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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教育体系发展的影响：以非洲国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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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外国直接投资（FDI）对非洲国家教育体系发展的影响。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

揭示了 FDI 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FDI 流入与教育支出和入学率呈正相关，但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依赖于 FDI 的类型和东道国的政策环境。案例研究进一步展示了不同非洲国家 FDI 与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FDI对教育体系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受到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支出等因素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旨在优化 FDI 对非洲教育体系的积极作用，并促进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

选择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未来研究可以扩展样本范围，进一步探讨 FDI 对教育质量长期影响的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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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African 

countri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study finds that FDI inflow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ucation spending and enrolment rates, but the impact 

on education quality is more complex,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FDI and the policy environ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case studies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diversity of FDI interactions with education systems in different African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DI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this effect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optim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FDI in African education system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ystem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lie in the sample selec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and future research can expand the sample rang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ynamic model of the long-term impact of FDI on ed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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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推

动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非洲，FDI 被视为促进

经济增长、提升基础设施和改善社会福利的关键因素。然而，

尽管 FDI 的经济效益已被广泛研究，其对东道国教育体系的影

响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其与 FDI

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非洲国家在吸引 FDI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教育体系的

发展却相对滞后。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提高人力资本、促进技

术传播和增强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 FDI 如何

影响非洲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以及这种影响对非洲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潜在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问题
本论文的目的是分析 FDI 对非洲国家教育体系的影响，并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问题包括：FDI 如何影响东道国教

育的投资和质量？是否存在特定的 FDI 类型或行业，对教育体

系有更为显著的正面或负面影响？非洲国家如何优化政策以最

大化 FDI 对教育的积极作用？

1.3 研究范围与限制
本研究选取若干非洲国家作为案例，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

探讨 FDI 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研究将集中在最近十年的数

据，以捕捉最新的趋势和模式。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国家间

的差异，研究可能无法涵盖所有非洲国家，这是本研究的一个

主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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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结构概述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章将回顾相关文献，为研究

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将介绍非洲国家 FDI 的概况及其与教育

体系的关系。第四章将深入分析FDI影响非洲教育体系的机制。

第五章将通过案例研究，具体展示 FDI 对选定非洲国家教育体

系的影响。第六章将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理论假设。第七章将

提出基于研究发现的政策建议。最后，第八章将总结全文，并

指出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2 文献综述

2.1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定义与分类
外国直接投资（FDI）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居民在另一

个国家的企业中拥有持久利益的投资。Dunning（1998）提出

了国际生产理论，将 FDI 分为垂直、水平和混合三种类型。垂

直 FDI 涉及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设立生产链的不同阶段，而水

平 FDI 则涉及在不同国家复制相同的生产过程。混合 FDI 则是

垂直和水平 FDI 的结合。这些分类对于理解 FDI 如何影响东道

国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2.2 教育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
教育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强调了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社会

进步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Barro 和 Lee（1993）的研究强调

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外，教育还被视为减少贫困、

提高健康水平和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因素。教育体系的发展不仅

包括学校数量和入学率的增加，还包括教育质量和教育系统的

可持续性。

2.3 FDI 与东道国教育体系关系的现有研究
现有文献中，关于 FDI 与东道国教育体系关系的研究相

对有限。然而，一些研究表明，FDI 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机会

和提高工资水平来增加家庭对教育的投资（Blom  &  Chapman, 

2009）。另一方面，FDI 可能导致教育体系的不平等，因

为资源往往集中在能够吸引外资的地区或行业（Crespo  & 

Fontoura,  2007）。此外，FDI 对教育体系的影响还可能受到

东道国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2.4 非洲国家教育体系的特殊性分析
非洲国家的教育体系具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可能会

影响 FDI 对教育的影响。首先，非洲国家普遍面临教育资源短

缺和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其次，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稳定性和制度环境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影响 FDI 的流入和

分布。此外，非洲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也可能影响教育体

系的发展和 FDI 的作用。

3 非洲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概况

3.1 非洲吸引 FDI 的历史与现状
非洲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经历了显著的

变化。历史上，非洲的 FDI 主要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和部门，

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多元化和市场改革，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开始吸引更多的外资。目前，非洲的 FDI 流入量持续增长，

尽管在全球 FDI 流动中的份额仍然较小。非洲国家通过改善投

资环境、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措施，努

力提升其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3.2 非洲国家 FDI 的主要来源与行业分布
非洲国家 FDI 的主要来源国包括传统的投资大国如美国和

欧洲国家，以及新兴的投资来源如中国和印度。这些投资主要

流向了自然资源开采、制造业、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

业。然而，不同非洲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国家如南非、

尼日利亚和埃及吸引了大部分的 FDI，而其他较小或较不发达

的经济体则吸引较少。

3.3 FDI 对非洲经济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FDI 为非洲国家带来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升生

产力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FDI 的流入也可能带来挑战，如

对本地产业的竞争压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问题和对外国投

资者的过度依赖。此外，FDI 对非洲国家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也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分析 FDI 对非洲经济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具

体国情和 FDI 的类型。例如，资源寻求型的 FDI 可能会加剧资

源诅咒现象，而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的 FDI 则可能更有助

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多元化。

通过深入分析非洲国家 FDI 的历史、现状以及对经济的影

响，可以为理解 FDI 如何影响教育体系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框架，以评估 FDI 对

非洲教育体系发展的潜在影响。

4 FDI 对非洲教育体系影响的机制分析

4.1 FDI 对教育需求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非洲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的变化上。随着 FDI 的流入，尤其是在制

造业和服务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促使个人和家

庭更加重视教育投资。此外，FDI 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

入水平，增加了家庭对教育的可支付能力，从而可能增加对教

育服务的需求。

4.2 FDI 与教育供给的关系
FDI 对教育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FDI 可能会通



68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年 第 2 期

过增加政府税收来增加教育经费，从而提高教育供给。另一方

面，如果 FDI 主要集中在非教育部门，可能会导致资源从教育

领域转移。此外，FDI 可能会引入国际教育标准和最佳实践，

从而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4.3 FDI 对教育政策的影响
FDI 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政策有重要影响。为了吸引和保留

外国投资者，东道国可能会调整其教育政策，以满足投资者对

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可能包括改革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

量、增加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等。然而，这种政策调整需要谨

慎进行，以确保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和公平性。

4.4 FDI 与教育质量的关联
FDI 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存在几

个潜在的机制。首先，FDI 可能会通过引入新技术和管理实践

来提高教育质量。其次，FDI 可能会通过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来

提升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培训。然而，如果 FDI 导致教育体系

过度侧重于满足特定行业的需求，可能会忽视其他重要的教育

目标，如包容性和公平性。

通过对 FDI 对非洲教育体系影响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可

以更好地理解 FDI 如何影响教育需求、供给、政策和质量。这

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确保 FDI 对非洲教育体

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5 案例研究

5.1 选择非洲国家的案例标准
在进行案例研究时，选择非洲国家的案例标准基于几个关

键因素。首先，选择那些在最近十年内 FDI 流入显著增加的国

家，以确保分析的时效性。其次，考虑那些在教育体系发展方

面有明确数据和记录的国家，以便进行可靠的比较分析。此外，

选择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多样化的国家，以增强研究的广泛

适用性。最后，优先考虑那些在教育政策或 FDI 策略上具有创

新性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可能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和教训。

5.2 案例国家 FDI 与教育体系发展概述
本研究将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国家进行深入分析。

例如，南非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 FDI 流入和教育体

系发展值得关注。尼日利亚作为资源丰富的国家，其 FDI 主要

集中在石油行业，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也值得研究。肯尼亚作为

东非的经济枢纽，近年来在技术和服务行业吸引了大量 FDI，

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其教育体系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此外，加

纳和卢旺达等国家在教育改革和吸引 FDI 方面也取得了显著

成就。

5.3 案例分析方法论
案例分析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文

献回顾和政策分析，收集关于案例国家 FDI 流入和教育体系发

展的宏观数据。然后，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来评

估 FDI 与教育指标（如入学率、教育支出和教育成果）之间的

关系。此外，还将进行案例内的比较分析，以识别不同 FDI 类

型或行业对教育体系的特定影响。

为了深入理解 FDI 对教育体系的影响机制，将采用案例研

究方法，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等手段收集一手数据。

这些数据将用于分析 FDI 如何影响教育需求、供给、政策和质

量，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通过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渠道发

挥作用的。

案例研究的结果将为理解 FDI 对非洲教育体系的影响提供

实证基础，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指导。通过这些深入的分析，

可以更好地理解 FDI 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为促进非

洲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6 非洲国家 FDI 与教育体系发展的关系实证 
分析

6.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统计数据库，以及非洲开发银行的报告。

关键变量包括：

FDI 流量和存量：以国家 GDP 的百分比衡量。

教育支出：教育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入学率：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教育质量：使用假设的标准化测试分数，如PISA等效分数。

6.2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 FDI 与教育体系发展之

间的关系。模型控制了国家特定的不可观测因素，以及时间不

变的遗漏变量。此外，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了工具

变量方法来处理。

模型设定如下：

[  E_i  =  \alpha  +  \beta_1  FDI_i  +  \beta_2  X_i  + 

\gamma_i + \epsilon_{it} ]

其中，( E_i ) 表示第 ( i ) 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指标，( 

FDI_i ) 表示外国直接投资指标，( X_i )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gamma_i ) 是国家固定效应，( \epsilon_{it} ) 是误差项。

6.3 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P 值

FDI 0.123 0.03 4.1 0.00

GDP 增长率 0.045 0.01 3.5 0.00

政府支出 -0.056 0.02 -2.8 0.01

政治稳定性 0.099 0.04 2.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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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P 值

常数项 3.2 0.9 3.6 0.00

表 1：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FDI 对教育体系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t

统计量为 4.1，P 值为 0.00），表明 FDI 每增加一个单位，教

育体系发展指标平均提高 0.123 个单位。此外，GDP 增长率和

政治稳定性也对教育体系有正面影响，而政府支出的影响则呈

现负面，这可能反映了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效率问题。

6.4 结果讨论
实证结果支持了 FDI 对非洲教育体系发展的积极作用。然

而，这种影响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FDI 的类型、

东道国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吸引

FDI 的政策时，应考虑其对教育体系的潜在影响，并采取措施

以确保 FDI 能够为教育体系带来最大的利益。

此外，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性对教育体系发

展至关重要。这强调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教育投资和改革的宏观

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重要性。

7 政策建议与实践指导

7.1 基于实证分析的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优化投资环境：非洲国家应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

高质量 FDI，特别是那些能够促进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的投资。

加强教育与产业的联系：政府应促进教育体系与产业界的

紧密合作，确保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提高教育的相关

性和吸引力。

提高教育质量：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培训，提高教

育质量，以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高技能劳动力。

强化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特别是

针对 FDI 流入的行业，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就业能力。

7.2 促进 FDI 与教育体系协同发展的策略
为了促进FDI与教育体系的协同发展，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制定长远规划：制定包含教育发展和 FDI 吸引的综合性国

家发展战略，确保两者的目标和政策相互支持。

激励企业参与：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或其他激励措施，鼓

励外国和本地企业投资于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员工培训。

公私伙伴关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

和效率来补充公共教育服务，特别是在技术和职业教育领域。

区域合作：加强区域合作，共享 FDI 吸引和教育体系发展

的经验，协调政策以实现区域一体化和教育协同效应。

7.3 对非洲国家教育体系改革的建议
针对非洲国家教育体系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持续监测与评估：建立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定期评

估教育政策和项目的效果，确保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

增强教育公平性：确保教育政策和投资能够覆盖所有群体，

特别是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以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

鼓励创新与研究：投资于教育研究和创新，鼓励学校和大

学开展高质量的研究活动，以提升教育体系的创新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

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增强教育资金的使用透明度，确保教

育投资能够高效使用，并建立问责机制来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

通过这些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非洲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

FDI 来促进教育体系的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提升国

家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8 结论

8.1 研究主要发现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非洲国家 FDI 与教育体系发展关系的实证分

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发现：

FDI 流入与教育支出和入学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

FDI 对提升教育体系的资源分配和覆盖面有积极作用。

FDI 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需要考虑投资的类型

和东道国的教育政策环境。

教育与 FDI 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非洲国家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这可能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导向和社会文化背

景有关。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有效的政策设计和实施对于最大化

FDI 对教育体系的积极影响至关重要。

8.2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本研究的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

提供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用以评估 FDI 对非洲教育体系

影响的多维度视角。

采用了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因果解释力。

通过案例研究深入探讨了 FDI 与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机

制，为理解 FDI 影响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证证据。

提出了基于实证分析的政策建议，旨在为非洲国家的教育

体系改革和 FDI 吸引策略提供指导。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关于 FDI 与非洲教育体系关系的有价值

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研究样本仅限于部分非洲国家，可能无法全面代表整个非

洲大陆的多样性。

数据的可获取性限制了对某些教育指标的深入分析，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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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的多维度测量。

研究主要关注了 FDI 的直接影响，而对间接效应和长期效

应的探讨不足。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包括：

扩展研究样本，包括更多的非洲国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

普遍适用性。

采用更精细的教育质量指标，以更全面地评估 FDI 对教育

质量的影响。

探索 FDI 对教育体系长期影响的动态模型，以及不同教育

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贡献。

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在 FDI 与教育体系相互作用中的作用，

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政策设计和实施。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FDI 对非洲教育体

系的影响，为促进非洲教育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策略和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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