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吸收能力仍较弱.

　　(２)引入吸收能力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分行业的影响分析.根据分行业的回

归结果,医药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吸收能力效率较低,还未能促进国际技术溢出

效应的实现,这与现有研究是一致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回归结

果显示,其吸收能力已能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有研究.

　　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的吸收能力与外商R&D 的交叉项系数

分别为０．０５２和０．０１６,但在同模型下外商R&D 系数分别为－０．６２１和－０．１９０,说明外商对

本国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且该效应阻碍了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实现,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

一致,即行业内的吸收能力未能有效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但医药制造业与医疗

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吸收效率较低的原因并不相同,医药制造业具备良好的国际合作环

境,却没有重点投入技术研发以提升吸收能力,导致吸收能力效率较低,而医疗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业的国际合作环境较差,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与外商R&D
投入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４和０．０１６,外商R&D 系数皆不显著,说明引入吸收能

力后,国际技术溢出的总效应为正值,这一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已能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

实现,现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的吸收能力较低,尚未能促进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
本结果与现有研究结果出现了不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补充.但因回归系数较小,表明吸收

再创新能力较弱.结合上述研究结果,可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在经消化吸收前、后对高技术

产业异质性分行业的差异性影响如图６所示:(图中第一列为表４结果,其他为表５结果).

图６　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在消化吸收前、后的差异性影响

　　根据图６可以明显看出,医药制造业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良好,“引进－模仿”
发展模式较为明显,以技术研发为代表的吸收能力并不稳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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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国际技术溢出环境,且拥有一定的研发资本,通过产业内的

吸收再创新能力实现了自主创新,说明行业发展的模式正在由“引进－模仿”模式向健康的

“引进－吸收－再创新”模式转变;在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内,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促

进作用还未显现,发展较为缓慢,主要依靠的是本国的研发和人力资本要素.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文章对吸收能力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

应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取的检验方法为工具变量－固定效应(IVFE)和工具变

量－随机效应(IVRE),选取外商R&D 投入和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与外商R&D 投入的交

叉项的滞后一期作为其工具变量,其他变量的工具变量皆为自身,运用过度识别检验和工具

变量识别不足检验可以检验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并验证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最后根

据 Hausman检验结果的P 值可以判断采用的回归模型,本文默认为当P 值小于０．１时采

用IVFE 模型,否则采用IV－RE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吸收能力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总体 医药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

医疗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业

变量 lny lny lny lny lny
lnfrd －０．１２１∗∗∗(３．４６) －０．１１０(－０．５８) －０．１８８∗(－１．９２) ０．０４６(２．５８) －０．０９０(－１．０４)

lnt１ ０．０４０∗∗(２．００) ０．００８(０．１６) ０．１２５∗∗(３．０９) ０．０１２(０．４３) －０．０７９∗∗∗(－２．６７)

lndt ０．００１(０．０４) ０．０７４(０．９６) ０．０４２(０．６６) ０．００４(０．２０) －０．０２５(０．４８)

lnrrd×lnfrd ０．００５∗∗(２．５６) ０．０１５(１．３２) ０．０１９∗∗(３．２５) ０．００３∗(３．８１) ０．０１０∗(１．７１)

lnrdp ０．５２０∗∗∗(８．６９) ０．８８３∗∗∗(６．５９) ０．４５４∗∗∗(４．６０) ０．３４０(０．７０) ０．６７１∗∗∗(５．０５)

lnexp ０．３７７∗∗∗(１１．８５) －０．０２８(－０．４８) ０．３３６∗∗∗(４．４５) ０．５５８∗∗(１０．０９) ０．３２５∗∗∗(３．５９)

Cons ４．１１０∗∗∗(７．８９) ５．３５１∗∗∗(４．６８) ４．０４９∗∗∗(２．６５) ３．１９５∗∗∗(２１．１４) ４．３４１∗∗∗(５．７１)

AdR２ ０．９２５ ０．９８２ ０．９４６ ０．９６８ ０．９９２
样本总数 １７６ ３３ ８８ ３３ ２２
样本组数 １６ ３ ８ ３ ２
检验模型 IVRE IVRE IVFE IVFE IVRE

　　根据表６的结果,在去除内生性的影响之后,原回归结果良好,具备良好的解释能力,这
说明从总体来看,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基于技术研发的吸收能力一

定程度推动了外商本土R&D 溢出效应的实现.分行业来看,医药制造业行业回归结果稳

健性检验略有偏差,其他各行业检验结果均良好,说明检验结果具备良好的解释能力.但整

体来看,吸收能力下的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内异质性分行业的影响能力不一致,吸收

能力效率有待加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总体和异质性分行业角度研究了国际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对自主创

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依然是推动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这
种效应经吸收之后得到了加强,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中的外商R&D 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

整体的创新产出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从异质性分行业来看,医药制造业人力资本优势

明显,但吸收能力不够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入了大量的

研发,贸易出口优势较为明显,初步实现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健康发展模式,但吸收

效率有待提高;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并不具备良好的外部溢出环境,其创新发展主要

依靠的是本土研发和人力资本.以上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的发展是参差不齐

的,由简单的“引进－模仿”发展模式向“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健康模式转变依然任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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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远.

　　本研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带来以下启示:(１)从高技术产业整体来看,当前我

国高技术产业依然处于国际垂直产业链的中下游,因此在引进先进外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

时,应从“量”化转变为“质”化的引进模式,即专注于引进具备较强研发系统的跨国公司或通

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在我国建立先进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以此在国内增加新知识和新技术

的存量,以达到溢出效应的外部性,同时产业内部也需通过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强大的科学

基础进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２)从异质性分行业角度来看,医药制造业具备巨大的发

展潜力,国际合作优势突出,但业内面临过度模仿和过度竞争效应,可利用人力资本的优势

建立完善的研发体系;电子及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初步实现了“引进－吸收

－再创新”的发展模式,但吸收效率较低,业内企业还应借助研发体系的优势培育更多的技

术型人才,以此增强创新持续发展的动力;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发展尚弱,应注重本

土创新能力的培育,通过积极寻求多方国际合作和扩大进出口等方式促进产业间新知识和

技术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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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mpactofInternationalTechnology
SpilloverandAbsorptiveCapacityontheIndependent

InnovationofHightechIndustries

ZhangYun,ZhaoFusen
(SchoolofManagement,UniversityofShanghaifor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２０００９３,China)

　　Abstract:Internationaltechnologyspillovereffecthasbeenregardedasanimportant
pathtorealizeindependentinnovationasforthehostcountries．Andthestudyabout
whetherabsorptivecapacitiesofhightechindustriesinChinaimprovetheachievementof
internationaltechnologyspillovereffectfromamesoperspectiveistheweaklinkincurrent
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sofoverallhightechindustriesandheterogeneoussubsecＧ
tors,thispapertheoreticallyandempiricallyanalyzestheeffectsofinternationaltechnoloＧ
gyspilloverandabsorptivecapacityonindependentinnovation．Itarrivesattheresultsas
follows:firstly,internationaltechnologyspillovereffectplaysasoundpromotionrolein
theoverallindependentinnovationofhightechindustries;secondly,fortheresearchreＧ
sultsofheterogeneoussubsectorsofhightechindustries,thespillovereffectofforeign
R&Dinthenativecanobviouslypromotetheoutputofinnovationachievement,afterinＧ
corporatingabsorptivecapacityintotheresearchcategory,theeffectofinternationaltechＧ
nologyspilloverontheindependentinnovationofheterogeneoussubsectorsisnotconsistＧ
ent;absorptivecapacitiesofsomeindustriescannotpromotetherealizationofinternational
technologyspillovereffectandabsorptivecapacitiesofanotherindustrieshavepromoted
therealizationofinternationaltechnologyspillovereffect．Thispaperhasplayedapositive
roleinthedevelopmentofoverallhightechindustriesandsubsectorsfrom “introduction
imitation”modeto“introductionabsorptionandreinnovation”mode．
　　Keywords:internationaltechnologyspillover;absorptivecapacity;independentinnoＧ
vation;hightech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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