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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回顾

　　MacDougall（1960）在分析 FDI 的一般福利效应

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视为

FDI 的一个重要现象，此后经济学界关于 FDI 技术溢出

效应的溢出途径和效果的评价及计量的相关文献层出不

穷。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一般认为是由于技术要素不

同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本质上表现为知识和信息，
具有天然的外部性，FDI 在投资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

散，促进了当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外在

性的一种表现。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 FDI 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有

三个实现途径：

　　首先是示范和模仿效应；关于示范和模仿效应的讨

论最先见于 Tilton （1971）， Swan （1973）， Riedel （1975）， 
Lake （1979）， Mansfield & Romeo （1980）等人的研究

中。他们认为理论上只有技术差距存在的情况下，才可

能出现示范和模仿作用，而技术差距又主要体现在要素

禀赋和劳动生产力水平两个经济指标上的差距，相关计

量研究也大多基于此两个变量进行。
　　其次是联系效应；FDI 通常具有技术和信息上的优

势，当它与当地的供应商或者客户发生联系时，当地厂

商就有可能从其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

“免费搭车”，于是就发生了溢出。即使 FDI 向当地供

应商或者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

攫取当地厂商从中获得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全部利益。
Blomstroem 和 Kokko （1998）， Markusen 和 Venable 

（1999）， Altomonte 和 Resmini （2001）， Smarzynska

（2002）， Castellan 和 Zanfe （2002）， Gorg 和 Strob（2002）
都认为联系效应尤其是后向联系对东道国有技术溢出效

应。Lall（1980）的研究较为系统化，他在研究印度卡

车制造业时认为跨国公司可以从５个方面促进技术溢出

的产生和发展：１ 帮助潜在的供应商建立生产性设施；

２ 提供技术支持或者信息帮助以提高供应商产品品质

或者促进创新；３ 提供或者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

品；４ 在组织管理上提供各种培训和帮助；５ 通过发

掘新的客户帮助供应商从事多样化经营。
　　再次是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最早

Caves（1982）提出，迅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所

谓人力资本流动效应是指 FDI 培训当地的管理人员和

技术人员，而这些员工后来又被本土企业雇用或者自办

企业时，可能把由在 FDI 企业从业获得的技术、营销、
管理知识扩散出去，可称为 “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当

然，除了人力资本的有形 “流动”，即员工更换雇用企

业外，还有人力资本的 “无形流动”，即技术的交流。
　　此外，还有提及 FDI 的挤入对本土企业有竞争效

应，会促进本土企业技术提升，但笔者认为这不属于技

术溢出效应讨论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选择的差

异，既往研究对于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与否和存

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不确定和为

负三种不同的结论均有大量学者提及。
　　笔者认为这些不同的研究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由于投资母国国别、东道国国别、行业选择、厂商选

择、技术特征、数据来源、检验视角、检验工具与方法

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合乎情理。

Ⅱ　日韩在津 FDI案例分析

１　LG 电子天津电器工厂

　　LG 电子天津电器工厂为韩国 LG 与天津市二轻局

合资企业（韩资占80％），产品以冰箱、微波炉、吸尘

器、压缩机的马达、微波炉磁控管等白色家电及其配件

为主，厂房面积超过韩国国内所有白色家电工厂，主要

产品产量均超过韩国本土，其中磁控管更是全部在 LG

天津电器生产。
　　LG 历来重视研发，公司每年对研发的投入均占到

总产值的10％以上，LG 的研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

发是为了企业持续发展而存在的，即研发必须找到并基

于盈利的产品。随着韩国国内生产线大幅转移至天津，

壓爺薯晩昆 FDI 議室宝吝竃丼哘蛍裂

──天津一汽丰田公司、LG 电子天津电器工厂案例研究＊

祝　　　茂



表２　天津市丰田系公司列表*

公 司 名 称 成立时间 主 要 业 务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5 对夏利、华利进行技术支援

天津客车桥有限公司 1994 夏利盘式卡钳、向 TTMC 提供盘式卡钳

天津丰田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1995 钢板加工

天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1995 分电器

天津丰津汽车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1995 等速万向节

天津电装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1995 交流发电机、起动机

天津丰田合成公司 1995 制动软管、模具

天津阿斯莫汽车微电机有限公司 1996 小型马达

天津丰田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1996 发动机

天津丰田汽车锻造部件有限公司 1997 等速万向节锻造毛坯

天津爱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997 离合器零部件、制动器部件

天津津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 1997 转向装置、传动轴

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 1997 电子零部件

天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 1997 汽车空调

丰田汽车技术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1998 汽车咨询

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2000 新型小型轿车

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 2000 车身门窗密封条

天津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 2001 空气滤清器

天津东海理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01 开关类

爱信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 2001 门锁、车窗调节器、铰链等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1 市场营销

天津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988 线束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1995 车座、车门、车顶、板型弹簧等内饰

天津爱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1995 燃料供给装置、节气门段、化油器

东海橡胶天津有限公司 1995 防震橡胶、水管

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 1995 音响制品

天津华冠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00 控制电缆

天津消声器厂 2000 排气管

天津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2000 卷型弹簧

天津油管厂 2001 制动器输油管

天津双协机械有限公司 2002 车身零部件

注：* 表中数据来源自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表１　LG电子天津电器工厂申请专利数年序表

年　份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专利数 260 1000 1800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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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产品已经在此生产，对于白色家电这样的研

发必须靠近生产线的产品而言，与生产线供应链上的其

他厂商合作研发和由此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必然的。
　　LG电子天津电器工厂的技术水平对中国而言较高，
其在华申请专利数已经达到中国第一位。1）

　　然而，较高技术水平的 LG 的投资，并未带来对天

津相关方面的技术外溢。

　　一方面，天津本地企业与其没有

产业协作关系。国际上大型家电企业

之间相互合作、共同研发、共同申请

产品专利的先例很多，如韩国 LG 即

与日本松下保持着常年的合作研发关

系。而 LG 电子天津电器工厂在中国

国内的生产协作方多是从韩国本土跟

随而来的韩资中小企业，2）与本地企

业的接触很少，合作研发更是空白。
　　另一方面，与天津的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协作不足。产学研合作历来是

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韩国国内的

LG 研发中心非常重视与本国高校的

技术合作。然而，LG 电子天津电器

工厂与天津本地高校的合作研发，尽

管已经做了四年努力，目前效果仍很

不理想。韩方人员普遍感到中国的大

学一方面缺乏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另

一方面对最终产品缺乏责任心，往往

半途而废。

２　天津一汽丰田公司

　　丰田公司在天津的投资呈现 “复
制群居链” 的状态，随着丰田系列在

天津的投产，其零部件厂商也开始在

天津及周边建厂，以维持原来的 “群
居链” 式的生产联系。截至2003年

末，丰田系列的零部件厂商已经在天

津建厂或合资企业近30家。
　　然而，丰田系企业在天津的大规

模投资并未带来天津汽车产业技术水

平的提升。由于丰田体系的封闭性，

天津本土汽车零部件工业无法加入其供应链条，天津汽

车零部件工业产品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落后，产业集中

度低，企业规模效益普遍不高。天津本地零部件企业质

素偏低，更使得丰田公司不得不到江浙、广东一带寻求

某些零部件的供应，而上述两个地区恰恰是外商仅仅投

资整车厂，而与本地零部件厂商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地

区。
　　而在与本地产学研机构的合作方面，天津丰田表示

目前仅仅限于对天津几所大学的奖学支持，很少涉及技

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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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日韩在津 FDI并不存在技术溢出的途径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对于 FDI 产生的技术溢出

效应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由于技术溢出效

应的复杂性，这些研究难于对每个溢出途径进行数学观

察和统计计量，在对技术溢出效应做经济计量分析时，
往往把技术溢出效应的溢出过程作为一个 “黑箱”，而

只检验 “受益企业” 获得的溢出效应与溢出源头之间的

相关性和相关程度。而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是否真实相

关？又是孰因孰果呢？无从判断。笔者认为这种 “黑
箱” 做法显然欠妥，研究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必须

关注技术溢出的途径。
　　日韩制造业在向华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

FULL-SET 投资的特性。所谓 FULL-SET 投资是指日韩

企业往往在国内时产业的垂直整合程度很高，已经形成

了协作体系，在对华投资时，往往全系列（FULL-SET）
同时或相继投资于某地，在海外新投资地重新结成其既

有协作关系，协同生产。3）

　　正如调研所显示，在华投资的日韩企业通常由与其

协同投资的 “卫星工厂” 或者由日韩国内企业向其提供

零组件供其生产，而很少与中国本土企业发生产业联

系，同时也甚少与区域创新主体有创新合作关系。实际

上，已经形成了投资项目 “飞地化”（enclave）的现

象。4） 日韩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缺乏产业的前后向联系，
与区域创新主体少有创新合作关系，基本上无法实现技

术溢出效应实现途径中的 “示范、模仿效应” 和 “联系

效应”。
　　至于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笔者认为，在 FDI 企业

就职的本地员工由于工资水平与当地企业有着较大差

异，极少会发现 FDI 企业员工流动到本地企业的情况，
相反，当地企业员工流向 FDI 企业由此带来技术的逆

溢出效应尚有可能。实际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5） 此外，
员工自主创业的情况在天津也不多见，即使有，其所用

技术也远非 FDI 所 “溢出” 之技术。
　　由此，经济学主流理论认为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的

三个途径，即示范和模仿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

动效应在日韩在津 FDI 企业中并未有显现，因此，难

以说明这些企业对于天津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转移

效果，也就难以实现中国吸引 FDI 的初衷，即 FDI 的

产业带动作用。
　　对于天津地方经济而言，外资企业的 FULL-SET

投资很难形成 “地域根植性”，一旦地域投资环境发生

不利变化，外资极易发生 “集体性迁移”，从而对地域

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与本地产业缺乏前后向

联系的飞地工业对本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极为不利，

长此以往，将会有可能影响区域产业的持续竞争力。

Ⅳ　促进日韩在津 FDI技术溢出相关对策

　　日韩跨国公司对华的 FULL-SET 投资主要是利用

了中国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在这种由外资 FULL-SET

引入引发的国际交换中，中国只是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

本循环，而没有或者很少有先进技术的积淀。因此，外

商 FULL-SET 投资不利于中国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

技术，实现技术升级。长此以往，中国企业的技术开

发，特别是自主研发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选择对外投资的对象

时，始终是 “唯利是图” 的。一旦有更有吸引力的低成

本地区，跨国公司就会纷纷将投资转移过去，这是由跨

国公司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实质上近年来跨国投

资大幅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转移，正是如此。因此，在

对外经济合作中，中国需要不断提高本地企业自主研发

能力，努力控制和掌握核心技术，真正形成企业自生能

力。具体而言，可考虑以下做法：

１　努力打造良好产业环境，鼓励外资与本地企业形成

关联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如果与本地企业建立各种形

式的产业协作关系，就会改变原有地方创新网络，外商

投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创新网络

中传播、扩散，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本地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因此，努力提高本地企业的配套能力，打造良好产

业环境。鼓励外资与本地企业形成产业关联，对促进跨

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也非常有益。

２　提升“产、学、研”技术能力，促其对接外资

　　技术外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结果往往取决于东

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准。如果双方的技术水准相差太大，
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太差，则东道国企业几

乎不能从技术外溢中获益。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

不足，缺乏研究和开发能力，因此，迅速增强本地产、
学、研技术能力，是当前中国技术水准提升的必然选

择。
　　应该给予本地企业技术创新优惠待遇，如税收优惠

政策等，积极鼓励本地企业进行研发投资。本地企业研

发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会刺激跨国公司在天津进行更多

的研发投资。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吸收能

力，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更加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

出效应，提高技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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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促成多元 FDI投资机制，营造本地人力资本流动

氛围

　　我们注意到当前在中国人力资本流动往往是从本土

企业流向 FDI 企业的，因此，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的人

力资本流动途径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有负向现象。构

建人力资本正向流动途径，即人力资本由 FDI 企业向

本土企业流动，从而实现技术溢出，需要本土相关企业

的良好成长，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当前，应该注意引进 FDI 的多元化，即同一行业

引进多家外资，形成人力资本在区域内多家外资间的流

动机制，从而促使知识放大效应在本区域产生。同时，
如果本地拥有多家具有实力的企业，将形成较强人力资

本吸纳能力，本地会发生人力资本极化效应和循环积累

效应，最终受益的将是本地。

４　政府加大公共投资，构筑良好技术外溢环境

　　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间产生的较大信息鸿沟，使得

部分外资与本地企业关联性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加

强公共信息网络建设，使得跨国公司能够获得详细的中

国相关企业的信息，国内供应企业也可以借助公共信息

网络获得国外相关产品、同类企业的运营状况以及相关

人才的培养等多方面的信息。
　　要加强交通、通讯建设。高效的交通、通讯设施有

助于供货商及时地向下游跨国公司提供其生产所需要的

中间投入品，满足其适时存货要求，从而与跨国公司打

造更加稳固的关系，更有效地获得技术溢出的好处。

５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消除外商合作顾虑

　　很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都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顾

虑而采取独资形式或者不愿意与国内产学研机构合作研

发，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励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创新的有效

方式。中国虽然颁布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但是在执行上与企业的期望有很大距离。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的加强不仅能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促成

更多的研发合作，也会促进中国企业科技创新，对于中

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 感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暑期调研支持，感谢爱知大学佐藤元

彦教授的重要启发，但文责自负。
１） 其中大部分为发明专利，而国内相关企业多为实用新型专利，

如海尔。位居第二位的是深圳华为：2100项。
２） 与 LG 电子天津电器工厂配套合作的企业约有500多家，其

中95％以上是韩国企业在天津的投资。
３） 如 “日本电产” 在平湖投资5482万美元成立日本电产芝浦浙

江有限公司，其成功的投资又带动日本电产科宝公司、日本电

产机器装置有限公司等８家光机电公司来平湖落户，全部独资

经营，形成浙江省最大的光机电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类似

案例举不胜举。
４） 投资项目 “飞地” 化（enclave）的现象，是指跨国公司投资

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和产业之间缺乏一定的前向后向联系，宛如

东道国经济中一个独立的 “孤岛”，故名经济 “飞地”。
５） 参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05年暑期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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