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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基于 1989 —2006 年中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不包含西藏) 的面板数
据 , 采用 STATA1010 计量软件 , 运用 GMM方法对 FDI 与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程度的直
接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 , 从其直接影响看 , 中国积极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
不均等 ; 从间接影响看 , FDI 通过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
距 , 但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整体而言 , 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下 , 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最后 , 基于研究结果 , 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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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 , 我国开始与国际经济合作 ,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84

年我国实际利用的 FDI仅为 12158 亿美元 , 而到 2002 年 , FDI增至 52714 亿美元 ,

一跃成为超过美国吸收 FDI 的“第一大国”, 2007 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7888 家 , 同比下降 8169 % ;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26158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318 %。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7871 家 , 同比下降 8169 % , 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747168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3159 %。据外资快报统计 , 2008 年 1 - 6

月 , 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544 家 , 同比下降 22115 % ; 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523188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45155 %。

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和国内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 FDI 的大量进入对

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 , FDI 带动了资本、技术、管理、网

络等各个方面一揽子要素的流动 , 改善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形成方式 , 扩大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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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 但另一方面 , FDI的引入对中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

的 ,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和对各种优势资源的吸引引发了国内居民的收入分

配效应便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 2157 倍。1979 —1985 年间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 1985 年 ,

城乡收入之比缩小为 1186。自 1986 年开始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

到 2007 年 ,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达到 3133∶1。

显然 , FDI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是复杂的 , 具有不确定性。外资通

过什么渠道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 其传导机制是什么 ? 目前外资对我国城乡收

入不均等的影响如何 , 程度又如何 ? 在什么条件下 , 引入多少外资才算是合理

的 ?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优化就业结构、缓解城乡收入不

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上分析 FDI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传导机

制 , 并基于 1989 - 200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 采用 STATA1010 计量软件 , 运用

GMM 方法实证研究 FDI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国内外关于 FDI与收入分配的文献综述

在 FDI 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关系的研究中 , Feenstra Hanson

(1996 , 1997) 提出了外部采购理论 , 利用墨西哥的数据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的

增长可以解释熟练劳动工资水平增长的 50 % , 结果发现 FDI 恶化了墨西哥的收

入分配状况。[1 ] (371 - 393) Sun (1998) 分析了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发现

FDI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 ] Hossein、John

(2002) 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使得东道国

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 , 拉大收入差距。[3 ] (231 - 254) Bornal Bhandari (2004) 运用美

国 1982 —1997 年 Panel 数据 , 对各洲收入不平等 (用基尼系数表示) 的影响因素

如宏观、政策和人口特征等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除了美国东北部 , FDI 流入显著

减少其他地区的收入不平等。[4 ]Changkyu Choi (2004) 选取 1993 —2002 年 119 个国

家的面板数据 , 建立收入分配与 FDI的回归模型 , 结果表明 FDI增加会扩大收入

基尼系数 , 而且 , FDI 流出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要大于 FDI 流入的影

响。[5 ] (1045 - 1049)

近年来 , 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 , 较有代表

性的有 , 张帆 , 郑京平 (1999) 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在总体上有助于中国经济结

构向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转化 , 且在企业收入不均的行业里 , 外资的进入将

增加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均。[6 ]范言慧和段军山 (2003) 的实证分析表明 , 在对全

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中 , 城镇收入差距比农村内部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

更加明显 , FDI对城市基尼系数的影响也显著大于对农村内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

影响。[7 ]欧阳立华 (2006) 认为 FDI 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福利更多地流向了比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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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东部地区和技术、知识层次较高的产业集团 ,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目前

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 扩大了两极分化。[8 ] 沈毅俊和潘申彪 (2008) 用我国

1987 —2003 年各主要省份的 Panel 数据 , 对地区开放与地区内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进行实证分析 , 并且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进行了因果检验 , 认为地区对外开

放程度是导致地区内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9 ] (100 - 104)

从 FDI对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及经验分析的文献可以看出 ,

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确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各学者关于对促进经济

增长、就业、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 而对于 FDI的技术外

溢对工资率的影响 , 由于选取的指标、数据以及实证方法的不同存在差异。另

外 , 虽然许多学者针对外资与居民收入差距做了一定研究 , 提出了制度变化和经

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 , 但专门研究 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

响的文献却是凤毛麟角。因此 , 笔者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 ,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

来分析 FDI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均等以及对其造成怎样的影响。

三、FDI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传导机制

(一) FDI通过影响我国产业结构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

我国利用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 , 投向第一产业的 FDI所占比重过小 , 投

向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 , 且主要集中于关联效应较低的房地产业 , 自

2000 年以来这种产业结构倾斜更加突出 , 2004 年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 , 第二产

业占到了 75199 % , 第三产业占 2118 % , 而第一产业只占 2113 %。近几年 , 第三

产业利用 FDI的比重有所增加 , 2007 年 , 第三产业利用 FDI的比重占到 41145 % ,

尽管如此 , 第二产业利用 FDI 的比重仍然是占绝对优势 , 为 57113 % , 第一产业

利用 FDI的比重仅为 1123 %。另外 , 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 , 外资过多地流向

商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利润较高的产业 , 而流向通讯、交通运输、地质勘

探等基础设施部门和科教文卫部门则较少 , 这样 , 使巨大财富都聚敛到少数人手

中 , 扩大了贫富差距。FDI对我国三大产业偏差的加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同

时 , 也导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 , 使得大量技术、经

济实力处于劣势的国内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 使工业与第一、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差

距趋于扩大 , 从而也影响到产业的收入差距。

(二) FDI通过影响就业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

外商对投资产业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就业结构中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 , 从而

影响劳动力的收入状况。外商投资企业吸纳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 缓解了我

国的就业压力 ,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 促进了

我国的经济增长。据统计 , 截止到 2006 年底 , 外商投资单位和港澳台投资单位

吸收就业人员 2700 万人。而且 , 外资企业在工资分配上要比内资企业高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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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外资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 24784 元 , 而全国的年平均工资只有 21001

元 , 高出全国的工资水平。并且 , 外资企业中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

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大量的农村人口和

城市里教育层次较低的下岗工人 , 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增长是很有限的。相比而

言 , 熟练劳动力资源是稀缺的 , 外资的流入加大了对这部分劳动力的需求 , 在很

大程度上改善了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 而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提高不

大 , 这导致了不同类型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拉大。

(三) FDI通过拉动贸易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

外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 而贸易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全国及

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根据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 , 一个国家的富

裕要素所有者将从贸易中获利 , 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将因贸易而受损。发展中国家

主要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 进口技术、资金密集型产品 , 这样会提高非技术工

人的工资而降低技术工人的工资 , 缩小收入差距。但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发

生在沿海地区 , 中、西部地区的贸易额很小 , 因此 , 贸易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扩

大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 另外 , 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很强 , 而

中、西部地区则较弱 , 这也影响了不同地区居民工资水平的趋同效应。也就是

说 , 我国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是由贸易的地区性差异和劳动力流动不

足导致的。综上所述 , 外资并不是直接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均等 , 它是通过对产

业结构、就业结构、对外贸易等因素来综合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

四、FDI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均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研究方法及模型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研究 1989 - 2006 年 FDI 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进

行实证分析。在对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时 , GMM 方法被广泛用来处理方程中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Arellano and Bond 1991 ; Holtz - Eakin , Newey , and Rosen 1988 ;

Levine , Loayza &Beck , 1999) 。这一方法先是对估计方程进行一阶差分以去掉固

定效应的影响 , 并用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差分变量的估计变量。但一般而言

变量的滞后项并不是其一阶差分的理想工具变量 , 尤其是当变量遵循随机游走过

程时情况更是如此。Arellano 和 Bover (1995) 针对这一情况进一步提出了系统

GMM (SYSTEM GMM) 估计方法 , 以包含变量水平值的原估计方程与进行了一阶

差分后的方程同时进行估计 , 和仅以一阶差分方程为基础的 GMM 估计结果相

比 , SYSTEM GMM 估计的结果在统计上更加有效。因此 , 本文根据可以得到的数

据 , 用 SYSTEM GMM 方法实证分析 FDI 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程度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 ,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

Yit =α0 +β0·FDIit +λ·DIit·Xit + ∑
j = 1
βj·∑

i
Cjit + U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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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时间跨度为 1989 - 2006 年 , 横截面单元为中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

自治区 (不包含西藏) 的面板数据 , 在方程 (1) 中 , i 为横截面 , 表示 30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 ; t 为时期 , 代表 1989 到 2006 年 ; Uit 是横截面在时期 T的随机

扰动项 ; Cit代表第 i 个省第 t 年的其他控制变量 ,βj 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 (j , k

= 1 , 2 , 111n) , n 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依据上文的理论分析 , 此模型中还加

入了 FDI与中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外贸依存度的交互项 (xit) , 分别考察了

FDI以及其与这三个变量共同作用下 , 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

(二) 选用指标说明

11Y: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用城镇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

比来表示 , 其中 ,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除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胀 , 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用农村居民全年

人均纯收入除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胀。

21FDI : 外商直接投资 , 用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 (以美元表示

的外商直接投资均根据同期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得出。

31 交互项中 (Xit) , FZR : 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 , 表征产业结构的变动 ;

TRA : 各省外贸依存度 , 本文采用进出口额占 GDP 的百分比 , 即对外贸易依存度

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年鉴上历年的进出口总

额和计算 , 用相应年份的汇率中间价将单位转换成人民币 ; EMP : 就业结构的变

动 , 用当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来衡量。

41 人均年收入 (PGDP) : 用来考察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 该

变量数据可以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均地区年生产总值直接获取。

51 CAP、EDU : 表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

聚积对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影响是被普遍接受的 , 其中 , CAP ,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来衡量 , 代表各省物质投资水平 ; EDU , 用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表示 , 代表

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

61RTR、FLR : 分别反映农村就业结构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RTR , 用非

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就业人口比重来表示 , 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取第一产业

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口的数据 , 将两者之差定义为农村非农就业人口 ; FLR , 由第

一产业生产值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计算得来 , 用来考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城

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

此外 , 未经说明的变量所用到的数据均来自中经网和教育专网中的经济年

鉴、地区年鉴、世经年鉴等数据库。为防止异方差 , 以上变量都取对数形式。

(三) 模型估计结果及说明

表 1 所有的回归均为 two - way SYS - GMM 两步估计结果 , z 估计值则根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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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样本标准差进行了调整 , 因而是稳健的 (Windemijer , 2000) 。Hansen J 检验值

没有拒绝工具变量选择满足过度识别约束的假设 , 同时残差也不存在高阶自相

关。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 其整体估计的拟合良度也都较大。根据以上估计方程 ,

本文对计量模型中回归结果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

表 1 SYSTEM GMM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FDI - 0134674 - 014759312 - 11594871 - 015364567 - 01476714
( - 4172 3 ) ( - 6128 3 ) ( - 2172 3 ) ( - 5164 3 ) ( - 7121 3 )

PGDP 0137641 017222421 011581437 016677258 011338309
(2185 3 ) (5133 3 ) (4174 3 ) (415 3 ) (3145 3 )

CAP 0178803 011826593 010884338 015358933 011315793
(4183 3 ) (3133 3 ) (3115 3 ) (4183 3 ) (6103 3 )

EDU 0120224 010553817 - 01028438 011316345 010052278
(3156 3 ) (1139) ( - 1159) (2138 3 3 ) (0131)

RTR - 01252862 - 014202861 - 011908417 - 013089354 - 010577838
( - 2107 3 3 ) ( - 5153 3 ) ( - 7198 3 ) ( - 2171 3 ) ( - 2126 3 3 )

FLR - 112641 - 1115157 - 0116524 - 0111318 - 0111622
( - 5181 3 ) ( - 4139 3 ) ( - 8111 3 ) ( - 313 3 ) ( - 313 3 )

FDI 3 FZR - 011094304 - 010208463
( - 6106 3 ) ( - 3198 3 )

FDI 3 EMP - 013354832 - 013148541
( - 13127 3 ) ( - 13137 3 )

FDI 3 TRA 010367755 010088761
(511 3 ) (9129 3 )

2cons 31383488 - 2167638 017941652 41172634 21328917
(418 3 ) ( - 2197 3 ) (3145 3 ) (6178 3 ) (1011 3 )

Number of obs 355 355 307 307 307
Uncentered R2 018345 019137 01977 018614 01988

Root MSE 0113 0129 0115 0187 0111
Hansen J 341117 141334 1126 1197 0115

　　　注 : 3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 3 3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11 模型 (1) 显示 , 在没有加入交互项的情况下 , 外国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

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 并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 从数值上看 , FDI 每增加 1 % ,

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0134 个百分点 , 说明目前 , 中国积极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

城乡收入不均等。

2. 从模型 (2) 、(3) 、 (4) 、 (5) 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到 , 贸易自由化通过第

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增加缩小了城乡收入不均等 ; 通过扩大第二、三产

业就业人员比重缩小了城乡收入不均等 ; 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城乡收入不

均等。模型 (2) 中显示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每增加 1 % , 会使城乡收

入不均等缩小 01109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 农业技术和生产率的提

高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农民收入 ,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3) 中显示 , FDI 通过调整就业结

构缩小了城乡收入不均等 , 即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每增加 1 % , 会使城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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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等缩小 01335 %。可以看到 , 外资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居民的就

业趋向 , 并改变了农村的就业结构 , 吸收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 再加上国内各

种“惠农”政策和体制改革 , 为大量的农民工流入到城市 , 从事制造业提供了很

好的政策环境 , 增加了这部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 从而对城乡收入不均等产生了

积极的作用。模型 (4) 中 , FDI 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均等 ,

即外贸依存度每增加 1 % , 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01037 % , 可以看到 , 贸易自

由化对城乡收入不均等的正效应不是很大。

21 控制变量中 , PGDP、CAP、EDU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 这表明目前 , 人

均 GDP 的增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 这可

能是由于目前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大部分都偏向于城市 , 农村并未充分享受到

其利益。而农民非农就业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乡

收入不均等状况 , 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一产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部分剩余

农村劳动力 , 农村非农就业人口越多 , 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就越大 , 这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1 在模型 (2) 、(3) 、(4) 、(5) 中 , 同时考察了 FDI对城乡收入不均等的直

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显示 , FDI 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 , 并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 , 即在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共同作用下 , 积极引进外资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

均等的。模型 (5) 中 , 将这三个交互项放在一个模型中 , 可以看到 , 外商直接

投资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均等 , 但其影响并不是很大 , 这表

明 , 目前 , 贸易自由化的收入效益及经济效益还未深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 ,

农村居民不能全面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

五、结论及建议

11 从其直接影响看 , 中国积极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 ; 从间

接影响看 , FDI通过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 但通

过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整体而言 , 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

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

21 现阶段 ,人均 GDP 的增长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不均等 ,同时 ,物质资本与人

力资本的投资由于不能很好的实现城乡利益对等 ,恶化了城乡收入不均等。而第

一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乡收入不均等状况。

为此 , 建议 : (1)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第三产业。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 , 劳动力将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 , 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中

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 ,

将外资合理的引进第三产业 , 有利于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并提高就业率。

(2) 在外资增加就业方面 , 应尽量避免外资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在吸引外资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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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加强外资投资的产业分布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的互补和关联 ; 我国的引资政

策应侧重于行业层面的引导 , 避免投资于生产能力闲置、竞争激烈的消费品工

业 ; 对国内竞争充分的行业取消外资优惠待遇 , 着力引进与国内产业结构互补和

关联性强的外商投资。(3) 加大教育投资 , 鼓励劳动力合理流动。目前我国的工

资收入水平差距过大 , 主要是由于我国存在大量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 , 应加

大教育投入 , 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以及普及科技知识等渠道 , 促进大量非技术劳动

力向技术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转变 , 增加有效劳动力要素的提供 , 以满足现

代经济部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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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DI on China’s
Urban -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Analysis of Inter - provincial Panel Data
Zhang Guangsheng1 　Zhou Juan2

Abstract :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oretically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of impact of FDI on the residents’in2
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 and based on panel
data of the 30 provinces , the municipality and the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exclude Tibet) from 1989 to
2006 , using STATA1010 software , we research o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of FDI to China’s urban -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y GMM method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its direct impact , FDI
helps narrow the urban -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 for the indirect impact , FDI in China narrow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 but expand
the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by promot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whole ,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helps alleviate Chinese urban -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Finally ,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 we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 words : FDI ; Urban -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 Panel Data , 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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