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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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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我国 ２７ 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角度，实证研究
了 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ＦＤＩ 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有
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一效果并不显著；ＦＤＩ 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用，这说明 ＦＤ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这一提升作用是有
限的。此外，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研发人员投入和

研发经费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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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自主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对于一个国家

或企业来说，如果想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并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就要不断地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制造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自主创新水平在我国自主

创新能力的构建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ＦＤＩ 大量涌入我国制造业，据统计，
２０１３ 年流入我国制造业的 ＦＤＩ占我国吸收的全部 ＦＤＩ的一半左右。大量研究表明，ＦＤＩ 对我国制造
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此影响关系到我国制造业今后的引资政

策和长远发展。但是，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究竟是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还是
负向抑制作用呢？已有的相关研究未能得出一致结论。

从创新过程的角度来看，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自主创新投入方面，同时也通过自主创新产出

而表现出来。自主创新投入主要是采用研发经费投入或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而自主

创新产出则主要是采用专利申请量或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表示［１］。然而，由于新产品销售收入这一指

标的官方数据具有一定的夸大性，与实际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专利申请量这一指标的相关数

据比较准确，所以学者们一般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水平［２］。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视角，利用我国制造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的面板
数据实证检验 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会对我国制造业更好地完
善引资政策，促进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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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 ＦＤ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溢出的层面上，大多数研究都认为 ＦＤＩ 对东道国的
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关于 ＦＤＩ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得出
的结论并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促进说、抑制说和双刃剑说三种。

（一）促进说

持有促进说的学者们认为，ＦＤＩ 对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Ｃｈｅｕｎｇ 和 Ｌｉｎ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 ＦＤＩ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 ＦＤ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
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并促进了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３］。Ｈｕ 和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研究了 ＦＤＩ 的进入程度
对我国内资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结果表明：ＦＤＩ的进入程度每提高 １％，我国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
量就增加 １５％ ［４］。Ｌｉｕ利用我国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 ＦＤＩ 与内资企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
ＦＤＩ的进入有利于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５］。李玉梅和桑百川利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 ＦＤＩ对我
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ＦＤＩ 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这种
正向促进作用的大小和市场竞争程度、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成正比［６］。王鹏和张剑波研究了 ＦＤＩ 对
我国泛珠三角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 ＦＤＩ对我国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均有
正向促进作用［７］。王蕙和张武强认为，ＦＤＩ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溢出效
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市场竞争等因素［８］。

（二）抑制说

持有抑制说的学者们认为，ＦＤＩ对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抑制作用。Ａｇｈｉｏｎ 认为跨
国公司通过 ＦＤＩ的人员流动效应吸引了一些本土优秀研发人才，从而抑制了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９］。Ｆａｎ和 Ｈｕ从研发投入的角度实证研究了 ＦＤＩ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
ＦＤＩ的进入削弱了内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使内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少［１０］。胡静寅等研究

发现，ＦＤ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抑制作用［１１］。童静和沙文兵利用行业面板数

据实证研究发现，ＦＤＩ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１２］。邢凯旋和邓光

娅利用 ＶＡＲ模型检验了 ＦＤＩ和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自主创新和 ＦＤＩ之间不存在相互
加强的关系，ＦＤＩ对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３］。

（三）双刃剑说

持有双刃剑说的学者们认为，ＦＤＩ对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正
向促进作用，也有负向抑制作用。牛泽东等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是以当地企业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当地企业吸

收能力过低，ＦＤＩ就会不利于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１４］。殷霄雯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制造业 ２８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 ＦＤＩ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ＦＤＩ 对
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ＦＤＩ对东道国企业创新
能力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１５］。Ｇｉｒｍａ研究发现，ＦＤＩ 既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研发活
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１６］。Ｆｕ 等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研
发活动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是外资企业的研发努力激发了内资企业创新的

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１７］。徐亚静和王华的研究结果表明：ＦＤＩ 对我国
不同区域的技术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即 ＦＤＩ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不明显，对中部地区技
术创新的正向溢出效应最显著，对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１８］。

综上所述，在关于 ＦＤＩ对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学者都是从创新产出
和创新投入中的一个角度进行的，而同时基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的相关研究甚

·３４·



少。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来分析 ＦＤＩ对我国制造
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主创新是一个通过变革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过程。从自主创新的过程

来看，自主创新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产出两个环节。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原因，与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因此，我国企业若是完全依靠自己进行原始技

术研发不仅面临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和巨大的研发投入成本，还要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随着我国对

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ＦＤＩ大量流入我国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可以通过利用 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来获得
外来先进技术，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以此来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

一般来讲，ＦＤＩ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第一，ＦＤＩ通过技术溢出在东道国进行技
术扩散，内资企业可以在获得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学习或模仿，并通过消化吸收进行再创新，从而

促进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ＦＤＩ的进入导致东道国的市场竞争加剧，外资企业在产
品市场上对内资企业进行挤压，这会使得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或者面临市场份额减少的风险，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迫使内资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最终会对

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第三，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必然要与人力

资本相结合，所以跨国公司在其生产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雇佣一些本土员工并对这些员工进行一定的

培训，而这些经过培训的员工若跳槽到内资企业必然会将其在跨国公司学习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扩散到内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及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第四，进

入到东道国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为节约原料成本以及拓宽市场渠道，在其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必然会

与本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下游销售商之间发生一定的前后向关联。跨国公司子公司向本土上游供应

商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时会向本土上游供应商提出较高的质量要求并提供一定的技术培训，而在

向本土下游销售商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或产品时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这些都有利于

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从而有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然而，ＦＤＩ给东道国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虽然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外资的先进技术并进行学习或模仿，但是如果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过

大或者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过低，内资企业只是一味地复制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而没有

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那么内资企业就会逐渐形成对外来技术的依赖，其自身技术创新

的动力和能力都会被削弱，从而导致内资企业最终丧失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在跨国公司子公司进入

东道国与内资企业进行相互竞争和挤压的情况下，一些内资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可能会被淘汰

出市场或者疲于应付生存竞争而无暇进行自主创新，这都抑制了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进入东道国后会利用其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吸引内资企业中的一些优

秀研发人才跳槽到外资企业，这不仅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科研力量，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内资企业自身技

术机密的泄露，从而抑制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第四，我国一些行业的技术水平落后，与

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大，这不仅不利于内外资企业在产业链上产生前后向关联效应，反而可能会使

内资企业形成对外资技术的依赖，进而抑制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ＦＤＩ对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有正向促进作用，也
有负向抑制作用。第一，ＦＤ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
技术差距以及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有关，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过大以及东道国对先

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过低都不利于 ＦＤ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第二，内资企业的行业特征、技术水
平以及 ＦＤＩ本身的技术含量高低等都会影响 ＦＤ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第三，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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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道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第

四，ＦＤ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还取决于各地区自身技术水平的发展状况以及吸收
利用 ＦＤＩ的特点，也就是说，ＦＤＩ对不同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由于受企业规模、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
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有可能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也有可能产生负向抑

制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１． 关于自主创新投入的模型构建
自主创新投入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两个方面。由于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

具有高度的共线性，即研发人员投入往往被包含在研发经费投入之中并可以通过研发经费体现出

来［１９］，因此我们一般采用研发经费投入来衡量自主创新投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影响其自主创新

投入的因素有很多，但两大主要因素是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一般来讲，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

有实力进行创新投入；市场竞争程度在一定范围内会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如果竞争

压力过大，一些企业会被压垮，进而导致其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被弱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

ＦＤＩ对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
争，内资企业为与外资企业相抗衡不得不增加其研发投入，以促进其技术进步；另一方面，ＦＤＩ的进入
也对本土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也有被削弱的可能。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主要选取 ＦＤＩ、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规模、市场竞争程度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各因
素对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具体计量经济模型如式（１）所示。

ｌｎＫｉｔ ＝ ｃ１ ＋ α１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β１ ｌｎＳＣＡｉｔ ＋ γ１ ｌｎＭＡＲＫｉｔ ＋ μｉｔ （１）
在式（１）中，下标 ｉ和 ｔ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年份），μ表示随机误差项。Ｋ表示制造业各行业内

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采用制造业各行业内资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来衡量。ＦＤＩ表示制造业各行业
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由于无法获取各年份制造业各行业实际利用 ＦＤＩ的数据，而三资企业的总
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 ＦＤＩ的进入程度，因此我们采用各行业三资企业的总资产来衡量 ＦＤＩ的
利用状况。ＳＣＡ表示企业规模，我们采用各行业总资产与各行业企业数量的比值（企业的平均资产）
来衡量。ＭＡＲＫ代表制造业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我们采用制造业各行业的企业数量来衡量。
２． 关于自主创新产出的模型构建
根据 ＣＤ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将创新产出函数表示如式（２）所示：
Ｉ ＝ ｆ（Ｋ，Ｌ，Ａ）＝ ＡＫαＬβ （２）
在式（２）中，Ｉ表示创新产出，Ｋ表示创新过程中的资金投入，Ｌ 表示创新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Ａ

表示影响自主创新的其他因素。由于本文主要研究 ＦＤＩ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 Ａ表示如
式（３）所示：

Ａ ＝ Ａ０ｅγ
ｌｎＦＤＩ （３）

我们将式（３）代入式（２），则可以得到式（４）：
Ｉ ＝ Ａ０ｅγ

ｌｎＦＤＩＫαＬβ （４）
我们对式（４）两边取对数，则可以得到式（５）：
ｌｎＩ ＝ ｃ ＋ αｌｎＫ ＋ βｌｎＬ ＋ γｌｎＦＤＩ ＋ ε （５）
在式（５）中，ｃ ＝ ｌｎＡ０ 为模型估计的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
另外，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分别采用制造业各行业内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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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申请量、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制造业各行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
出、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人员投入。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是我国制造业 ２７ 个行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的面板数据，并根据研究需要对不符合要求
的样本进行了剔除或对相关样本进行了合并：（１）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吸收的 ＦＤＩ具有明显的差异，有
的行业吸收的 ＦＤＩ很少，甚至没有引进 ＦＤＩ，这样的行业有烟草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
工业，如果将这两个行业计算在内，则可能会使研究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所以我们在进行实证研究

时剔除了这两个行业。（２）本文所采有的数据均来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
鉴》，由于统计年鉴中 ２０１２ 年前后行业的划分标准不一致，所以本文对一些行业的统计标准进行了相
关调整，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一个行业，将汽车制造业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本文选取的数据是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相关数
据，原因在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我国全部工业企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另外，在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的

基础上，我们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并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 ０ 计量软件对变量进行回归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量、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
行业企业的平均资产、企业数量以及三资企业的总资产作为研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Ｉ 专利申请量（件） ２５８５１１． ４ ４０９１８６ １１３４２０ １３１８８６． １１１８
ＦＤＩ 三资企业的总资产（万元） ５９１０４６０２９０ ８２８７２９９６９０ ３２５３８５２７３３ ２１５９８５４０２２
Ｋ 内资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万元） ４００９４９３４ ５９２７８６４６ ２１４４８４６６ １５８０６９０３． ６１
Ｌ 内资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人） １２４５３４４． ４ １７３９２１０ ７５１９２４ ４２２８８６． ３５３１
ＳＣＡ 企业的平均资产（万元） ３９２０６． １９５７ ７４２３９． １４２２ １７５４１． ２２０１ ２８７７２． ８４２５
ＭＡＲＫ 企业数量（个） ２０５３６４ ３４２０１３ ３６６５４ １３９２４１． ７１

由表 １ 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而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相差较大，这说明近年来，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投入、专利申请量、企业

平均规模、市场竞争程度以及 ＦＤＩ的进入程度都呈现出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既然各个变量近年来的增长幅度都比较大，那么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呢？

ＦＤＩ的增长到底能否成为促进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和自主创新产出
（专利申请量）增长的因素呢？我们将在下文通过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二）相关性分析

表 ２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Ｉ ＬｎＫ ＬｎＬ ＬｎＭＡＲＫ ＬｎＳＣＡ
ＬｎＦＤＩ 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３９５５ ０． ９９５９０４ ０． ８８９１２４ ０． ７９９８９２ ０． ９１２３５４
ＬｎＩ ０． ９９３９５５ 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３２１５ ０． ９９７８８０ ０． ９８０３５１ ０． ９５０２９２
ＬｎＫ ０． ９９５９０４ ０． ９９３２１５ 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８４３２ ０． ９５７４１１ ０． ９１４０８９
ＬｎＬ ０． ８８９１２４ ０． ９９７８８０ ０． ９９８４３２ 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９１４３２５ ０． ８９４５３６

ＬｎＭＡＲＫ ０． ７９９８９２ ０． ９８０３５１ ０． ９５７４１１ ０． ９１４３２５ １． ００００００ － ０． ３７６４１２
ＬｎＳＣＡ ０． ９１２３５４ ０． ９５０２９２ ０． ９１４０８９ ０． ８９４５３６ － ０． ３７６４１２ １． ００００００

我们对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

据取对数后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具体

结果如表 ２所示。由表 ２可知，ｌｎＫ和
ｌｎＦＤＩ、ｌｎＳＣＡ、ｌｎＭＡＲＫ 的相关系数
以及 ｌｎＩ和 ｌｎＦＤＩ、ｌｎＫ、ｌｎＬ 的相关系
数都为正且绝对值都在 ０． ７ 以上，这
说明 ｌｎＫ和 ｌｎＦＤＩ、ｌｎＳＣＡ、ｌｎＭＡＲ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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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珍，刘金焕：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间都是高度正相关的，ｌｎＩ和 ｌｎＦＤＩ、ｌｎＫ、ｌｎＬ之间也都是高度正相关的。
既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且为正，那么这些变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

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产出的增长呢？下面我们将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

探讨。

（三）协方差分析

表 ３　 协方差分析检验

被解释

变量
Ｓｕ Ｓｐ Ｆ值 ５％显著性水平

下的 Ｆ临界值
ｌｎＫ ２． ６０６８ ２８． ５９８９ ６５． ３２５４ １． ６６
ｌｎＩ ４． ９５８３ ２４． ６１２５ ２０． ０５２４ １． ６６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括变截距模型和常截距模

型，究竟采用哪一种模型主要是通过构建 Ｆ 统计量进
行协方差检验来判断。变截距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这主要通过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来进行判断。基于此，我们首先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 ０ 软件
对各组样本进行协方差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３。表 ３ 所示结果表明，两组数据都在 ５％的水平上拒绝
了原假设，所以我们应该采用变截距模型来进行回归检验。

（四）回归分析

在协分差分析所得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见表 ４ 中的 Ｈ值，表 ４ 中回归
１ 和回归 ２ 的 Ｈ值都大于其临界值，所以两组数据都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本文采用的是行
业面板数据，因此为消除行业面板数据横截面异方差性的影响，我们选择了 ＧＬＳ 的估计方法，回归结
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 １（ｌｎＫ） 回归 ２（ｌｎＩ）

常数项 － ６． ３５８（－ ６． ６１９） － ９． ０９９（－ ９． １８４）

ｌｎＫ ０． ５１７（４． ６０５）

ｌｎＬ ０． ８５７（５． ６６５）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１６（０． ２６０） ０． ５９２（３． ８３０）

ｌｎＳＣＡ １． ０７６（２０． １４９）

ｌｎＭＡＲＫ １． ０５３（３１． ８８０）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８９２ ０． ８８５

Ｄ． Ｗ值 １． ７０２ １． ８８３

Ｆ统计量值 １５６１． ３５９ ３３１． ０２２

Ｈ值 ６． ９５９ ６７． ３７２

　 　 注：括号内数据为 ｔ检验值，、和分别表
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Ｈ 值为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

由表 ４ 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回归 １ 的结果中，ｌｎＦＤＩ 的系数虽然为

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的绝对值很小，

仅为 ０． ０１６，这说明 ＦＤＩ对我国内资制造业的自主创
新投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明显。

第二，在回归 ２ 的结果中，ｌｎＦＤＩ 的系数显著为
正，具体来讲，ＦＤＩ的进入程度每提高 １％，我国制造
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则增加 ０． ５９２％，这说明
ＦＤＩ对我国内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

第三，通过对比回归 １ 和回归 ２ 中 ｌｎＦＤＩ的系数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 ｌｎＦＤＩ的系数都为正，但是回归１
中 ｌｎＦＤＩ的系数的绝对值远远小于回归２中 ｌｎＦＤＩ的
系数，并且只有回归 ２ 中 ｌｎＦＤＩ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回归 １中 ｌｎＦＤＩ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虽然从整体上来看，ＦＤＩ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正向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自主创新产出方面。ＦＤＩ对
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其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就是说，ＦＤＩ对增加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有
限的。

第四，ｌｎＳＣＡ和 ｌｎＭＡＲＫ的系数均为正且都通过了 ｔ 检验，这说明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都对
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五，回归 ２ 中 ｌｎＬ和 ｌｎ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 ｌｎＬ 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 ｌｎＫ 系数的绝对
值，这说明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都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而且

研发人员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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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根据实证结果，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虽然 ＦＤＩ对我国内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 ＦＤＩ对我国制造
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明显，这说明 ＦＤＩ的进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
内资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其提升作用是有限的，即这种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自主创新

产出方面，而在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方面的提升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市场竞争程度对我国制造业内资

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由此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导致 ＦＤＩ 对我国
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明显：第一，我国的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第二，近

年来，ＦＤＩ的涌入给本土企业带来了过大的竞争压力，一些内资企业疲于应付生存竞争而无暇进行自
主创新；第三，ＦＤＩ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但是内资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往往会选择获取技术
的捷径，从而造成了对外资技术的过分依赖，进而导致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都被弱化，最终结果

是减少了自主创新投入。

第二，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都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

第三，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都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产生了明显的正

向促进效应，尤其是研发人员投入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

（二）政策启示

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第一，不断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内外资企业进行合

理、公平、有序竞争，并逐步减少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第二，积极鼓励本土企业进行创新，对有创

新的内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出口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待遇。第三，本土企业要不断加大技术消

化吸收经费的投入力度，提高其技术吸收能力和再创新能力，减少对外资技术的依赖，从而形成 ＦＤＩ
与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互动。第四，本土企业要不断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高其在主

营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第五，不断改善研发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减少人才流失。第六，

既要鼓励发展一些实力强大的本土企业，又要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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