和日uM．其次，用核心变量集和目标变量M对y进
行基本回归，得到EBA核估计模型：

】，=一748+18．29CS+2．14丁日一0．41RSD+2．27F+“．

(一3．30 11．67 13．44 —4．03 9．15)

通过基础回归可得到以下结论：目标变量M的t检验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

作用．对于基础回归的结果，这里应考虑是否还有一些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被遗漏，故还要对潜在
变量进行遍历回归分析．

再次，对潜在变量进行遍历回归分析，观察条件变量集z的5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细微影响．因为

目标变量M的t检验显著，可进行p。的“强显著¨|生检验，即从z中选择3个变量进行多次遍历式估计，
检验结果见表7．

表6卢。的‘‘强显著’’性检验(1983—2010) 表7卢。的“强显著”性检验(1992—2000)

注：料+表示能达到显著性水平5％的要求，料表示能 注：料+表示能达到显著性水平5％的要求，料表示能达到

达到显著性水平10％的要求，+表示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显著性水平10％的要求．

10％的要求． 声=f}m，。。。+2盯。。。=4．98，卢=／‰，。i。一2盯。i。=o．35．

通过检验发现，三个条件均满足，表明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阶段是强

显著的，即外商直接投资在此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为了解其余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各变量的单相关与多相关分析，可初步得到结论：除外商

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外，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增加人均收入，改

善投资环境这些变量也能较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素质，消费习惯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

4．3．4缓慢发展阶段(2001—2010)

首先，选择核心变量集和条件变量集．通过对数据进行56次地毯式回归估计，选择核心变量集为CS，K

和RSD，于是条件变量集z为日uM，T日、TR，TA和L．其次，用核心变量集和目标变量M对y进行

基本回归，可得到EBA核估计模型：
y=一5877．19+0．17K+44．73CS+O．24RSD+7．22F+“．

(一12．66 2．85 12．13 4．05 3．73)

通过基础回归可得到结论：目标变量M的t检验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于基础回归的结果，这里应考虑是否还有一些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被遗漏，故还要对潜在变量进

行遍历回归分析．

再次，对潜在变量进行遍历回归分析，观察条件变量集z的5个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细微影响．因为
目标变量M的t检验显著，可进行p。的“强显著”性检验．通过对核估计模型进行10次条件变量的回归

估计，发现所有的回归模型中目标变量M的t检验均不显著，故不满足统计显著条件，可见目标变量与被解

释变量之间没有“强显著”关系，表明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在此时期对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大的影响．

为得到更精确的结论，再次选取符合条件的核心变量集和条件变量集，可得到类似的EBA核估计模型，

并通过对每个核估计模型进行10次条件变量的回归估计，发现所有回归模型中目标变量M的t检验均不

显著，再次证明目标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没有“强显著”关系，表明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总体上影响不大．
那么在这一时期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通过对各变量进行单相关与多相关分析，可初步得

到结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增加人均收入，改善投资环境实现的，这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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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基础设旖和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5结论与建议

从整个时间阶段看，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贸易水平的提升，人均收入的持续

增加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推动了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地增长；保守的消费习惯，庞大的劳动力数量和外商直

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作用有限；而薄弱的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不

高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从各个分阶段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起步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大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j外商直接投资能

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较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量还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对外开放程度

的提升，人均收入的增加，投资环境的改善，而劳动力素质，保守的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

发展．在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再次表现为有限，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增加入均收入，改善投资环境实现，而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整个时间阶段，起步阶段和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仅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

刺激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表明整个时间段与各个分阶段所

得的结论不完全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一方面，体现了其增长模式遵循新增长理论，即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短期的，对长期则主要体现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方面，而不是增长方面．这种可持续，可加快通用技术

的吸收速度，可吸收先进专利技术产品，可带来更多的竞争机会．

另一方面，这和中国的国情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态势是息息相关的．在探索阶段，中国经济落后，

还相对封闭，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有限，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影响肯定不大．在起步阶段，中国政府对市场化的认

识还不够充分，外商直接投资分布范围显著扩大，数量也急骤增加，但由于时间不长，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

用十分有限．在快速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发展期，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采取

一系列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外加上一时期的滞后示范效应，这些均极大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快

速发展，从而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在缓慢发展阶段，中国政府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次贷危机出现减

资与撤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放缓，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中国自己解决，这些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迟

缓，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这就是各分阶段不一致的原因．通过短期分析能更精确地反映外

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而长期分析消除了个别异常数据在短期的巨大影响，从而体现动态

影响的长期趋势，可见将短期与长期结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基于上述研究，中国政府应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不断创新，增加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保持中国人力资源优势与人才储备，提高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高开

放程度，在维持中国东部地区吸引外资优势的同时，提高中国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水平，使其成为中国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增长点；改革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与制度，改善居民预期和防守心理，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

国稳定的政治格局和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对外资的引入要提高技术门槛，

创立配套的技术标准，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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