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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ODI and export trade by combining theoretical with empirical methods and selecting relevant data 
from 2003 to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manufacturing ODI and export trade had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and ODI augment was the reason for exports reduction. 

 
Keywords 
ODI, Export Trade, Granger Test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 
关系研究 

郝  凯，尚会英，杨  旸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Email: haokai2001v@sohu.com 
 
收稿日期：2014年4月 

 
 

 
摘  要 

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

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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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是其出口额减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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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目标已经逐渐转变为高端制造业和综合性制造业[1]。为了

顺应“走出去”发展的大背景，我国制造企业应更加明确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中所处

的类型。已有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相互替代型和相互补充型

[2]。然而，现实中以中国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现实意义。 

2.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机理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按照投资动机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占领东道国市场，第二种是向第三国出口，

第三种是为了寻求资源开发，第四种是为了寻求战略资产[3]，而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主要以第一、

二、四中情况为主，寻求资源开发并不是主要目的[4]。 
在第一种情况中，我国制造企业主要是为了在东道国建厂后可以直接将产品生产并在其国内销售，

减少产品出口所产生的运输成本、风险等一系列费用。同时制造企业还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建厂生产产品，

建立本企业的品牌，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可，获得品牌效应，从而赚取更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制

造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该企业就会减少甚至取消该产品对东道国的出口。因此占领东道国市场

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替代作用[5]。 
第二种情况是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类型。我国制造企业在东道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扩

大市场，有利于规避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所产生的风险，从而可以优化我国制造业的经济产业结构和增

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很多制造企业选取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建厂、提供机器设备、购买材料、兼并

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我国在东道国投资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返销我国的产品，

并从我国再向第三国出口；另一种是直接向第三国出口。若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前种类型，我国制造企

业在东道国对外投资额增加，返销国内再出口，使得出口额增加，出口与投资直接就属于互补关系。若

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后种类型，在东道国的投资增加，并直接出口到第三国，将会使我国的出口量减少，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就属于相互替代型。在东道国进行对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另一目的，有可

能是因为第三国与东道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在第三国直接投资的成本以及从本国直接向第三国进

行出口贸易的成本远远大于制造企业在东道国直接建厂、生产产品、销售到第三国的成本，最终有规划

的企业一般都会选择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向第三国出口而在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

易属于相互替代关系。由于我国制造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后大多直接向第三国进行出口，因此我国制造业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属于替代关系[6]。 
在第四种情况中，主要是由于部分资金相对雄厚的企业要通过采取战略性方法来寻求资产。这有利

于国内制造业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以及为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迈出重要的一步。由于寻求战略资产的

目的多样性、复杂性、主观性等特点，这也就使得此种目的下所形成的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

贸易的关系复杂多变，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7]。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现提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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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的。 

3.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的设定 

从宏观角度看，影响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因素有很多，比如 GDP、人均收入、汇

率水平等。通过阅读前人的文献，笔者发现 GDP 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都有影响，是个必备的因素。

同时，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因此主要将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贸易以及 GDP 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将下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建立模型后发现其散点拟合图趋于线性，因此本文将建立时间序

列模型： 

t 1 t 2 t tODIM C *EXM *GDP

t 2003,2004,2005, , 2013

β β µ= + + +

= 

                           (1) 

ODIMt 表示 t 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元。EXMt 表示 t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额，

单位为亿美元。GDPt 表示 t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亿美元。β1、β2 均表示为不变的回归系数，不

随时间、个体的变化而变化。C 为常数项，μt 为残差项。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报，并经过整理得出。由于年报所示的内容及

格式的差异，其数据所整理的年限是从 2003 年到 2014 年。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 2014 年年报，数据的年限是从 1980 年到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该

数据是从 1978 年到 2013 年。由于这三组数据不是从相同的年限开始统计，为了更好的进行实证分析，

因此选取三者者均有的共同部分，即选取 2003~2013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本文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

资的数据记为 ODIM，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数据记为 EXM，国内生产总值记为 GDP，它们的单位分别为亿

元、亿美元、亿元。 

3.3. 统计学检验 

3.3.1. 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的主要方法有 ADF 检验、DFGLS 检验、PP 检验、KPSS 检验、ERS 检验、NP 检验等，

根据本文所选数据的特点，本文将选取 ADF 和 PP 的检验方法。根据 ADF 检验得出存在有效的单位根，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一阶差分后，杜宾(DW)值为 2.23，在 2 附近。DW 值在 2

附近，说明此数列是平稳的，因此一阶差分的 ODIM 是平稳的。制造业出口额二阶差分的 DW 值为 2.18，
在 2 的附近，此时二阶差分后的 EXM 是平稳的。同理，GDP 进行一阶差分后的 DW 值为 2.09，在 2 附 

 
Table 1. ADF stationary test results 
表 1. ADF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C,T,K) DW 值 ADF 值 结论 

ODIM (C,T,1) 2.23 −3.00 平稳 

EXM (C,T,2) 2.18 −3.86 平稳 

GDP (C,T,1) 2.09 −3.72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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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阶差分后的 GDP 平稳。因此，一阶差分的 ODIM、二阶差分的 EXM、一阶差分的 GDP 都平稳，

可以进行后续检验。 
对于 PP 检验方法的结果如表 2 所示，这也充分验证了 APP 检验结果的正确性。 

3.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利用 Eviews 6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一下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由于 GDP 不是 EXM 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 0.6044 > 0.05，说明接受这一假设：

GDP 不是 EXM 的因。EXM 不是 GDP 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 0.8420 > 0.05，说明接受 GDP 不是 EXM
的因的假设。同理，将表 6 当中的其他 4 个假设分析后发现，只有 EXM 不是 ODIM 的格兰杰原因的概

率为 0.0486 < 0.05，拒绝了原假设，说明 EXM 是 ODIM 的因。因此，将 EXM 作为自变量，放在方程的

等号右面，将 ODIM 作为因变量放在方程等号的左面，通过 EXM 来解释 ODIM 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3.4. 结果分析 

ODIM 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2. PP stationary test results 
表 2. PP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C,T,K) DW 值 PP 值 结论 

ODIM (C,T,1) 2.12 −3.71 平稳 

EXM (C,T,2) 2.07 −4.75 平稳 

GDP (C,T,1) 2.21 −5.22 平稳 

 
Table 3.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 F 统计 概率 

GDP 不是 EXM 的格兰杰原因 
EXM 不是 GDP 的格兰杰原因 

0.65455 
0.18769 

0.6044 
0.8420 

ODIM 不是 EXM 的格兰杰原因 
EXM 不是 ODIM 的格兰杰原因 

0.95148 
19.5804 

0.5124 
0.0486 

ODIM 不是 GDP 的格兰杰原因 
GDP 不是 ODIM 的格兰杰原因 

0.69812 
4.84663 

0.5889 
0.1710 

 
Table 4.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for ODI in manufacturing  
表 4.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参数估计结果 

 系数 标准误差 T 统计 概率 

C −23984.41 1838.009 −13.04913 0.0000 

EXM −2.213760 0.663735 −3.335306 0.0157 

GDP 0.355560 0.026405 13.46589 0.0000 

R2 0.996877 应变量均值 50899.22 

调整后 R2 0.995837 标准差 31097.68 

标准误差回归 2006.578 DW 值 2.409259 

F 统计 957.7357 
  

F 检验概率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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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看出EXM的T统计量的概率为 0.0157，GDP的T统计量的概率为 0.0000，二者均小于 0.05，
同时 R2 为 0.996877 接近于 1，DW 值为 2.4，接近于 2。这些数值都表示，建立的模型较好，但仍需要通

过异方差检验做进一步确认。 
对 ODIM、EXM、GDP 进行自相关检验，结果 Obs2 的一阶自相关概率为 0.3811，二阶自相关概率

为 0.1217，说明不存在自相关。对 ODIM、EXM、GDP 进行进行异方差检验，Obs2 的概率为 0.1988 大

于 0.05，说明接受存在同方差的原假设，不存在异方差。 
最终得其方程为： 

ODIM 23984.4090028 2.21375988137*EXM 0.355560336849*GDP= − − +               (2) 

通过观察(2)中的数值发现，EXM 前面的数值为负，说明我国制成品出口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

投资有明显的负效应，说明二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扩大发展将有阻碍我国制造

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于这种理论关系可以理解为，随着我国制造企业向一国出口额每增加一个单

位，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就会减少将近 2.2138 个单位。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结果表现为：当我国出口到另

一国的工业制造品的量很大，所获得的利润也较多时，相关的制造企业就会忽视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本企

业利润这一途径。同时，这一结果也证明了前文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假说，可以得出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

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 

4. 结论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1)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有着明显的负效应，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制造

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属于相互替代型，这恰恰支持了蒙代尔的观点。 
2)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额以及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都有影响，且与二者

的影响关系均是正相关。可见，GDP 对于研究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主要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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