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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
及其决定因素
!

肖光恩
!

陆应松

摘
!

要!运用增长不平等指数和空间相关指数%对外商在华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进行测

度%测度的结果表明!在
";;D

年到
!##;

年间%不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

事实非常显著%而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状态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究

其原因%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践的地域性和时序性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

增长的首要因素$同时%中国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和地理

区位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吉尼指数&莫兰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
!##;

年底%我国累计

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
<$CB

万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B;$CBB

亿美元%中国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连续
"A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其中%

!##;

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B8BD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CBB

亿美元$尽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很

快%但中国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却是不同的%有些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大%而有些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却很小$外商在华

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增长%不仅影响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均衡%而且也大大地限制了

中国地区经济政策的实施$因此%充分认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规律及

其决定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

为了全面认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规律%本文分别用增长不平等指

数和空间相关指数来测度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状况$

(一)增长不平等指数测度的结果

尽管增长不平等度量的方法很多%但这些方法主要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度量某种

变量在不同截面单位之间增长速度变化的差异$本文主要用吉尼指数'广义熵指数和变

异系数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进行测度$一般说来%地区吉尼指数'广义熵

指数和变异系数的值越大%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各地区增长的差异程度就越大%即外

商在华直接投资区集中的程度就越强$根据中国各省市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分别计算出
";;D=!##;

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指数(见表
"

)$

由表
"

可知%从时间趋势上看%以上三个指数的值都有下降的趋势%说明外商在华直

接投资地区增长差异有缩小的趋势&然后从相对变化速度上看%尽管在
";;D

年到
!##;

年

之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度量指数的值有些波动%但这些测度指数的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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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很稳定%它们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小%吉尼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都基本维持在
#CA<

'

#CD"

和
!CB8

以上%其结果都很稳健%这充分说明不论用哪种指数进行度量%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

长都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状态在时间趋势上也是稳定的$

表
%

!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

年度 吉尼指数 阿特金森指数 变异系数

";;D #C$!!<;; #C<"!"; !C<!#B8

";;< #C$!"D<A #C<"#<;B !C<"";$B

";;A #C$"!;"$ #CD;!;$; !C<#";#;

";;$ #C$"<;!$ #CD;;"B! !C<#8!$B

";;; #C$!B;"< #C<#<<D! !C<"A!AB

!### #C$!8<88 #C<"#B$< !C<"8BBD

!##" #C$!B"$D #C<#A8$8 !C<#A<!B

!##! #C$!BB$A #C<#$##$ !C<#!"DD

!##B #C$!"8$B #C<#;"" !C<##$!;

!##8 #C$!#$#B #C<#$";8 !CD$<"<

!##D #CA;D;<A #CD<#<#" !C8$DD"B

!##< #CA$"D8B #CDBA#!8 !CBB;B<;

!##A #CA<"<!< #CD#A8<B !C!8;";;

!##$ #CA<";<A #CD""AB! !CBBBA$$

!##; #CA<"D#! #CD";B"< !C<B;8#"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市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由于
";;D

年之前各省(市)外商直接

投资的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只选取
";;D=!##;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空间相关指数测度的结果

传统上认为%一种经济变量在空间截面单位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没有相互依赖和互动的关

系%但新兴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却认为一种经济变量在空间截面单位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但它们之间的这

种相关性是随着空间截面单位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减的$空间相关指数就是从空间截面的角度来

度量某种经济变量值在相邻截面单元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空间相关指数计算的关键是对空间截面

单位之间相邻距离的度量方法%本文主要用邻接标准来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即根据中国
B"

个省市相互

之间的地理邻接关系构建一个二元对称的空间权重矩阵
!

"

#

%如果两个省市在地理边界上是相邻的%则

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对应要素值就取
"

%否则取
#

$空间相关指数主要有莫兰指数(

J&'4,

%

";D$

!

)'吉尔

里指数(

>74'

W

%

";D8

"

)和
>/

指数(

F(.YY

%

/')

%

";$"

$

)等%本文主要用莫兰指数度量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莫兰指数的值一般处在3

="

%

"

4之间%如果莫兰指数的值为正且大于期望值%

则表明空间单位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特征%即经济变量在一个空间单位上的取值与其相邻空间单位上

该经济变量的取值具有相似性&如果莫兰指数的值为负且小于期望值%则表明空间单位之间存在着负相

关的特征%即经济变量在一个空间单位上的取值与其相邻空间单位上该经济变量的取值具有差异性$

根据中国
B"

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莫兰指数计算和检验的结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知%尽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空间相关的莫兰指数值有波动%但每年测算的莫兰指数值均是

正数而且大于当年的莫兰指数期望值%这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空间单位截面上存在正的自相关特

征%即一个省市中外商直接投资与其邻近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数值上具有相似性&同时还发现%外商

在华直接投资空间依赖关系检验的
$

值(

!###

年除外%

)均小于
D@

的显著水平%这说明外商在华直接

投资空间相关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空间相关也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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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空间相关的测度(莫兰指数及其检验)

年度 莫兰指数 期望值 标准误
[

统计值
?

值

";;< #C"8D =#C#BB #C#$8 !C"!" #C#"A

";;A #C"8< =#C#BB #C#$D !C"!! #C#"A

";;$ #C"!$ =#C#BB #C#$D "C$$8 #C#B#

";;; #C"#; =#C#BB #C#$! "CA!$ #C#8!

!### #C#;8 =#C#BB #C#$D "C8;B #C#<$

!##" #C"!B =#C#BB #C#$; "CAD" #C#8#

!##! #C"DA =#C#BB #C#;< "C;;" #C#!B

!##B #C!A< =#C#BB #C"#8 BC"#D #C##"

!##8 #C"$A =#C#BB #C"#B !C"BB #C#"<

!##D #C!"D =#C#BB #C"#! !C88B #C##A

!##< #C!B" =#C#BB #C"#" !C<D$ #C##8

!##A #C!!D =#C#BB #C#;; !C<!D #C##8

!##$ #C!#8 =#C#BB #C#;A !C8B< #C##A

!##; #C!#8 =#C#BB #C"#" !CB<A #C##;

!!!!!!

数据来源!同表
"

$

二'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因素

(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的地域性和时序性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地域差异和时间先

后性$众所周知%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先例可鉴%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实施过程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即

"摸着石头过河#%"试点#成为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正是这种基本模式使得中国对外开放政

策实践具有"地域性#和"时序性#的显著特征$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是渐进性的$最早对外开放的

是四个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为外商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示范效

应$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试点#的成功%中国对外开放地区范围不断扩展%沿海
"!

个经济开放城市

随后成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这些城市所在的省市也成为外商最为关注的直接投资地域%于

是%外商直接投资地区也逐渐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

!#

世纪
$#

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政策实践已经从沿海城市扩

展到中国沿江'沿边城市%特别是在中国各省市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之后%对外开放政策实践在全国

各地普遍展开%外商直接投资从沿海省市逐渐转移到内陆各省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逐渐成为外商

直接投资关注的地区$因此%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增长%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践

时序性安排的直接结果%它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早关注并最早实施直接投资的地区$

尽管在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中

部崛起#等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多优惠待遇

和发展机遇%也为外商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很多产业政策或地区政策的扶持%在一定程度

上也促进了外商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直接投资%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具一定的

时滞性%使得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地少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践的

时序性和探索性%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聚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和制度保证$

(二)基础设施的地区非均衡分布

尽管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和分类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是衡量一个地区基础设施

健全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发展显然是不平衡的(见表
B

)$从

";;$

到
!##;

年%中国东部各省市年末实有道路长度占全国年末实有道路长度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D#@

=<"@

的水平%占全国年末实有道路长度的一半以上$中部和西部各省市年末实有道路长度虽然增长

较快%例如%中部和西部省市年末实有道路长度从
";;$

年的
88$<;

公里和
!!!;"

公里分别增长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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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B8DC"

公里和
8#A8#CB

公里%但是年均增长率却很低%分别仅为
BC$;@

和
DC<8@

%均低于东部地

区的年均增长率
<CA<@

$可见%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不仅从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中部和东部地区

的绝对数量%而且在相对增长速度上也超过了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充分说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地区非均衡增长具有长期稳定性$

中国基础设施地区非均衡分布的长期稳定性%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理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一

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必做会增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初始成本和后期再投资成本%这极大地阻碍

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地理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中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相对健全和完善%极大地促

进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向中国东部沿海各省市集中或聚集%这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

的原因$

表
2

!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年末实有道路长度及其占全国的比例(单位!公里)

年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占比 中部占比 西部占比

";;$ A$##B 88$<; !!!;" "8D"<B #CDBAB8$ #CB#;#;8 #C"DBDD$

";;; A8"B" 8DA#! !B!"; "8B#D! #CD"$!" #CB";8A$ #C"<!B"!

!### $A#D< 8$<DB !B;#$ "D;<"A #CD8D8#< #CB#8$"" #C"8;A$8

!##" "#"B"! 8;<$8 !D#"; "A<#"D #CDADD$A #C!$!!A" #C"8!"8"

!##! ""B"8; D"!<< !<;$8 ";"B;; #CD;""<$ #C!<A$8; #C"8#;$B

!##B "!8<A$CA DBB#"C! B##A!C! !#$#D!C" #CD;;!<A #C!D<";! #C"88D8!

!##8 "BD<$$C" DD<BDC" B"<8#CD !!!;<BCA #C<#$D<< #C!8;D!D #C"8";#;

!##D "D8BB8C$ D$$8A BB$BBC! !8A#"D #C<!8A;; #C!B$!B! #C"B<;<$

!##< "8<;D< <##8D B8B8; !8"BD# #C<#$$;! #C!8$A$$ #C"8!B!

!##A "8A8$#CB ;";#$C$ B<""#C8 !AD8;;CD #CDBDB! #CBBB<#$ #C"B"#A!

!##$ "D8AAAC8 <D<#DCB B;BDA !D;AB;CA #CD;D$;8 #C!D!D$" #C"D"D!D

!##; "<##D< <$B8DC" 8#A8#CB !<;"8"C8 #CD;8<;" #C!DB;B$ #C"D"BA"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年至
!#"#

年$

(三)人力资源的地区非均衡分布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成长和扩张的速度$外商在华

直接投资企业除了自有人力资源之外%也非常重视中国当地的人力资源$因此%中国各地人力资源存量

(包括增量)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尽管人们对人力资源的度量指标有不同的标准或方法%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和专科在校学生人数

通常作为人力资源的一个代理变量$如果用这一指标来度量和分析中国人力资源%中国人力资源地区

非均衡分布是非常明显的(见表
8

)$从
";;$

年到
!##A

年中国东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和专科学生

在校人数占全国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8A@

和
D"@

之间%尽管这一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改变中

表
"

!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及其占全国的比例(单位!万人)

年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占比 中部占比 西部占比

";;$ "A!C! "#BC" <DCD B8#C$ #CD#D!$! #CB#!D!B #C";!";D

";;; !#BC< "!AC! AAC; 8#$CA #C8;$"<D #CB""!B" #C";#<#8

!### !A8CB "ADC8 "#<C8 DD<C" #C8;B!DA #CB"D8"" #C";"BB!

!##" BD8C$ !!DCD "B$CA A"; #C8;B8<B #CB"B<B #C";!;#A

!##! 88"C! !$AC< "A8CD ;#BCB #C8$$8B" #CB"$B$$ #C";B"$"

!##B DB$C$ BDA !"!CA ""#$CD #C8$<#<! #CB!!#DA #C";"$$"

!##8 <B$C$ 8B;C$ !D8C; "BBBCD #C8A;#8 #CB!;$#; #C";""D"

!##D A8!C$ D!" !;$C" "D<"C; #C8ADDAD #CBBBD<$ #C";#$DA

!##< $!$C8 D$#CB BB# "AB$CA #C8A<88$ #CBBBADD #C"$;A;A

!##A ;## <!< BD; "$$D #C8AA8D8 #CBB!#;D #C";#8D"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年至
!#"#

年$

.

;"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国东部沿海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和专科学生在校人数占全国在校学生人数中占优势地位的基本格

局$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和专科学生在校人数占全国比例增长并不明显%这说明中

国人力资源地区非均衡分布的基本格局是非常稳定的$

中国人力资源地区非均衡分布格局的稳定性%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获取

当地人力资源的首选地区%这对高科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没有适当的当地人力资源

的补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对当地人力资源的追求%是影响外商

在华直接投资地理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劳动力的地区非均衡流动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中国各省市内部和各省市之间的流动障碍不断消除%劳动力在

中国省际之间和各省市内部的流动日益频繁$这不仅为中国各省市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调节提供了先决

条件%也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便利获取劳动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尽管衡量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很多%但很多指标在中国并没有连续或完整的统计数据$本文仅根据

中国各省市内部流动人口和来自于本省市外部流动人口这两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见表
D

)%即可得

知%中国东部各省市是中国劳动力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从
";;$

年到
!##;

年%东部各省市劳动力流动

人数占中国劳动力流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很高%而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中国东部各省市流动劳动力人口

从
";;$

年的
A#C8!@

增长到
!##;

年的
$#C<;@

%年均增长
"!CA@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流动劳动力

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由
";;$

年的
"<C;@

和
"!C<@

分别下降到
!##;

年的
$C<@

和
"#CA@

%

它们的年均增长率也分别只有
8C<@

和
;CA@

$这充分说明中国流动人口的地区非均衡分布是长期存

在的%而且这种非均衡分布状态存在加剧的趋势$

劳动力流动地区非均衡分布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即它

会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力密集型外商在华直投投资

企业%这种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非常注重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劳动力供给成本%如果当地流动人口减少%

就会直接增加当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其结果会造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生产和运营

成本的显著增加$因此%劳动力流动地区非均衡分布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理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并

进而影响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非均衡增长$

表
,

!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及其占全国的比例(单位!人)

年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占比 中部占比 西部占比

";;$ !!D!<D!# D8BDBB< 8#!B!D! B";$D"#$ #CA#8!$! #C"<;;BB #C"!DA$D

";;; !8BD"8#8 8A;!#"# 88$$"A< BB<B"D;# #CA!8#<B #C"8!8$D #C"BB8D"

!### !A"8D8A! 8;$8;AB 8AB!$#B B<$<B!8$ #CAB<B$B #C"BD!!; #C"!$B$$

!##" B<##<""8 D#DD$A# 888B$8$ 8DD#D$B! #CA;"!8! #C""""#8 #C#;A<D8

!##! 8C"B*I#A D#!!"DD D;DB#<A D!B!!#D8 #CA;#!BA #C#;D;$D #C""BAAA

!##B 8$;B;#"! DDAB##< <D"DB## <"#!AB"$ #C$#";! #C#;"B! #C"#<A<

!##8 D8A;;;$D D<B;<B$ <$B8<8D <A!A8!<$ #C$"8DA< #C#$B$B" #C"#"D;8

!##D D$;8D!#B <!#D!$B AAA$!A# A!;!$AD< #C$#$!DA #C#$D#$A #C"#<<D<

!##< <<"""B$" <DB$#AA A;#<"8$ $#DDD<#< #C$!#<;! #C#$""<! #C#;$"8D

!##A A!"B8A<A <;$;A;" $<B<$!" $AA<"BA; #C$!";8! #C#A;<8D #C#;$8"B

!##$ $!<;<D;D A$D$""< ;<;<<!8 "##!D"BBD #C$!8$;B #C#A$B$8 #C#;<A!B

!##; $B;$8;8A $;8$BA# """D#!"A "#8#$BDB8 #C$#<$;; #C#$D;AB #C"#A"!$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年至
!#"#

年$

说明!流动人口为来自于中国各省市内部流动人口和来自于各省市外部流动人口的总和$

(五)中国地理区位的差异

地理区位是一个综合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学者强调地理区位自然要素的特征%指地

理区位上的自然资源对企业经济活动%特别是企业经济活动地理范围扩展的影响$如地理区位中的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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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光恩 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

产资源对采矿业的影响等$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企业经济活动在地理区位上的集中所产生的经济外部

性%即行业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如新经济地理学所阐述的"金钱外部性#'"学习曲线#效应

等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地理区位中人文联系等社会属性的影响%即强调

地理区位中积累的种族联系'文化团体认同感等非经济因素对企业经济活动地理范围的影响$

表
!

!

中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理区位差异的方差分析

选择的年度
";;$ !##! !##< !##$

地理区位分类
P3M P3M P3M P3M

中部地区
=!A8;CA

%%

=B";<C$

%%

=D!<8C$

%%

=<8<DC;

%%

(

=!C;;

) (

=BC""

) (

=BC8B

) (

=BC""

)

西部地区
=B"DACA

%%%

=B<A$C<

%%%

=<"88C"

%%%

=$""<C#

%%%

(

=BCAD

) (

=BC;!

) (

=8CB$

) (

=8C!A

)

东部地区
B!;#C$

%%%

B$!!C;

%%%

<<BAC8

%%%

;"!<C#

%%%

(

=DC<D

) (

=DC$;

) (

=<C$8

) (

=<C;8

)

样本数
B" B" B" B"

!!

说明!括号内为
1

值&

%

表示
:&

#C#D

%

%%

表示
:&

#C#"

%

%%%

表示
:&

#C##"

$

尽管地理区位差异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特别是对企业产业扩张中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

但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省市地理区位差异很大%每个省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各不相同$因此%很难选

择一个适当的指标来测度或分解地理区位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综合影响$尽管如此%本文运用方差分析

的方法来考察地理区位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影响$首先按中国东部'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划分方法%把中国
B"

个省市分成三组(用虚拟变量表示)%然后分别选择
";;$

年'

!##!

年'

!##8

年和
!##$

年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三个地区截面变量作回归分析(见表
<

)可知%东部地理区位对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理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抑制作用&而且以上选择的

四个年份中地理区位变量系数在
D@

的显著水平上都显著异于零%可以充分地说明地理区位差异对外

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又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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