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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结合福建省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物质资本积

累、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创新在福建省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实证结果

表明：进口对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中介变量具有促进作用，进而影响到福建省经

济发展；出口则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个中介变量起作用；但进口主要是人力资本

积累的中介效应，出口则主要是物质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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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为东南沿海一个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改

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凭借国家赋予的特区政策和灵

活措施， 结合自身独有的地缘和人缘优势， 在发

展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福建省进出口总额累计达 １２ ４３８．７８ 亿美

元（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出口总额累计为 ７ ７１８．
８６ 亿美元，进口总额累计为 ４ ７１９．９３ 亿美元，外
贸对福建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凸显。 ２０１３
年全省进出口总值相当于省内生产总值的

４８ ８８％，“以外贸促增长”的战略方针得到充分贯

彻和实施，其贸易—增长效应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而新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在经济增长的长期

过程中更多的并不是以直接影响因素的身份出

现，而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资

本、技术等）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主要是贸易

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包括物质资本

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 作用途径不同，贸易对

各个经济体的增长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

对外贸易在福建省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起到一

个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何种渠道起作用

的，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

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是贸易理

论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贸易是通过何种渠道引

致增长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质资本积累途径。 通过出口贸易带

来外汇收入并进口先进机器设备形成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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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贸易的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Ｊｏｎｅｓ 和 Ｍａｎｕｅｌｌｉ（１９９０）通过建立生命周期模型

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于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

进经 济 增 长 具 有 显 著 的 效 应。［１］ Ｒｉｃａｒｄｏ 和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 （ ２００２） 利用亚洲 ２８ 个发展中国家

１９７０—１９９９ 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考察了贸易是

如何影响这些国家资本积累的，实证结果显示：出
口贸易对资本积累有正效应，进口贸易对资本积

累呈负效应。［２］吕岩川和赵治夫（２００７）利用我国

１９８０—２００５ 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对

我国资本形成的影响，结果认为进口贸易对我国

资本形成有显著的正效应。［３］ 王永齐（２０１０）结合

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了贸易结构对我国资本积累的

影响，结果表明，贸易结构并没有通过加大我国的

资本积累进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收益。［４］

第二，人力资本积累途径。 通过贸易的人力

资本积累效应，提高贸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国外

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增强，导致国际技术扩散效

果扩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罗默（１９８７）的理论

模型表明对外贸易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

技术 更 新 进 程 加 快， 从 而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１）、Ｙｏｕｎｇ （１９９１）、Ｅｄ⁃
ｍｏｎｄｓ 和 Ｐａｖｃｎｉｋ（２００６）等学者通过实证也得到

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

等产品的效率高于国内这些产品，进口带来了更

多的模仿、学习机会，提升了人力资本，进而推动

经济增长；同时贸易的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加大

国民教育投入以提升人力资本，保证其在国际市

场上 的 竞 争 地 位。［５］［６］［７］ 而 Ｌｏｎｇ、 Ｒｉｅｚｍａｎ 和

Ｓｏｕｂｅｙｒａｎ（２００７）以及 Ｃｈｕｎ Ｗｅｉ Ｌａｉ（２００８）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力资本含量低的传

统产品生产，可能会由于自由贸易而专门进行这

些行业的生产，产生“锁定效应”，导致贸易对人

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受到限制。［８］［９］ 国内学者罗良

文和阚大学（２０１１）利用我国 １９８３—２００８ 年数据，
运用岭回归分析法实证研究发现：进口贸易显著

地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本，出口则对人力资本的正

向作用较小。［１０］李文波等（２０１２）利用中国省级面

板数据考察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并没有显著地促进我国人力

资本的积累。［１１］

第三，技术进步途径。 贸易会通过模仿、“干
中学”等行为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提高进口国的

技术 水 平， 进 而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１）运用 Ｌｕｃｕｓ 两部门增长模型，研究

了中间贸易品、最终贸易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
为通过引入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会提高本国生

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促

进经济增长。［１２］Ｃｏｅ、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利用 ２２ 个经

合组织国家 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数据建立横截面回归

模型，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存在 Ｒ＆Ｄ 溢出

现象，并且最发达的 ７ 个国家 Ｒ＆Ｄ 资本存量对其

他国家技术进步有显著作用。［１３］ Ｋｅｌｌｅｒ （ ２００２），
Ｃｈａｎｇｓｕｈ ｐａｒｋ（２００３）等学者通过实证也证实了贸

易会 通 过 技 术 溢 出 效 应 从 而 影 响 经 济 增

长。［１４］［１５］国内学者杨全发、舒元（１９９８）利用我国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 ２９ 个省的相关数据，实证表明：我
国各地区的出口没有通过技术进步途径影响经济

增长。［１６］闫国庆、陈丽静（２００５）从加工贸易角度

出发，实证研究表明：加工贸易会加大技术含量高

和附加值高产品的进口，从而促进技术进步，进而

有利于经济增长。［１７］袁其刚（２０１０）则从贸易结构

角度出发，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贸易结构主要是

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１８］

现有的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大多

是以国家为基准，从单一影响途径入手，同时从多

途径考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不

多，对于以单个省份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更少；且对

于技术途径展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从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的角度展

开，而对于进出口是否带来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

济增长的研究较少，而经济长期的发展离不开技

术创新，运用资本积累和创新相互作用可以更好

地解释经济发展特征。 因此，本文试图运用以物

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

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福建省对外贸易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程度加以探讨。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一）“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介绍

中介效应是指在衡量 Ｘ 对 Ｙ 的影响时，若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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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响 Ｍ 来影响 Ｙ，这种间接影响就是“中介

效应”，Ｍ 为中介变量，它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

变量产生影响的内部机制，可用图 １ 所示的路径

图和对应的回归方程来说明各变量之间的

关系。

图 １　 中介变量路径分析图

其中 ｃ 表示 Ｘ 对 Ｙ 的总效应，ａｂ 表示 Ｍ 的中

介效应， ｃ′表示直接效应。 本文采用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提出的依次检验方法，［１９］具体步骤如下：
（１）检验回归系数 ｃ 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进

入步骤（２），否则停止检验；
（２）依次检验回归系数 ａ、ｂ，若二者均显著，

进入步骤（３），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入步骤

（４）；
（３）检验回归系数 ｃ′，若 ｃ′显著，则为部分中

介过程，Ｘ 对 Ｙ 的影响只有一部分通过 Ｍ 实现

的，检验结束；若 ｃ′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过程；

（４）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检验统计量为 Ｚ ＝ ａ^ｂ^
ｓａｂ

（ ｓａｂ ＝ ａ^２ｓ２ｂ＋ｂ^２ｓ２ａ ，ａ^、 ｂ^ 为 ａ、ｂ 估计参数， ｓａ、 ｓｂ 为

ａ^、ｂ^ 的标准误差）。 若显著，说明 Ｍ 的中介效应

显著，否则 Ｍ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束。 程

序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图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要检验物质资本积累、人
力资本积累及技术创新是否在福建省对外贸易的

经济增长作用中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将这三个变

量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建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模
型表示如图 １ 三个方程，其中 Ｙ 代表经济增长水

平，Ｘ 为对外贸易水平，Ｍ 为中介变量（包括物质

资本 ｋ、人力资本 ｈ 和技术创新 ｒｄ）。
（二）指标解释与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福建省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的

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福建统计局网站（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ｆｊ． ｇｏｖ． ｃｎ）、历年的 《福建统计年

鉴》和《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
计算整理而得到。 变量的选取和计算方法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Ｙ＝ ｌｎＧＤＰ）
ＧＤＰ 为福建省历年总产出，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期

对各年的实际 ＧＤＰ 进行折算。
２．解释变量（Ｘ⁃贸易衡量指标）
对外贸易包含的主要是进口和出口商品贸

易，因此，本文将对外贸易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

分，详细分析二者影响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中介效

应。 选取 Ｘ１＝ ｌｎＥＸ，Ｘ２＝ ｌｎＩＭ，ＥＸ、ＩＭ 分别为福建

省出口额和进口额。 由《福建统计年鉴》得到各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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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民币进、出口额，然后采用 １９９０ 年为基期的

ＧＤＰ 平减指数进行折算。
３．中介变量（Ｍ）
（１）物质资本积累 Ｍ１ ＝ ｌｎｋ。 Ｋ 为福建省每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

算，公式表示为 Ｋ ｔ ＝ Ｉｔ＋（１－δｔ）Ｋ ｔ－１。 其中 Ｋ ｔ、ＷＫ ｔ－１

分别为第 ｔ、ｔ－１ 年年末的实际资本存量；δｔ 为资

本折旧率，本文按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假设为 ５％；
Ｉｔ 为第 ｔ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 １９９０ 年不变

价格进行折算）。
（２）人力资本积累 Ｍ２ ＝ ｌｎｈ。 本文用平均受

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积累，采用刘遵义（１９９５）
的方法，指标 Ｈ ＝ （ａ×１５＋ｂ×１０＋ｃ×６） ／ １０ ０００，公

式中 ａ、ｂ、ｃ 分别为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中学生和

小学生人数，１５、１０、６ 则表示各层次学生的受教

育年限。
（３）技术创新 Ｍ３ ＝ ｌｎｒｄ。 创新能力与研发经

费投入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采用福建省研发经费

支出 Ｒ＆Ｄ 来衡量省内技术创新，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

年的 ＧＤＰ 平减指数对各年 ｒｄ 进行折算。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

我们先以 ｌｎＧＤＰ 为被解释变量，对三个中介

变量进行基本回归，分析中介变量的稳健性，回归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中介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Ｘ⁃Ｖａｒ Ｒ２ Ｆ ｔ 稳健与否

ｌｎｋ ０．９２３ ２６３．７１ １６．２４∗∗∗ 稳健

ｌｎｈ ０．８２２ １０１．６０ １０．０８∗∗∗ 稳健

ｌｎｒｄ ０．８４９ １２３．６９ １１．１２∗∗∗ 稳健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１ 回归结果显示，上述 ３ 个回归方程的可

决系数 Ｒ２ 都比较高，模型拟合度好，中介变量

ｌｎｋ、ｌｎｈ、ｌｎｒｄ 可以很高程度地解释福建省经济的

发展，三个中介模型均通过 ｔ 检验和 Ｆ 检验，模型

的回归效果很好，说明中介变量通过稳健性检验，
可以做中介效应检验．

（二）中介效应检验

１．物质资本的中介效应

表 ２ 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回归结果表明，进口

和出口对应的回归系数 ａ、ｂ 均显著，说明进口和

出口都与物质资本 ｌｎｋ 显著正相关，ｌｎｋ 起到了明

显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大小分别为 ０．０４５ 和

０．１８５。 物质资本是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与福建

省经济增长之间一条显著的影响路径。 从中介效

应大小来看，出口对 ｌｎｋ 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的

作用，出口经过物质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中

表 ２　 中介变量检验结果汇总

　 　 　 　 　 　 　 　 　 　 中介变量

步骤及回归系数　 　 　 　 　 　

物质资本 ｌｎｋ

进口 出口

人力资本 ｌｎｈ

进口 出口

技术创新 ｌｎｒｄ

进口 出口

第一步 Ｙ＝ ｃＸ＋ｅ１ ｃ ０．２０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０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０３∗∗ ０．３２４∗∗∗

第二步 Ｍ＝ａＸ＋ｅ２ ａ ０．０８８∗ ０．３７７∗∗ ０．２９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９∗

第三步 Ｙ＝ ｃ′Ｘ＋ｂＭ＋ｅ３
ｃ′ ０．１０７∗∗ ０．２７９∗∗ ０．１３４∗ ０．２８７∗∗ ０．１４３∗∗ ０．２９１∗∗∗

ｂ ０．５１０∗∗∗ ０．４９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２∗

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结论 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显著

中介效应大小 ａｂ ０．０４５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７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ａｂ ／ ｃ ２２．１１％ ５７．０２％ ３２．５５％ ５．２６％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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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远大于进口，这是因为： 改革开放以来，福
建省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

大量的低成本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的扩

张带来了外汇积累；同时，福建省积极实施科技兴

贸战略，不断提高出口商品的品质，优化商品结

构，在增加出口量的同时保证了收汇的增加，促进

了省内资本的积累。 而进口虽说会对外支出外

汇，但从福建省实际情况上看：福建省进口以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中

间产品占福建省进口总额的 ７ 成左右， 省内企业

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升级，会学习吸收隐

含在其中的技术，并创新研发出技术含量高的产

品再出口。 这样一方面会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加大利润空间，有利于资本积累；另一方面，
国外产品和企业的进入会带来竞争，有利于打破

垄断，提高省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

间接推动福建省资本的积累。 所以进口也会带来

物质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是间接的促进作用。
因此相对于出口，进口通过这种渠道促进经济增

长的中介效应较小。
２．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由表 ２ 第五列可以看出，在考察进口贸易人

力资本中介效应时，模型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回归

系数 ａ、ｂ 分别为 ０．２９９ 和 ０．２２１，且都在 ５％水平

下显著，说明中介变量 ｌｎｈ 起到了明显的中介效

应，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０６６，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３２ ５５％。 人力资本是进口贸易与福建省经济增

长之间一条显著的影响路径。 进口贸易所带来的

大量的高水平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资本技术型产

品，给福建省带来了更多的模仿和学习国外先进

技术的机会，对人力资本量的需求将增加，有助于

人力资本的累积，进而带动经济增长。 ２００６ 年以

来，福建省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占总进

口额 ７０％以上。 同时，随着对这些进口产品的模

仿学习机会的加大，会增加对高水平人力资本的

需求，那些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力资本的预期工

资福利待遇等会提高，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人们增

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有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升。 此外，大量的进口产品挤占市场，会带来竞

争，为增强本省产品的竞争力，福建省政府会重视

人才的作用，迫使企业加大对员工教育培训资金

的投入，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从表 ２ 第六列可以看出，模型第二步回归系

数 ａ 为 ０．０５９，没有通过 １０％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不

明显。 而第三步的检验中，回归系数 ｂ 在 １０％的

水平下显著，为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
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最终结果为不显著。 以上分析表

明：人力资本并不是福建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

之间一条显著的影响渠道。 这与福建省出口贸易

结构不无关系。 高新技术产品所隐含的技术含量

比一般商品高，如果出口贸易主要是技术密集型

产品，出口贸易将会强化贸易国对技术的需求，为
保持比较优势和追逐更大的利润，该国会将贸易

的收益投资于人力资本，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福建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

比例并不大，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所占比重还不到

２０％，２００６ 年之前比重更低。 而杂项制品排在福

建省出口第一位，轻纺产品、石材制品和橡胶制品

排在了第二位，这两类商品额就已经占福建省出

口贸易总额的 ６０％，福建省出口的商品还主要是

属于较低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因

此，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并没有刺激福建省政府加

大对省内高等教育的投入，也没有激励企业加大

对员工教育培训支出的力度。 因此，出口贸易对

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没有成为出口

贸易拉动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３．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表 ２ 第七列表明，考察进口技术创新中介效

应时，第二步回归系数 ａ 在 １０％水平下不显著，而
第三步检验的回归系数 ｂ 在 ５％水平下显著，因此

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最终结果为不显著。 以上分析

表明进口贸易对福建省的技术创新并没有起到明

显的促进作用。 理论上，通过引进他国先进技术

或产品，进口国能学习模仿到出口国产品中所隐

含的生产技术，从而带来技术创新效应。 但是实

证结果并没有支持理论预期，这是因为目前福建

省主要靠进口贸易来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对这些

引进的技术还处于探索、学习和熟悉阶段，要完成

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改进直至二次创新还需要一

段时间，因此主要靠进口引进技术，短时间内还无

法引致福建省研发支出额的增加，即基于进口贸

易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还不明显。
表 ２ 第八列表明，考察出口贸易技术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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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时，第二步、第三步中回归系数 ａ、ｂ 分别为

０．１２９、０．１３２，且都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中介变量 ｌｎｒｄ 起到了明显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

大小为 ０．０１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２６％，技术

创新是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一条显著的影响渠

道。 相对于进口贸易来说，福建省出口贸易增长

更为迅速，出口贸易的增长一方面使企业获得的

贸易收益增加，带来了更多资本，出口企业能够进

行更多的科研活动；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国际竞

争形式刺激省内出口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支出，进
行技术创新以保证其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因

此，出口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但与出口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介效应相比，福

建省基于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大。 从前

面分析可知，尽管三十多年来福建省出口贸易实

现了量的飞跃，但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杂

项制品和轻纺产品，出口产品中，机械及设备、医
疗器械、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等反映经济发展实力

和后劲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还比较

少。 因此，通过出口扩大学习别国先进技术和生

产管理经验的“干中学”过程显得有限，导致福建

省基于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还较小。

四、结论及对策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物质资本积

累、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创新在福建省对外贸易

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进
口对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中介变量

具有促进作用，进而影响到福建省经济发展；出口

则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个中介变量

起作用。 但进口主要是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出
口则主要是物质资本的中介效应。 本文所隐含的

政策是：
（一）完善贸易方针，优化贸易结构

通过实证，我们可以发现福建省进口贸易不

仅对经济增长起直接促进作用，还通过人力资本

积累效应间接促进了省内经济的发展，而出口贸

易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较小。 过去三十多

年，福建省一直采用“轻进口重出口”的贸易策

略，与进口相关配套政策、措施非常不完善，不利

于福建省进口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省

内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因此，福建省在制定相

关贸易政策时应权衡考虑进口和出口。 一方面，
加强进口贸易给福建省人力资本水平带来的提升

作用，继续进口一些现阶段省内生产所需的资本

技术型产品和机器设备，并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充
分考虑省内人力资本水平，尽量引进省内人力资

本有能力消化吸收的技术、机器设备，这样有利于

福建省引进技术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优化出口

商品结构。 从上面分析可知，福建省出口主要是

含较低人力资本的密集型产品，高技术产品比重

低，导致出口的增长并没有刺激企业加大人力资

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也有限。 因此，在扩大

出口创汇的同时，政府应当采取一些相关优惠措

施，鼓励部分已具备条件的出口企业向高新技术

产业或高级的产业链环节推进，同时鼓励传统出

口企业加大 Ｒ＆Ｄ 投入，在生产过程中引进新技

术、新工艺，实现产品升级。 通过出口产品结构的

不断调整优化，使出口贸易不仅能够创汇，还能推

动福建省人力资本的提升，更大程度地发挥技术

创新的作用。
（二）加大研发投入，重视人才培养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进口贸易并没有通过

影响福建省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省内经济增长，而
出口贸易通过创新渠道的促进作用较小，福建省

基于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大。 福建省每年花

费大量资金从贸易国引进先进技术，却对技术创

新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在于福建

省企业研发投入小，一直未能将自主创新与国外

引进技术结合起来，无法实现引进技术的再创新；
另一方面，福建省人力资本水平整体还较低，熟练

且有较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较少，人力

资本水平不高使得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省内

企业无法充分吸收利用，限制了省内自主创新水

平。 因此，随着福建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

不断增加，出口企业应在加强对引进技术消化吸

收的基础上，加大自身科研投入，实现引进技术的

二次创新，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将获取技术溢

出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创立自己的品牌。 与此同

时，政府要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的源泉，人
力资本水平决定着科研投入的利用水平。 福建省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对相关教育产业进行投资，
开发人力资源，迅速培养更多既懂贸易，又懂生产

和管理的高素质经贸人才。 同时可以通过营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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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创新环境以及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吸收更多的

高素质人才流入福建省，通过这样“内外兼修，双管

齐下”的方式，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最大程度提高福

建省人力资本水平。 福建省只有在人力资本充足

的情况下，加大自我研发力度，充分利用贸易技术

溢出，不断创新，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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