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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利用锡尔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 ,分析长三角 FD I分布的时间演变和空

间变异以及 FD 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结果表明 : FD I在长三角地区空间分布上呈现先集中后扩散的趋势 ; FD I

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区际之间效率存在差别。宏观政策在扩大长三角地区 FD I的引

进规模、利用成效的同时 ,应优化 FD I空间格局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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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some tools, such as Theil entropy index, relative entropy index and half2logarithm econom ic growth

model,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variation of FD I on econom ic growth effect of FD I in

the Yangtze R iver Delta.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D I in Yangtze R iver Delta, it shows a trend that it diffuses after concentration.

About FD I, it has been p 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gion’s econom ic growth. However, the efficiency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t was more and more obvious. W hile we use macroeconom ic policies to expand the scales of FD I and to imp rove its

efficiency,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op tim iz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D I and to the harmon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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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 FD I发展迅速 ,资本的存

量和流量急剧扩大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

量。20世纪 90年代以后 , FD I进入了超高速增长

期 ,以跨国公司为主导 , FD I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各国

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 1 ]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吸引的 FD I急剧上

升。1992年 ,我国就成为吸引最多外资的发展中国

家 ,当年实际利用 FD I突破 100亿美元 ,之后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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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波动 ,但一直维持在 400亿美元以上。加入 W TO

以后 ,中国利用外资持续增长 , FD I已经成为推动我

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 ,长三角

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地区之一 ,吸

引 FD I所占比例在我国区域中也是最大。2006年 ,

长三角以占我国国土面积 1%的土地 ,创造了 22%

的 GDP、24. 5%的财政收入和 28. 5%的进出口总

额。当年 ,两省一市实际利用 FD I为 320. 32亿美

元 ,占全国实际利用 FD I总量的近一半。随着即将

出台的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 ,长三角将打破

区域障碍 ,成为两省一市的大经济圈 ,并将上升为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推动长三角发展

并带动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发展。[ 2 ]

鉴于 FD I在我国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以及长三角

经济增长的显著性 ,本文在长三角新的区域规划基

础上 ,选取两省一市 (上海、江苏、浙江 )的相关指

标 ,分析 FD I的空间分布规律 ,并使用计量模型对

FD I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并

根据实证分析的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长三角 FD I空间变异

1.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时间演变

为分析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时间演变 ,我

们利用长三角两省一市 1989—2006年 FD I数据 ,

画出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时间演变趋势图 (见

图 1)。

图 1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时间演变趋势图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宏数据库整理计算 (下同 )

　　从图 1来看 ,上海市的 FD I从 1989年至今 ,呈

现出较大的起伏性。1996年前一直保持增长的趋

势 , 1992年是 FD I增长的一个转折点 , 1993年有所

下降 ,但 1994年、1995年和 1996年又表现出良好

的增长趋势 , 1996年增长了 41. 75% ,实现了跳跃式

的增长。但从 1997 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并持续到

2001年 , 2002年起开始恢复性增长至今。浙江省的

FD I时间变化趋势虽然与上海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

又表现出其本身所特有的特征。与上海市一样 ,

1992年也是浙江省 FD I的一个转折点 ,增长速度非

常明显并持续到 1993年 , 1994年后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下降并表现出了起伏不定的特征 , 2001年后浙

江省的 FD I增长速度一直要快于上海市的 FD I增长

速度。江苏省的 FD I时间变化趋势具有与上述两省

不一致的特征。1992年也是江苏省 FD I增长的一

个转折点 , 1994年后增长速度下降并持续到 1998

年 , 1998年后 FD I的增长速度表现出起伏不定的

特征。

2.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空间分布

表 1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分布

省 (市 )
累计 FD I

/万美元

人均累计 FD I

/美元 /人

单位面积累计 FD I

/美元 /平方公里

上海 7 470 107 4 807. 92 11 780 645

浙江 7 300 711 1 551. 33 717 162

江苏 11 911 979 1 624. 69 1 161 012

从表 1可以看出 , 1989年以来 ,长三角两省一

市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 ,江苏省占的比例较

大 ,而人均累计 FD I及单位面积累计 FD I中上海市

的比例较高 , FD 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空间分布不

平衡。

3.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时空变异

为反映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历年 FD I分布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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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集中度 ,我们运用统计学中的锡尔熵指数来进行

计算分析。锡尔熵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H ( s) = 6
n

i =1
S i log2 S

- 1
i (1)

　　其中 , H ( s)为地理集中程度的度量指标即锡

尔熵指数 , S i 为第 i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 , n

为地区个数。H ( s)数值的变化范围为 : 0≤H ( s)

≤ log2 n。H ( s)的值越高 , 表示熵越大 , 或者越分

散 ;反之 , H ( s)的值越小 ,则表示 FD I的地理分布

越集中。由于只分析长三角的两省一市的 FD I情

况 ,所以 n为 3,则锡尔熵指数的具体取值为 0≤H

( s) ≤1. 6。

由于 H ( s)的取值范围受地区个数影响 ,无法进

行横向比较 ,可以采用相对熵指数来进行矫正 ,并

对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 FD I的集中状况进行分析。

相对熵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R ( s) =
H ( s)

log2 n
(2)

　　相对熵指数是一个衡量实际分散程度相对于

最大分散水平的集中指数 ,如果 FD I完全集中在一

个地区 ,则有 R ( s) = 0;如果 FD I完全均匀分布于各

城市 ,则有 R ( s) = 1。n的取值与公式 (1)相同。

根据上述两公式 ,我们可以计算出长三角两省

一市 1989年以来的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 ,其结果如

表 2所示。

表 2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的地理集中指数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H指数 1. 38 1. 13 1. 19 1. 34 1. 48 1. 46 1. 43 1. 45 1. 55

R指数 0. 87 0. 72 0. 75 0. 85 0. 94 0. 92 0. 90 0. 92 0. 98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H指数 1. 46 1. 47 1. 46 1. 55 1. 48 1. 45 1. 54 1. 52 1. 50

R指数 0. 92 0. 93 0. 92 0. 98 0. 94 0. 91 0. 97 0. 96 0. 94

从表 2可以看出 , 1990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

的 H指数和 R指数都相对较小 ,说明当时 FD I在两

省一市的分布是比较集中的 , 1993年 H指数和 R指

数出现“跳高 ”,说明 FD I在两省一市中呈现出一定

的“突发 ”均衡状态。之后 , H和 R指数呈现出逐步

提高态势 , 1997年和 2001达到最高 ,这说明 1993

年以来 , FD 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空间分布不断扩

散和趋于均衡的态势。

二、基于空间格局的长三角 FD I经济增

长效应分析

1. 理论模型

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

卡斯等认为 ,对外开放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 ,加

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

内的传递 ,国际投资可以是参与双方都获益的“正

和博弈 ”,即 FD I能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理念 ,增加东道国国内劳动力专业培训的

机会 ,而且 FD I企业通常比内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

效率 , 因此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能形成推动

作用。[ 3 ]

根据上述思想 ,在分析 FD 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时可以借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其基本的形式为 :

Y = AF ( K, L, D ) (3)

　　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3)中 , Y、K、L 分别表示

GDP、物质资本和劳动力 , A是常数 ,表示技术水平 ,

D是体现中间产品创造性的指标 ,其中指标资本 K

分解为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FD I, D 指标包含

对外贸易情况。

为进一步说明包括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在内的

FD I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可以引入半对

数模型 ,因为这样建立的模型得出的结果可以很方

便地表明解释变量每变化一个百分点 ,被解释变量

的变化量。从公式 (3)可以写出如下形式的半对数

经济增长模型 :

Y = ln A +β1 ln x1 +β2 ln x2 +β3 ln x3 +β4 ln x4

　　式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 Y表示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 x1 表示总人口增长率 ; x2 表示国内资本存

量增长率 ; x3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 (空间

平价 ,即乘以当年 R ( s) ; x4 表示进出口贸易增长率。

2. 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运用 Eviews5. 0软件分析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得出结果如表 3所示。

55

朱道才 ,陆 　林 :长三角 FD I空间格局演变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　长三角两省一市 FD I对经济增长效应

样本值 回归方程 调整 R
2 检验值 F检验值

上海

Y = 0. 2073 + 0. 010x1 + 0. 123x3 + 0. 011x4 0. 999 0 27 983. 690

(4. 042 3) (26. 38) (1. 452)

浙江

Y = 0. 1721 + 0. 555x2 + 0. 189x3 + 0. 089x4 0. 794 6 12. 609

(3. 316) (5. 536) (0. 65)

江苏

Y = 0. 390 + 0. 015x1 + 0. 163x2 + 0. 185x3 0. 744 4 12. 649

(0. 583 5) (1. 409) (3. 786 6)

　　通过计算 ,不难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口增长对经济

增长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符合经济理论和实

际。上海和江苏的人口增长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关

系 ,这主要是由于此段时间这两个地区劳动力与总人

口的比重比较稳定 ,总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的增

长 ;另外 ,由于人口规模可一定程度地反映城市和地

区的集聚经济状况 ,对经济增长有激励作用。在引入

FD I和进出口等因素后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长三角

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好的解释。特别是能

清楚地反映出 FD I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起

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FD 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

作用表现为 : FD I与 GDP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

可带动人均 GDP增长约 0. 123个百分点 ; FD I对浙江

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 : FD I与 GDP的比例每提

高一个百分点 ,可带动人均 GDP增长约 0. 189个百

分点 ; FD I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表现为 :

FD I与 GDP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可带动人均

GDP增长约 0. 185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FD I在长三角两省一市空间上分布不均匀 , 1996

年以前集中度很高 ,并主要向上海市集聚 ; 1996年以

后 , FD I分布呈现扩散现象 ,江苏、浙江两省实际利用

FD I持续增长 ,并分别于 1997、2000年超过上海。但

比较 GDP、人口以及国土面积的分布状况 , FD I在长

三角两省一市的分布集中度仍然较高。

FD I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显著

的正向作用 ,但在效率上有一定的差别。江苏、浙

江两省 FD 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上海

市 ,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这可以较好地解释 FD I

由向上海市集中转向江、浙两省平衡扩散的现象。

鉴于以上的结论 ,在制定和实施 FD I相关政策

和措施时 ,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

1.扩大 FD I引进规模 ,提高 FD I利用成效

从 FD I的总量规模和经济增长效应来看 , FD I

对经济增长仍呈正向的拉动效应 ,长三角地区可继

续扩大利用 FD I的规模。[ 4 ]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

影响下 ,实际利用 FD I的数量下降 ,长三角地区应注

意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 ,扩

大 FD I规模。此外 ,要注重产业集聚和发展地方优

势产业 ,促进 FD I在这一地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以

响应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号召 ,即进一步解放思想 ,

推进改革开放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促进长江三角

洲地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 ,增强综合实力、创新能

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 优化 FD I的空间格局 ,鼓励跨区域、企

业投资合作
从分析来看 ,长三角地区的 FD I经历了缓慢增

长、波动上升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在追逐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 ,空间演化上正经历着接触扩散过程 ,

即由上海市向江苏、浙江两省扩散。包括江、浙两

省在内的泛长三角地区 ,尽管有些地区的 FD I密度

高 ,但仍处于接受扩散的境地 ;那些地域上与长三

角毗邻或分隔的区域的 FD I则同时处于接触扩散和

等级扩散的过程。这就需要从区域和企业两个方

面着手 ,优化 FD I的空间格局 ,鼓励跨区域、企业投

资合作 ,充分发挥聚散效应、相邻效应和传输效应

三种空间关联效应 ,使 FD I流出地和流入地产生经

济社会联系 ,从而实现共同赢利的局面。[ 5 ]

(下转第 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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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创新与不足 ,这些

不足是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创新需要着重把握的

方向。此外 ,当前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 ,如轻视增长非稳定状态路径和对技术

内生化的时间轨迹的研究 ,没有考虑总需求的作用

及其对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 ,等等 ,这些都是经济

增长理论创新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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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打造经济增长带

从 FD I的集中度和效率来看 ,长三角地区仍将

成为 FD I的主要聚集地区。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

大的政策背景下 ,长三角地区要按照国家战略统一

规划、统一部署 ,健全苏浙沪合作机制 ,拓展合作的

广度和深度 ,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联动发展 ,尽早谋

划泛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蓝图。同

时支持和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 ,加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

海地区的相互借鉴和合作交流 ,打造经济增长带 ,担

负起国家和民族经济复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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