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年第 6 期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 VAR 模型的分析框架

俞 毅 万 炼

摘要： 本文以我国 1982-2007 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 基于 VAR 模型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我国

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 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 其中初级产品出口、 工业制成品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相互替代效应， 初级产品进口、
工业制成品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相互补充效应； 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各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均

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 但共同构成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短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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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类别的进出口商品占整个进出口贸易额的

份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 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 我国政

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鼓励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出国门， 积极实行 “走出去” 战略。
虽然无论是从绝对总量还是相对比例来看，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FDI （Outward FDI） 都远远落后于

外国直接投资 （Inward FDI），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对外直接投

资已经成为成熟经济体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 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关于 FDI 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 近年

来随着我国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逐渐丰富起

来。 蔡锐等 （2004） 以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新阐述为基点， 通过岭回归的实证研究， 证明了我国的

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关系； 项本武 （2005） 从实证的角度， 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 在广泛搜集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与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和进口替代型的； 张如庆 （2005）
综合运用协整理论、 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检验等多种方法， 利用 1982-2002 年度间的相关数据，
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 陈

石清 （2006） 以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以及我国在 1979-2003 年共 25 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

与出口贸易的年度数据为样本， 在宏观水平上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中国与西方

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尚不显著； 王英等 （2007） 运

用回归技术对 1990-2005 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

明：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出口的增长， 还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 我国的出口是适应型的而非主

动推进型的； 孙敬水等 （2007） 利用浙江省 1989-2005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

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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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 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其实是一个实证问

题而非理论问题 （Helmberger 和 Schmitz， 1970）。 但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

量关系的模型， 有时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 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

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出现了一

种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 笔者尝试采用基于 VAR （向量自回归） 的非结

构多变量计量模型来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相关性， 以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

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1.VAR 计量模型简介

笔者试图从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关系这两个方面研究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 OFDI 的相关

性， 而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的引入正是同时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最为合适的方法。 向量自回归

（VAR） 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 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

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自 1890 年 Sims 将 VAR 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 它已经成为了分析与预测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的最易

操作的模型之一， 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 从而

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笔者将要处理的是 5 个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故采用含有 5 个变量滞后 k 期的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

模型 （unrestricted VAR）。 用下式表示：
Yt=μ+Π1Yt-1+Π2Yt-2+…ΠkYk-1， ut~ΠD （0， Ω）
其中， Yt为 5×1 阶内生当期变量列向量， μ 为 5×1 阶常数项列向量。 Π1， ···， Πk均为 5×5 阶参

数矩阵， ut~ΠD （0， Ω） 是 5×1 阶随机误差列向量。 构造 VAR 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 这也是

确定 VAR 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 稳定 VAR 模型特征方程的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 1。
2.样本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笔者利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初级产品进口及出口总额、 工业制成品进口及出口总额 5 个变

量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来研究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 （OFDI） 之间的相关

性。 由于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较晚， 加之统计数据的缺乏， 样本只能设定在 1982-2007 年之间的

年度数据； OFDI 表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数据来自 UNCTAD 网站和各期 《世界投资报

告》 中公布的中国 FDI 流出量； IMC 表示初级产品进口总额， IMG 表示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 EXC
表示初级产品出口总额， EXG 表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 此 4 个变量构成了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和各期 《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我国 OFDI 规模相对进出口规模比例较小， 为了便于分析， 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
取对数后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 且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

方差。 从上述各对数变量的数据图形 （图 1） 可以看出:各变量 （LNIMG， LNIMC， LNEXC， LNEXG，
LNOFDI） 明显表现为不平稳， 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带有时间趋势的随机游走， 对外直接投

资明显要弱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各变量值。

三、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之前， 首先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在此， 对序列平稳性采取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97- -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年第 6 期

图 1 LNIMG LNIMC LNEXC LNEXG LNOFDI 的趋势图

ADF （Augment Dickey—Fuller） 检 验 。 由

表 1 可 知 ， 各 变 量 （ LNIMG， LNIMC，
LNEXC， LNEXG， LNOFDI） 在 10%的显著

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 而其一

阶差分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

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表明这 5 个变量都是

一阶差分平稳的， 为后续的协整检验创造

了条件。
2.VAR 模型最优滞后期的确定

多元 VAR 模型的关键是选择系统内解

释变量滞后期的长度， 而且协整分析的结

果对滞后期长度的选择也很敏感， 不当的

滞后阶， 很可能导致 “虚协整”。 如果滞后

期太小， 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 并导

致参数的非一致性估计。 但是滞后期又不

能过大， k 值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 直接

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 为了选择最为

合适的滞后期 k 值， 首先依据 LR 统计量 （似

然比检验）、 FPE （最终预测误差）、 AIC 信息

准则、 SC 信息准则与 HQ （Hannan-Quinn） 信

息准则 5 个常用指标来进行选择。 从表 2 的检

测结果可以发现除去 LR 似然比检验是选择了 k
为 2 外， 其余所有的准则都选择 k 的最优值为

3， 故笔者选择 VAR （3） 模型。
第二步要确定这个模型是否满足 VAR 模型的稳定性条件。 对于 k>1 的 k 阶 VAR 模型可以通过

友矩阵变换， 改写成 1 阶分块矩阵的 VAR 模型形式然后利用其特征方程的根判别稳定性。 如果被估

计的 VAR 模型的特征方程所有的根的倒数都小于 1， 即位于单位圆内， 则是稳定的。 如果模型不稳

定， 某些结果将不是有效的 （比如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 从图 2 可以看出 VAR （3） 模型是完

全稳定的， 所以 k=3 最终被确认为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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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Johansen 的极大似然值协整检验结果

注： 加 * 表明在 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4 标准化的协整方程系数表

注： 方括号中是相应系数的 t 统计值。

图 2 VAR 模型的特征根的倒数分布图

3.协整分析

协整检验的模型实际上是对非限制性 VAR
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 VAR 模型， 该模型

的滞后期应是非限制性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

的滞后期。 因上文中 VAR 模型选择的最优滞后

期是 3， 故协整检验的 VAR 模型滞后期确定为

2， 同时进一步通过联合检验确定选择仅有截距

且序列有确定性线性趋势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
结果见表 3。 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表

明在 95%的 置 信 水 平 下， 我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初级产品进口与出口、 工业制成品进口与出口 5
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笔者研究对外

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各变量的长期均衡

关系， 故选择第一个协整关系并且通过对同一

协整方程的不同变形， 可以得到 5 个变量间标

准化的协整方程系数 （见表 4）。
表 4 中方括号中的 t 统计值均十分显

著， 反映了长期均衡方程变量系数的有效

性。 分析 LNO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在的

行， 其各项系数反应了初级产品进口与出

口、 工业制成品进口与出口对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长期影响： 工业制成品进口 IMG
和初级产品出口 EXC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

引起对外直接投资分别降低约 14.81%和 14.63%， 对 OFDI 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初级产品进口 IMC 和

工业制成品出口 EXG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 引起对外直接投资 OFDI 分别增长约 9.57%和 9.18%， 对

OFDI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再从 LNOFDI 作为解释变量所在的列分析， 其各项系数反应了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对初级产品进口与出口、 工业制成品进口与出口的长期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每增加 1 个

百分点， 引起工业制成品进口 IMG 和初级产品出口 EXC 都降低了约 0.07%， 引起初级产品进口 IMC
和工业制成品出口 EXG 都增加了约 0.1%， 无论是抑制作用还是促进作用都比较微弱， 这显然和目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还较小有密切的关系。
通过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 能够较好地解释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

长期均衡关系。
（1）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来看， 1982-2007 年的 20 多年间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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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倍，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正式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最近 6 年来， 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达到了

597 亿多美元， 年均增速高达 60%。 目前， 境外中资企业达 1.2 万家， 已遍布全球 172 个国家和地

区，。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相对于进出口商品总额而言， 还显得比

较弱小。 这也是现在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进出口贸易与 OFDI 间的相互影响力表现出极其不对称

的重要原因。
（2）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传统服务业、 资源开发

业和初级制造加工业等附加值低、 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007 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

量中， 商务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金融业、 采矿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计占到了八成。 这说

明了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而技术寻求型对

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少， 主要集中在一些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发达国家。 现阶段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对技术含量的需求并不高， 那么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端机器设备的进口并不一定利于目前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实施， 而且增加了国内相关产能过剩、 竞争过度却试图转移到海外市场的生产型

企业的负担。 资源性初级产品的出口， 降低了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和出口的积极性， 也

不利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海外资源开发项目。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初级产品出口贸

易、 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替代和双向负相关关系。
（3）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来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主要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

区， 占到 2007 年末总存量的将近 90%。 这些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 石油、 矿产和森林资源等初级产

品丰富， 但是普遍困于资金缺乏和技术劣势， 这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

绝佳的发展土壤， 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速发展的我国经济日益受到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 利用技

术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开发相对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 产生原料与资源的反向进口效应， 已经成为近年

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战略重点。 这样不仅能够缓解我国大量进口国外石油、 矿产和农产品等所带来的价

格持续上涨效应， 还能满足国内加工制造企业对这些相对成本较低的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 从而带动

机电设备、 化工产品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效应。 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相对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一定的比较

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能产生很好的先期市场开拓效应， 为后续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

进入开辟路径。 依靠在技术、 管理上的相对优势， 携带投资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凭借着先期出口产品的

良好品质和信誉迅速建立生产网络， 继续扩大产品知名度和市场需求， 从而产生母国国内相关制品的

出口-投资-再出口循环效应。 以上分析从正面显示了初级产品进口贸易、 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与对

外直接投资的互补作用和双向正相关关系。

四、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短期动态关系

1.确立 VECM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与趋势， 要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 可以通过引

入误差修正模型来将变量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短期内变量间由非均衡向均衡

调整的过程。 只要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就可以由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导出误差修正模型。 而 VAR
模型中的每一个方程都是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因此可以认为 VEC 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 VAR
模型， 那么 VEC 模型的稳定性判断方法亦同于非限制性的 VAR 模型， 经过检验发现 VEC 模型的所

有特征根的倒数均落在单位圆上或圆内， 表明了 VECM 的稳定性。 同时 VECM 的滞后期应是非限制

性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 即对应的 VECM 滞后期也是 2， 截距项和趋势项的设置应与 Jo-
hansen 协整检验的相关假设一致， 仍然采用协整方程仅有截距且序列含有确定性线性趋势的形式得

到表 5 的结果： 从最后一列 △LNO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VECM 方程来看， 误差修正项系数 EC （-
1）） 小于 0，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表明滞后 1 期的非均衡误差以 2.57%的速度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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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于 VEC 模型的 Grange 短期因果检验

注： 表中数据为 χ2 检验值， 括号内数据为对应概率值； *、 ** 和 ***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态调整。 短期内， 除了初级产品出口滞后一

期对对外 直 接 投 资 的 促 进 作 用 比 较 显 著 外

（t 统计量值为 1.55）， 其 他 变 量 均 不 显 著，
说明初级产品进口、 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对对

外直接投资的时滞效应不明显， 而短期的初

级产品出口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先期打开国外

市场并促 进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的 增 加； 再 分 析

VECM 另外 4 个方程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对

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初级产品进出口具有比较

显著的负面时滞效应， 对工业制成品进口具

有比较显著的正面时滞效应， 但由于 t 统计

值都只有 1.5 左右， 时滞效应不是非常显著。
2.基于 VEC 模型的格兰杰短期因果关系

VAR 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应 用 是 分 析 经

济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传统的基

于 VAR 模 型 的 Granger 因 果 检 验 仅 适 用 于

非协整序列间的因果检验， 若要检验协整序

列间的因果关系， 则需采用最近新发展起来

的基于 VEC 模型的检验。 如果非平稳变量

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应考虑使用 VEC 模型

进行因果检验， 即不能省去模型中的误差修

正 项 ， 否 则 得 出 的 结 论 可 能 会 出 现 偏 差

（Feldstein 和 Stock， 1994）。 基于 VEC 模型

的 Grange 因果检验采用 Wald 检验法， 对于

VEC 模型中的每一个方程， 将 输 出 每 一 个

其他内生变量的滞后项 （不包括其本身的滞

后项） 联合显著的 χ2 （Wald） 统计量。 对右边行所在的 5 个变量各自的 Wald-χ2 检验结果可以表明

该变量的变化是否在短期影响着左侧列所在的各变量的变化， 而 Wald-χ2 联合检验可以证明右边变量

是否共同构成了左侧变量的短期 Granger 原因。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6， 从短期来看， 对外直接投资与

   Granger�� 

Granger�� 

�LNEXC �LNEXG �LNIMC �LNIMG �LNOFDI ���	 

�LNEXC  4.6992����

O.0954� 

0.8614 


0.6500� 

6.1473�� 

0.0463� 

2.6457 


0.2664� 

13.2755�

0.1027� 

�LNEXG 4.7511��� 

0.0930� 

 

 

5.7451��� 

0.0566� 

3.0535 


0.2172� 

2.6106 


0.2711� 

10.4169 


0.2370� 

�LNIMC 4.7797��� 

0.0916� 

4.7839��� 

0.0914� 

 3.5709 


0.1677� 

2.9960 


0.2236� 

10.5864 


0.2263� 

�LNIMG 4.5423 


0.1032� 

13.4690� 

0.0012� 

16.4279� 

0.0003� 

 2.5179 


0.2839� 

32.7331� 

0.0001� 

�LNOFDI 2.4199 


0.2982� 

1.4275 


0.4898� 

1.8456 


0.3974� 

1.5395 


0.4631� 

 13.3604��� 

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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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结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相互因果关系 （△LNOFDI 所在行和列的 P 值均不显著）； 联合检验

的结果显示， 在 90%的置信水平下， 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在短期内是进出口商品结构各变量共同作

用的结果， 这从侧面反映了进出口贸易的复杂性。
3.基于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由于 VECM 的估计系数大部分不显著， 所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短期影响。 那么， 可

以运用另外一种分析工具———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 VAR 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

的模型， 它无需对变量做任何先验性约束， 因此在分析 VAR 模型时， 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

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 而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 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

响， 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 它可以反映来自随机

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 刻画内生变量对随机扰动的动态反应，
显示任意变量的随机扰动 （新息 Innovation） 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他变量， 并反馈到自身的动态过程。
图 3-图 7 直观形象地给出了贸易商品结构各变量与 OFDI 在对数水平下受到各自冲击的脉冲响应。 纵

轴表示变量增长率的变化；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滞后期间数 （单位： 年）， 样本数据介于 1982-2007 年

间， 故滞后期设 30 年。
（1） 图 3 显示了 LNOFDI 分别受到 LNEXC 和 LNEXG 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

数。 LNOFDI 起 始 无 响 应 ， 然 后 迅 速 攀 升 在 第 2 期 达 到 峰 值 后 快 速 回 落 。 对 于 LNEXG 的 冲 击 ，
LNOFDI 自第 5 期后波动逐渐减缓， 始终稳定于正响应状态， 而对于 LNEXC 冲击的响应则波动较大，
回落之后长时期处于负面响应状态； 图 4 显示了 LNOFDI 分别受到 LNIMC 和 LNIMG 一个标准差单位

的正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数。 LNOFDI 受到 LNIMC 和 LNIMG 冲击的第一期响应正好相反。 对 LNIMC
冲击的响应起始于负面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以后逐渐回归于正面影响， 而对 LNIMG 冲击的响

应， 前期的正面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然后逐渐趋于负面影响。 短期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

的影响与上文中分析的长期均衡状态下的表现相反， 这可能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工业制成品出

口少于进口， 之后赶超进口并逐渐拉开差距有关。
（2） 图 5 和图 6 分别刻画了 LNEXC 和 LNEXG、 LNIMC 和 LNIMG 受到一个标准差单位的 LNOF-

DI 正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数。 值得注意的是， LNIMG 前 3 期的响应波动不同于其他变量， 为正向拉

升后回落， 而其他变量的响应却是负向滑落后回升， 这与上文中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商品结构各变

量的短期时滞效应基本相同。 比较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结构各变量受到相互冲击后的响应， 前

图 3 LNOFDI 对 LNEXC 和 LNEXG 冲击的脉

冲响应

图 4 LNOFDI 对 LNIMC 和 LNIMG 冲击的脉

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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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NEXC 和 LNEXG 分别对 LNOFDI 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 6 LNIMC 和 LNIMG 分别对 LNOFDI 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 7 LNOFDI 对自身冲击的脉冲响应

者 的 响 应 （最 大 振 幅 0.5） 显 然 要 比 后 者 的 响 应

（最大振幅 0.04） 大很多。
（3） 图 7 是 LNOFDI 受到自身一个标准差单

位的正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数。 第一期的正面响应

比较显著， 然后迅速回落围绕零值小幅波动。 这是

因为无论是对海外市场的资源寻求还是市场寻求，
先期的资本投入需求一般会比较大， 一旦分支机构

建立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就能够依靠自身的生

产和管理能力创造资本， 那么对后续的对外直接投

资需求会逐渐降低。

五、 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 从长期来看，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其一， 进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相互影响力极不对称，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很大， 这主要是

由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造成的； 其二， 初级产品出口贸易、 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分别与

对外直接投资双向负相关， 存在相互替代效应； 其三， 初级产品进口贸易、 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分别

与对外直接投资双向正相关， 存在相互补充效应。
（2） 从短期来看，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

其一，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各变量滞后 1 期的非均衡误差以 2.57%的速度从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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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调整； 其二，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各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 但

共同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短期原因， 这从侧面反映了商品进出口的复杂性； 其三， 短期内初级

产品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制成品进口存在正面时滞效应， 对进出口

商品结构存在负面时滞效应。
2.建议

（1） 继续把资源寻求作为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重点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 资源寻求与开发仍是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重

点。 在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丰富但又缺乏资金技术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基地， 将被动进

口资源这种受制于人的方式转化为主动生产资源的灵活控制方式， 以公司内部价格转移降低资源供给

成本， 不仅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发展瓶颈， 还能够有效规避大量进口资源类产品带来的价格大幅

波动的风险， 维护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安全。
（2） 发挥我国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竞争过度、 生产过剩， 但相比国外一些国家具有相

对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类产业。 通过出口具备一定成熟生产能力和技术标准的工业制成品， 努力开辟

海外市场， 引导后续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已经失去竞争力的 “边际产业” 和高能耗、 低收益产业转

移到国外， 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合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优先保障国内紧缺商品、 大宗商品和核心技术的进口， 加强对高端设备与先进技术的消化、 吸

收、 再创新工作， 做到物尽其用物有所值， 严厉查处进口资源与技术的闲置与浪费。 提高外贸出口产

品的质量， 鼓励自有品牌、 自有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通过合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加

快我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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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Structure of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and Outward FDI: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VAR Model

YU Yi WAN L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1982 to 200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China’s structure of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and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framework
of VAR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exists a long-term and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utual substitution effects between primary goods export, manufactured goods import and out-
ward FDI, and mutual supplementary effects between primary goods import, manufactured goods ex-
port and outward FDI. Each variable in the structure of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has no short-term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outward FDI, but all of the variables constitutes short-term reasons of out-
ward FDI change.

Keywords: structure of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Primary goods;
Manufactured goods; V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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