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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 关系研究 

—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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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浙江省 1987-2004 年的 FDI 时间序列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 FDI

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浙江省近 20 年吸引 FDI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与市场规模和工资

水平相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与此同时,浙江省近 20 年吸引 FDI 的主要因素还包括不断扩大

的市场规模､ 贸易开放度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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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技术贸易和投资,已成为各国进行

国际竞争､发展本国经济的主要手段。技术创新保障科技进步,而技术创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然而,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够健全。国内外研究表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

权保护有利于促进国外先进技术转移,改善国家福利状况,因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可以增强

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实力。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巨大飞跃,通过引进 FDI形成

技术外溢效应,吸收了大量国外先进技术,这得益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基于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和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的现状,本文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关系的理论研究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影响 FDI的机理和途径的研究,主要从跨国技术转移的角度展开。出口､FDI和技术许可是跨国技术转移的

主要方式,外商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技术转移主要取决于:转移后利润与成本的比较,进行技术转移的目的,投资国的市场风险等。

其研究重点在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变化是否影响技术转移方式的选择,以及转移技术质量的高低。理论基础主要集中于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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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企业契约理论 

基于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双方合作契约的制定和执行能力,通过比较利润与制定或执行成本来决定技术转移方式。

Markusen
[1]
将重点放在契约的执行能力上,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 呈负相关关系。Chung

[2]
却更关注契约的制定情况,认为知识

产权保护与 FD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Fosfuri
[3]
在此基础上假定 3种技术转移方式中只有技术许可可能发生模仿行为,并且模仿存

在成本。跨国企业根据模仿成本来确定转移方式及转移技术的质量,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提高时,契约执行力增强,企业更有可能

倾向于采用技术许可方式转移最新技术。 

1.1.2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 

Lee and Mansfield
[4]
利用 OLI范式专门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这种技术转移方式的影响机理。Smith

[5]
则运用该理论详

细分析了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的机理,对出口､FDI､技术许可 3 种技术转移

方式进行了比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增加美国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促进各种双边技术活动的发生,该效果在模仿能力强的

国家尤其明显;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提高区位优势,促进美国外向的 FDI 和技术许可;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减少内部化需要,因而

相对于出口和 FDI而言,会进一步促进美国外向的技术许可。 

1.1.3 南北创新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 

当前,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学效应的研究一般放在南北框架下。Helpman
[6]
的研究表明,在模仿能力外生且无成本时,弱的知

识产权保护不利于 FDI的发生但有利于创新。而 Maskus
[7]
将技术许可这种转移方式当作重点进行研究的结果为:知识产权保护程

度的增加会促进技术许可行为的发生。Glass､Saggi
[8]
研究的结论则为:不管是以模仿还是 FDI 作为技术转移的渠道,南方较强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会减少总的创新率和 FDI。Glass､Wu(2007)则将 Glass､Saggi 的模型转为产品创新型,并认为模仿是无成本

的,一般均衡结果为南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模仿将会减少 FDI和创新率。 

1.2 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1.2.1 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的直接影响 

(1)运用国家层面数据。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 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以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 FDI 居多。Lee 和

Mansfield
[9]
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其直接投资决策有很强的正向影响;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FDI 流入量的一个重要的正相关决定因素;强的国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增加美国的对外投资和技术许可,特别是在那些模仿能力较

强的国家。 

(2)运用产业和企业数据。Mansfield 和 Javor-cik
[10]

､朱竹颖
[11]
分别运用美国 100家大型跨国公司 1991年的数据,以及 1995

年世界调查中东欧地区和前苏联的企业数据,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类专利授权量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度量指标,综合考虑影

响 FDI 的其它 4 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讨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 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所有产业中,化学产业对知识

产权保护最敏感,运输设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最低;在所有部门中,销售部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没

有影响,而在研究和开发部门中,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最明显;在知识产权保护较低或较高的国家选取 FDI形式,

而在知识产权保护适中的国家采用技术许可的进入模式,即对于该行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之间是一种 U型关系;不同宏观

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3)近期实证研究。近期国内外研究的结论比较趋于一致,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其作用大小由于选取

数据不同而有一定区别。JulanDu
[12]
对美国 6 288个跨国公司 1993—2001年在我国 29个地区 FDI区位选择的制度决定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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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人均专利授权量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指标,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得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美国在我国各地区的 FDI

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 0.344,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 FDI 区位选择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黄静波､孙晓琴
[13]
采用 LOGIT 模

型,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专利保护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用 Ginarte &Park 指数度量)与关税水平等相关变量对《2006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 20 家跨国公司在 100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FDI 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同样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

FDI成正向关系,且比其它因素的促进作用明显。国内,李辉
[14]
也研究发现,专利授权量与 FD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弹性系数较小。

叶灵莉､王志江
[15]
采用我国工业部门 1996—2005 年的面板数据,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分别从数量上测定

了横向溢出和纵向溢出,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 FDI的溢出效应。 

1.2.2 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的间接影响 

杨全发､韩樱
[16]
运用 WIPO组织中 30个国家 1995-1998年的国外专利申请数据,引入创新函数,以 Walter G Park指数作为申

请国和受申请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指标,采用 Possion 计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带来

更多的 FDI,即知识产权保护能影响其它国家在本国的专利申请行为,进而影响 FDI 流入。陈国宏
[17]
加入自主创新能力变量(用国

内专利申请量代替),并加入执法力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采用 1991—2006年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了知识产权保护､FDI､自主创新能力 3 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均能促进 FDI,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自主创新

､FDI促进自主创新的链条缺失。 

2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 关系的实证研究 

2.1 浙江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现状 

1987—2008 年,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非常迅速,如图 1 所示,从 1992 年的 29 398 万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 007 294

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33.78%。其中,1992—1998 年出现低迷,但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又开始迅速增长,2003 年增长幅度

高达 72.45%。 

2.2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的关系 

2.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是根据基本要素生产率和要素回报率作出其经营选址决策的。如果东道国具

有丰富的能源和金融支持,就可以形成一定的成本优势。但是,事实上,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不同国家的 FDI 并不相近,这至少说

明要素成本差异并非 FDI的全部决定因素。影响 FDI的因素至少包括如下 4个方面: 

(1)市场规模。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市场规模是 FDI 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人口规模相比,购买力更能准确表示市场规模,发

达国家的对外 FDI 更多考虑的是东道国的购买力。但一个不具有明显成本优势的企业选择境外生产进入当地市场而不通过出口

的原因却是不明晰的。一种可能性是 FDI 可以避免较高的贸易成本,这些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但是,那些实行进

口限制政策的国家往往对境外资本也一样会有所限制。 

(2)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会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一个吸引跨国

公司的重要方面,对此,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生产经营决策是一个关键问题。跨国公司即使在东道国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也会选择

臂长(arms-length)许可,以避免境外生产的高昂固定成本,东道国的较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成为跨国公司 FDI 决策的关键因

素。面临被模仿的高风险,跨国公司会决定在东道国本地生产,以防止技术的流失。因此,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弱保护有利于吸引

FDI。但是,另一方面,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增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市场垄断力,与出口或许可方式相比,本地化生产更能享有这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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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力并获利。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影响 FDI的重要因素。 

 

(3)贸易开放度。东道国贸易开放程度不但影响其进口,也影响对其的 FDI。由于 FDI和进口是相互替代的,因此,本文认为大

的贸易开放度会减弱对本地生产的激励,进而减少 FDI。但是,如果贸易开放度是作为吸引更多外商进人东道国的政策之一,那么

它既会促进进口,也会刺激 FDI。 

(4)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进行本地生产经营决策的最主要成本因素,东道国的工资水平越低,就越能吸引更多

的 FDI。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一个 FDI的实证分析模型,认为 FDI是东道国市场要素的一个函数: 

 

其中,Y 表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T 表示东道国的开放程度;W 表示东道国的工资水平;H 表示东道国的人力资源水平;I 表示东

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2.2.2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关系的时间序列 

本文利用浙江省 1987—200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 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的关系。 

(1)计量模型和变量。根据上述分析,建立线性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LnF为年度 FDI总额的自然对数,代表 FDI的年度增长速度,为被解释变量;LnY为以人均 GDP作为市场规模的衡量指标

本变量,即年度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代表市场规模的变化速度;理论上,LnY 与被解释变量 LnF 应呈正相关关系;LnT 为以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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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GDP之比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即年度进口额占 GDP比的自然对数,表示年度贸易开放度的变化速度;理论上,LnT与被解

释变量 LnF的相关关系不明;LnW为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表示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理论上,LnW与被解释变量 LnF应呈

负相关关系;LuI为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自然对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年度增强速度;理论上,LnI与被解释变量 LnF的

相关关系不明,其实证分析结果正是本文的关注点。 

(2)相关数据。利用浙江省 1987—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参照许春明､单晓光
[18]
构建

的知识产权指标体系(根据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立法强度和执法强度指标及其权重,计算出 1985—2004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其它均来源于各期《浙江省统计年鉴》,具体见表 1。  

 

(3)统计结果。本文利用 Ewiews6统计软件对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 FDI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 LnI 与 LnF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1.861,t 值为 14.447,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度也非

常高(调整后的 R值达 0.924)。该检验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其它影响因素,浙江省 1987-2004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 FDI具有非

常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为 1.861。对整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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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系数虽有所上升(2.337),但依然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t 值为 3.401)。表明在全面

考虑 FDI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 FDI依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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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明,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贸易开放度､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均对 FDI 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贸易开放度和市场规模与 FDI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工资水平与 FDI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验证了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

结论。 

3 结语 

通过对浙江省 1987—2004 年 FDI 时间序列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 FDI 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

系,其影响系数为 2.337,即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有 1%的增强,将会引起 2.337%的 FDI 增长。知识产权保护对浙江省近 20 年吸

引 FDI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与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相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与此同时,浙江省近 20 年

吸引 FDI的主要因素还包括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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