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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每年都会吸引

大量外资进入，且其流入额在不断攀升，尤其是在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商投资的数额更是急

剧上升；大批跨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开展投资活动，

这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驱动因素之

一[1]。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 27900 家，同比增长 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132.2亿元，同比增长4.1%，积极地吸引外资进入仍

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2]。该特征在“一带一

路”倡议中进一步得到体现，2016年“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2905 家，同比增长

34.1%；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70.6亿美元，同比下降

16.5%。由此可见，外商对华投资整体上仍保持上升

态势，但与高速增长的外商投资额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我国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如何在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的过程中降低其对环境的污染，这是当前急需

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增强，

低碳模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3]，但因之前各

地区过度地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且在环境保护方

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使得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根

据“污染避难所”效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的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相关环保标准也更加严格和

完善，这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发达国家高耗

能、污染较严重的企业为降低成本将向发展中国家

进行产业转移，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加速

恶化。

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环境分析》报告中指出，在我国规模较大的500个
城市中仅有不足 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的空气质量标准，且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

中我国的城市占据 70%的比重。面对日益恶化的生

态环境，我国政府为实现绿色发展目标而加强了对

环境的管制，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进而环境规

制水平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4]。

然而，“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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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意识，使得企业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及时

了解资源未有效利用的问题以及技术需改进的方

向。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可促进企业

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使得因保护环境

所引起的成本被抵消，并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5]。

其中，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

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这两方面，且环境规制将

对这些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6]。由此可知，适宜的

环境规制可促进绿色工艺的创新及发展，而在此过

程中产生的绿色工艺专利及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被

广泛关注，即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新技术和

新产品的出现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7]。“污染光

环”假说则认为，外商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

技术示范及外溢来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

用于生产的要素和资源投入；或外商直接向东道国

提供更为先进的清洁绿色生产技术和环境控制标

准，从而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8]。也就是说，外商直

接投资将对东道国的环境规制产生积极影响，但其

前提是我国需有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外企

的技术示范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在探讨环境规制与外商直

接投资的作用关系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是不容

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原因在于：完善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为吸引高质

量的外资提供技术条件；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可以

阻碍高污染、高能耗外资的进入。因此，基于环境规

制理论，考虑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探讨环境

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作用于外商直接投

资，可以从理论上丰富环境规制的效应研究。同时，

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我国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指导各地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

制及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促进外资进入质量的

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以往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以

及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存在

不同的观点。从环境规制的角度来看，Naughton[9]利

用28个OECD成员间的FDI数据，从母国角度分析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结果显示母国的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

系。Taylor[10]认为，国家环境规制强度受要素禀赋、

生产技术及国际价格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些因素决

定了国家的收入水平，并指出环境规制将影响企业

的生产成本，从而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使得资

本的流向发生改变。Xing等[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的强度较小时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

流入，这将导致全球环境质量的恶化。

国内也有大量学者对环境规制影响外资的流向

进行了研究。侯伟丽等[12]研究了我国各地区环境规

制与产业转移间的关系，指出地区间环境规制水平

的差异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产业转移所需考虑

的重要因素，并且环境规制将强化区域间的“污染避

难所”效应。郭建万、陶锋[13]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加

入环境规制因素，分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的因素发现，在考虑集聚经济时环境规制与外商直

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反之，则“污染避难所”效应存

在。吴玉鸣[14]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各省域间环

境管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制，研究显示环境

规制对各地区引资存在一定的负向作用，且“污染天

堂假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杨海生等[15]通过

研究指出，跨国企业凭借产业转移及外部成本内部

化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而

将污染型企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进行转移

成为外商采取的主要途径。

也有学者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展开了分析。

Khoury等[16]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若不能夯实创新的基础，知识产权改革将无法

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Parello[17]认为，技能在吸引外

商投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地方技能水平较低时，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吸引技术知识。

Javorcik[18]利用1995年世界调查中东欧和苏联的企

业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构

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技术密集

型行业会阻碍外资的进入，原因在于该行业的竞争

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知识产权。国内学者在分

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时，知识产权保护成为

研究的焦点。

孔伟杰、苏为华[19]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产

生技术溢出效应，但知识产权保护对其的影响呈现

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汤易兵、丁卫明[20]通过1987 ~
2004年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分析，验证了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叶灵莉、王志江[21]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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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引资关系的相

关研究已取得比较成熟的理论，对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借鉴和启发作用。然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

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正向作用，学者们尚

未达成一致的观点。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学者们

多是从环境方面直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直接

投资的影响，而同时考虑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

对引资影响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在研究环境规制

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时，引入知识产权保护变量

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重点关注环境规制与知识

产权保护两个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影

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及其演化机制，将有助于分

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升

外商投资的力度及质量提供保障。本文将理论分析

和实证检验相结合，进而提出应通过适度的环境规

制及知识产权保护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这对我国

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

环境污染存在着外部不经济性，需要政府借助

环境规制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保护

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22]。随着国际贸易理论

的逐渐完善与环境污染的态势日益严峻，环境因素

成为一国生产要素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者的

要素投入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生产要素间的

相对价格，因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对环境管制的重

要手段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23]。下面将依

据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

外资流入的影响。

根据跨国企业投资动机的不同性质，可将外商

直接投资分为市场导向型、战略资产导向型、资源导

向型和效率导向型四种类型[24]。就市场导向型外资

而言，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外商可选择的海外市场

范围扩大，但跨国公司对该类市场的潜在顾客及其

需求缺乏足够的了解，即这类市场存在较高的不确

定性。为了对海外消费者的需求迅速作出反应，同时

也能规避相应风险，跨国公司将利用自身在所有权

方面的优势，让出部分控制权并在当地寻找合作者，

以便进一步开拓当地市场。从战略资产导向型角度

来看，外资企业主要是通过文化及消费者偏好等战

略资产，其目的是开拓中国市场。基于此，战略资产

导向型外资可并入市场导向型外资，又因该类型外

资对政府监管政策等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较低[25]，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导向型外

资及效率导向性型外资的影响。

“污染避难所假说”指出，在各地区环境规制强

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和资本的自

由流动将使得污染密集型企业为提升自身国际竞争

力而减少对环境治理的投入，进而选择从环境规制

水平较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转

移及扩散，使得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逐渐成为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26]。基于以上分析可

知，为避免“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即阻止资

源导向型的高污染跨国企业的进入，我国将提高环

境规制水平。因此，分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外商直接

投资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环境规制对

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可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企业内部层面来看，不同外资企业在面对同

样的环境规制约束时将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差异化

的处理措施，其目的在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若地

区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则企业排污费以及用于污染

治理的成本也将上升，导致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增

加，企业有可能出现亏损，进而对外资的进入产生一

定的阻碍；反之，若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下降，企业生

产成本随之下降，将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然而，根

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对被规制企业

的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企业可以通过创新优化资源

配置，生产更具优势的产品，并在市场上占据领先位

置，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因此，相对于不受严格环境

规制的企业来说，受规制的企业拥有竞争优势，有助

于外资的流入。基于“波特假说”可知，合理的环境规

制强度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为此，我国政府通

过加强环境规制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27]。

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并改善

生态环境，将对绿色产业采取免税及补贴等措施，这

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增加了

企业创新的动力[28]。

从外部环境层面来看：①一国的引资政策因环

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如东道国实施严

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其在引资方面易偏向于引进清

洁型的、技术先进的外资，进而导致东道国引资的产

业结构发生改变，即对污染排放量较小的第三产业

将加大引进力度，而对污染排放量较大的外资将采

取限制或禁止的政策。因此，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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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外资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②地区间

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对外商投资决策也会产生影

响[29]。就我国而言，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环

境状况存在差异，导致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有所

不同，外商将根据自身特点及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

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优势区域。③环境规制政策的

实施对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

环境友好型外资的流入。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将对

企业污染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污染型外资将因公

众的监督而逐渐退出市场。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规

制对企业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

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效率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的流

入，同时将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益。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

由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可知，

在该过程中涉及企业的技术专利问题，即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实质是研发人

员、资金及设备等知识资源整合旧知识、创造新知识

的过程[30]。在技术创新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的过程

中，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高投入、高风险等特征，

为降低创新成果被模仿和盗版的风险，需要增强企

业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通过相关法律

制度来保护创新成果，受到政府、企业及个人的青

睐。这也是在研究企业绿色工艺创新过程中，知识产

权保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焦点的原因。营造良好的

创新环境对企业的发展乃至国家和地区整体技术创

新环境的形成至关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尤为重要[31]。本文将从技术转

移与技术获取方面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如何作用于外

商直接投资。

从本质上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法律制度，

可为国际投资营造重要的法律环境，完善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将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及技术转移

的程度[32]。由此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影

响外商进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

技术模仿，即：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多

元途径向技术领先的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进而缩

小技术相对落后国家与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最终

实现本国技术的快速发展[33]。由此可以看出，技术

模仿不是简单复制领先国家的技术，而是对国外先

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后再次创新的过程，进而从满

足自身发展需求的角度提升本国的技术创新水平。

技术模仿的途径存在多元化，可以从技术领先的国

家引进高端的生产设备，凭借逆向工程研究该设备

的功能特性，从而了解相关技术的操作条件，达到技

术模仿的目的。针对技术专利保护问题，若本国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增加市场上现有企业对先进

技术的模仿难度。这样就会减少技术模仿行为的

发生，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的跨国

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在技

术转移的基础上加大其资本投入力度[34]。

其次，从技术获取的角度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为

技术转移营造了良好环境，但也将导致知识产权壁

垒的形成[35]。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一些国

家或企业视知识产权为贸易保护工具，导致新型国

际贸易壁垒的形成[36]，即知识产权壁垒的形成。根据

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主体的差异性，可将知识产权壁

垒分为知识产权国家壁垒和知识产权企业壁垒[37]。

知识产权国家壁垒就是国家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

对贸易设置限制措施，如国家特别立法措施就是一

国借助特别立法的手段强制其他国家或地区加大本

国知识产权在国外的保护力度，如果其他国家或地

区不能提供有效保护，本国将通过对他国限制领先

技术输出、对其优势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措施实施

贸易制裁，从而使得技术获取受到阻碍。知识产权企

业壁垒表现为企业通过已拥有的知识产权订立不平

等的贸易条件，如企业让专利闲置阻止潜在竞争者

进入现有的市场，这使已获取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

在激烈竞争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垄断优势，从而降低

有关技术的可获取性，阻碍技术的进步[38]。这种情

况下，将会有效降低效率导向型外资的流入量。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保护对引资既有促进作用

又存在抑制作用。根据技术差距理论可知，国家之间

开展贸易的基础之一是技术差距。随着专利权逐渐

从创新国向模仿国转让、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增多及

对外投资的扩大，创新国的技术优势将逐渐消失。技

术差距的存在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备受创新国的关

注，进而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吸引技术领先国企

业的进入；但当知识产权保护过度且成为知识产权

壁垒时，将抑制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的外资流入。

（三）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对外商直

接投资的作用机理

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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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主要从环境规制强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两方面进行考虑。根据上述作用机制的分析可知，二

者的协同作用存在以下特征：当环境规制强度与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时，有利

于外商直接投资；反之亦然。在环境规制强度一定的

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是影响外商直接

投资的重要因素。综合环境规制理论和知识产权保

护理论，本文重点关注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

协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第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为企业进行绿色工

艺创新提供了动力。针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固

体废弃物等附属产品的情况，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

规制措施限制其排放额度，迫使企业必须改进生产

工艺流程或改良污染治理技术，降低污染废弃物的

排放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达到上述

目标。在加强环境规制并提升环境保护水平时，政府

将借助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给

予支持，如政府对企业使用新能源、新材料提供政

策优惠，这些措施的实施为企业解决创新资金不足

问题并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提

升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为跨国公司的进入提供了有利

的外部条件，即提升环境规制水平可以促进外商直

接投资。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国家，其技术

创新环境越好。优化技术创新环境将促进外商投入

更多的资本用于技术的研发，提升企业核心技术的

竞争力；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跨国企业将

成熟、领先的技术转移到东道国从事有关产品研发，

使得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占据的份额得到提升，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外资进入。然而，东道国与技

术领先国在技术上存在差距，东道国将通过国家特

别立法措施等方法保护本国技术的发展，或由于东

道国过度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形成保护壁垒，进

而阻碍外企在技术市场的垄断。总体而言，适宜的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

第三，在环境规制强度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企业的技术专利得到有效保

护，以此促进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当一国过度运用知

识产权保护的手段，就会形成贸易保护壁垒，进而导

致资本在国际流动不畅，不利于跨国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

各种经济因素促使本国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

新、技术获取等活动，并带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在该过程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将改善国外企业技

术转移的结构，使得本国企业通过绿色技术的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企业技术

进步促使企业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进一步影

响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通

常是技术比较领先的国家，而技术的领先又将增加

该国技术被侵权的概率，从而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

负外部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

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将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最终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及正负外部性。

通过上述作用机理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知识

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分别受环境规制强

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及外部性的影响，并且相互间

的作用机制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因素。

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技术创新，进而为适度

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明方向，从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而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则不利于吸引高质量外资的

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受到外部性的影响，正负外部性

的博弈则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本文引入环

境规制强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之

间的理论假设，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理论假

设包括：

H1：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的力度存在差异，主要受政府行为和企业执行情况

的影响。

H2：在整体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

资产生促进作用，且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有助

于外资的流入。

H3：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将对外商

直接投资产生直接作用，且受外部性大小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强度、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利用回归

模型研究环境规制水平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引入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以考察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为说

明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如何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共

同影响外资的进入，在式（1）中加入两者交互项。根

据上述分析，建立模型一：

LnFDIit=κ0+λ1LnIPRit+λ2LnERit+λ3LnIPRit×
LnERit+λicontrol+ε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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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FDIit表示 i省份在 t年的外商实际投

资额；IPRit表示 i地区在 t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ERit是 i地区在 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IPRit×ERit表

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衡

量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

影响程度；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变量。以

上模型主要是判断解释变量系数λ1、λ2及交互项系

数λ3。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研究结果的合理性，本

文研究时间范围设定为 2000 ~ 2014年，未将西藏、

台湾、香港及澳门等地区列入研究范围。其中，衡量

环境规制强度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

《中国环境年鉴》，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数据来

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其他相关数据分

别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核心变量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解释

变量包括环境规制强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环境规

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交互项。环境规制强度的

测量选取沈能等[39]的方法，采用各省实际工业污染

治理投资额占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加以衡量。具体

计算方法如下：

ER∗
it =

Iit
Yit

÷
Yit

GDP × 100 （2）

式（2）中：Iit表示每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完成额；Yit表示每年各地区的工业总产值； 值

越大，表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

测量采用代中强等[40]的方法，以专利侵权案件数占

专利授权量比重为基础来测算我国各省份的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具体计算方法：

（3）

式（3）中：Cit 表示各地区历年专利侵权案件数

量总和；Pit 表示各年度地区专利授权数量；Ct

表示各年度全国专利侵权数量总和；Pt指各年度

全国专利授权数量。使用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

的交互项检验两者共同作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

响。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本文用各地区实际

利用外资额占其GDP的比重表示。

控制变量（control）的选取。本文参照以往研究

选取被解释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

体有经济增速（EG）、固定资产规模（FAS）、贸易开

放度（TO）、能源消耗（EC）、公众保护意识（PAP）。
采用上述变量衡量社会经济基础、资源利用程度及

在该过程中社会保护意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
知，各变量数值整体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变化趋势，且

各指标数值未出现异常值。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出现，本文先对每个序列

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LLC检验和Pescadf检验分

别对外资、环境规制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进行单位根

检验，考察其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表 2的结果表明，

所有变量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上述

序列均是平稳的，符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平稳

性的要求。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环境规制、

知识产权保护和外商直接投资相互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及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验证。由表 3的检验结

果可知，环境规制及知识产权保护度是影响外商直

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且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

是引起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化的原因。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外商直接投资

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构建环境规制

ER∗
it

IPRit = 1+
Cit
Pit

÷
Ct
Pt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nFDI
LnER
LnIPR

LLC检验

T值

-6.057
-11.519
-13.637

P值

0.041
0.000
0.000

Pescadf检验

Z值

-1.832
-3.196
-2.340

P值

0.033
0.001
0.003

平稳性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变量

LnFDI
LnIPR
LnER
LnEG
LnFAS
LnTO
LnEC
LnPAP

最大值

-2.038
7.021
0.406

-0.424
-1.584
0.587
0.750
0.116

最小值

-8.771
0.000

-4.938
-4.880
-6.442
-3.332
-1.370
0.000

均值

-4.533
3.307

-2.121
-1.985
-3.776
-1.689
-0.093
0.009

中位数

-4.495
3.345

-2.044
-1.957
-3.753
-2.020
-0.093
0.005

标准差

1.577
1.366
1.046
0.480
0.944
1.020
0.354
0.014

观测值
个数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单位根检验中的变量滞后项数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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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证模型，

以便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和外商直接投资相互间的双

向关系，由此建立模型二：

LnIPRit=α0+β1LnFDIit+β2LnERit+β3LnFDIit×
LnERit+βicontrol+μit （4）

式（4）中，FDIit×ER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

规制强度的交互项，μ表示随

机变量；以上模型主要是判断

解释变量系数β1、β2及交互项

系数β3。

（三）模型检验

本文研究环境规制和知识

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

响，在选择回归模型时，需要明

确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

机效应模型，不同的模型对结

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首先对模型一和模型二进

行Hausman检验，在随机条件

下结果显示模型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

分析。本文以全国省域为全样

本，分析环境规制、知识产权保

护和外商直接投资间的作用关

系。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异方

差，本文对模型进行Robust稳
健性检验。

通过实证检验对研究假设

进行基本验证。由表 4中列（1）
和（5）的分析结果可知，环境规

制强度的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

有促进作用，即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地区越有助于

外资进入。从列（2）和（6）的检验结果可知，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对外资流入存在正向作用。从列（3）和（7）的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将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同

时置于模型进行分析，其系数基本稳定，研究假设再次

得到验证。从列（4）和（8）的结果可知，环境规制与知

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为正。对比模型的回归结果和

Robust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一具备一定的稳定性。

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和

外商直接投资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进一步检

验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结果如表

5所示。由列（2）和（6）以及列（3）和（7）的分析结果

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而列（4）和（8）的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

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力度较小。因此，本文重点分析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

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模型

LnER

LnIPR

LnIPR×
LnER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观测值

Fr
（1）
0.027

（0.067）

YES
1.692∗∗∗
（0.535）

0.143
450

（2）

0.895∗∗∗
（0.308）

YES
5.588∗∗∗
（1.455）

0.160
450

（3）
-0.175∗∗
（0.087）
1.432∗∗∗
（0.408）

YES
7.538∗∗∗
（1.747）

0.168
450

（4）
0.073

（0.224）
1.623∗∗∗
（0.438）

0.058
（0.049）

YES
8.346∗∗∗
（1.871）

0.171
450

Robust
（5）
0.027

（0.098）

YES
1.692

（1.044）
0.143
450

（6）

0.895∗
（0.495）

YES
5.588∗∗

（2.403）
0.160
450

（7）
-0.175

（0.109）
1.432∗∗

（0.617）

YES
7.538∗∗

（2.831）
0.168
450

（8）
0.073

（0.220）
1.623∗∗

（0.632）
0.058

（0.043）
YES

8.346∗∗∗
（2.890）

0.171
450

模型

LnER

LnIPR

LnIPR×
LnER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观测值

Fr
（1）

0.141∗∗∗
（0.008）

YES
-4.082∗∗∗
（0.063）

0.550
450

（2）

0.022∗∗∗
（0.008）

YES
-4.466∗∗∗
（0.081）

0.221
450

（3）
0.140∗∗∗
（0.008）
0.020∗∗∗
（0.006）

YES
-4.116∗∗∗
（0.064）

0.563
450

（4）
0.093∗∗∗
（0.018）
0.047∗∗∗
（0.011）
0.014∗∗∗
（0.005）

YES
-4.199∗∗∗
（0.069）

0.572
450

Robust
（5）

0.141∗∗∗
（0.018）

YES
-4.082∗∗∗
（0.086）

0.550
450

（6）

0.022∗∗
（0.012）

YES
-4.466∗∗∗
（0.135）

0.221
450

（7）
0.140∗∗∗
（0.018）
0.020∗∗

（0.009）

YES
-4.116∗∗∗
（0.083）

0.563
450

（8）
0.093∗∗∗
（0.028）
0.047∗∗∗
（0.016）
0.014∗∗

（0.006）
YES

-4.199∗∗∗
（0.088）

0.572
450

表 4 2000 ~ 2014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回归结果

表 5 2000 ~ 2014年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回归结果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变量的标准误差，下同。

被解释
变量

LnFDI

LnER

LnIPR

解释
变量

LnER

LnIPR

LnFDI

LnIPR

LnFDI

LnER

Chi2

12.374

9.868

0.757

4.614

7.648

7.385

显著
水平

0.000∗∗∗

0.002∗∗∗

0.384

0.032∗∗

0.006∗∗∗

0.007∗∗∗

滞后
阶数

1

1

1

1

1

1

结论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通过 1%、5%、10%的检

验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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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检验

通过对 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

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发现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

护与外商直接投资均存在正向作用，且二者协同促

进外商直接投资。考虑到模型一的交互项可能引起

共线性问题或模型在设计中存在估计偏差，本文对

模型一进行内生性检验。通过Durbin-wu-hausman
内生性检验得到P值为 0，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一

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通过选取工具变量，利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一进行内生性检验。通过

尝试研究选取绿化面积、产业结构作为环境规制的

工具变量，选取专利行政立法数、发明专利受理量作

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工具变量。环境规制强度越

大的地区，其产业结构越合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

高的地区，意味着其对专利保护的意识越强。因此，

从理论上看，选取的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间存在明

显的正向关系，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6。

通过表4和表6可知，回归结果和内生性检验结

果相符，说明研究结果具备较高的可信度。与此同时，

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 sargan过度识别检验，其P
值为0.187，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所选用的工具变量

基本合理，可对模型进行识别解释。但是所选取的工

具变量也可能有部分工具变量与模型一存在较弱的

关联性，所以再通过弱工具对所选用的工具变量进

行检验。通过弱工具变量识别发现，所选用的工具变

量其 Partial R2数值均保持在 0.1以上的水平，说明

模型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五、结论分析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环境规制与外

商直接投资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知识产权

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③环境规

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

响。由上述结论可知，前文的理论假设基本得到验

证，但仍需深入讨论其产生的原因：

1.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作用。从政

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将

加大对节能环保型企业的补贴力度，为类似企业提

供更多成长空间，促使宏观发展环境优化并为外资

的流入提供动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强度

的加大使得企业在绿色工艺流程方面投入了充足资

金，致力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工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的

改良及新产品的创新。这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可

以有效带动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吸引更多清

洁型生产工艺流入。这样既满足了我国环境友好型

的发展要求，也提高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益。此外，

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将促使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强；

基于绿色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为技术获取型外

资的进入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2.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

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新技术的研发提供

了保护措施，这将进一步降低跨国公司在转移技术

过程中其技术被模仿的风险，促进外资的流入[41]。

对本国企业及有关科研机构来说，环境规制强度的

增加使得企业加大了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相关

科技成果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有效保

护。这将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使其在

技术市场占据优势。

3. 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对外商直

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对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二者的协同作用也对

外商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当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不断

增加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外商直

接投资增加。环境规制水平越高的地区，对绿色生产

技术的要求越高。因此，企业会在节能环保型的生产

工艺中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本，随之产生的技术专利

需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在

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

强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提升生产技

术水平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从而使得该地区在吸引

外资流入层面更占优势。因此，从整体来看，环境规

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

增加。

LnER

LnIPR

LnIPR×LnER

控制变量

常数项

sargan过度识别统计：Chi2=3.346 P=0.187
durb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chi2=22.385 p=0.0000

系数

0.339∗∗
（0.133）
0.266∗∗∗
（0.092）
0.019∗∗

（0.015）
YES

0.918∗∗
（0.538）

Partial R2

0.176

0.249

0.211

表 6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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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1. 根据地区差异及投资类型实行有区别的环

境规制政策。为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地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吸引外

资流入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吸引外资进入的主要

动力不在于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巨大的潜在市场、

稳定的投资环境及丰富的生产要素等对外资更有吸

引力。根据地区和产业发展现状来确定环境规制强

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吸引更多环境友好型外资的

进入，从而持续且有效地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

2. 借鉴发达国家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并加以创

新，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

我国可以通过引资的方法从国外引入先进的环保技

术，改进我国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技术及污染处理技

术，加大对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的扶持力度，加大对

节能降耗及环保技术的推广力度，从而为可持续发

展提供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发

达国家在环境规制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本国引入高

质量外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促进外商直接投

资增加。

3. 强化外商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导向，提高引资

质量。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行业和来源地的外资影

响程度存在差异，应从简单地利用外资以补充资金

短缺逐渐转移到参与国际分工；在促进技术进步的

过程中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引进发达国家

先进技术及有关环保标准，在此基础上开发属于本

国企业的绿色工艺生产流程；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

的现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适当加大环境

规制强度，以促进外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战略新

兴产业方面的投资增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可充分利用政策补贴，加大高污染外资的流入审核

力度，积极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清洁制造业等环保

行业；针对产业间的差异，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服务于

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

4. 基于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促进高质量外资的流入。根据环境规制强度

的差异性，适当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已取

得的绿色专利技术加强保护；结合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作用效应，适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并促进企业

科研技术水平的提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利用，激励企业实现科技应

用的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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