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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述

２０ １ ６ 年国际贸易学综述

东艳 、 李春顶 、 丁艳明
＃

【 内容提要 】
２０ １ ６ 年国际贸易的 国 内外学术研究前沿主要集 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 、 生产

分割和全球价值链 、
传统贸易框架下的研究 以及中 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 本文主要

从这四个方向梳理了国 内外的研究文献 。 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集 中在异质性企业的贸

易行为选择 、 贸易的效应以及其他因素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 传统贸易框架下的

研究集中在贸易与增长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区域贸易协定和贸易壁垒 。 在政策研究方面 ，

中 国开放性经济体制构建及相关理论分析是本年度 国内研究的重点 。

【 关键词 】 国际贸易 异质性企业 全球价值链

一

、 引 言

２０ １６ 年国 际贸易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主要是在异质性企业 的理论框架下分析 国际贸易的

问题 ， 包括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 、 贸易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以及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贸易

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的研究也是
一个重要的前沿方向 ， 包括在异质性

企业框架下的分析和传统框架下的分析两个方面 。 另外 ， 在传统 的古典 、 新古典以及新贸易

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贸易问题的文献也具有相当规模 ， 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贸易与增长 、 贸易

与劳动力市场 、 区域贸易协定以及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等 。 中 国的贸易政策研究方面 ， 开放

型经济体制的构建及相关理论分析是重点 。

国外前沿文献方面 ， 本文选择八大国际前沿期刊￥在 ２０ １６ 年发表的 国际贸易研究论文作

为样本进行分析 。 从发表论文的期刊统计看 ， 领域内顶级刊物 《 国际经济期刊》 ＵｏｕｍａＺ ｏ／

／ｒａｔｅｍａｆｉｏｒａａ／ ￡ｃｏｒａ〇ＯＴｉＭ
） 发表的国际贸易文献最多 ， 共有 ３５ 篇 ； 综合性经济类顶级刊物 《美

国经济评论 》 Ｍｍｅｒ ｉｃａｆｉ ￡ｃｏ？ｏｍ ｉｃ ｉ？ｅｉ
；ｉｅＭ ；

） 发表的 国际贸易论文数量位列第二 ， 有 ６ 篇
；

《经

＊ 东艳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员 、 国际贸易室主任 ，

ｄ ｏｎｇｙ
ａｎ＠ ｃａｓｓ ． ｏｒ

ｇ
． ｃｎ

。 李春顶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ｃｈｕｎｄｉ ｎ
ｇｌ

ｉ ＠ １２６ ． ｃｏｍ 。 丁艳 明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ｙ
ａｎｍｉｎ

ｇ
－

ｄｏｎ
ｇ
＠ １６３ ． ｃｏｍ 。 国外文献梳理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李春顶 、 东艳 （ ２０ １７ ） ：

“

２０ １ ６ 年国际贸易 国外学

术研究前沿
”

， 《国外社会科学》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 ， 自 负文责 。

① 本文 国外文献选择的八份最主要经济学和 国际 贸易 领域前沿期刊是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ｒｉ ｃａ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

ｌＥ ｃ ｏｎｏｍ
ｙ ，Ｑｕａｒ ｔｅｒ

ｌｙ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Ｅ ｃｏ 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ｖｉ 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ｕ ｄｉｅｓ
，

Ｒｅｖｉ 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和

Ｔｏｕｍａ ／Ｅｃｏ／ｉｏｍ ｉ
ｃｓ 。 期刊选择兼顾经济学

类顶级和国际贸易学科顶级两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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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评论 》 （ 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ｕｄ ｉｅ ｓ ）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 ４ 篇
；

《经济学季刊》 （ Ｑｕａｒ ｔｅ ｒ
？

ｌ

ｙ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
３
篇（见图

１
）〇

从发表论文的领域统计看 ， 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发表的文献共 ２ ２ 篇 ，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

下的研究文献 ２２ 篇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的文献 ９ 篇 ， 分别 占 ５３ 篇总文献 的 ４ １ ． ５％

、

４ １ ． ５％ 和 １ ７％
。 具体到异质性企业领域 ，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文献有 ９ 篇 ， 其他因素

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文献 ６ 篇 ， 贸易和贸易开放的效应文献 ５ 篇 ， 其他 ２ 篇 。 而具体到传统

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贸易与增长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区域贸易协定和贸易壁垒文献各

有 ４ 篇 ， 其他 ６ 篇 （ 见图 １ ） 。

传 统 理 论 ＊架 文 献 的《 域分 布

文献数麗

图 １２０１ ６ 年国 际贸易 文献的期刊和领域分布

数据 来源 ： 作者计算整理 。

从细分的领域和期刊统计看 ，
顶级经济学类期刊 《美国 经济评论》 （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的 ６ 篇论文中 ， 传统理论框架下 的分析论文有 ３ 篇 ， 集 中在贸易与增长 和贸易与劳

动力市场两个方面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论文有 ２ 篇 ，

而异质性企业贸易论文仅有 １ 篇 。

《计量经济学 》 （
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

ｒｉｃａ ） 杂志在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发表 了 １ 篇论文 。 《经济学季刊 》

（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
ｙ

Ｊｏｕ ｒｎ ａｌｏ ｆ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 ｓ
） 杂志的 ２ 篇论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的贸易行为选择领域 。 《 国

际经济评论》 （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 ｏｎｏｍｉ ｃＲｅ ｖｉ ｅｗ

） 杂志的 ２ 篇论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 的 贸易行为

选择领域 。 《 经济研究评论》 （
Ｒｅ ｖ 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ｕｄ ｉｅ ｓ ） 的 ４ 篇论文 ， 在全球价值链领域有

２ 篇 ， 异质性企业和传统理论框架各 １ 篇 。 《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 》 ｏ／ ￡ｃｏｎ〇？
＇

ｃ ｓａｍｉ

Ｓｔｏｔ ｉＷ ｃｓ
） 的 ２ 篇论文都在传统理论框架下的分析领域 。 而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国际

经济学杂志》 （ ■
／〇？ｍａ〗 〇／ ／ｒａｔｅｒｎａ？ ｉｏｎ＾ ￡

＇

ｃｏｎ〇ＯＴＺｃｓ ） 发表的 ３５ 篇论文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

有 １ ５ 篇 ， 传统框架下的研究有 １ ５ 篇 ，
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领域有 ５ 篇 。

在国 内研究文献的选择方面 ，

主要选取八份重点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期刊梳理 了现有研

究① 。 国 内外前沿研究领域之外 ，
国 内文献的

一个重要方面还包括对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

论和实践的研究 ， 涵盖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分析 、 中 国贸易特征与结构转型分析 ， 其

他中国经贸发展的现实问题如
“
一

带
一

路
”

和
“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

等 。

① 这八份期 刊包括 《 中 国社会科学》 、 《经济研究》 、 《 经济学 （
季刊 ） 》 、 《 世界经济》 、 《 管理世界 》 、

《财贸经济 》 、 《 国际经济评论》 和 《 国际贸易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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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 传统理论框架下的国 际贸易问题分

析以及中 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和实践等四个方面具体梳理和评论现有文献 。

表 １２０１６ 年国外国 际贸易文献分布情况 （ 单位 ： 篇
）

类别 ＡＥＲ Ｅ ＪＰＥ ＱＪＥ ＩＥＲ ＲＥ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ｔａｔ
ｉ
ｓ Ｊ ＩＥ 合计

１ ． 异质性企业贸易 １ １ ０ ２ ２ １ ０ １ ５ ２２

（
１

） 贸易行为选择 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５ ９

（
２

） 贸易与 贸易 自 由

化效应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５

（ ３ ） 其他因素对企业

的影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６

（４ ） 其他议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２ ． 生产 分割 与 全球 价

值链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５ ９

３ ． 传统 理 论框 架 下 的

研究
３ ０ ０ １ ０ １ ２ １５ ２２

（ １ ） 贸易与增长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４

（ ２ ） 贸 易 与 劳 动力

市场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４

（ ３ ） 区域贸易协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
４

） 贸易成本与贸 易

壁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４

（ ５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６

合计 ６ １ ０ ３ ２ ４ ２ ３５ ５３

注 ： 表中 ，
ＡＥＲ

是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ｅｙｉｅｗ？ 的缩写 ，

Ｅ是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 ｉｃａ的缩写 ，
ＪＰＥ是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缩写 ， ＱＪＥ是 Ｑ
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的缩写 ，

ＩＥＲ是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Ｅｃｏｎ ｏｍ ｉ

ｃＲｅｖｉｅｗ
的缩写 ，

ＲＥＳｔｕｄ
ｙ
是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ｕｄ ｉｅｓ的缩写 ，

ＲＥｓｔａｔ ｉｓ 是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的缩写
，

ＪＩＥ是Ｊｏｕｍｏ／

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缩写 。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二 、 异质性企业贸易研究

从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 ， 已经全面地成为当前国际贸易文献的前沿主

体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的主题逐步深入和扩展 。 ２０ １６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的

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行为选择 、 贸易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以及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的其他

贸易政策的影响研究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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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主要包括进 口和出 口选择 、 贸易品 的价格和质量选择、 市场

选择 、 贸易品种类选择 （ 多产品企业 ） 以及贸易动态选择等 。 ２０ １ ６ 年的研究集中在异质性企

业的进出 口动态分析 ， 包括进入和退出贸易市场 、 企业的扩张和发展以及出 口质量选择 、 出

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选择 、 多产品选择 。

国外综合性经济学期 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Ａｒｋｏ ｌａｋｉｓ（
２０ １６ ）

？ 建立了
一

个分析企业动态

贸易选择和增长的
一

般均衡模型框架 ， 指出企业的增长是不断增加 的潜在竞争者激励创新和

生产率提升的结果 ，
企业进人一个新的出 口市场需要保证获得的收益足以抵消市场进人的边

际成本 。 模型的校准结果发现企业的增长与初始规模成反 比 。 Ｒｈ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２０ １６

）

② 分析

了企业的物质资本投资与出 口选择的动态关系 ， 指 出新的投资会促进
“

年轻
”

的出 口企业更

快地成长并在出 口市场生存更久 ， 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成本结构对于出 口和投资的影响很明显 。

Ｋ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金融摩擦对企业出 口动态的影响 ， 探求金融摩擦贸易壁垒如何作

用于企业的出 口决策
，
实证发现金融摩擦会显著削弱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是

一

个重要的贸易

壁垒 。 Ｓａｍｐｓｏｎ（ ２０ １６ ）

？ 构建了
一

个异质性企业贸易和增长的思想流动理论 ， 用 以分析企业

的动态贸易和增长选择 。

国外领域内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Ｃｏｎｃｏｎ 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⑤ 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异质性企业

出 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 ， 指出多数企业都是先出 口某国外市场再投资 ，
理论分

析的结果认为企业的出 口经验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 ，
不确定性越大则企业投资的选择

越谨慎 。
Ａｌｃａ ｌａ（

２０ １６ ）
？ 从质量的维度分析了异质性企业产品之间专业化和产品 内部专业化

之间的关系 ， 模型的均衡分析结果发现 ， 每个国家都出 口 一系列不同质量的 同一产品 ， 其他

国家的工资差异 、 贸易摩擦和绝对优势影响这些产 品的质量选择 。 Ｌｏｐｒｅｓｔｉ（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贸易成本的下降对多产 品企业的产品范围选择的影响 ， 发现企业依赖国外市场的程度异质性

会影响选择 ，
依赖 国 外市场程度越大的企业越会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和范围 。 Ａｒａｕ

ｊ
ｏｅ ｔ ａ ｌ ．

①Ａｒｋｏ ｌ
ａｋｉ

ｓ
，
Ｃ ．（ ２０ １６ ）

．Ａ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ｅ ｌｅｃ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

１ ３ １（
１

）
，
８９

－ １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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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６

）

① 分析了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制度和出 口经验对企业出 口动态的影响 ， 发现企业向契

约信用高的国家出 口更多且出 口时间更长 ， 同时有出 口经验的企业也出 口更多 。 Ｍａｎｏｖａ ＆Ｙｕ

（
２０ １６

）

？ 使用中 国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摩擦如何影响企业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之间选择 ，

以及不同的选择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 结果发现信贷约束会促使企业选择加工贸易和组装贸

易 ， 所 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组织和全球生产网络 。

国 内期刊的文献如下 。 刘军 （
２０ １ ６

）

？ 从异质性企业的微观层面证实了
“

出 口 － 产能假

说
”

不适用于中国企业 ， 内需不足 、 外需依赖 、 国企低效和体制扭 曲等因素是
“

出 口
－ 产能

假说
”

不适用 中国的主要原 因 。 张国峰等 （
２０ １ ６ ）

？ 利用 Ｔｍｎｃｒｅｇ模型 、
Ｈｅ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

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 研究了在地区和行业异质性层面上 的产业集聚与企业出 口之间 的关

系 ： 产业集聚的沟通外部性对出 口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 加工贸易的作用强于一般出 口 贸易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假定在没有生产率冲击时 ， 若企业在初期可以 支付足够的 固定成本 ，
则

该企业 的出 口关系将稳定存在 。 但现实中 ，
企业 － 产 品 － 市场 的关系变动较为频繁 ，

企业出

口边界的动态演变成为实证研究所关注 的领域 。 张杰等 （
２０ １６

）

？ 系统研究 了企业出 口 和生

产率的关系 。 文章通过多元选择概率模型及改进的倾向得分匹配 （
ＰＳＭ － ＤＩＤ

） 方法 ， 结合

中 国经验 ， 发现直接出 口企业或混合贸易企业的出 口活 动存在显著的
“

自我选择效应
”

，

一

般贸易企业出 口 活 动 的
“

自 我选择效应
”

和
“

出 口 学 习 效应
”

均显著 。 杨汝 岱 、 李艳

（
２０ １６

）

？ 从微观层面研究中 国出 口动态演变及影响机制 ， 发现企业在产品 、 市场的选择 中存

在
“

试错
”

过程 ， 企业的产品选择试错的难度较大 ，
而企业对市场的试错性选择是决定配对

关系存活率的核心因素 ， 而移民 网络在这一过程 中发挥 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 移 民网络通过降

低出 口 目 的市场的不确定性 ， 提高在位出 口关系 的 出 口 额增长率 ，
及新进人出 口关系 的存活

率 。 赵玉奇 、 柯善咨 （ ２０ １６
）

？ 分析 了 市场分割对 中 国 出 口 企业 的生产率准人 门 槛 ， 用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的 中国数据构建异质性企业出 口决策模型 ， 发现市场分割对企业出 口有 明显的

扭曲激励 ， 分割越严重越促使低效率企业转向 国际市场 ， 同时也为研究地区间贸易的不平衡

提供了新的想法 。 易先忠等 （
２０ １ ６ ）

？ 创新地用 国外市场份额客观度量本土企业出 口竞争力 ，

利用 ２００３
－ ２０ １２ 年全球 电子消费品行业 １２５２ 家企业数据 ， 从微观层面探究 了 以电子消费品

为代表的国内大市场和本土企业出 口竞争力 的关系 ，
指出 国 内市场的扩张有助于增强本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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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本地市场偏好 ， 但是对本土企业的出 口竞争力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

（ 二 ） 异质性企业层面贸易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贸易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是国际贸易研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 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的文

献关注贸易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 ２０ １６ 年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和生产率的影

响 ， 影响关税开放效应的因素以及贸易 自 由化对多产品企业价格 、 利润和边际成本的影响 。

国外综合性经济学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ＤｅＬｏ ｅｃｋ ｅｒｅｔａｌ ．（

２０ １６
）

①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

方面分析了贸易 自 由化对企业的定价 、 利润 和收益 以及边际成本的影响 ， 发现贸易 自 由化会

降低企业产品 的 出厂价 ， 产出关税具有增强竞争的效应 ， 并且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幅度更大 。

Ｓｅｑｕｅ ｉｒａ（２０ １６ ）

？ 使用非洲南部国家的企业数据发现关税 自 由化的贸易弹性很小 ，
进一步的

分析揭示腐败是导致关税减让对贸易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 在非洲南部的低廉行贿就可以换取

关税的免征 。 Ｂｌ 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③ 使用 中 国数据分析 了进 口竞争对企业创新和生产率的影

响
， 发现进 口竞争引起了企业的技术提升以及生产要素 向高技术企业的流动 。

国外领域内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Ｌ ｉｕ＆
Ｑ

ｉｕ（ ２０ １ ６ ）

④ 使用中 国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 了

中间 品的进 口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结果发现投入品关税下降存在两方面效应 ，

一

方面带来创

新成本的下降进而刺激创新 ， 另一方面进 口技术的成本下降进而不利于创新 。 中 国的情形是

整体上不利于企业创新 。

国内 中文的文献方面 ， 陈雯 、 苗双有 （ ２０ １６ ）

？ 在异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下 ， 通过构建

理论模型 ， 探讨了贸易 自 由化下的中间品进口 与企业技术的影响机制 ， 并采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 发现人世后 中间 品贸易 自 由化显著地促进了 中国制造

业出 口企业采用高技术 ，
而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水平对促进作用 的发挥具有影响 。 周 茂等

（
２０ １６

）

？ 同样利用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 ， 利用
“

倍差法
”

研究了贸易 自 由化背景下的进 口竞争

对中 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 发现通过进 口 竞争效应 ， 贸易 自 由化显著促进 了 中 国的产业结

构优化和升级。 加入 ＷＴ０ 后 ， 在激增的进 口竞争冲击下 ， 城市内产业间的优化再配置成为了

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来源 。 而在服务业领域 ， 武力超等 （ ２０ １６
）

？ 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

了生产性服务业 自 由化对对微观企业出 口 的影响 ， 发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
主要得益于服

务价格下降和质量提升引致的成本下降 ，
其 中通信部门 的效果最明显 ； 企业使用越多的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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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周茂 、 陆毅 、 符大海 （ ２０ １ ６ ） ：
“

贸易 自 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 ： 事实与机制
”

，
《世界经济》 ， 第 １ ０ 期 。

⑦ 武力超 、
张馨月 、 侯欣裕 （

２０ １６ ） ：
“

生产性服务业 自 由化对微观企业 出 口 的机制研究与实证考察
”

，

《财贸经济》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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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和国外来源技术 ， 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出 口密集度的提升 。 李兵等 （
２ ０ １６

）

① 在
“

出 口

学习
”

效应的基础上
， 延续拓展了

“

出 口引致创新
”

的新机制 ， 用
“

专利 申请数
”

构建企业

创新能力新指标 ， 用倾向值匹配后的双重差分 （
ＰＳＭ －Ｄ ＩＤ

） 方法研究了出 口对企业 自 主技术

创新的影响 。 钱学锋等 （
２０ １６ ）

？ 研究 了进口竞争与企业成本加成之间的关系 ， 在贸易 自 由

化背景下 ， 进 口竞争对企业成本加成有显著负影响 ， 但长期 内影响将消失 ， 关税降低引致的

进口 竞争对外资企业成本加成作用更大 ， 而进 口 渗透率更多影响本土企业 。

（ 三 ） 其他变动和因素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

在异质性企业的框架下分析其他 因素 、 政策变动或者约束对于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的影

响 ， 是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该类文献实际上是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的框

架应用到分析外在或内 在冲击的影响上 。 ２０ １ ６ 年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 、 关税价格传

递 ， 中 间品进 口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价格粘性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融资约束对企业

贸易行为的影响 ， 制度和信任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等 。

国外领域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Ｌｕｄｅｍａ ＆Ｙｕ（ ２０ １６ ）

？ 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和内生产 品

质量的情形下分析国外进 口关税对美国出 口 价格的传递效应 ， 模型里企业面对关税的反应有

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两种选择 ， 导致关税的传递不是完全的 ，
而是半完全的情况 。 生产率高

的企业更多提高产品质量 ， 而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多提髙价格 。
Ｉｍｕｒａ（

２０ １ ６
）

？ 分析了价格粘

性对异质性企业内生性 出 口参与的影响 ， 理论和实证的结果都发现当外生的冲击对最优出 口

价格带来显著影响时 ， 出 口 企业的数量会变动并带来出 口的集约边际扩张 。 Ｇａｒｅｔｔｏ（
２０ １６

）

⑤

在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分析了汇率的传递问题 ， 实证发现汇率变化仅仅会引起

贸易品价格的部分变动 ，
而不会完全传递到贸易品价格上 。 进一步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企业层

面的汇率传递是完全的 ，
但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 ，

汇率传递则不 完全 。 Ｃ ｉｎｇａｎｏ＆Ｐｉｎｏ ｔｔｉ

（
２０１６ ）

？ 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了信任对于企业生产组织和比较优势的影响 ， 发现诚信度

高的 国家和地区在委托密集度高的产业上出 口 及产出 比重更大 ， 形成了 比较优势 。 Ｃｈ ｅｎ＆

Ｊｕｖｅｎａｌ（
２０ １ ６

）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汇率变动对质量异质性企业的多产品 出 口行

为的影响 ，
发现汇率贬值对高质量产品 的影 响是引起更多价格变化 ， 而 出 口 量变化较小 。

①李兵、 岳云嵩 、 陈婷 （ ２０ １ ６ ） ：
“

出 口与企业 自主技术创新 ： 来 自企业专利数据的经验研究
”

， 《世界

经济》 ， 第 １ ２ 期 。

② 钱学锋 、 范冬梅、 黄汉民 （ ２０ １６ ） ：
“

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
”

， 《世界经济》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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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

① 使用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 中间品进 口对企业出 口 的影响 ， 发现进 口

中间品越多 ， 企业的出 口值和范围都会增加 。 Ｇａｎ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 使用 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实

证分析了最低工资的变化对于中国 出 口企业行为的影响 ， 发现最低工资增长 １０％会带来企业

的出 口 可能性下降 ０ ． ９％ 并且出 口额下降 ０
． ９９^

国内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周琢 、 陈钧浩 （
２０ １６

）

③ 使用
“

Ｄ －

Ｓ 模型
”

和
“

倍差法
”

讨论了出 口退税率和企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出 口企业利润

率的影响 ， 结果显示 出 口退税率对出 口企业利润率的拉升作用有限 ；
对一般贸易 出 口企业 ，

汇率变动比出 口退税率的效果明显 ；
汇率变动对一般贸易出 口企业利润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

吴晓怡 、 邵军 （ ２０ １ ６ ）

？ 从关税减让的维度研究 了进 口开放对中 国制造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

文章以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 ， 发现最终产品关税的下降对提升制造业能源效

率有促进作用 ， 尤其是高耗能产业 ； 而投人品关税变化的影 响不显著。 齐俊妍 、 吕建辉

（
２０ １ ６

）

？ 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进行扩展 ， 构建了出 口净技术复杂度的计量模型 ， 从技术异质

性的角度证明 了进 口 中间品对相同技术水平的产品 出 口净技术复杂度影响为正。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 口方式的选择具有相互双向影响关系 。 蒋冠宏 （
２０ １６

）

？ 立足企业间

接出 口 的视角 ， 基于扩展的 Ｍ ｉ ｌｉｔｚ 模型和 ２０ １ ２ 年世界银行数据 ， 研究了融资约束与中 国企业

出 口模式之间的关系 ， 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增加 了企业间接出 口 的可能性和规模
，
企业规模 、

经营时间 、 外资和研发投人对企业出 口模式的选择具有反 向影响 。 余子 良 、 佟家栋 （
２０ １６

）

⑦

研究了 出 口行为对不同所有制的 中国 工业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 文章分离出 三种影响渠道 ，

结果显示 出 口行为可 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融资约束 ，
对国有企业影响微小 ，

但

能减轻
“

预算软约束
”

问题 。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化发展 ， 国 际贸易分工的研究也从国家 、 行业 、 企业层面 向产 品

层面及同一产品的不同质量层面推进 。 余淼杰 、 李乐融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进 口关税减免对进

口 中间品质量的影响 。 他们估计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
来 自 ２０３ 个国家的 ３７ １４ 种进口 中 间品的

质量 ， 发现进 口关税的下降提升了进 口 中 间 品的质量 ，
贸易 自 由化有利于促进中 国进 口 中 间

品质量提升 ，
而高质量的进 口 中间品促进了 中国 国 内产品及出 口 品质量的提升 ， 对促进中 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 、 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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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周琢 、 陈钧浩 （
２０１６

） ：
“

出 口退税和汇率变动对中国 出 口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

，
《世界经济》

，
第 １２期 。

④ 吴晓怡 、 邵军 （ ２０ １６ ） ：


“

进 口开放对中 国制造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关税减让的实证分析
”

，

《财贸经济 》
， 第 ６ 期 。

⑤ 齐俊妍 、 吕建辉 （ ２０
１ ６ ） ：

“

进口 中间品对中 国出 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技术水平

中间 品的视角
”

，
《财贸经济》 ， 第 ２ 期 。

⑥ 蒋冠宏 （
２０ １ ６ ） ：

“

融资约束与 中 国企业出 口方式选择
”

，
《财贸经济 》

，
第 ５ 期 。

⑦ 余子 良 、 佟家栋、 （ ２０ １ ６ ） ：
“

所有制 、 出 口行为与企业融资约束
”

， 《世界经济》 ， 第 ３ 期 。

⑧ 余淼杰 、 李乐融 （ ２０ １ ６ ） ：
“

贸易 自 由化与进 口 中 间 品质量升级
——来 自 中 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

”

，

《经济学 （ 季刊 ） 》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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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企业的加成率问题也是关注的热点 。 黄先海等 （
２０ １ ６ ）

？ 的研究认为 中国 的 中 间 品

进 口企业存在
“

低加成率之谜
”

， 即 中国 中 间 品进 口企业加成率低于非进 口企业 ， 他们认为

中国加工贸易的特性是引发
“

低加成率之谜
”

的重要原因 ，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

了中 间品进 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 ，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 、 以及促进中 国

贸易结构优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 。 余淼杰 、 袁东 （
２０ １６ ）

？ 分析 了贸易 自 由化对成

本加成的影响 ， 并考察了加工贸易的作用 。 通过构建三个企业层面的关税数据 ， 较为全面地

衡量了贸易 自 由化的水平 ， 这三个层面包括外国关税 、 中间投人品的关税 以及最终品关税 。

研究结论表明 ： 外国关税和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促进企业成本加成上升 ， 而国 内最终品关税

将导致企业成本加成下降 ， 这主要源于内销企业面临降价压力所致 。 随着加工贸易参与度 的

增加 ， 关税对成本加成影响的效果呈现逐步减弱的态势 。

（ 四 ） 其他议题

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的其他议题整合后的零散主题包括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与增长 、

贸易与资源配置等 ，
具体的 国外文献如下。 ＫＵＩ７ ＆Ｓｅｎｓｅ ｓ（

２０ １６ ）

？ 实证分析 了进 口 和出 口

对于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 结果发现贸易企业的贸易频度和就业变动负相关 ， 投入 品进 口 比

重大 、 从更多国家进 口 以及从低收入国 家进 口 多的进 口 企业的就业变动更大 ， 出 口 比重大 、

出 口 目的地少 以及出 口低收人 国家的 出 口企业就业变动大 。 Ｏｕｒｅｎ ｓ（ ２０１ ６ ）

？ 在异质性企业

框架下分析了贸易和增长的关系 ， 发现由于进 口竞争 ， 消费者从贸易开放的即刻静态效应将

是受损的 ， 动态效应才会由 于消费多样化而受益 。

具体的 国 内文献如下 。 马述忠等 （
２０ １６

）

？ 拓展了异质性企业模型 ， 探究 了 出 口 贸易 的

转型升级对人 口红利下降压力的缓解作用 ： 扩大企业 出 口有利于促进就业 ， 且加工贸易的促

进作用大于
一

般贸易 ， 出 口企业生产率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会对就业产生负 向影响 。 最低工

资保证了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 ， 也是所有企业包括出 口企业核算成本的影响 因素之
一

。 赵

瑞丽等 （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最低工资与企业出 口 风险和持续时间 的关系 ， 指出 最低工资上涨对

生产率或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 、 国有企业 、 民企和外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 扩大固定资产

投资是增加企业出 口持续时间 的重要渠道 。 钱学锋等 （
２０ １ ６

）

？ 利用嵌人 国有偏向 型政策和

出 口 偏向型政策的 Ｍｅ ｌｉｔｚ 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 ， 重新评估了 中 国贸易利益 ， 讨论了
“

政策引

①黄先海 、 诸竹君 、 宋学印 （ ２０ １６ ） ：
“

中国中间品进 口企业
‘

低加成率之迷
’
”

， 《管理世界》 ， 第 ７ 期 。

② 余淼杰 、 袁东 （ ２０ １６ ） ：
“

贸易 自 由 化 、 加工贸易与成本加成一来 自 中 国 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

，

《管理世界》 ， 第 ９ 期 。

③Ｋｕ ｒｚ
，

Ｃ ．＆Ｓｅｎ ｓｅｓ
，

Ｍ． Ｚ． （
２０ １ ６ ）

．Ｉｍ
ｐ
ｏｒｔｉｎ

ｇ ，ｅｘｐｏｒ
ｔ
ｉ
ｎ
ｇ ，



？

ａｎｄｆ ｉ ｒｍ
－

ｌｅｖｅ ｌｅｍｐｌｏ
ｙ
ｍｅｎｔｖｏｌａｔｉ

ｌｉ
ｔ
ｙ．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９８ ，１ ６０
－

１ ７５ ．

④Ｏｕｒｅｎｓ
，Ｇ．（

２０ １６ ）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ｇ
ｒｏｗｔｈ ｗｉ

ｔｈ ｈｅ ｔｅｒｏ
ｇ
ｅｎｅｏｕ ｓｆｉ ｒｍ ｓｒｅｖｉ ｓｉ

ｔ 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１ ００ ，１ ９４

－

２０２ ．

⑤ 马述忠 、 王笑笑 、 张洪胜 （
２ ０ １６ ） ：

“

出 口 贸易转型升级能否缓解人 口红利下降的压力
”

， 《世界经

济》 ， 第 ７ 期 。

⑥ 赵瑞丽 、 孙楚仁 、 陈勇兵 （ ２０ １６ ） ：
“

最低工资与企业 出 口持续时间
”

， 《世界经济》 ， 第 ７ 期 。

⑦ 钱学锋 、 毛海涛 、 徐小聪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 型政策引致的资

源误置视角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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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型资源误置
”

对贸易的影响 ， 结果显示双重偏 向型政策使得资源在 国有企业 、 私有企业和

整体经济间配置有误 ， 降低了贸易福利 。 以模拟中 国数据为例 ， 贸易生产损失率为 ５ ． ６７％ －

１６
． ５４％ 。 刘航等 （

２０ １６
）

① 创新性地从需求侧解释了出 口波动和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 ，
并从

“

销售效应
”

和
“

竞争效应
”

两个维度判定了行业受影响的异质性 ， 发现出 口增速放缓对 国

内制造业产能过剩影响并不显著 ， 但是行业中小企业或者非国有资本的提高对出 口影响产能

过剩的效应有强化作用 ，

“

竞争效应
”

在大型国有企业 中作用明显 。

三 、 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

异质性企业的全球组织生产行为选择是新 －新贸易理论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
内容

包括企业在国 内 和 国外的外包选择 、 垂直和纵 向
一

体化的选择以及全球的价值链分析等 。

２０ １６ 年文献重点关注垂直
一体化的决定因素 、 影响 ，

外包的动态选择和影响以及全球价值链

中的 出 口 国内附加值问题 。

综合性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Ａ ｌｆａｒｏｅｔａｌ

．（
２０ １６

）

？ 分析 了价格对垂直
一

体

化选择的影响 ， 发现产品市场高的生产价格会促使企业选择垂直
一体化以 降低成本 ， 所以 贸

易保护 由于会提高价格进而可以促进企业
一

体化的选择。
Ａｌｌａｉｎ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③ 分析了垂直
一

体化对
“

敲竹杠
”

问题的影响 ， 指出垂直
一体化能够避免事前的

“

敲竹杠
”

行为 ， 但会引

起事后的
“

敲竹杠
”

。 （
Ｂｌｏｏｍ 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６

）

？ 使用 中国数据计算 了出 口 中的 国 内附加值 ， 发

现国 内附加值在不断提高 ，
使用 国 内原材料替代进 口 原材料促使 国 内附加值提高 了 ６５％ －

７０％ 。 Ｌｏｓｅ ｔａ ｌ ．（
２０ １６

）

？ 提出了
一

个出 口附加值分解和核算的方法 。

领域内顶级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Ｄｕｖａｌｅｔａ ｌ ．（

２０ １６
）

？ 使用 １９９５－ ２〇 １３ 年 ６３ 个发达和

新兴经济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 发现了显著的正相关性 ，

同时产业间增加值贸易 比重的増加能够提蒿经济周期 的同步性 。 Ｋｕｋｈａｒｓｋｙｙ（
２０ １ ６ ）

？ 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关系合约对于企业全球外包行为选择的影响 ， 发现长期合作方向 的存

在会促进企业的垂直
一体化选择 。

Ｒａｍｏｎｄｏ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⑧ 实证分析 了美国跨国公司 的公司

①刘航 、 李平
、
杨丹辉 （ ２０ １６ ） ：

“

出 口波动与制 造业产能过剩
——对产能过剩外需侧成因 的检验

”

，

《财贸经济》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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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贸易和垂直
一体化行为 ， 发现公司 间贸易通常发生在大跨国公司 的大分支企业之间 ， 母公

司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公司 间贸易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 。
Ｚｌａ ｔｅ（

２０ １６
）

？ 分析 了海外垂直投资

对于经济周期传递的影响 ， 理论模型分析得出海外垂直一体化投资选择会带来产出 的联动反

应 ， 带来经济周期 的协动 。 Ｋｒａｕｔｈｅ ｉｍ ＆ Ｖｅｒｄｉｅｒ（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在制度管制松的 国家非政府

组织 （
ＮＧＯ

） 与企业海外垂直
一

体化投资 的关系 ， 指 出消费者用非政府组织监测企业的生

产 ， 非政府组织推动了海外垂直一体化投资 ， 并且增加了
一体化投资企业的收益 。

在全球价值链分解的研究 中 ， 通常忽视 了 国内价值链的影 响 。 苏庆义 （
２０ １６

）

？ 通过建

立分解
一

国内部地区出 口增加值的研究框架 ， 采用 中 国区域 间非竞争型投人产出表和世界投

入产出表 ， 分解省级出 口增加值的来源 。 结果表明 ， 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增加值份额呈

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 与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
以增加值出 口衡量的各省

的 出 口差距比传统统计方式明显降低 ， 以增加值出 口额与以总值出 口衡量 的显性比较优势指

标相比
，
存在较多的差异 ， 研究的结论具有政策意义 ，

中国应注意加强国内地区的生产关联 ，

削减区域间的贸易成本 ， 并谨慎调整贸易结构 。 文章对基于国 内
一

国各地区的贸易关联的分

析具有创新性 。 李跟强 、 潘文卿 （
２０ １ ６ ）

？ 从增加值流转的角度研究 了 中国各地区对全球价

值链嵌人模式 。 他们在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
２０ １４

） 和 Ｗａｎｇ 等 （
２ ０ １４

） 的基础上 ，
将 国内价值链与

全球价值链进行整合 ， 发现中 国在加入 ＷＴＯ 后垂直专业化程度显著增加 ， 各地区逐渐由 内向

型垂直专业化转向外向型垂直专业化 。 吕越 、 吕 云龙 （
２０ １６

）

？ 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加权

估计 ， 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能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
且对参与度较高 的企业和新参与

企业尤为显著 。 倪红福 、 夏杰长 （ ２０ １ ６
）

？ 利用嵌入 中 国区域的全球投人产出表和模型 ， 拓

展了 出 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 ， 发现传统方法高估了 中 国区域的贸易顺差情况 ， 国 内各个区域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渠道虽然不同 ， 但是参与程度逐步加深 。

在对中国 出 口的 国 内附加值测算中 ， 服务投人对制造业 的影响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

问题 ， 作为中 间投人的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及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地

位具有重要作用 。 戴翔 （２０ １６ ）

？ 认为当服务作为中 间投人而进人制造过程时 ， 其可被视为

制造业 内涵服务价值 。 他采用 Ｗ ＩＯＤ数据库的基础数据 ， 测算了 中国 １９９５
－

２０ １ １ 年制造业 出

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 ， 发现总体来看 ， 制造业出 口 内涵服务增加值率逐步提高 ， 国 内服务投

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问题中 占据主导地位 ， 从动态发展看 ， 国 内服务投人增加值的主导

地位有弱化的趋势 ， 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 、 服务贸易开放度 、 制造业资本的有机构成 、 制

造创新能力 、 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
以及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等于 因素影响了 出 口 内涵服

务价值的演进 。 戴翔 （
２０ １６ ） 的研究对 中 国制造业 内涵服务价值进行了 细致的刻画与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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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ｇ
ｅｎｏｕｓＮＧＯａｃ ｔｉ ｖ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 １０ １
，２

２
－

４ １ ．

③ 苏庆义 （ ２０ １６ ） ：
“

中国省级出 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
”

， 《经济研究》 ， 第 １ 期 。

④ 李跟强 、 潘文卿 （ ２０ １６ ） ：
“

国 内价值链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 ： 增加值的视角
”

，
《管理世界》

，
第 ７ 期 。

⑤ 吕越 、 吕云龙 （ ２０ １６ ） ：
“

全球价值链嵌人会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吗——基于双重稳健 － 倾向

得分加权估计
”

， 《 财贸经济》 ， 第 ３ 期 。

⑥ 倪红福 、 夏杰长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 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作用及其变化
”

， 《财贸经济》 ， 第 １ ０ 期 。

⑦ 戴翔 （ ２０ １６ ） ：
“

中国制造业出 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

， 《经济研究》
，
第 ９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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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制造业 出 口 内涵国 内服务价值与国外服务价值的细分及实证研究 ， 有助于理解 中国

服务贸易 自 由化与国内服务贸易产业升级政策 的关系 ， 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发展的

互动性 。

此外 ， 马述忠等 （
２０ １ ６ ）

？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分析了全球农养痈遗患贸易网络的

整体布局及各国在网络中的贸易特征 ， 并检验了遗患贸易网络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的影响 。 冯志轩 （
２０ １６

）

？ 利用 国际投人产出数据库 ， 拓展了
Ｍｏｒｉ ｓｈｉｍａ

－Ｏｃｈｏａ 方法 ， 发现世

界市场存在利润平均化趋势 ， 主要发生在行业之间 ， 并且 国际生产价格是主导市场价格的决

定性变量 。

四 、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传统理论框架下的贸易问题研究包括在古典 、 新古典以及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贸易

及其影响 ， 多数是分析宏观或者产业层面的贸易现象 。 由于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的分析文献占

据了现有研究的主体 ， 故而可以将所有非企业层面的文献归类在一起。
２０ １６ 年的具体文献主

要集 中在贸易与增长 、 贸易与劳动力 市场 、 区域贸易协定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以及其他

方面。

（

一

） 贸易与增长

贸易与增长关注进 出 口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 。
２０ １６ 年的文

献关注贸易与经济衰退 ， 贸易与规模经济效应 ， 贸易与经济增长周期 的关系 以及贸易对于消

费者个体的影响等 。

综合性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Ｅａ ｔｏｎ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③ 建立 了一个动态多 国一

般均衡模型分析经济衰退时期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 模拟的结果发现 ， 经济衰退时 ， 贸易部 门

的需求下降主要是 由耐用 品投资效率下降引 起 ，
而贸易保护 、 生产率和需求的影响较小 。

Ｒａｍ ｏｎｄｏ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６

）

④ 分析了贸易与规模经济问题 ， 认为传统理论对贸易和规模经济关系

的分析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前提下 ， 如果 国内不 同区域之间 的产品交易壁垒很高 ， 结论会完全

不同 。 Ｆａ
ｊｇ
ｄｂａｒｎｎ ＆ Ｋｈａｎｄｅ ｌｗａｌ（

２０ １６
）

？ 建立模型分析国际贸易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对不 同

消费的不同影响 ， 结果发现贸易会更多惠及穷人 。 Ｓｔｏｒｅ
ｙｇ

ａｒｄ（
２０ １ ６

）

？ 使用撒哈拉以南地区

①马述忠 、 任婉婉 、
吴国杰 （ ２０ １６ ） ：

“
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基

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

， 《管理世界》 ， 第 ３ 期 。

② 冯志轩 （２０ １ ６ ） ：
“

国际价值 、 国际生产价格和利润平均化 ：

一个经验研究
”

， 《世界经济》
， 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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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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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析了运输成本下降和贸易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
结果发现 ２００２－ ２００ ８ 年石油价

格上升带来靠近港口 的城市与离港 口５００ 公里 以外地 区相 比 ， 收人增加 了７％ 。 谷克鉴 、 陈

福中 （
２０ １ ６

）

① 从供给侧的角度扩展 了增长核算模型 ，
结果显示净出 口 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非线性关系 ， 净出 口分别通过进 口和出 口带来的贸易利得作用 于经济的增长 ， 但超过一定界

限后将导致 ＧＤＰ增速下降 。

（ 二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对劳动要素价格以及就业和失业的影响是这
一领域文献的主要内容 。

２０ １６ 年文献主

要关注贸易与就业和教育 ， 贸易与工资的两极分化 ， 出 口产业工资决定 ， 贸易与收入再分配

以及贸易协定对工资的影响 。

综合性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具体文献如下 。 Ａｔｋｉｎ（
２０ １６ ）

？ 实证分析 了墨西哥的制造业产品

出 口扩张对教育分布和就业的影响 ， 结果显示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 口导致接受教育的成

本上升 ， 从而引起受教育程度下降。 贸易每增加 ２５ 个工作岗位 ， 就会引起
一

个学生在 ９ 年级放

弃学业而不是继续读到 １２ 年级 。 Ｃｏｚｚ ｉ ＆ Ｉｍｐｕ
Ｉｌｉｔｔｉ（

２０１６
）

③ 实证分析了全球化对工资两级分化

的影响 ， 发现 １９９０ 年代欧盟和 日本的技术追赶提髙了创新能力 ， 相互的贸易加重了美国 的工资

两级分化 。 Ｈａｋｏｂｙａｎ＆ＭｃＬａｒｅｎ（
２０ １６

）

④ 使用美国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的统计数据分析 了北美 自 由

贸易协定 （
ＮＡＦＴＡ

） 对美国工资的影响 ， 发现大幅降低了蓝领的工资增长速度 。

Ｖａｎｎｏｏｒｅｎｂｅ ｒｇｈｅ ＆ Ｊａｎ ｅｂａ（
２０ １６

）

⑤ 分析了 国 际贸易对支持部门 间劳动力收人分配的政

策的影响
，

以及这些政策变动对贸易 自 由化的支持作用 。
Ｂｒａｍｂｉ ｌｌａ ＆Ｐｏｒｔｏ（

２０ １ ６ ）
？ 分析了

出 口 目 的国的收人水平与出 口 国的平均工资 间的关系性 。 他们采用 了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结

果表明 ， 高收人国家支付 了更高的平均工资 ， 原因包括 ： 高收入 国家需要更高质量的产品 ，

而高质量产 品需要更密集地使用高技能的劳动力 ， 由此生产高质量产 品的行业出现工资溢价 ，

带动行业工资水平 的提升 。 文章的研究结论更适用 于 中 高 收人 国家 。 许和连 、
王海成

（
２０ １ ６

）

⑦ 发现中 国出 口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 有两个明显的
“

Ｕ
”

型变化 ， 最低工资提

升抑制 了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 。 赵春明等 （
２ ０ １６

）

？ 更加关注技能溢价 、 异质性和内生型问题 ，

①谷克鉴 、 陈福 中 （ ２０ １６ ） ：
“

净出 口 的非线性增长贡献——基于 １９９ ５
—

２０ １ １ 年中 国省级面板数据的

实证考察
”

， 《经济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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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许和连 、
王海成 （ ２０ １６ ） ：

“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

， 《世界经济》 ， 第 ７期 。

⑧ 赵春明 、 李宏兵 、 蔡宏波 、 王永进 （ ２０ １ ６ ） ：
“

出 口 内生型市场邻近 、 空 间外部性与城镇工薪差距
”

，

《世界经济》 ， 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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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省市投人产出数据更新了市场邻近指标的测算 ，
从空间外部性的视角分析 了

“

出 口 内生型

市场邻近
”

对工薪差距 的影响 ， 发现出 口 内生型市场邻近与劳动力技能 的空间分布密切相

关 ， 总体上对技能溢价呈现倒 Ｕ 型影响机制 ， 中西部地区提升出 口 内生型市场邻近对缩小技

能工资差距的效果更明显 。

贸易 自 由化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一直是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 。 随着美国

大选引发的北美 自 由贸易协定 、 ＴＰＰ 等贸易 自 由化协定对美国就业影响的争论 ， 这方面 的研

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 传统的研究多从国家或行业层面来展开 ， 随着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增

加 ，
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逐渐转 向基于微观层面的 细化研究 。 毛其淋 、 许家云 （

２０ １６ ）
？ 基

于 ２００ １ 年后中国加入 ＷＴＯ 的准 自然实验 ， 采用微观数据用倍差法 ， 研究了中 间品贸易 自 由

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 。 他们认为从净效应来看 ， 中间 品 贸易通过提高就业创

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就业的净增长 ， 但是 ， 中间 品贸易 自 由化对于

不 同生产率的企业的就业变动产生相反方向的影响 ， 即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 ， 提

升 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 面对贸易 自 由化对就业的多重影响 ， 企业需要 自 主创新

来获取贸易 自 由化的收益 。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中 ， 需要进一步分析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对失业

的影响情况及政策选择 。 马述忠等 （
２０ １ ６

）

？ 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分析了贸易

自 由化对就业的影响 ， 出 口 贸易提质增效导 向上适应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新形势 。 马

双 、 邱光前 （
２０ １６ ）

③ 通过固定效应和 ＤＩＤ 回归方法 ，
量化研究 了最低工资上涨和劳动密集

型行业出 口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 口 价

格 ， 影响程度从东部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 ， 加工贸易产 品 的出 口价格相较于
一

般贸易产品受

影响更大 。

（三 ） 区域贸易协定

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 内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推动了研究的深人 ，
２０ １６ 年的文献主要集中

在关税同盟和 自 由 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对比 ，
最优贸易协定 ， 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条件

和效率效应 ，

ＴＰＰ 区域贸易协定等 。

Ｍｉ ｓｓ ｉ〇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 ６
）

④ 采用三国的内生贸易协定的博弈模型 ， 分析了关税同盟与 自 由 贸

易协定对促进非成员 国贸易 自 由化的影 响 ， 发现两类协定均通过引发外部 国家的贸易转移 ，

促使非成员 国 自愿降低其进 口关税 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Ｙｏｔｏ ｖ（
２０ １６

）

⑤ 分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

施的 自 由贸易协定的贸易条件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 ，

一些 国家的制造业实际收人增加了 ５％
，

①毛其淋 、 许家云 （
２０ １６ ） ：

“

中间品贸易 自 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
——来自 中国加人 ＷＴＯ 的微观证

据
”

， 《经济研究 》 ， 第 １ 期 。

② 马述忠 、 王笑笑 、 张洪胜 （ ２０ １ ６
） ：


“

出 口 贸易转型升级能否缓解人 口红利下降的压力
”

， 《 世界经

济 》 ，
第 ７ 期 。

③ 马双 、 邱光前 （ ２０
１６

） ：
“

最低工资对中 国劳动密集型出 口产品价格的影响
”

， 《世界经济》 ， 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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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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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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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下降幅度低于 ０ ．
３％

， 制造业 贸 易 的全球效率提高了０ ． ９％ 。 Ｌａｋｅ＆ Ｙ ｉ
ｌｄｉ ｚ（

２０ １６
）

①

研究了引入地理差异性的 内生 自 由 贸易协定 （
ＦＴＡｓ

） 与关税同盟 （
ＣＵ

） 的决定机制 。 研究

结果表明
，
在引 入地理差异性条件下 ，

自 由 贸易协定通常是跨 区域性的 ，
或者 区域 内的 ，

而

关税同盟则基本是在区域 内的合作形式 。 Ｌｅｅ（ ２０ １ ６ ）

？ 分析了ＷＴＯ 严格对待 国 内补贴 的政

策效应 。 文章采用基于贸易条件效应的贸易协定模型 ， 本国政府掌握适当的补贴规模的信息 。

结论认为 ， 这实现市场扩张的国际 目标 ， 最优的协定显著的 限制了 国内 的效率水平 。 刘洪愧

（
２０ １ ６

）

？ 探究了 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 基于 ６ １ 个国家 的增加值贸

易数据和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

贸易 自 由化的福利效应是国际贸易实证研究重要的问题 。
Ｈｅ ｉｄ ＆Ｌ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６
）

？ 构建 了

引入搜寻与匹配的劳动力市场摩擦的量化分析模型 ，
分析了

２８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

的效应 ，
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应 。 结果表 明 ， 贸 易 自 由 化有助于大多数样本国家总

体福利水平 （包括就业效应 ） 提升 ，
而减少劳动力摩擦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助于进

一

步提高

贸易 自 由 化的福利水平 。

ＴＰＰ 文本规则的研究是 ２０ １ ６ 年的热点问题 。 宋泓 （
２０ １ ６

）

？ 通过对 自 由 贸易协定谈判加

人过程 、 条件以及地缘政治学等因素进行分析 ， 并结合历史上谈判协定的加入时间综合考虑 ，

指出 中 国加入 ＴＰＰ 需要 １ ０ 多年的时间 ， 因此 ， 中国应尽早申请加人 ， 倒逼国 内改革 ， 继续推

动亚洲
一体化建设 。 盛斌 、 段然 （

２０ １６
）

？ 对 比分析了
ＴＰＰ 和 中美 Ｂ ＩＴ 两者间 的条款和负面

清单方面的差别 ， 结合 ＴＰＰ 对中美 Ｂ ＩＴ谈判将产生诸多方面影响 ， 提出 了中 国现阶段存在的

问题 。 盛斌 、 高疆 （
２ ０ １６

）

？ 梳理和整合了 ＴＰＰ 的结构 、
理念和特征 ， 突 出 了ＴＰＰ 的重要地

位以及对全球治理产生 的重要影响 。 雷达 、 朱丹 （
２０ １ ６ ）

？ 指出 ＴＰＰ 强调公平 贸易 ， 原产地

规则是追求区域贸易效应的标志
，
挑战 了现有经济格局

，
影响 了 中国 的区域合作和价值链地

位的提升 。 东艳 、 苏庆义 （
２０ １ ６

）

？ 从广度 、 深度及新理念三个方面解读了 
ＴＰＰ 文本 。 王岚

（ ２０ １ ６ ）

？ 以纺织服装业为具体研究对象 ，
基于中间品 和最终品两个视角 ， 以

“

纱后原则
”

和

关税歧视为 出发点 ， 从产品层面探讨了ＴＰＰ 原产地规则对亚太地区纺织服装贸易格局和中 国

相关产业出 口 的影响 。 余淼杰 、 张睿 （
２０ １ ６

）

？ 通过数据分析得 出 中国 与 ＴＰＰ成员 国在 贸易

和价值链上存在紧密关系 ， 中 国应主动寻求加人 ＴＰ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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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洪愧 （ ２０ １ ６
） ：

“

区域 贸易协定对增加值贸易关联 的影 响一基于服 务贸易 的实证研究
”

， 《财 贸

经济 》
，
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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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宋泓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加入 ＴＰＰ
：
需要多长时间 ？ 

”

， 《 国 际经济评论 》 ， 第 ２ 期 。

？ 盛斌 、 段然
（
２０ １６

）
：

“

ＴＰＰ 投资新规则与中 美双边投 资协定谈判
”

， 《国 际经济评论》 ， 第 ５ 期 。

⑦ 盛斌 、 高疆 （
２０ １ ６

） ：
“

透视 ＴＰＰ
： 理念 、 特征 、 影响与 中国 应对

”

， 《 国 际经济评论 》 ， 第 １ 期 。

⑧ 雷达 、 朱丹 （
２０ １ ６

） ：
“

ＴＰ Ｐ 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挑战
”

， 《国 际经 济评论》 ， 第 １ 期 。

⑨ 东艳 、 苏庆义 （ ２０ １６ ） ：
“

揭开 ＴＰＰ 的面纱 ： 基于文本的分析
”

，
《 国际经济评论》 ， 第 １ 期 。

⑩ 王岚 （
２０ １ ６ ） ：

“

ＴＰＰ 原产地规则对亚太纺织服装贸易格局 的影响
”

， 《财贸经济》 ， 第 ８ 期 。

？ 余淼杰 、 张睿 （ ２０ １６ ） ：
“

以我 为主
，
为我所用 ： 中 国应积极主动寻求加入 ＴＰＰ

”

， 《国 际经济评论 》 ，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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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贸易成本 、 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 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 ２０ １６ 年的文献主要集中

在考虑规模经济和失业等其他因素的引力模型和贸易成本测度 ， 以及贸易壁垒对贸易和福利

的影响等 。

传统理论认为实施关税率的水平是逆周期的 ，
近年

一些实证研究聚集在此问题 ， 并给 出

了不同 的分析结果 。
Ｌａｋｅ＆ ＬｉｎａＳｋ（

２０１６
）

① 采用 ７２ 个国家的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１ 年的产品层面的面

板数据 ， 分析了商业周期和最惠国适用关税率的关系 ， 发现发达国家的实施关税率的水平是

逆周期的 ， 而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则是顺周期的 ， 顺周期的市场控制力引发了顺周期的关

税水平 ， 贸易条件效应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 。
Ｆｒｅｎｃｈ（

２０ １ ６
）

？ 构建了数量分析模型 ，

研究了贸易流量的结构对贸易壁垒加总效应的影响 ， 产品层面的 比较优势对加总效应具有显

著 的影响 。

贸易成本对进出 口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 。 许统生 、 梁 肖 （
２０ １６ ）

③ 采用 Ｎｏｖｙ（
２０ １３

） 度

量贸易成本的模型与 ８６ 个贸易国家的数据 ， 创新地测度了加总贸易成本及其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制造业出 口结构的影响 ， 发现
“
一

带
一

路
”

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但仍远高

于发达国家 ， 双边贸易成本不降反升
；
加总贸易成本对

“

局部 比较优势
”

和制造业出 口份额

的阻碍程度上 ，
发达国家最大 ，

“
一带一路

”

国家最小 。

（五 ） 其他主题

主要包括有传统贸易理论的拓展 ，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 同质产品贸易 ， 而最新的贸易效

应以及贸易信贷等 。 由于每一个小领域的文献都较少且分散 ， 故而放在一起成为其他主题的

研究 。

Ｄｅ ｓ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６

）

？ 分析了 国内税收对贸易信贷需求的影响 ， 发现在低税收国家投资的

美国跨国企业更多的借出贸易信贷 ，
而在高税收 国家投资的美国企业更多地借人贸易信贷 。

Ｉｓｈｉｓｅ（
２０ １ ６ ）

⑤ 认为资本品的异质性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 。 Ｇｉｏｒｄａｎｉｅ ｔａｌ ． （
２０ １６

）

？

认为贸易政策与食品价格具有互补的相互促进效应 ， 当某
一冲击促进了食品价格的上涨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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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者将增加 出 口 限制措施 ，
而进口者倾向于降低保护水平 ， 这一反映进

一步促进了食品价格

的上涨 ， 形成了乘数效应。 文章基于具有微观基础的实证模型 ，
采用了新的包含 ７７ 个国家 ，

３２

种食品产品的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１ 年数据 ，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 验证了乘数效应的存在 。 文章

的结果表明 ， 贸易措施 日益成为对其他伙伴国政策贸易政策使用率提升的应对机制 。

比较优势常用于解释单向 贸易 ， 对于同质产品 的双向 贸易 ，

Ｂａｎｄｅｒ （
１９８ １

） 、
Ｂｒａｎｄ ｅｒ ＆

Ｋｒｕｍａｎ（
１９ ８３

） 提出 了
“

相互倾销模型 （
ｒｅｃｉ

ｐｒｏｃａｌｄｕｍｐ
ｉｎ

ｇ
ｍｏｄ ｅｌ

）

”

，
Ａｎｔｗｅｉ ｌｅｒ（

２０ １ ６
）
① 基

于电力的双向 贸易 ， 构建了 反映相互平滑 负荷 （
ｒｅｃ ｉ

ｐ ｒｏｃａ ｌ ｌｏａｄｓｍｏｏ ｔｈｉｎ
ｇ ） 机制 的新贸易模

型
， 对贸易作为保险这

一

机制进行 了 理论和实证研究 。 Ａｎｔｗｅｉ ｌｅ ｒ（
２０ １６

） 也与 Ｂｌｕｍ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 ３

） 等国际贸易文献的这
一新研究分支相关 ， 后者分析在需求随机和供给过度情况下 ，

出 口商进入和退出行为的变化引 发边际成本变化 。
Ｈ ｅｉ

ｌｒｍｍｎ（
２０ １６

）

？ 分析政治冲突对贸易

的影响 ， 他采用对几个案例分别实证检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
这些案例包括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穆

罕默德漫画危机所引发的穆斯林国家对丹麦产品的抵制 、
２０ １２ 年 中 日钓鱼岛 冲突引发 的 中国

对 日 本产品 的抵制 、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美 国对法国产品 的抵制 以及 ２０ １４ 年加沙冲突

引发的土耳其对以色列产品的抵制 。 实证结果表明 ， 政治冲突对国际贸易有显著的影响 ，
但

是影响存在异质性 ， 消费品贸易所受的影响较大 。 冯金华 （
２０ １６

）

？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视角 ， 在劳动价值论 、 等价交换和一价律三个基本假定之上 ， 先后讨论了封闭经济

条件下商品的 国别价值 、 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的 国际价值和 国际贸易的关系 。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问题 。 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 １６ ）

？ 采用量化贸易模型的

分析方法 ，
通过引入空间的非对称性 以及具有异质性偏好可流动的劳动力 ， 对传统空间经济

学进行了扩展 ， 并采用 比较静态 ，
反事实分析进行 了深化研究 。 结果表明 ， 经济活动在不同

空间 的配置对理解贸易的福利效应有重要的影响 。 当
一些 区域的贸易成本相对出现较大幅度

的下降时 ， 劳动力将配置到这
一区域

，
直到土地的价格调整到所有 区域的贸易福利收益均衡

时为止 。
Ａｎｄｅ ｒｓｏｎ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 ６
）

⑤
引入规模效应及汇率传导 ， 对传统的结构引 力模型进行了

扩展
，
这一模型可以识别结构引力模型中的外部经济或规模不经济 。 文章分析了包栝 ２８ 类商

品和服务的加拿大跨境与加拿大各省间双边贸易 。 发现双边特定关系投资是规模效应的可能

原因 ，
而不完全的汇率传递加强 了这一时期的规模效应 。 谢杰 、 刘学智 （

２０ １６
）

？ 利用广义

空间引力模型和中 国对非洲 ３９ 个国家的农业出 口数据 ， 在中非农业贸易的大背景下 ， 实证检

验了多边阻力的双边直接影响和多边的空间外溢效应 。 丁剑平 、 刘敏 （
２０ １６ ）

？ 通过在贸易

①Ａｎｔ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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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冯金华 （
２０ １６ ） ：

“

国别价值 、 国际价值和 国际贸易
”

，． 《世界经济 》 ， 第 １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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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谢杰 、 刘学智 （ ２０１６ ） ：
“

直接影响与空间外溢 ： 中国对非洲农业贸易 的多边阻力识别
”

， 《财贸经

济》 ， 第 １ 期 。

⑦ 丁剑平 、 刘敏 （ ２０ １ ６ ） ：
“

中欧双边贸易 的规模效应研究 ：

一

个引力 模型 的扩展应用
”

， 《世界经

济》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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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中加人规模效应的引力模型 ， 研究了 中欧双边贸易 中存在的规模效益。 结果显示 ， 中 国

与欧盟 的贸易 中 ， 有 ６７％ 的行业 （ 对应约 ８０％ 的进 口量 ） 呈现进 口规模经济 ， 有 ３３％ 的行

业 （对应约 ６２％ 出 口量 ） 呈现出 口规模经济 ， 但总量上 已不具备规模经济特征 ；
金融危机

后
， 中 国出 口 的规模经济效应消失。

魏浩 、 付天 （
２０ １ ６

）

？ 基于中国产品层面大型微观数据 ， 测算 了中 国货物进 口贸易的消

费者福利效应 ， 实证结果发现 ： 进 口商品种类多样化 ，
以及进 口地区结构的多元化是贸易利

益 的源泉 ， 中国在多元平衡的贸易发展进程 中 ， 应促进进 口 商品种类多样化与进 口地区结构

的多元化 。 顾雪松等 （
２０ １ ６

）

？ 分析 了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 ＯＤＩ 对出 口 的

作用 。 实证结果表明 ， 中国对东道国的 ＯＤＩ具有出 口创造效应
， 而产业结构差异对于出 口具

有负面影响 ，
母国与东道国 的产业结构差异度的提高 ， 有助于提升 ＯＤＩ 出 口创造效应 ， 这项

研究提出 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 口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 ，
通过 ＯＤＩ 流向与 中国产业结构差

异较大的 国家 ，
可 利用 外部资源和 市场促进本 国企业 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 林志 帆

（
２０ １６

）

？ 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 出 口贸易的影响 ， 基于 中 国对 １５ ５ 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与

出 口贸易面板数据 ，
通过纳人更多影响因素 的贸易引力模型 ， 发现 ＦＤＩ 的增加对中 国 出 口 贸

易的作用相对较小 ， 并且作用方向与国家发展程度高度相关 ， 对发展中 国家的投资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出 口 ， 而对发达 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对出 口有轻微的替代作用 。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
互联网与国 际贸易的关系逐步成为 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

领域的新兴议题 。 施炳展 （
２０ １６ ）

？ 采用微观企业数据 ， 并使用给予双边双向 网址链接数据 ，

对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 。 研究结果表明 ， 互联网提升了企业的 出 口规模 ，

其作用机制因企业特征而呈现差异性 ，
互联网对

一般贸易 、 本土企业 、 高生产效率企业 、 差

异化产品作用更大 。 互联网平台通过降低信息交流成本 ， 发挥了 国际贸易 的优化资源配置功

能 。 文章对互联网与国际贸易这
一

新兴议题进行 了探索性研究 ， 结论具有现实意义 。 周定根 、

杨晶晶 （
２０ １６

）

？ 利用世界银行 的调整数据 ， 分析了商业信用 、 质量信息传递与企业出 口参

与的相关性。 发现企业在交易中若能获得预告支付 ， 将提高其出 口参与度 ，
同时 ， 预告支付

对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的出 口促进作用大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 黄雨婷 、 刘 向东 （ ２０ １ ６ ）
？

通过构建
“

国际市场偏好
”

指标和动态面板模型 ， 分析 了不同类型商品流通渠道的组织化程

度与企业的外贸转内销调整之间的关系 ， 结果显示批发商的规模的增大对企业的外贸转内销

调整有积极作用 ；
而连锁零售商作用相反 ；

互联网的蓬勃不利于企业的出 口转内 销调整 ，
同

时也降低了批发商规模对企业外贸转内销调整的影响 。

①魏浩 、 付天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货物进 口贸易 的消费者福利效应测算研究
——

基于产品层面大型微观数

据的实证分析
”

， 《经济学 （ 季刊 ） 》 ， 第 ４ 期 。

② 顾雪松
、 韩立岩 、 周伊敏 （

２０ １６
） ：

“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 口 效应
——

‘

中 国
一

东道

国
’

视角 的理论与实证
”

， 《经济研究 》 ， 第 ４ 期 。

③ 林志帆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真的促进出 口吗
”

， 《财贸经济》 ，
第 ２ 期 。

④ 施炳展 （ ２０ １ ６ ） ：
“

互联网与 国际 贸易
——基于双边双向 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

”

， 《 经济研究 》 ，

第 ５ 期 。

⑤ 周定根 、 杨 晶晶 （ ２０ １６ ） ：
“

商业信用 、 质量信息传递与企业出 口参与
”

， 《管理世界》 ， 第 ７ 期 。

？ 黄雨婷 、 刘 向东 （ ２０ １ ６ ） ：
“

商品流通渠道组织化与 出 口企业的外贸转内销调整
——互联网经济下的

新探索
”

， 《财贸经济》
， 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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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军 、 张文成 （２０ １６ ）

？ 通过对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文献的梳理 ， 发现现有研究

多 以一般均衡污染 － 贸易模型 （
ＡＣＴ 理论 ） 为基础进行扩展 ， 以相对收人水平为基础的

“

污

染避难所动机
”

更为广泛 ，
以 贸易 内涵碳为基础的弱碳泄漏是研究重点和难点 。 可 以通过征

收边境调节税 ， 设置
“

贸易低碳壁垒
”

或者推动低碳产 品和贸易 自 由化两种方式解决 ，
后者

更被广泛接受 。

白远 、 关越 （ ２０ １６ ）

？ 应用贸易开放度和居民文化消费指数 ，
比较研究了居民消费文化

创意进 口产品的国别差异 。 施炳展 （
２０ １６

）

？ 以热播韩剧为契机 ，
通过韩国对大陆和 台湾的

产品出 口数据 ，
分析了文化认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向和渠道 ， 为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动力提

供了新视角 。 史龙祥等 （２０ １ ６
）

？ 在贸易大国 间建立结算货币选择的
一

般均衡模型 ， 基于产

业内贸易的视角 ， 发现中欧贸易结算货币主要受贸易 品需求价格弹性与相对市场份额影响 。

逯建 、 冯泓 （
２０１ ６

）

？ 构建了一国两区域企业在国外进行产品数量竞争和价格竞争的模型 ，

探究了两级分权式政府制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区域均衡问题 ， 结果显示当国 内

存在多个区域时 ， 数量竞争时中央制定政策更好 ， 补贴的效果最优
； 价格竞争时地方政府制

定政策更好 ， 向企业征税的效果最优 。

五 、 中 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

一

） 中 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

中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 ， 逐步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
“

开放型经济
”

理论 ，
以裴长洪

（ ２０ １６ ） 、 隆国强 （ ２０ １６ ） 为代表 ， 中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外开放领域

中 的内容与分析架构进行了论证与 阐述 。 裴长洪 （ ２０ １６ ）

？ 回顾了 中 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

从 １９９３ 年提出到至今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 ， 认为政治决定 、 实践先行和与时俱进 、 大胆创

新是这
一理论的基本特征 ，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框架包括 ： 完善互利共贏 、 多元平衡

与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培育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

优势 ；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

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几个方面。 文章

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实践进行了全面性和深入性的总结和提炼 。 隆国强 （ ２０ １６
）

⑦ 提出 了 中

国经济进人新常态 ， 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情况下 ，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三元模型 ：

利用国 际资源与市场服务 中国 的创新与结构升级 、 利用 国际环境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
以及发

挥中国新的 比较优势 。

①彭水军 、
张文城 （

２０ １ ６
） ：

“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 ：

一个文献综述
”

，
《世界经济》

，
第 ２ 期 。

② 白远 、 关越 （ ２０１ ６
）

：
“

中 国文化创意产品进口低下之原因分析一－基于贸易开放度与居民消费的国

际比较研究
”

，
《财贸经济 》

， 第 １ 期 。

③ 施術展 （ ２０１ ６ ） ：
“

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
”

， 《世界经济 》 ， 第 ５ 期 。

④ 史龙祥 、 孙海鸣 、 武皖 、 陈盈佳 （ ２０ １６
） ：

“

欧元区国家向 中国 出 口商品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因素
”

，

《世界经济 》 ， 第 ５ 期 。

⑤ 逯建 、 冯泓 （ ２０１ ６ ） ：
“

战略性贸易 能否促进国内产业的区域均衡
”

， 《世界经济 》 ， 第 ３ 期 。

⑥ 裴长洪 （ ２０ １ ６
） ：

“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纲要
”

，
《经济研究》

，
第 ４ 期 。

⑦ 隆国强 （ ２０ １ ６ ） ：
“

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
”

， 《管理世界 》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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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中国贸易特征与结构转型

中国贸易发展的经验与挑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 包括中 国贸易发展的独特模式 、 中 国

比较优势的形成与 演进 ，
以 及 中 国 贸易 结构升级与 产业转型等问题 。 ＧｏｒｄｏｎＨ． Ｈａｎｓ〇ｎ

（
２０ １６

）
？ 将中国大陆比较优势演进的路径与 日本 、 韩国及中国 台湾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 比研

究 ，发现国家 （ 地区 ）层面的资本积累与特定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存在近似于倒 Ｕ型的关系 。中国

在一个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人均资本都低的水平上达到其各行业比较优势顶峰 ， 作者认为总

的资本积累可能更好地解释了中 国大陆比较优势的转化 。 该文采用 比较分析方法 ， 对东亚地

区 比较优势形成与转化的经验进行了基于数据的剖析 ， 有助于理解中 国 出 口发展模式 。 杨振

（
２０ １６

）

？ 利用贸易体系转型效应模型和 １ ９９９
－

２００７ 年金融危机后的总体产业和细分产业数

据
，
从产业层面研究了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市场势力溢价的效应影响 ， 发现中 国存在显著的

市场效应 ， 细分市场的溢价水平高于总体产业 。 魏浩等 （ ２０ １ ６
）

？ 利用新的商品分类方法

（
Ｋ 均值算法 ） 和商品分组数方法 （ 肘函数 ） 构建 了新的商品结构分析框架 ，

全面测算了 中

国进 口商品结构变化 ， 并与 １８ 个国家进行了 比较分析 ， 发现中国整体进 口技术水平先下降后

上升
，

２００７ 年 以 后整 体水平逐步提高
，

２０ １ ２ 年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 章潇萌 、 杨宇菲

（
２０ １６

）

④ 分析 了对外开放与中 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选择 ， 认为长期内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仍需

要立足内需 。 邢斐等 （
２０ １６ ）

？ 采用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的理论模型 、 探讨在核心技术水平

落后的条件下 ， 实现贸易结构转型的过程 中 ， 贸易和研发政策的选择。 制度因素对一国 出 口

竞争力与比较优势的影响
一

直受到学者的关注 ， 余长林 （
２０ １６ ）

？ 分析 了知识产权保护与 比

较优势的关系 ， 该文将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行业特征 的变量纳人到模型研究中 ，

分析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行业特征对
一

国出 口产生影响的机制 。 基于中 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 ： 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较为显著地促进了中 国制造业总体出 口 的增

长 。 刘文革等 （
２０ １ ６

）

？ 从产权和交易成本的视角阐释了契约对中 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

ＦＤＩ

的流人深受契约执行效率的影响 。 林桂军 （
２０ １６ ）

？ 从产业结构 的角度提出现阶段中 国存在

的两大问题 ， 进 口替代制下对国 内产业的保护导致了进 口开放程度低 ，
企业布局不均衡导致

的国 内市场竞争不充分 ， 对建立竞争机制 ，
放开进 口限制 ，

参与 ＧＶＣ 高端等未来发展方向具

①ＧｏｒｄｏｎＨ ．Ｈ ａｎ ｓｏｎ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 的出 口模式 ： 似曾 相识
”

，
《经济学 （

季刊 ） 》
，
第 ４ 期 。

② 杨振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对外开放的市场势力效应研究 来 自 总体与细分产业的经验证据
”

， 《财贸

经济》 ， 第 １ 期 。

③ 魏浩 、 赵春明 、 李晓庆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进 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 ：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４ 年
”

， 《世界经济》 ，

第 ４ 期 。

④ 章潇萌
、
杨宇菲 （ ２０ １６ ） ：

“

对外开放与 中 国产业结构转型 的新路径
”

， 《管理世界 》 ， 第 ３ 期 。

⑤ 邢斐 、
王书颖 、 何欢浪 （ ２０ １ ６ ） ：

“

从出 口扩张到 对外贸易
‘

换挡
’

：
基于贸易结构转型 的贸易与研

发政策选择
”

， 《经济研究》 ， 第 ４期 。

⑥ 余长林 （ ２０ １ ６ ） ：
“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 国 出 口比较优势
”

， 《管理世界》 ， 第 ６ 期 。

⑦ 刘文革 、 周方召 、 肖 园园 （ ２０ １６ ） ：
“

不完全契约 与国际贸易 ：

一

个评述
”

， 《 经济研究 》 ， 第 １ １ 期 。

⑧ 林桂军 （ ２０ １ ６ ） ：
“

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

， 《国际贸易问题》 ， 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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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示作用 。 郑尊信等 （
２０ １６

）

① 将贸易融资套利 因素纳人库存理论 ， 将库存分解为
一

般库

存和套利库存 ， 在传统库存理论基础上 ， 引人融资套利交易 因素 ， 分析了 中 国大宗商品贸易

中融资套利行为 ， 文章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中 国贸易数据异常变动的动因及调整机制 。

（ 三 ） 其他中 国经贸发展的现实问题

“
一

带
一

路
”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 赵东麒、 桑百川 （
２０ １ ６

）

② 从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视

角 ， 用比较优势分析 、 竞争优势分析和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 ２００７
－ ２０ １４ 年数据 ， 实证分析了 中 国

与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变化趋势 ， 指出 制造业作为中国 国 际产业的主要竞

争力 ， 是与别国产能合作的切人点 。 崔 日 明 、 黄英婉 （
２０ １ ６

）

？ 构建一套完整的贸易投资便

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指出 中 国受限于政府行政审批和国 内外市场准人 ， 贸易投资便利化

水平一般 。 中俄印新四 国贸易总和 占
“
一带一路

”

沿线 ６５ 个国家贸易总和 的一半 以上
，
李

敬等 （
２０ １６

）

？ 利用最新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数据 ， 剖析四个国家在进 出 口 增长 、 出 口 结构

和 比较优势三方面的贸易状况 ， 发现中国最具 比较优势 ， 但集 中于低技术的初级产品 ， 中新

主导出 口机械电子产 品 ， 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 品正逐步代替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 品 。

中国在入世十五周年后 ，

“

市场经济地位
”

问题是国 内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 ＷＴ０ 规则

没有对
“

市场经济国家
”

的界定 ， 授权各成员 国根据国 内法 自行判定 。 李思奇等 （
２０ １ ６ ）

？

认为美国不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策是各方利益交织妥协的结果 ，
是要求中 国放开相关

领域的中美经贸博弈筹码 ，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美国 以歧视性贸易政策遏止中 国

发展 。 刘瑛 、 吴楠 （
２０ １ ６

）

？ 认为中 国可 以通过 ＷＴ０ 模式和 ＷＴ０－

Ｐ
１ＵＳ 模式 （新增贸易救济

程序性要求 、 新增贸易救济实体性规则 、 明确承认 中国 的市场经济地位 、 明确不适用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 ） 获得市场地位的承认 ， 李双双 （
２０１ ６

）

？ 认为中 国应借鉴俄 罗斯经验先说服

欧盟 ，
借助 《 中美世贸双边协议》 与美国谈判 ， 坚持 ＷＴ０ 精神和 目标 ， 捍卫正当权益 。

六 、 总结

本文从异质性企业贸易 、 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 、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 的分析 以及中 国

①郑尊信 、
王琪 、 徐晓光 （ ２０ １ ６ ） ：

“

贸易融资套利 、 商品价格变动及货币政策效应
”

， 《经济研究 》 ，

第 １ 期 。

② 赵东麒 、 桑百川 （
２０ １ ６ ） ：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下的 国际产能合作——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

析
”

， 《 国际贸易问题》 ， 第 １０ 期 。

③ 崔 日 明 、 黄英婉 （ ２０１ ６ ） ：
“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国际贸易

问题 》 ， 第 ９ 期 。

④ 李敬 、 陈蓉 、 付陈梅 （ ２０ １６ ） ：
“

中俄印新四国货物贸易特征及比较优势分析
”

， 《管理世界》 ， 第 １０

期 。

⑤ 李思奇 、 姚远 、 屠新泉 （
２０ １ ６ ） ：

“

２０１ ６ 年中 国获得
‘

市场经济地位
’

的前景 ： 美国因素与 中 国策

略
”

， 《 国际贸易问题 》
，
第 ３ 期 。

⑥ 刘瑛 、 吴楠 （ ２０１ ６ ） ：
“

以 自 贸协定突围 贸易救济 中 的
‘

非市场经济
’

困局探析
”

， 《 国际 贸易 问

题》 ， 第 ９期 。

⑦ 李双双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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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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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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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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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 与实践等四个方面分类梳理了 ２０ １ ６ 年国际贸易的 国 内外前沿文献 。 其

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又划分了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 、 异质性企业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

的效应 、 其他因素对异质性企业行为的影响和其他 问题等四个细分方向 。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

下的分析根据文献集中情况划分为贸易 与增长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区域贸易协定 、 贸易成

本和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等五个细分方 向 。 中 国特色开放性经济理论与实践分为开放型经济理

论分析 、 中国贸易特征与结构转型以及其他 中国经贸发展的现实问题等三个细分方向 。

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研究方向上 ， 贸易行为选择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异质性企业的进出

口贸易动态分析 、 出 口质量选择 、 出 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选择 、 多产品选择等 。 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开放对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的影响 ， 影响关税开放效应的因

素以及贸易 自 由化对多产品企业价格 、 利润和边际成本的影响 。 其他因素对异质性企业 的影

响文献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 、 关税价格传递 ， 中间 品进 口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价格粘性

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制度和信任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其他方面的文献包括有贸易与

劳动力市场以及贸易与增长等 。

生产分割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向上 ，

２０ １ ６ 年的文献主要集 中在垂直
一

体化的决定 因

素 、 带来的影响 ， 外包的动态选择和影响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 出 口 国内附加值问题。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 的研究方向上 ， 贸易与增长的文献关注贸易与经济衰退 ， 贸易与规

模经济效应 ， 贸 易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 以及贸易对于消费者个体的影响等 。 贸易与劳动力

市场的文献关注贸易与就业和教育 ， 贸易与工资的两极分化 ， 出 口产业工资决定 ， 贸易与收

入再分配以及贸易协定对工资的影响 。 区域贸易协定的文献关注关税同盟和 自 由 贸易协定的

贸易效应对比 ， 最优贸易协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条件和效率效应。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

垒的文献关注考虑了规模经济和失业等其他因素的 引力模型和贸易成本测度 ，
还有贸易壁垒

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等 。 其他主题的文献关注了传统贸易理论的拓展 ， 贸易 的政治经济学 ，

同质产品 贸易
，
贸易效应 以及贸易信贷等 。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上 ，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包括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中国经济新常态等 ， 中 国贸易特征与结构转型研究包括对

外贸易的特征以及贸易结构存在 的问题和转型的方向 ，
其他经贸发展问题分析 了

“
一带一

路
”

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