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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就FDI 规模对湖北省就业总量和三大产业就业量贡献率分别进行了实

证分析，并基于FDI 对湖北省三大产业就业的动态弹性系数的测算结果，对湖北省如何增加区域就业量提出了相应

的建议。 

【关键词】FDI ；协整；误差修正模型；状态空间模型；就业效应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的说明 

本文采用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建模的协整理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省就业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

机制。协整关系表明变量之间的某种长期稳定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短期内出现了偏离均衡的情况，则必须通过对误差的

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空间为1990—2010 年。设定EM P、EM P1、EM P2、EM P3、IM 和FDI分别表示总就业人数，第一、二、

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IM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FDI的部分；外商直接投

资额采用历年实际吸收FDI金额（按当年平均美元/ 人民币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计值的金额，单位为亿元），并用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对其进行平减，以得到真实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所有数据均来自《2011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新中国55 年统计资料汇

编》。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

对各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 EM P、LN EM P1、LN EM P2、LN EM P3、LN IM 和LN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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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与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对LN EM P 和LN FDI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确定序列的单整阶数。本文利用Eview 

s6.0 软件，采用A D F（Augmented Dickey- Fuller）单位根法对LN EM P 和LN FDI序列进行检验。原假设为序列非平稳，检

验结果如表1 所示。LN EM P 和LN FDI的单位根A D F 值均大于5%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故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即变量的原时间序列数据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的的单位根A D F 值均小于5%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故在5% 的显著性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非平稳时间序列LN EM P、LN FDI经过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原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故而，序列LN EM P 

和LN 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与估计。 

2、协整检验 

基于回归残差的EG 两步法协整检验。 

第一步，用变量LN EM P 对LN FDI进行回归，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采用 O LS 方法对式（1）进行估计，得：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et为回归残差。 

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t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et是平稳的，则说明LN EM P 和LN FDI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由回归方程估计

结果得： 

 

保存式（2）O LS 估计结果的残差（命令seriese= resid），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依据

SIC 最小原则确定滞后阶数为0，检验结果见表2。ADF 值小于5%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故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

以认为残差序列et 为平稳序列，表明湖北省就业量和FDI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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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北省就业量与FDI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上述回归结果式（2）的 D .W 值仅为 0.55，表明误差项存在正自相关。因此，参数估计值虽然是无偏的，但却不是有效的，

显著性检验失效。这说明式（2）不能代表湖北省就业与 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消除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性，得到 LN EM P 

与 LN 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现在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p、q 分别为 LN EM P 和 LN FDI的最大滞后阶数，滞后期的长度根据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以及 A IC 和 SC 准则来确定。

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数据，再考虑自由度的约束问题，我们这里选择 p 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4，q 最大滞后阶数为 3，建立自回归分

布滞后模型，接着根据 T 统计量和 W ald 检验，逐步剔除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对模型进行修正。 

 

以上系数估计值所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显示模型拟合的较好。此处需要进一步对上式的残差

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采用可用于检验高阶自相关的 B reush - G odfrey LM 检验方法。因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包含滞后因变量，

故而这里不能用 D W 检验（限于检验一阶自相关）。B reusch- G odfrey Serial C orrelation LM T est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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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知，F 统计量和 T×R 2 统计量所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大于 0.1，即这两个统计量均小于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的

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原假设为直到 p 阶滞后不存在序列相关，故而可以说上式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所以，上述建

立的模型表明了 FDI与湖北省就业间的均衡关系。 

进一步， 我们令 和  

并将其代入式（4），可以得到： 

 

式（5）即为湖北省就业量与 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说明就长远来看，湖北省 FDI 的投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

湖北省就业量增长 0.1035 个百分点。 

4、湖北省就业量与FDI 之间的短期关系 

Engle 与 Granger于 1987 年提出了著名的 Granger representation theorem ，即如果两个变量是协整的，那么它们的短

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前文已经发现了湖北省就业量与 FDI这两个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所以下面可以直接用这种关系构建误差修正项。将误差修正项看作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它反应短期波动的解释变量一起建立

短期模型。以稳定的残差序列 EC M t作为误差修正项，它是对短期的实际数据偏离长期均衡数据的一个衡量。先生成两个一阶

差分变量 D LN EM P 和 D LN FDI。 

 

得到回归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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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各差分项说明了湖北省引入的FDI与湖北省就业的短期关系。湖北省就业量的短期波动由两个部分构成，即式

（6）中的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因素和FDI短期波动的影响因素。从短期来看，FDI增长1% ，将引起就业量增长0.0265% ，FDI的

变动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湖北省就业量的增加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误差修正项EC M 系数估计值- 0.0612 来看，当

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就会有- 0.0612 的调整恢复力度将短期非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的均衡状态。 

5、FDI 对湖北省三次产业就业效应的状态空间估计 

FDI在湖北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近年来，第三产业项目个数和合同外资额占

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FDI在产业分布上的差异必然对各产业就业造成不同的影响。 

随着制度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冲击，有些参数会在样本区间内发生变化，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产业结

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变迁都会改变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的可变参数恰好能反映变量的这种动态变

化，从而更好的解释变量间的动态关系。FDI1、FDI2、FDI3 分别为外商对湖北省3 大产业的实际投资，为了比较FDI对湖北省

三次产业就业的效应，本文分别选用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为被解释变量，FDI和国内投资（IM ）为解释变量，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经过对模型拟合的估计结果进行反复比较，这里选取 LN FDI 和 LN IM 的滞后一期建模。根据 H am ilton（1994）的建模

思想，分别对三次产业建立变参数模型：变参数 sv1t、sv2t 和 sv3t 分别为 FDI 对就业的动态弹性系数，把 FDI 的系数设为变

参数，即国外资本投资对就业的弹性系数是随时间变化的。国内投资（IM ）对就业的弹性设为常数，即只考察其平均敏感度，

我们将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的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对湖北省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以三次产业的就业量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

程，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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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对三次产业就业量的动态弹性系数如图1 所示，SV 1F、SV 2F、SV 3F 分别代表湖北省各产业的FDI投入对三次产业就

业量影响的动态弹性系数。在观察区间内，FDI投入量对第一产业的弹性系数最小，且波动不大。FDI同样的波动对第一产业就

业的影响就要小于其他产业，这与现实是相符的。FDI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系数最大，且初期存在较大波动。1992 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FDI也日趋活跃，FDI对就业的贡献率提高。FDI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系数自1992 年后逐渐

上行到1999 年的0.107162，之后几年略有下降，但总的来看，2000 年后比较稳定。这可能是由于FDI引进第三产业初期以劳动

密集型产业为主，提供了较多的工作岗位，之后随着FDI大量进入第二产业，提供的工作机会把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吸引过去，

弹性系数逐渐减少。2002 年之后呈轻微下降趋势，可能是由于随着技术升级和先进设备的引进，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FDI对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便有所降低。FDI对第二产业就业的贡献率介于第一、三产业之间，且影响比较平稳。2006 年后波

动幅度不大，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趋于完善，国外投资对湖北省就业的拉动效应趋于平稳。从国内投资与就业的相

关性看，国内投资对第一产业就业呈负效应，这与我国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有关，即国内投资增加的同时农业就业人口数在减

少。另外，在观测区间内，国内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FDI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说明FDI对第三产业的就

业效应目前还弱于内资，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湖北省吸引FDI规模较小。 

三、结论与建议 

总体看来，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省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积极效应大于消极影响，对湖北省的劳动力就

业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湖北省FDI的投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湖北省就业量增长0.1035 个百分点。从短期看，FDI

增长1% 将引起就业量增长0.0265% ，FDI的变动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湖北省就业量的增加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FDI对湖北省第三产业就业影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FDI对第三产业的

就业效应目前还弱于内资，说明FDI引入的数量不足。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为了促进就业，建议湖北省继续积极有效地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充分利用湖北省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产学研结合机制，

挖掘区域核心竞争力，将跨国公司的扩张与区域块状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发展新兴的协作模式，为外资创造有利的地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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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自身软实力来吸引更多的外资，实现双赢。 

第二，建议在当期加大引进FDI的同时，要对本省已经在使用的上年度的外商投资进行合理利用。不能盲目地追求量变而忽

略了质变，为了寻求更多的外资而忽略了对已有外资的充分利用；应该充分利用已有外资来培养本省当地的设计和研发产品能

力，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配套协作模式；寻求为跨国公司提供产品配套服务的长期机会，这样既能通过接受跨国公司在产品

质量和技术能力上的引导，实现管理和技术等先进要素的扩散，又能逐渐建立起长期的区域的品牌和销售网络。 

第三，建议湖北省引导FDI向第三产业倾斜，特别是向生产性服务业倾斜，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当地就业的带动效应。鼓励

吸引FDI建设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重点发展以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现代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和涉农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

群。围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武汉东湖开发示范区的园区化布局、集聚化发展

优势，形成科研机构、高技术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服务体系，从而进一步增强湖北省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科技厅软科学基金课题（项目编号：2010DEA024-1）；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基金课题（项目

编号：2012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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