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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主要通过C.0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实现!并受技术吸收能力的调
节# 利用$""2($"1:年中国$"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C.0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
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从工业全行业及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看!C.0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
负向影响!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均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而增强&从资源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来看!两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都不理想!而且进口贸易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企
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而减弱# 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加大]\.和新产品开发投入!

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快对外开放的转型
升级!加大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C.0引入!为国际知识溢出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环境!进
而有效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产出的高质量提升#

关键词"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C.0)&进口贸易&技术吸收能力&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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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梁琳#$"12"

*1+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
驱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的创新能力和产出与其国内的研发投入有关#同时也
受其他国家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即便在最发达的美国#国外知识资本的贡献也达到了;"E左右!M,U'9 IU

,(#1222"

*$+

& 在国际知识溢出的各种渠道中#外商直接投资!C'JI7̂9 .7JIFU09XI8ULI9U#C.0"和进口贸易是最

3"1



为直接和重要的两种途径!OI((IJ#$""2"

*!+

& 来自发达国家的C.0通常可以为东道国带来先进技术#发展中
国家引入C.0可以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进口产品物化了出口国的研发投入#因而发
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获取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进而促进技术创新& 但国际知识溢出在世界经济发
展实践中并不具有必然性& 一方面#从发达国家来讲#会以各种方式!如控制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高技
术模仿壁垒等"阻碍知识溢出的发生$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来讲#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相应的人力资
本%技术吸收能力等"才能真正通过引进C.0和进口贸易获取知识溢出& 那么#对于中国工业企业而言#C.0

和进口贸易是否具有显著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

大量文献支持C.0和进口贸易存在知识溢出效应& 关于进口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J'88L,9 和
[I(WL,9!1221"认为#进口贸易会增加进口国中间产品的种类和质量#而物化在中间产品中的国外]\.资
本通过关联行业产生技术溢出#从而拉动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升*;+

$N'I和[I(WL,9!122%"的实证研究表
明#出口国]\.投入显著提高了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7FQUI9BIĴ和̀'UUI(8BIĴQI!122="%C,(XI-等
!$"";"%+,R8I9!$"":"以及李平和钱利!$""%"%李小平和朱钟棣!$""3"%问泽霞!$"1;"的研究均表明#发展
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能显著地提高其技术水平*3<11+

& 关于C.0的知识溢出效应.N,XI8!12:;"认
为#C.0的知识溢出有水平关联%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三种传导机制*1$+

$?tĴ和?JII9,Y,-!$"";"认为#C.0

的知识溢出有模仿%人力资本流动%市场竞争%国际贸易优势的正面效应等四种渠道*1!+

$程培?!$""2"指
出#C.0的知识溢出包括传染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三个渠道*1;+

&

然而#也有许多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进口贸易方面.>J,98UI((IJ!$""1"%DFQ,J-,和OI((IJ!$""="等
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并不能使发达国家从中获得明显的技术溢出#且有可能抑制其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1%<13+

$王英和刘思峰!$""="分析表明#以进口贸易为传导机制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在中国并不明显*1:+

$

邢孝兵等!$"1="研究发现#进口低技术水平产品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进口高技术水平产品会抑制技术创
新*1=+

& 在C.0方面.蒋殿春和夏良科!$""%"分析表明#C.0的竞争效应对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会产
生不利影响*12+

$平新乔!$"":"认为#C.0对缩小技术差距并无显著作用#而且还会抑制企业技术追赶的努
力*$"+

$石大千和杨咏文!$"1="研究发现#C.0对企业创新既有溢出效应#也有挤出效应#两者相互作用导致
企业技术水平距离前沿面有一定差距*$1+

&

上述研究结论的差异反映出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其中#东道国的知识吸收能力是
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知识的获得是一个先学习后创新的过程#而学习的效果取决于吸收能力& 沙文兵
!$"1!"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吸收能力与C.0的知识溢出效应具有'_型(关系*$$+

$赵莉
和胡逸群!$"1="分析认为#吸收能力在C.0的技术溢出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唐保庆!$"1""研究表
明#服务贸易进口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的协同效应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 此外#对于不同产业#知识溢出
效应也可能表现出异质性& 赵文军和于津平!$"1$"分析发现#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

平均规模较大的工业行业比较明显#C.0的溢出效应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平均规模较大的工业行业作用较
明显*$%+

& 魏浩和耿园!$"13"研究认为#进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
明显#进口消费品技术含量的提升有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方式转变但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
著#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对所有行业发展方式转变都有利*$3+

&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针对知识溢出效应的某一渠道进行研究& 虽然也有文献把C.0和进口贸易放
在同一框架进行分析#比如#傅元海和陈丽珊!$"13"实证检验进口贸易%C.0和购买国外技术对中国经济增
长效率的影响*$:+

#陈超!$"13"和陈洁等!$"12"考察C.0和国际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2+

#但上述研究要么
没有考虑吸收能力的影响#要么没进行产业异质性检验& 国际知识溢出的不同渠道是否具有不同的溢出机
制和表现) 不同产业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具有差别)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制定有效的政策以
利于内资企业吸收和利用国外知识资本资源#促进技术创新和创新产出& 有鉴于此#本文将C.0知识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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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和企业吸收能力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通过建立系列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国际知识溢出对中
国工业行业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异质性检
验#以期为中国内资企业充分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实现技术跨越和优势再造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16模型构建
?J7(7FQI8!12:2"将创新产出视为]\.投入的函数*!"+

#其建立的知识生产函数为.Wl

"

!5"

!

&

其中#W为创新产出#5为]\.投入#

!

为弹性系数#

"

为常数&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母国的]\.投入会
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东道国的创新产出#其中C.0和进口贸易是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两种途径& 因此#本文利用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修改#得到如下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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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1

表示'C.0知识溢出(#I

$

表示'进口贸易知识溢出(#

#

为随机扰动项$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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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在国际知识溢出过程中东道国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考察企业知
识吸收能力对C.0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引入'吸收能力(变量U#得到如下实证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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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变量选择与测量
!1"'C.0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的测算
对于国外知识溢出的计算#首先需要计算流入本国的外国研发存量#一般采用对各溢出国]\.存量进

行加权求和的方法& 本文借鉴@7FQUI9BIĴ和̀'UUI(8BIĴQI提出的!122:"的权重组合方式*3+

#计算中国通过
进口贸易渠道和C.0渠道获得的外国研发存量&

各行业'进口贸易知识溢出(的测算#以行业进口贸易额占知识溢出来源国行业总产值比重为权重对知
识溢出来源国的]\.存量进行加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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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角标2表示行业#L表示国家#4表示时间#+表示贸易国& ./

47ONM

24

为4年中国2行业通过进口贸易
渠道得到的知识溢出#-

2L4

为4年L国2行业出口中国的贸易额#?:4/:4

2L4

为4年L国2行业的总产值#5

2L4

为4年
L国2行业的]\.存量&

'C.0知识溢出(的测算受数据限制#本文先计算通过C.0渠道溢出的国外]\.资本存量总量#再按比
例分解到各个行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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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24

为4年中国2行业通过C.0渠道得到的国际知识溢出#I=%

L4

为4年中国实际利用L国外商直接
投资额#J=<

L4

为4年L国的国内生产总值#5

L4

为4年L国]\.存量#"I%

4

为4年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I%

24

为4年2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企业'吸收能力(和'创新产出(的衡量
知识吸收能力包括知识识别能力%理解与消化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N'QI9 IU,(#122""

*!1+

& 企业的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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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吸收能力是其利用先前的相关知识发现新信息的价值进而吸收并将其应用于商业用途的能力集合&

]\.投入不仅会产生新的产品#而且还会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基于此#很多学者将]\.投入作
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李斌等#$"13$赵富森等#$"1:"

*!$<!!+

& 本文不仅强调知识识别%理解和消
化能力#还强调将新知识商品化的能力#因此采用]\.经费内部支出与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之和来衡量企
业'吸收能力(& 由于本文采用存量指标#需要将流量指标转化为存量指标#采用常用的永续存盘法进行转
化& 以]\.经费内部支出为例!新产品开发经费的处理方法类似".

5

N

24

l5!1h

+

"b,

24

其中#5为]\.经费内部支出存量#2表示地区#4表示时间#

+

为折旧率#A为当期]\.经费内部支出&

基期]\.经费内部支出存量5

"

l,

"

4

+

#

+

l1%E$运用价格指数对]\.经费内部支出进行平减#并按照$""2

年价格进行折算& 由于]\.经费内部支出包括相关设备购买支出和相关人员工资支出#价格指数应是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算术平均#借鉴李春艳等!$"1;"的处理方法*!;+

#]\.经费内部支
出的价格指数5<l");!><b")%:%<!><为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本文借鉴李培楠!$"1;"和张云!$"1:"的研究*!%<!3+

#将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衡量指
标& 一般来讲#创新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新产品和服务#而新产品销售收入正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销售新产
品所实现的收入#也是所有生产要素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 因此#选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产出(的
衡量指标是可行的&

!6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参照0d0N]IX);%d0PN;!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和?>4P;:%;<$"11#以不重复%不遗漏的原则进

行行业归并#将国际与国内的行业对应关系进行调整#并剔除数据较少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建筑业(和'服务业(#最终选择工业的$"个二位码行业作为研究样本!详见表1"$选择美国%日本%德国%

表1#国际$国内部门两位数工业行业代码对照表

序号 0d0N

代码
?>4P

代码 行业全称 序号 0d0N

代码
?>4P

代码 行业全称

1 ."%P"2 "3<11 采掘业 11 .$1 $: 医药制造业

$ .1"P1$ 1!<13

食品制造及烟草及饮料加
工业 1$ .$$ $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1! 1: 纺织业 1!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1; 1= 纺织服装%服饰业 1; .$; !1#!$ 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
% .1% 12 皮革%皮毛%羽毛制品业 1% .$% !! 金属制品业

3 .13 $"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13 .$3 !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 .1: $$ 造纸和纸制品业 1: .$: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 $!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 .$= !;#!% 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2 .12 $%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
加工业 12 .$2P!" !3#!: 交通运输业

1" .$" $3#$=

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及化
学纤维制造业 $" .!1P!$ $1#$;#;1

家具%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
品及其他制造业

####注.0d0N代码为0d0N]IX);代码#?>4P代码为?>4P;:%;<$"11代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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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等五个与中国经贸往来较为密切的发达国家作为知识溢出来源国样本& 外国分行业%分国别数
据来自/MN.数据库#出口数据来自_*N'LUJ,RI数据库& 中国分行业数据主要自$"1"0$"1=年的,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根据相应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补充$所用数据均为各行业内资企业
的数据#具体指标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经费内部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等&

为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对涉及的价值量指标进行价格平减处理& 以$""2年为基期#统一折算为
$""2年不变价格& 计算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时#分别使用对应来源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0"%

]\.经费内部支出价格指数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价格指数对行业生产总值%]\.经费内部支出和出口中
国贸易总额进行平减处理$计算C.0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时#采用对应国家的?.̀ 平减指数对?.̀ 进行平
减$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进行平减& 此外#由于一些指标的数据使用本
国货币作为计价单位#需要对数据的货币单位进行统一& 本文以$""2年为基期购买力平价水平#将各国以
本国货币计价的数据调整为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数据&

三$实证分析结果
16全样本面板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MX7IY8=)"软件进行模型估计#采用递进回归法对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
检验& 模型1和模型$分别考察'C.0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模型!同时
引入'C.0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C.0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交
互项(和'C.0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平方的交互项(#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进口贸易知识溢出与吸
收能力的交互项(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平方的交互项(&

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常用的方法是协整检验#由于本文数据年限较短#采用常规协整检验方法
较为困难#因此采用M?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对各模型进行回归#生成残差序列并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三个协整检验统计量值!见表$"#各统计量都在")1E水平上不接受原假设#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
系#从而可以建立长期均衡模型& 根据[,V8L,9检验结果#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表$#样本面板协整检验
@@N D.C `̀

模型1

h$=):;3 3

!!!!

=3):!$ $

!!!!

=1):!$ $

!!!!

模型$

h2)""" :=

!!!!

1";)213

!!!!

1"2)$$2

!!!!

模型!

h:)%!! %!

!!!!

2")%$% 3

!!!!

21)22: 2

!!!!

模型;

h2)"$; "$

!!!!

1";)2!2

!!!!

1"2)%:;

!!!!

模型%

h:)3:! %!

!!!!

23)3%; :

!!!!

2%)=11 %

!!!!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个模型的C统计量和调整后的]

$ 都较大#说明模型解释效果较好& 具体分析
如下.

!1"所有模型中']\.经费内部支出(与'创新产出(都显著正相关#表明自主]\.投入是中国工业企
业创新产出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模型1中'C.0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中'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
业'创新产出(显著负向影响!显著性较弱"$模型!中'C.0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对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内资企业#C.0渠道的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明显强于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 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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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口的增加挤占了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和销售利润#导致其创新动机和能力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
业的进口贸易实际上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粗加工组装和装配环节#难以促进企业实质性的技术创新!任平
等#$"12"

*!:+

&

!!"模型;中'C.0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与'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但'C.0知识溢出与吸收
能力平方的交互项(与'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模型%中'进口贸易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与'创
新产出(没有显著相关性#但'进口贸易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平方的交互项(与'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 可
见#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于C.0和进口贸易两个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都具调节作用#使知识溢出效应呈_

型分布& 可以进一步推断国际知识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即内资企业只有在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达到一定
程度后#才能使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得到有效发挥&

表!#全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经费内部支出 ")33; 1

!!!!

!13):1= 2"

")%12 2

!!!!

!1!)=:="

")3!1 !

!!!!

!1$)"!= ="

")3;= !

!!!!

!%)321"

"):!; 1

!!!!

!:)"3: !"

C.0知识溢出 ")$%3 3

!!!!

!%)"$! $"

")$;= %

!!!!

!;):22 3"u

")"1" 1

!")!2!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 h")1=! !

!

!h$)%$!"

")"$: !

!")2%% %"

h")1!! 1

!!!

!h!)%%3 :"

C.0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h");3" !

!

!h$)!%%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h")":=

!h1)"$! %"

C.0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3; 1

!

!$)!;"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 %

!!!!

!:)21" 2"

C统计量 11")!2 ;1%):% 11=)!; 113)2;% !=)$32

DR56]

$

")2%1 1 ")2=$ $ ")==% : ")2=: 231 ")3!3 $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1E%1E%%E%1"E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6分产业检验
为了揭示我国不同产业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差异#本文借鉴赵文军等!$"1$"的产业分类方法*$%+

#根据
要素密集程度将$"个工业行业分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两组#分别考察国际知
识溢出对其创新产出的影响& 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
料%化学制品及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

'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家具%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及其他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采掘
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及饮料加工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皮革%皮毛%羽毛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制品
业(& 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V8L,9检验#结果与全行业样本类似#存在协整关系#宜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未列出检验的具体结果"& 同样采用%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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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估计结果见表;和表%&

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经费内部支出 ")!=" =

!!!!

!1%)1:! $"

")%:: 1

!!!!

!1$)12! $"

")%!; 1

!!!!

!11);%: :"

");2" 1

!!!

!!)3$= !"

")3;; =

!!!!

!;)2;; ;"

C.0知识溢出 ")"2: 3

!!!

!$)2=; 1"

")1"! ;

!!!

!!);1$ 1"

")1": ;

!!!

!!)%3;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 h")!;! ;

!!

!h!)!%2 !"

h")!3" 1

!!!!

!h!):%" 2"

h");!=

!!

!h!);$2 ="

C.0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h")=1: "

!h!);$!"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h")!2% ;

!

!h$)1$% !"

C.0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 =

!

!$);23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 1

!

!$)2;1"

C统计量 !!1)1$ !%%)%3 !;")!= !!%)3! $:%)%=

DR56]

$

")2:= 1 ")2=$ $ ")2:2 % ")2=$ = ")2== !

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经费内部支出 ")%%1 ;

!!!!

!11)%%= $"

");3=

!!!!

!3):=% ;"

")%!! 3

!!!!

!:);%$ $"

")3%= 1

!

!$)3=$ 1"

")::" $

!!!!

!%):$: :"

C.0知识溢出 h")1;% 3

!

!h$);%!"

h")1"! ;

!

!h$);;1 1"

h")1!; =

!

!h$)"=3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 h")"!;

!h")$=" $"

")";" %

!")!!% ="

h")""2 =

!!!!

!h")"=; !"

C.0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h")"%1

!h");;! $"

进口贸易知识溢出m吸收能力$

h"1! 1

!

!h$)%:2"

C统计量 1!!)=3 1$1)%: 11=):3 11=)2! 1$")"3

DR56]

$

")2%1 ")2;3 ! ")2%1 1 ")2%1 $ ")2%1 3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检验结果与全行业基本一致.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差异#C.0的知识
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进口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为负$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使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呈
现非线性特征#说明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内资企业#需要提高知识吸收能力才能使国际知识溢出
效应得到有效发挥& 而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检验结果存在较大不同.首先#不仅进口贸易渠道的知
识溢出效应不强#而且C.0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也是负向的#这表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C.0和进口贸
易并没有促进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反而还有所阻碍$其次#引入两种渠道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平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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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之后#'C.0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平方的交互项(与'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相关性#而'进口贸易知识溢
出与吸收能力平方的交互项(与'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即随着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国际知识溢
出效应是先增后减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年中国$"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C.0和进口贸易两种渠道的知识

溢出对工业全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结论
如下.第一#从工业全行业来看#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C.0的正向知识溢出效应显著#而进
口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却不理想甚至为负$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使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
均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即随着吸收能力的增强#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也增强& 第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与全行业基本一致#但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两种渠道知识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产
出的影响都为负#而且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加#进口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降低$因此#对于中国工业
行业的内资企业来讲#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更多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

分析表明#加工贸易企业的代工模式以及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增加#不但可能使企业由于长期处于
国际分工链条末端而掉入'国际分工陷阱($而且会弱化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并难以发挥国际知识溢
出效应#进而导致'低端技术锁定(& 同时#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内资企业自
身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 上述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工业行业的内资企业加
大]\.和新产品开发投入#以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更好地吸收C.0和进口贸易这两个渠道的国际知识溢
出#促进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继续实施对外全面开放政策#加快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的转型
升级& 要更加注意和充分利用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新机遇#比如#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外资会更多地
以C.0的方式进入#产生对进口贸易的替代#进而导致价值链低端产业的流入减少而价值链高端产业的流入
增加!卢进勇等#$"12"

*!=+

& 在这种形势下#应充分发挥C.0渠道知识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产出
的促进作用#出台倾斜政策#加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引资力度#为企业吸收国际知识溢出提供更多的
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进而有效促进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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