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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述

２０ １ ５ 年国际贸易学综述

东艳 、 李春顶
＋

【 内 容提要 】 从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
一

系 列的进 出 口贸易问题是 当前国际贸易学科

的理论前沿研究方向 ， 并且相关研究不断 向纵深和细致的 问题扩展 。 论文从八个方面全面梳

理了
２０ １５ 年的国 内外 国际贸易研究

，
包括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 、 贸易协定 、 贸易成

本与贸易壁垒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 中 国对外 贸易 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以及其他贸易问题 。 其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

【关键词 】 国际贸易 异质性 贸易 自 由化 全球价值链

２０１ ５ 年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 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

与生产分割 、 贸易协定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

新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和政策 问题以及其他贸易问题 。 其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

文献 占主体
，

全球价值链、 贸易协定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是另外三个重

要的研究方向 。 以下首先从近三年的统计描述分析 ２０１５ 年国外 国际贸易研究前沿的特征 ， 再从

八个大的方面具体分析研究进展 。 各个研究主题的分析中 ， 同时对国外和国内的文献进行梳理 。

一

、 从近三年 国外文献统计看 ２０ １ ５ 年国 际贸易前沿

以八份最主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国际前沿期刊统计 ，

２０ １３ 

—２ ０ １５ 年共发表国际贸

易领域论文 ２０７ 篇
；
其中 ２０ １３ 年 ６０ 篇

，
占总 数的约 ２９％

；
２０ １４ 年 ７４ 篇

，
占 总数的约

３５ ． ７％
；２０ １５ 年 ７３ 篇 ， 占总数的约 ３５ ． ８％ 。 贸易类论文的发表数量在 ２０ １ ４ 年大幅增加 ，

２０ １ ５ 年处于稳定的状态 （见表 １
） 。

表 １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国外前沿 国际贸易文献发表情况单位 ： 篇

年份／期刊 总数 ＡＥＲ Ｅ ＪＰＥ Ｑ ＪＥ ＲＥＳ ＩＥＲ Ｊ ＩＥ

２ ０ １ ３ ６ ０ ６ １ ３ １ ３ １ ４５

２ ０ １４ ７ ４ １ ３ ２ ０ ４ ７ ５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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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扭／＿ 总数 ＡＥＲ Ｅ ＪＰＥ ＱＪＥ ＲＥＳ ＩＥＲ ＪＩＥ

２０１５ ７３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６ ３ ３ ８

合计 ２０７ ３０ ５ ４ ７ ２６ ９ 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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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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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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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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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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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Ａｉｏｍ ｉｃｓ

的缩写 ，
ｆｆｉｌｌ

是 ／ｎｉｅｍａｉｉｏｎａ Ｚ￡
＂

ｃｏ？ｉｏｍｉｃ ／？ｅ？； ｉｅＭ； 的缩写 ，
ＲＥＳ

是

Ｒｅｖ ｉｅｗ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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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 ｅｓＲｅｖ ｉｅｗ ｏ
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 ｓＪ 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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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从具体期刊ｆｃ表画际贸易领域论文情况着 ，
国际经济争杂志 （ ＪＩＥ ） 、 美 国经济评论

（
ＡＥＲ

） 和经济统计评论 （
ＲＥＳ ｔａｔｉｓ ｔ ｉｃ ） 碁发表贸易论文较多的前３位前沿期刊 ＾ 國际缓济

學杂翁 （ ＪＩＥ） 在 測３
—观５ 三年间共发表贸易文献 Ｉ２ ６ 篇 ， 但数最上．有遂年下降趋势 ，

２〇 １ ３ 年发表 ４５ 篇 ，

２〇 １４ 年 ４３ 篇 ， 而 ２〇 １ ５ 年 ３ ８ 篇。 美闰絰济评论 （
ＡＥＲ

） 在 ２〇 １３
—２〇 １５

年间共发表黄易文献 ３〇 篇 ， 其中 ２〇 １ ３ 年 ６ 篇 ，
２ 〇 １４ 年 Ｉ ３ 篇 ，

２〇 １ ５ 年 １ １ 篇 ， 绽表数量离且

不断增加 （见Ｓ ｌ
） ｓ 从最顶级期刊的贸易类文献数鸶分析 ，

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正在成为热

点 ， 文献数量在不断增加 ，
主要原爵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成为创新的重要领域 ^

１ ５

１ ０

２０ １ ３
—

２ ０１ ５年 国 外前 沿 期 刊 國 际 贸 易领 域 论 文 发 表 （ 篇 ）

ＭＬ ｉＬｌｉ
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４２ ０１ ５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２０ １５２ ０１ ３２０ １４２０ １ ５ ２０ １３２ ０１４２０１ ５

：

｛
ｌ ：

｜｜ ｒｌ

｜ ｉｒ；

ｉ
ｊ ｜

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２ ０１ ５２ ０１３２０１

４２０ １５２ ０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２０ １３２ ０１４２０１ ５

图 １２０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主要 国外期刊 国 际贸易领域文 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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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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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分的具体领域文献看 ， 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 化的效应 、 贸 易成本和 贸易 塗皇．是集． 中 的主题 ， 其 中 异质性企业贸曷 占主体地位 ８

２〇 １ ３ 

—２〇 １ ５年八份前沿期刊中异质性企业贸易主题的文献 刀 篇 ，
约 占总数的 ３ ５％

；
贸易协

定
？

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文献 ３〇 篇 ， 约办总数的 Ｗ．

５％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文献 ２ ５ 篇 ， ｆｔ

总数的 １Ｚ １ ％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金文献 Ｉ ５篇

， 占总数的 ７ ．２％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文献Ｈ

篇 ， 占 总数的 ５ ．８％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文献 Ｉ２篇 ， 占总数的 ５ ．８％
？ 从三．年间主要研究

主题的变动情况看 ｓ
异质性企业贸易

一宣是核心研究方向 ，
且处于＾不断深化发展的趋势中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在 ２０ １ ３ 和 ２０ １４ 筇一直是处于第 要位置的研究领域 ， 但在 ２０１ ５ 年

所占文献数量上被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 化的效应超越 ， 并？且从三却看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ｇ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由 化的效应议题随着近年Ｍ域
一体化的大发展 ， 重要牲不渐上升 ，

研究文

献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见图 ２
）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５年 国 际 贸 易 国 外 前 沿 文 献 领 域 分 布 （ 篇 ）

２０ １３年
２０１ ４牵
２０ １５牵

图 ２２０ 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国外国 际贸易前沿文献研究领域分布

数据来源 ： 作者整理 。

表 ２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国际贸易研究文献分布情况单位 ： 篇

类别 ： ＡＥＲ Ｅ ＪＰＥ ＱＪＥ ＩＥＲ ＲＥＳ ｔｕｄｙ ＲＥＳｔａｔｉ ｓ Ｊ ＩＥ 合计

２０１ ３年

异质性企业贸易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４ １８

全球价瘴＿德餘割 ：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８ １２

贸基协定与 贸易 自 由化效应 ４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８

贸易成辆麗易蠻＿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贸蓦ｉｆ＊动 ：ｉｊ市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０

合计 ６ １ ３ １ １ ２ １ ４５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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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ＡＥＲ Ｅ ＪＰＥ ＱＪＥ ＩＥＲ ＲＥＳ ｔｕｄ
ｙ

ＲＥＳ ｔａｔｉ ｓ ＪＩＥ 合计

２０ １ ４年

异质性企业贸易 ６ 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４ ２６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１０

贸易协定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 ３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６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２ ５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３ ６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３

其他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６ ８

合计 １３ ２ ０ ４ ５ ４ ３ ４ ３ ７４

２０ １ ５年

异质性企业贸易 ５ ０ ０ １ １ ３ ４ １ ３ ２７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

贸易协定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４ ６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６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５

其他 ３ ２ １ １ ２ ０ ３ １２ ２４

合计 １ １ ２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８ ７ ３

注 ： 表中
，

ＡＥＲ 是 Ａｍｍｃａｎ 及观〇服６ ／？概削 的缩写
，

Ｅ 是 ￡＾ 〇 ７１〇爾的似 的缩写
，

ＪＰＥ 是 Ｊｏ ｗＴｎａ Ｚｙ 成ｃａＺ

￡
＂

ｃｆｍｏｍ
ｙ的缩写 ， ＱＪＥ是 ／〇Ｗ７７ ｉａ

Ｚ＾／

＂

及＾１ ７^＾ ５的缩写 ，

ＩＥＲ是加ｎ偷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縦ｗ； 的缩写 ，

ＲＥＳｔｕｄ
ｙ
是 ／？ｅ縦ｗ

＾／

＇

Ｅ
＇

ｃ ｔｍｏｍｉｃ Ｓ＾ｗ＾ｅ５的缩写
，
ＲＥｓ ｔａｔｉ ｓ是 ／？徵ｅｗ ｏ／

＇

Ｅ
＇

ｃｏ Ｔｉｏｍ ｉｃ 汾偷５如５的缩写
，

Ｊｆｆｉ是

／ｎｔｅｍａ玆ｏｎａＺ五
＇

ｃｏｎｏ ｚｍｃｓ的缩写 。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从分年度 、 分领域和分期刊的文献统计情况看 。
２０ １３ 年文献中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

值链和生产分割两个议题处于绝对主体地位
，
且所 占 比重相 当

；
期刊主要集 中在 《 国际经济

学 （ Ｊ
ＩＥ

） 》 杂志 ， 《美 国经济评论 （
ＡＥＲ

） 》 虽有
一

定数量但比重不大 。 ２〇Ｍ 年文献中异质

性企业贸易议题的文献数量增加了 ３０ ．８％
， 占文献总数的近

一

半 ； 期刊 中 ， 顶级经济学期刊

《美 国经济评论 （
ＡＥＲ

） 》 上的异质性企业议题文献增加了
一

倍多 ， 其他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也

有
一

定的增加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的文献数量和 占 比都有所下降 ，
而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文献数量和占 比有很大增加 。 ２０ １５ 年文献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主题仍然占主体地

位 ， 文献数量有提高但与 ２０ １４ 年相当 。 其他领域的文献与前两年相 比更加分散 ， 贸易协定和

贸易 自 由化效应、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处于第二重要的位置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 的文献

比重有所下降 （见表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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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异质性企业贸易

异质性企业贸易是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 ，
近十多年来的 国际贸易理论创

新基本都集中在这
一

领域 。 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研究引领了
一

个新的理论体系 ， 成为国际贸易

研究的主导方向 。 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探索 ，
而国 内 的研究主要是采用

中国的数据对国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检验或测算 ， 并提供来 自 于中国 的证据 。

（

一

） 国外文献分析

国外 的文献主要包括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 、 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效应 、 其他

政策或者外生冲击的影响效应 ，
以及理论的新拓展四个方向 。

（
１

）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 。 包括出 口和进 口行为选择 、 出 口产 品的价格和质量选

择 、 出 口 的频度选择 、 出 口产品种类的选择 （ 又称为多产 品模型 ） 、 出 口 目 的地市场的选择 、

出 口企业的生产区位选择 （跨国生产问题 ） 以及贸易的 网络结构选择等 。
２０ １５ 年文献中企业

的多产品选择 、 跨国生产选择 、 出 口动态和产品的转换是重点 。

菲莱特和甘瑞特 （
Ｋｌ ｌａｔ＆Ｇａｒｅ ｔ ｔｏ

，２０ １５
）

？ 实证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具有更高 的股票市场收

益和利润
，
而非跨国生产的企业 中

，
出 口企业 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利润更大

，
论文进而构建一

个真实期权价值模型解释实证的结论 。 佛德斯 （
Ｒｈｏｄ ｅｓ

，
２０１ ５

）

？ 关注多产品企业的定价行

为选择 ， 发现企业的产品种类越多则越会定低价 ， 在某
一

种产 品上定低价会引起其他产品 同

样定低价 。 博曼等 （
Ｂｅ ｒｍ ａｎｅ ｔ ａｌ

，２０ １ ５
）

？ 实证分析企业的出 口动态和国 内销售的变化 ， 发

现企业层面出 口 的外生变动会影响国内销售 。 哈瑞甘等 （
Ｈａｒｒｉｇａ

ｎ ｅ ｔ ａｌ
，２０１ ５

）

④ 分析了美国

企业的 出 口价格 ， 实证研究发现高生产率和技能密集型企业的 出 口定价较高 ，
而资本密集型

企业定价较低 。

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方向上的研究是 ２０ １ ５ 年文献中的一个主要方向 ，
也是异质性企

业贸易文献的主要拓展领域 。 相关研究在贸易行为选择上不断向纵深发展
，
纵向上涉及的 问

题不断增加
，
如从出 口到进 口 、 从出 口价格到出 口质量 、 从出 口产品 种类到 出 口 市场等

，
深

度上不断地向细化的 问题发展 ， 如多产 品企业 的出 口市场选择 、 跨国企业的出 口产 品 目 的地

选择等 。

（
２

） 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效应 。 包括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对其生产率和规模的影

响 、 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和对企业要素价格 的影响 ， 并在逐步放松
一

系列假设的条件下分

析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２０ １ ５ 年的文献主要关注贸易开放对于异质性企业进出 口产品 的质量和

价格的影响 ， 对于进出 口产品种类的影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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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

哈珀等 （
Ｈａ ｌ

ｐｅ
ｒｎ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 ５
）

？ 分析了进 口投入的种类增加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发现

所有进 口投入的种类可 以增加企业生产率 ２２％ 。 迈利茨和瑞叮 （
Ｍｅ ｌ

ｉ ｔｚ ＆Ｒｅｄｄｉ
ｎ
ｇ ，２０ １ ５

）

？

揭示 内生企业选择会为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带来新的福利边际 ， 进而在新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框架下分析了贸易 的福利效应 。 樊海超等 （
Ｆａｎｅｔ ａ ｌ

，
２０ １５

）

？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 贸

易 自 由化对异质性企业出 口质量和价格的影响 ， 使用细分的 中 国数据证明 了进 口关税减让会

引起企业提高出 口质量和出 口价格 。 吴 （
Ｗｕ

，
２０ １ ５

）

？ 分析了贸易开放和跨国生产的长期效

应 ， 发现能够跨国生产的企业更倾向于出 口
，
且出 口的收益更明显 。

在微观企业异质性的条件下分析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对于企业的影响是异质性企业贸易文

献的重要方向之
一

。 该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向细化的方向发展 ， 从分析贸易 自 由化对企业生

产率的影响
，

Ｘｔ企业利润的影响等逐步拓展到分析贸易开放对于企业产 品质量 、 价格 、 种类

等的影响 。

（
３

） 其他政策或者外生冲击的影响效应 。 该类文献主要在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型框架下

分析外生的冲击或者外在的政策变动对于企业 的经济影响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关注研发、 信贷约

束和培训等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 、 生产率和工资等的影响 。

波勒等 （
Ｂｏ ｌｅｒ ｅ ｔ ａ ｌ

，２０ １５
）

？ 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了研发对进 口投入的影响 ，
以及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发现研发成本的下降会刺激研发投入和中 间 品进 口
， 进而促进技术进

步 。 曼努瓦等 （
Ｍ ａｎｏｖａ ｅ ｔ ａｌ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信贷约束下的企业 出 口 和跨国生产活动选择 ，

实证发现外资子公司和 中外合资企业 比有信贷约束的 国 内私营企业 出 口 表现更好 。 孔宁斯和

万劳林根 （
Ｋｏｎｉｎ

ｇ
ｓ ＆ Ｖａｎｏｒｍｅ ｌ

ｉｎ
ｇ
ｅｎ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培训对企业生产率和工资 的影响 ，

发现

培训对于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于工资上涨效应 。 穆尔斯 （
Ｍｕｕｌｓ

，２０ １５
） 分析了信贷约束

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发现没有信贷约束的企业更容易进 口和出 口 。

在异质性企业的框架下分析外生变动对企业的影响属于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的应用 ，

在新的框架下重新分析所有贸易相关的 问题 。 发展的方向也是涉及的主题越来越多 ，
不断向

细化的方向拓展 。

（
４

） 理论的新拓展 。 包括企业异质性的多元化 （ 指生产率之外的异质性因素 ，
如企业规

模、 企业产品质量 、 产 品需求弹性等 ） ， 异质性企业理论对贸易新现象的解释 ，
以及使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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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４ ｜ 義 世界经济年鉴２〇祕

质性框架扩展传统的贸易理论 。

２０ １ ５ 年文献在这一方向上主要关注利润和成本的异质性 ， 贸易品 的价格和人均收入的关

系 。 阿特肯等 （
Ａ ｔｋ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 ５
）

？ 分析了企业的利润和成本分布 ， 进而分析利润和成本的

异质性 。 西莫罗斯卡 （
Ｓｍｏｎｏｖ ｓｋａ

，２ ０１ ５
）

？ 分析了贸易品的价格和人均收入的关系 。 异质性

贸易理论的新拓展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
一

， 但整体上的进展不大 ， 处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 。

（ 二 ） 国内文献分析

国内文献方面
，
从微观企业层面探寻贸易现象和行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也是 国 内近年来

的研究热点 。 国内的研究聚焦于发掘中 国贸易的典型特点 ， 特别是基于中 国数据所做的经验

研究 ， 并进行深入的解读 。
２０ １５ 年 国 内研究重点主要在

“

出 口一生产率悖论
”

、 进 口 与生产

率的关系 、 企业出 口二元边际
， 贸易与产品质量等几个方面 。

（
１

） 中 国企业的
“

出 口一生产率悖论
”

。 出 口与生产率的关系是 国际贸易领域关注的热

点问题 ， 也是 ２０ １５ 年度国 内学术界讨论的重点 问题 。 《世界经济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对中 国企业

的
“

出 口一生产率悖论
”

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

李春顶 （
２０ １ ５

）

？ 首先对这一主题在现有 贸易文献中的地位进行了判断
，
认为 中国企业

“

出 口一生产率悖论
”

在贸易文献中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
，
这一问题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和经验研究的重要的主题 ， 对于 中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了 与 目前国外 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

相反的结果
，
值得深入的探讨其背后产生的原因 。

“

出 口一生产率
”

关系 的基本研究方法包

括 ： 生产率比较、 计量 回归计算
“

出 口溢价
”

、 计量检验
“

自 我选择
”

和
“

出 口学 习
”

效应

等 ，
而其扩展的研究方法包括 ： 基于匹配方法来探寻企业

“

出 口一生产率
”

的因果关系 、 比

较生产率分布的差异性 、 采用非参数 ＫＳ 检验 ，
以及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 现有文献所揭示

出 的
“

出 口与生产率悻论
”

的原因包括 ： 中 国加工贸易的特殊性 、 中 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

占的规模较大 、 外资企业存在悖论 、 要素密集度不 同 、 市场进入成本和贸易成本存在差异、

出 口密集度有所不 同 、 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 国 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 以及贸易中介的作用

等 。 对于悖论的讨论提出 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
一

个例外和约束条件 ， 未来的研究需要对

悖论是否存在进行更深入的验证 、 并对悖论产生的原 因进
一

步深化探索与检验 ， 并对悖论对

理论的挑战与发展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
一

步分析 ，
总体而言 ，

这一 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广

泛的重视 ， 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 ， 但是仍需要进
一

步探索 。

《世界经济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同时刊登了 多位学者围绕 中 国企业的
“

出 口一生产率悖论
”

所进行的讨论 ，
这些学者对悖论背后原 因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 对于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

对悖论的分析可以包括三个层次 ， 首先是对悖论是否存在进行准确判断 ， 其次是对悖论产生

的原因进行细致的分析 ， 第三是探讨悖论所揭示出 的 中 国出 口模式与出 口行为的与众不同之

处 ， 并对中国贸易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

①Ａ ｔｋ ｉｎ
，Ｄ． Ａ ．

，Ｃｈ ａｕｄ ｈｒｙ ，Ａ．

，Ｃｈ ａｕ ｄｒｙ ，Ｓ ．＆Ｋｈ ａｎｄｅ ｌｗａｌ
，Ａ ． Ｋ．（ ２ ０ １ ５ ）． Ｍａｒｋｕ

ｐ
ａｎｄＣｏ ｓ ｔＤ ｉｓ

ｐ
ｅｒｓｉｏｎ

ａｃｒ ｏ ｓｓＦｉｒｍｓ
 ：
Ｄｉ ｒｅｃｔ Ｅｖ ｉｄ 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Ｐｒｏｄ ｕｃｅｒＳ ｕｒｖｅ

ｙ
ｓｉｎ Ｐａｋｉ ｓｔａ ｎ

，
Ａｍｅ ｒｉ ｃａ 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 ｅｗ

 ：
Ｐａｐｅ ｒｓ＆Ｐ ｒｏｃ ｅｅｄｉ ｎｇｓ

，

１ ０５（ ５ ）
，５３ ７

－

５４４．

②Ｓｉｍｏｎｏｖ ｓｋ ａ
，Ｉ ．（

２ ０ １ ５
） ．Ｉｎ ｃｏｍ 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ｃｅ ｓａｎｄＰｒｉｃｅ ｓｏｆＴｒａｄ ａｂｌ

ｅ
 ：Ｉｎ ｓｉ

ｇｈ ｔ
ｓｆｒｏｍａｎＯｎｌ

ｉｎｅＲｅ ｔ
ａｉ

ｌ
？

ｅｒ．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８２

：１ ６ １２ 
－

 １６５ ６ ．

③ 李春顶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企业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研究综述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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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５

第
一

方面 ， 悖论是否存在 。 这
一

问题主要涉及相关研究的数据与计量方法的选择 。 悖论

的研究中所涉及的测算方法、 重要数据 ， 如劳动 、 资本 、 总产出或增加值 ， 以及价格指数的

不同选择均会对测算结果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 。 在研究中识别出 口企业的方法需要学人讨论
，

现有关于
“

出 口一生产率悖论
”

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
“

出 口交货值
”

，
这一判断中 国

出 口企业身份的方法有待于改进 。 同时 ， 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 ，
国外文献已经达成共识 ， 形

成了基于计量检验的
“

自 我选择
”

效应和
“

出 口学习
”

效应及＃ｆ向得分匹配等方法 ，
而 目前

关于悖论的研究还没有采用这些方法 （ 钱学锋 ，

２ ０１ ５
）

？
。 杨汝岱 （

２０ １５
）

？ 认为出 口与生产

率关系 的动态演变是更值得研究的 问题 。 整体来看 ， 中 国出 口企业与非 出 口企业的差异逐渐

减少 ， 非出 口企业进行出 口的可能性在不断的上升 ，
而出 口生产率的

“

阈值
”

呈现不断下降

的趋势 ，
因此

， 动态演变路径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

第二方面 ， 悖论产生的原因 。 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 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分工体系 的主要

模式和重要特点 ，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 ，

Ｍ ｅｌ ｉ ｔｚ（
２００３

） 模型并没考虑全球价值链

的影响
，
这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泓 ，

２０ １５
）

？
；
中 国的 出 口 中具有与众不同特点 ，

加工贸易 占较大比重 ， 需要加强对企业所有制选择及外资对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 ， 特别是对

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前后 ， 对外资企业与非外资企业是否存在悖论进行检验 ， 需要考虑 中 国企

业普遍存在的
“

进 口 引致出 口
”

现象 （ 宋泓 ，

２ ０ １５
； 戴觅 ，

２０ １５
； 张杰 ，

２０ １ ５
）

④
。 国 内贸易

壁垒较大 ，
而 国际贸易壁垒相对较小 ， 是造成国 内企业生产率高于出 口企业的

一

个原 因 （包

群 ，

２０ １ ５
）

？
。 邱斌 、 闫志俊 （

２０ １５
）

？ 研究了出 口 固定成本与企业生产率对企业 出 口决策的

影响 ， 结果表明 出 口 的固定成本对企业的出 口倾向有负 向 的抑制作用 ， 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

向 的促进作用 ， 相对于出 口企业
， 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非出 口企业常面临更高的 出 口 固定成本 ，

随着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 ， 出 口 固定成本对于生产率所具有的替代作用是在减弱的 ， 当企业

进行出 口决策时 ，
生产率并非是企业出 口行为选择的唯

一

决定因素 ， 在考虑生产率高低的影

响同时
，
还需要加入Ｘｔ异质性固定成本和利润率等因素的研究 。

第三方面是 中国贸易的特别之处 。 姚枝仲 （
２〇 １５

）

？
、 邱斌等 （

２〇 １ ５
） 认为 ，

异质性贸易

理论所包含的出 口与分工的逻辑并不因悖论的存在而不成立 ，
只是说明 中 国现实的贸易形态

和贸易利益比异质性贸易理论假设的更为复杂 。 中 国 的出 口 贸易 的快速发展如果并非依赖生

产率优势 ， 那么中 国 的 出 口贸易如果进行转型升级 ，
以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 （包

群 ，

２０ １ ５
） 。

对于出 口与生产率的关系 的解释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 ，
生产率和企业 出 口 的相关

联系通过
“

自 我选择
”

、

“

出 口学 习
”

效应来实现 ，

２０ １５ 年 国 内学者的在这方面 的研究依然

是通过采用中 国微观企业的数据 ，
Ｘｔ相关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 在

“

贸易引致学 习
”

方面 ， 胡

翠等 （
２０ １５

）

⑧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
出 口额增加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 在给定出 口额时

，

①钱学锋 （ ２０ １ ５ ） ：
“

悖论远非结论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② 杨汝岱 （ ２〇 １ ５ ） ：
“

中 囯企业出 口 生产率悖论的典型事实
”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③ 宋泓 （ ２ 〇 １５ ） ：
“

悖论背后的原 因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④ 宋泓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是否到了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
”

，
《囯际经济评论》

，
第 ４ 期 。

⑤ 包群 （ ２ ０ １５ ） ：
“

囯 内贸易壁垒与出 口生产率悖论的形成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⑥ 邱斌、 闫志俊 （
２ ０ １５

） ：
“

异质性出 口 固定成本、 生产率与企业出 口决策
”

，
《经济研究》

，
第 ９ 期

⑦ 姚枝仲 （
２０ １ ５

） ：
“

对中 囯企业出 口 生产率悖论研究综述的评论
”

， 《世界经济》 ， 第 ５ 期 。

⑧ 胡翠 、 林发勤 、 唐宜红 （
２ ０ １５

） ：
“

基于贸易引致学习 的 出 口获益研究
”

，
《经济研究》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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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出 口 的对象国为与中 国技术水平相近国家时
，
目 的地的技术水平越高

；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

口 占 比越大 ， 出 口商品种类越多 （ 在
一

般贸易方式下 ） ， 越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 基于其研

究结果 ， 他们提出了促进中国 贸易发展的建议 ： 扩大 中国对外市场分布 ， 增加 中 国与新兴市

场贸易往来 、 在促进发展一般贸易的同时 ， 有效发挥加工贸易对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 ，

同时 ， 促进企业在
一

般贸易方式下增加 出 口产品的品种 。

（
２

） 进 口 、 生产率与产品质量 。 出 口质量的研究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分

支 ， 中国对外贸易正从以量取胜向以质竞争转变 ， 中国 出 口产品质量是否已经取得了较大水

平的提高 ，
还是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 李小平等 （

２０ １ ５
）

？ 基于指数理论和价格分解模型 ， 把

行业价格分解成为反映生产效率的纯价格指数部分 ， 以及反映产品质量的部分 ， 并构建了 中

国典型行业可以进行跨国 比较的出 口质量指标 。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从横向 比较来看
，
中

国不同行业的出 口质量整体偏低 ， 位于下游的水平 ； 从纵向 比较来看 ， 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 ， 其中食品与活畜行业 、 化学品行业和以材料分类的制品业等行业的 出 口 质量呈现出

上升的趋势 。 他们从出 口产品质量角度对中 国的贸易伙伴 自 中 国进 口 增长的原因进行了较为

细致的分析 ， 认为出 口质量的提升在
一

定程度上将促进各贸易伙伴国从中国 的进 口
， 中 国出

口产品 的质量需要进
一

步加强 ， 以满足贸易伙伴 国对高质量水平的产品需求偏好的逐步增强

的趋势 。

在 中 国的对外贸易中 ， 出 口 曾经
一

直 占贸易 的主导 ， 中国经济发展中
一

度形成了事实上

的
“

出 口导向型政策
”

。 因此
，
在学术研究方面

，
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也更多的放在 出 口 方面

（ 施炳展、 曾祥菲
，

２０ １５
）

？
。 随着 中 国贸易向进出 口均衡的方面发展 ， 进 口对生产率 、 产品

质量 ，
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值得关注 ，

近年来 ，
国 内 的学者对进 口 问题进行了

一

系列研究 ，

余淼杰 、 李晋 （
２ ０１ ５

）

？
、 施炳展 、 曾祥菲 （

２ ０ １５
） 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

余淼杰、 李晋 （
２０ １ ５

） 探讨了进 口类型 、 行业差异与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相关性 。 他们采

用了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年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 、 行业的差异化程度数据 ， 以及高度细化的海

关数据 ， 在进 口数据 中区分了 中间投入品进 口和最终品进 口
，
由此分析进 口对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 。 他们也考虑了行业的差异化特点 ， 研究发现 ， 进 口仅对同质性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提高

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 进 口竞争效应在同质性行业中表现得更为重要 ，
而在差异化程度较

大的行业 中 ， 进 口技术外溢的作用则更加重要 。 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是采

用较为细致的中 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 发现中 间投入品的进 口和最终品进 口对企

业的生产率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
其二是在实证研究方法 中 ， 在 回归方程中引入了

市场集 中度
，
以及其与进 口 、 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叉项 ， 对进 口 的竞争性效应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
第三是在数据处理方面更为精细 ， 对企业生产率数据进行了基于 中国现实情况的调整 。

文章具有较好的政策含义 ， 其实证研究结论对在新时期理解 中 国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 ， 中国

的对外贸易中进 口 的作用正 日 益重要
， 加强进 口 可以缓解 中国 面临的贸易摩擦 ， 并有助于扩

大国内市场的竞争水平 ， 由此提升 中国企业生产率水平 。

中国企业进 口产 品质量是促进中 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
施炳展、 曾祥菲 （

２０ １５
）

①李小平 、 周 记顺、 卢现祥 、 胡 久凯 （
２０ １ ５

） ：
“

出 口 的质影响了 出 口 的量吗 ？

”

， 《 经济研究》 ， 第 ８

期 。

② 施炳展 、 曾 祥菲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企业进 口产品质量测算与事实
”

，
《世界经济》

，
第 ３ 期 。

③ 余淼杰 、 李晋 （
２０ １ ５ ） ：

“

进 口类型、 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

， 《经济研究》 ， 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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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算提炼了中国企业进 口产 品质量的典型化事实 ： 中 国企业进 口产品质量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 ， 上升的动力主要源 自于持续进口企业的质量升级 ， 以及低质量进 口企业的退 出 ， 企业进 口

产品质量和进 口贸易的持续时间正相关 。 因此
，
提升企业进 口产 品的质量是增加 中 国贸易利

益的重要的渠道 。

（
３

） 企业出 口的二元边际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的
一

个重要前沿领域是对企业 出 口二

元边际的研究 ，
企业出 口 边际包括扩展边际 （ ｅｘ ｔｅｎｓ ｉｖｅｍａｒｇ

ｉｎ
） 和集约边际 （

ｉｎｔｅｎｓ ｉｖｅｍａｒ
？

ｇ
ｉｎ

） 。传统的研究多聚焦于对集约边际的分析 ， 然而 ， 扩展边际能更加充分的体现出
口 国所

具有 的对高 技术产 品 的 出 口 能 力 ， 以 及对 出 口 国 内 附加值的 获取 能力 。 张杰、 郑文平

（
２０ １５

） 结合中 国的实践 ， 对这一领域进行了 深化研究 ， 他们分析政府补贴对中 国企业出 口

的二元边际的影响
，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 政府补贴对中 国企业 出 口的集约边际并没有非常显

著的作用 ， 政府的干预性政策对于低技术企业 的 出 口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 ； 政府补贴与 中国

企业出 口 的扩展边际的关系呈现出不 同 的特点 ，
双方是倒 Ｕ 型的关系 ， 在规模较小 的情况

下
， 政府补贴对企业高技术产品的 出 口能力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

而当政府补贴的规模超过
一

定的幅度时 ， 则抵制了企业的出 口 。 因此
， 政府在判断是否采取补贴作用时 ， 需要综合考

虑补贴可以引发的正面和负面效应 。 此外 ， 他们 的研究认为 ， 与补贴机制相 比 ， 竞争机制更

有利于中 国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

（
４

） 贸易与企业成本加成 。 国 际贸易与企业成本加成的研究是经历 了企业成本加成 由

外生不变到 内生可变的理论的发展过程
，
对中 国 的相关检验将有 助于丰富该领域的 国际经

济学文献 （ 钱学锋 、 范东梅 ，

２０ １ ５
） 。 出 口企业会有更高的价格加成 ，

这是异质性企业贸

易理论的观点 。 这一结论对中 国 是否适用 ？ 中 国 是否存在
“

低加成率陷 阱
”

？ 即 中 国 的大

量具有较低生产率的企业进入到出 口市场 ，
这些企业在 国 际生产和经营 中 ，

不掌握产 品 的

定价权 ， 出 口 的产 品价格水平较低 ， 同 时利润也较低 ， 产 品质量不高 ，
这与异质性企业文

献所提出 的具有高生产率的企业出 口
， 并且出 口企业 比非 出 口企业具有更高 的生产率的观

点相悖 。

刘启仁等 （
２ ０ １５

）

① 研究了
“

低加成率陷阱
”

形成的原因 ， 他们采用 １９９ ８—２００７ 年工业

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
在估计可变成加率的时候

，
采用了净收入来控制不可观测的生产率 ，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
中 国出 口密度越高的企业 的加成率低于进行内销的企业

，
这一结果与国

际上现有 的主要文献的结论相反 ， 进
一

步反映了 中 国贸易 的特殊性 。 由 于 中 国的经济发展长

期依赖外需 ，
使中 国出 口市场的竞争程度较高 ， 大量的出 口商通过竞相 降低的方式来提高竞

争力 ， 出 口市场的
“

竞争效应
”

大于企业 内销市场的
“

竞争效应
”

；
国 内外市场便利程度 的

差异也是形成
“

低加成率陷阱
”

的重要原因 ， 中 国 的国 内市场依据存在
一

定程度 的分割 ，
而

出 口贸易的成本则随着出 口便利化程度 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 同 时 ， 中国企业在进行出 口后其

生产率并没有 明显的提高 ， 不形成动态的提升过程 ， 由此中 国出 口企业逐渐陷入了
“

低生产

率陷 阱
”

。 祝树金、 张鹏辉 （
２０ １５

）

？ 采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的微观数据 ， 分析了 出 口企业行为

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 ， 发现整体上 中 国企业并未因 为进入出 口市场而获得价格加成溢价 ，

只有立足于本地市场 ， 并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的 内资新出 口企业才具有加成溢价 。 此外 ， 蒙

① 刘启仁 、 黄建忠 （
２ ０ １ ５

） ：
“

异质性 出 口倾向 、 学习效应与低加成率陷阱
”

， 《经济研究》 ， 第 ５ 期 。

？ 祝树金 、 张鹏辉 （ ２ ０ １ ５ ） ：
“

出 口企业是否有更高的价格加成 ： 中 囯制造业的证据
”

， 《世界经济》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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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等 （
２０ １ ５

）

？ 采用异质性企业贸易与信息网络模型 ， 分析了移 民网络对企业 出 口绩效的

影响 。 周守华等 （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企业生态效率 、 融资约束异质性与出 口模式的选择 。

从整体上看 ，

２０ １５ 年的 国外相关文献中 ，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和异质性企业框架

下其他政策措施的影响文献数量较多 。 这两个方 向上可 以拓展的空间更大 ， 未来依然会是文

献中的重点 。 国内的文献中 ， 进 口 贸易 、 产品质量等方面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 ， 而出 口 和生

产率的关系等需要在数据 、 方面和理论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预计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仍将是未来几年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研究的重点 。

三 、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全球贸易的主要模式 ，
这一领域的研究是近年 国 内外 国际贸易领域研

究的
一

个重要问题 。 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一

是对全球价值链问题

所涉及的垂直专业化贸易 、 生产分割 、 中 间品 贸易的形成原因 、 模式选择及效应的研究 ；

二

是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垂直专业化以及附加值贸易的分解和核算 ；
三是对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和分工以及价值链贸易的统计数据库构建
；
四是在引入附加值贸易的情形下考察贸易有关问

题
， 如贸易与环境 、 贸易保护的效应、 比较优势测算的调整、 贸易不平衡等 。

国外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主要包括代工企业的生产分割 ， 跨 国生产的选择及其影

响 ， 跨国生产的股票风险与收益 ， 跨国生产的决定因 素等 。 伯纳德和佛特 （
Ｂｅｒｎ ａｒｄ＆Ｆｏｒｔ

，

２０ １ ５
）

？ 分析了零售部 门企业的设计和生产的选择 ，
以 及分工和生产分割等问题 。 然穆德等

（
Ｒａｍ 〇ｍｉ 〇 ｅ

ｌ
ａ ｌ

，

２０ １５
）
？ 使用数据分析了为什么企业要选择跨国生产、 跨国生产如何影响效

率 、 跨国生产如何影响本 国和东道 国的福利 。 伯格曼斯 （
Ｂｏｇ

ｍａｎｓ
，２０ １ ５

）

？ 实证发现跨国公

司具有更高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回报 。

国内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 国内研究重点主要在贸易量的重新核算 、 异质性企业视角下的全

球价值链 、 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及传递 ， 中间 品贸易研究 ， 以及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等几个

方面 。

（
１

） 贸易量的重新核算 。 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视角 ， 对贸易量进行重新核算
一

直是全球价

值链研究的重点问题 。 对
一

国 总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的 ＫＷＷ 方法 ， 将 出 口分解为具有不 同经

济含义的 四个部分 ， 包括被外国吸收的增加值 、 返 回国 内 的增加值国外增加值 ， 以及纯重复

计算的 中间 贸易品部分 ， 并根据出 口 品价值的最终的去 向 ， 将其更加细致的分解为九个部分 。

①蒙英华 、 蔡宏波 、 黄建忠 （ ２ ０ １５ ） ：
“

移民网络对中 囯企业出 口绩效的影响研究
”

， 《管理世界》 ， 第

１ １ 期 。

② 周守华 、 吴春雷 、 刘 囯强 （ ２ ０ １５ ） ：
“

企业生态效率 、 融资约束异质性与 出 口模式选择 基于 ２０ １ ３

年世界银行公布的 中 囯企业调查数据
”

，
《财贸经济》

，
第 ８ 期 。

③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 ＆Ｆｏｒｔ

，Ｔ． Ｃ ．（ ２ ０ １５ ）．Ｆａｃ ｔｏｒｌ ｅ ｓｓＧｏｏｄｓＰｒｏｄｕｃ 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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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ｉｔ
ｙＯｕｔｗｅ ｉ

ｇｈＦｒｅｅ － ｒｉｄ ｉｎ
ｇ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

ｌ

Ｌ
ｉｎｋａ

ｇ
ｅ ｓ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
，９

５


：
 １ １ ５－ １ ２８ ．



第三篇 国际 贸易学 ■
２ １９

王直、 魏 尚进、 祝坤福 （
２ ０１ ５

）

？ 对 ＫＷＷ 的方法进行了 更为详细 的扩展 ， 他们利用 ＷＩＯＤ

数据库 ， 将总贸易流量分解到部门 、 双边和双边部 门层面 ， 由此得出 了基于不同层面 的贸易

品价值的来源地 ，
以及最终吸收地的分解数据 。 他们对 ＷＩＯＤ 中 ４０ 个经济体的共 １ ４００ 个部

门在 １ ９９５—２０ １ １ 年的双边部 门贸易量进行了分解 ， 并构建了巨大的时间序列面板数据集 ，
这

一

数据集可以提供给其他学者进行研究使用 。 他们采用分解结果得到的数据 ， 对垂直专业化、

增加值出 口
， 以及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了扩展分析 。 这一分解方法构建了附加值贸易统计

与传统的 国际贸易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对应的框架 ， 采用新的核算体系 可以 国际贸易

中常用的
一些指标进行重新计算 ， 对于贸易平衡等焦点 问题的理解给出 新的数据支持 ， 为政

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透过官方贸易统计数据 ，
理解全球价值链信息的有力的分析工具 。

（
２

） 异质性企业视角下的全球价值链 。 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结合 ，

利用微观数据 ， 对企业参与 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进行测 算 ， 是较新的研究方 向 。 吕 越等

（
２０ １ ５

）

？ 基于效率和融资的视角
，
对于异质性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进行了测算 。 她们采

用了 四种测算出 口 国外附加值率的方法 ：

一

是假定企业所有进 口都用于 中间投入 ；

二是考虑

了ＢＥＣ 的分类方法 ；
三是引入贸易代理商的影响 ； 四是考虑企业使用的 国 内原材料中 的 国外

附加值部分 。 基于企业效率异质性和金融异质性的视角 ， 研究企业异质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

的静态、 动态以及非线性的关系 ， 研究结果表明 ： 企业生产效率水平是决定企业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嵌入程度的重要因素
，
而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也会有较为重要的

影响 。 在动态效果方面 ， 融资约束对于连续 出 口 型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没有十分显著

的影响 ，
而效率与 ＧＶＣ 嵌入程度则具有较为明显的 Ｕ 型关系 。 此外 ， 孙浦 阳等 （

２０ １ ５
）

？ 采

用异质性贸易理论 ， 分析了上游外资 自 由化与技术距离影响下游企业出 口 的微观机制 。 程大

中 （
２０ １５

）

？ 采用跨国投入产 出分析方法 ， 对中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演变趋势进

行了研究 ， 测算结果表明 ， 中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趋于上升 。

（
３

） 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及其传递 。 全球价值链通过跨国生产
一体化将各国 的生产 、 贸易

和宏观经济紧密的联系在
一

起 ，
这有利于提高全球生产的效率 ， 但同时 ，

全球价值链也使各

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加大 ，
国际分工的代价几何 ？ 垂直专业化是否加快了 国际风

险传导 ？ 代谦 、 何祚宇 （
２ ０１ ５

）

？Ｘ＃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 他们在垂直专业化 （
ＶＳ

） 传

统方法基础上
，
剔除了 与 国际分工网络无关的 因 素后

，
重新计算 了 四个主要 国家在 １９９ ６—

２０ １０ 年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波动性 ， 并在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层面进行对其进行了分解 ， 并

进
一

步研究了垂直专业化程度 的波动对国际风险传导的影响 。 在 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 的研究

结果均表明 ： 处于 国际分工不同地位的经济体在风险传导 中的作用显示出 明显的差异 ， 分工

①王直 、 魏尚进 、 祝坤福 （
２ ０ １５

） ：
“

总贸易核算法 ：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

， 《 中囯社会

科学》
，
第 ９ 期 。

② 吕越 、 罗伟 、 刘斌 （ ２ ０ １５ ） ：
“

异质性企业与 全球价值链嵌人 ： 基于效率和融资 的视角
”

， 《世界经

济》 ，
第 ８ 期 。

③ 孙浦阳 、 蒋为 、 陈惟 （ ２０ １ ５ ） ：
“

外资 自 由化、 技术距离与 中囯企业出 口 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

角
”

，
《管理世界》

，
第 １ １ 期 。

④ 程大 中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 基于跨囯投人产 出分析
”

， 《 经济

研究》
，
第 ９ 期 。

⑤ 代谦、 何祚宇 （
２ ０ １５

） ：
“

囯际分工的代价 ： 垂直专业化的再分解与 囯际风险传导
”

， 《经济研究》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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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促进了其内部波动因素的 向外扩展 ， 并有效的减缓了外部波动对本地经济的影响 ；
而

处于分工 中较弱地位的跟随者的风险防控能力则减弱 ， 这些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体系 中

分担了来 自于外部的波动 ， 但却无法将其内部 的波动向外进行传递 。 这篇文章研究的视角较

为独特、 逻辑清晰 ， 文章基于传统的 ＶＳ 方法进行分解 ， 在理论方法上可以与进一步拓展 。

“

中国制造
”

是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 ，

１９ ８ １ 

—２００ ７ 年 ，
全球经济保持了较为平稳 的

增长态势 ， 形成了
“

大稳健
”

（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 ｏ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 ） 。 中 国制造对大稳健的影响是一个较新

的研究视角 。 杨继军、 范从来 （
２ ０１ ５

）

？ 采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检验 ， 对这
一

问题进行

了研究 。 他们利用 Ｓ
ｙ
ｓｔｅｍＧＭＭ 方法 ， 使用 １ ９８４—２０１ ２ 年 中国 ２ ２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数据 ， 实

证研究结果发现 ： 全球经济受贸易规模 、 实际有效汇率 、 固定资本投资 ， 以及能源价值等 因

素影响而呈现波动 ， 但是 ，

“

中国制造
”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有效地缓解 了全球宏观经

济的波动 ， 发挥了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 因此
， 中 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 中 ，

不仅仅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
也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者 。 基于他们 的研究结论 ， 文章提出应客

观看待加工贸易的作用 ， 中国应继续发挥加工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 。 在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的

背景下 ， 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 反而造成了 国际经贸秩序的混乱 ， 各国

应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

（
４

） 中 间品贸易研究 。 基于全球价值链模式下 中间 品贸易研究
，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 际

贸易传统 问题的理解 。 如贸易 自 由化和生产率的关系
一

直的国 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 传统的

研究从最终产品关税减让的角度来研究贸易 自 由 化的影响 ，
而贸易 自 由化所带来的竞争加剧 ，

由此引发的进 口 中间 品质量提升 、 种类扩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
这一角度正是近年来文献

关注的新方面 。 毛其淋 、 许家云 （
２０ １ ５

）
？ 采用实证方法 ，

研究了 中 间 品 贸易 自 由化与制度

环境和生产率深化的关系 。 他们对三个假设进行了检验 ： 中间 品贸易 自 由化有利 于提高企业

生产率 ， 但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 ； 制度环境 的改善会提高企业生产率 ；
地区的制度环境有

利于强化中间品 贸易 自 由化的生产率获得效应采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假

设 。 基于实证检验结果 ， 文章提出 了继续推进和深化国 内市场改革 、 进
一

步完善 国 内制度环

境 ， 以及加强地区制度建设 ， 特别是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 葛顺奇 、 罗伟

（
２ ０１ ５

）

？ 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 ， 构建企业可执行多工序的生产函数 ， 证明了增加值率和密集

度以及工序构成的联动关系 ， 实证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影响生产效率和产 出构成 ， 并对制

造业工序构成产生直接影响 。

服务贸易在全球分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测算方法集中于

对货物贸易的测算 ， 对服务贸易则有待于加强 。 刘维林 （
２０ １５

）
？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 对

中国式产品和服务贸易出 口的价值创造之谜进行 了解析 。 文章提出 了
一

个基于全球价值链的

出 口价值结构进行测算的框架 ， 并从功能嵌入与产 品嵌入两个角度对中 国 出 口 的价值链嵌入

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析 。 发现中 国 出 口的 国 内附加值率在 １ 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 间处于 ５３ ％ 

—

５６％ 的水平 ，
国外附加值中服务所 占的 比重不高 ， 但上升 的速度较快 。 在确定中 国贸易转型

①杨继军 、 范从来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 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
”

， 《 中

囯社会科学》
，
第 １０ 期 。

② 毛其淋 、 许家云 （ ２ ０ １５ ） ：
“

中 间品贸易 自 由化 、 制度环境与生产率演化
”

， 《世界经济》 ， 第 ９ 期 。

③ 葛顺奇 、 罗伟 （
２ ０ １５

） ：
“

跨 囯公司进人与 中 囯制造业产业结构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的研究
”

，

《经济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④ 刘维林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式 出 口 的价值创造之谜 ：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析
”

， 《世界经济》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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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政策时 ， 需要更多地从产品架构 中发现与主要价值链相关的

附属价值链 ， 同时 ， 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 ， 发挥服务业对促进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引领

作用 。

（
５

）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 。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产业升级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 刘仕

国等 （
２０ １５

）

？ 系统分析了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 ， 提出 的路径是对外开放 ， 融入全

球产业大循环 ， 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 ； 利用全球价值链升级直接促进产业升级 ； 利用全

球价值链上频密的 国际中间品 贸易和国 际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创新 ；
整合国内价值链 ， 支持国

内企业
“

抱团
”

加入特定全球价值链 ， 増强在其中 的话语权 ； 促进区域市场融合 ， 充分发挥

区域价值链在产业发展 中的作用 。

全球价值链的文献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之
一

， 随着价值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 对其进

行研究的现实需要逐步提升 ， 同 时全球价值链的文献通常也是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开展分析 ，

与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有交叉的地方 。

四 、 贸易协定与贸易 自 由 化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包含两个部分 ：

一

是贸易协定和 区域
一体化 ，

二是贸易开

放或者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 。 贸易协定和一体化的研究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 贸易谈判博

弈以及贸易战和贸易摩擦 、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系等 。 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主要分析贸易开放对于

企业 、 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收入、 福利 、 要素配置、 就业、 制度变迁、 要素价格、 生产率等的

影响 。 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也包含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以下分析的文献主要是在古典 、 新古

典和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 。

２０ １ ５ 年的文献主要关注竞争和贸易收益、 贸易和研发溢出 、 贸易和要素收入、 贸易和劳

动技能溢价等 。 埃德蒙德等 （
Ｅｄｍｏｎ ｄｅ ｔ ａｌ

，２〇 １５
） 分析了 国际贸易的竞争收益 ， 发现贸易可

以显著的减少价格加成的扭 曲 。 卡勒偌和库瓦克 （
Ｃａｍ ｅｕｒｏ ＆ Ｋｏｖａｋ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贸易 自

由化对劳动者技能溢价的影响 ， 论文构建了
一

个特定要素模型进行分析 ， 发现贸易 自 由化对

于劳动者技能溢出 的效应显著但较小 。 卡勒多和潘若 （
Ｃａｌ ｉｅｎ ｄｏ ＆ Ｐａｒｒｏ

，２０ １ ５
）

？ 分析了北

美 自 由 贸易区 （
ＮＡＦＴＡ

） 的贸易和福利效应 ， 发现当生产结构中不考虑 中 间品 的投入时 ， 关

税减让的福利效应会下降 。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与重塑是影响全球经贸治理结构的重要议题 。 这方面的研究主

要以政策研究为主 。 石静霞 （
２０ １５

） 研究了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的背景与路径 ， 为全

球价值链的发展对规则的重建有促进作用 ， 对 ２ １ 世纪新规则 中的代表性规则进行了分析 ， 研

究国际规则变迁的进程 中的 中国角色定位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仍将是未来国际贸易研究的主要方向之
一

。 区域贸易协定

在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 ， 多边贸易体系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
这些现实都决定 了 贸易协定

①刘仕囯 、 吴海英 、 马涛 、 张磊 、 彭莉 、 于建勋 （ ２ ０ １５ ） ：
“

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
”

， 《 囯际经

济评论》
，
第 １ 期 。

②Ｃａｒｎｅ ｉ ｒｏ
，Ｒ ．Ｄ ．＆Ｋｏｖａｋ

，Ｂ ． Ｋ ．（ ２０ １ ５ ） ．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ｋ ｉｌｌＰｒｅｍｉ ｕｍ
：ＡＬｏｃａｌ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 ｔ
ｓ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１ ０５（
５

） ，５５ １－ ５５７ ．

③Ｃａｌ
ｉｅｎｄ ｏ

，Ｌ ．＆Ｐａｉｒｏ
，Ｆ ． （ ２０ １ ５ ）． Ｅ 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Ｗｅ

ｌ
ｆａｒｅ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ＮＡＦＴＡ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Ｓ ｔｕｄｉｅｓ
，
８２


：
１－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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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具有现实价值 。 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研究主题 ， 在不 同

的条件下分析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
一直是 国际贸易主要的研究内容之

一

。

五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皇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影响 、 贸易成本的测度以及

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等 。 贸易成本测度包含引力模型等理论和实证分析 ， 贸易成本和壁垒的

影响包含对于就业 、 贸易 、 收入分配和增长等的作用 ，
贸易保护包含保护的影响 、 保护的理

论等 。

２０ １ ５ 年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成本估算 ， 贸易壁垒对贸易 品相对价格的影响 ， 贸易成本

和冲突防御 。 依然 巴尔等 （
Ｉｒａｒｒａｚａｂａｌ 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 ５

）

① 创建了一个新的实证框架
，
使用企业层

面的贸易数据 ， 发现贸易成本通常在 １４％ 左右 。 豪诺克和考仁 （
Ｈｏｍ ｏｋ ＆ Ｋｗｅｎ

，２０ １５
）

？ 使

用美 国和西班牙的出 口数据计算分析贸易成本 。 思抛斯 （
Ｓ
Ｐ〇 Ｓｉ

，２０１ ５
）

？ 分析了贸易壁垒和

可贸易品 的相对价格 ， 解释了为什么服务相对于可贸易品 的价格与国家之间的发展情况正相

关 。 森茨等 （
Ｓｅｉ ｔｚｅｔ ａｌ

，２ ０１ ５
）

？ 分析了 贸易成本与冲突和防卫支 出 的关系 ， 实证研究发现

较低的贸易成本会减少两国军队之间的冲突 ， 促使双方都减少防卫支出 。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不仅是 国际贸易 中的理论问题
，
也是重要的现实话题

，
降低贸易成

本和削减贸易壁垒是贸易 自 由化的主要 目标 ， 对于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以及贸易保护的研究

十分重要 。

六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贸易与劳动力要素价格 、 劳动力要素的配置、 劳

动力教育培训 、 就业和失业等 。

国外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主要分析贸易 自 由化和劳动力技能收入差异的关系 ，
以及

贸易和工资不平等 。 卡鲁斯和巴斯 （
Ｃａｒ ｌｕｃｃ ｉｏ ＆ Ｂａｓ

，２０ １５
）

⑤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

贸易对于技能劳动收入的影响 ， 发现贸易会更多的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 ，
而低技能劳动

力的收入增长有限 。 阿图克和麦克蓝仁 （
Ａｒｔｕ ｃ＆Ｍ ｃＬａｒｅｎ

，２０ １ ５
）

？ 分析贸易政策对工资不

① Ｉｒａｒ ｒａｚ ａｂ ａｌ
，Ａ ．

，Ｍ ｏｘｎｅ ｓ
，Ａ． ＆Ｏｐ

ｒｏｍｏ
ｌｌ
ａ

，Ｌ ．Ｄ ． （ ２０ １５ ）．Ｔｈ ｅＴｉ
ｐｏｆｔｈｅＩｃｅｂｅｒｇ

：ＡＱｕａｎ ｔｉ ｔａｔｉ 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ｓｔ ｉｍａｔｉｎ
ｇ
Ｔｒａｄ ｅＣｏ ｓ ｔｓ

，
Ｔｈｅ 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ｄＳ ｔａ ｔｉｓ ｔ ｉｃｓ
，
９７（

４
）

，
１１ １

－

７９ ２．

②Ｈｏｒｎｏｋ
，Ｃ ．＆Ｋｏｒｅｎ

，Ｍ ． （ ２ ０ １５ ）．Ｐｅｒ － ｓｈｉ
ｐ
ｍｅｎｔＣｏ 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ｕｍｐｉ ｎｅ ｓ ｓｏｆ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 ｅ ．Ｔｈｅ Ｒｅ？

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ｄＳ ｔａ ｔｉｓ ｔ ｉｃｓ
，９７（

２
） ，５２ ５－５ ３０．

③Ｓｐ
ｏ ｓｉ

，Ｍ．（ ２ ０ １５ ） ．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 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ｌａ ｔｉ ｖ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ａｂ ｌｅ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ｉｏ 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

９ ６
：
３９ ８－ ４ １ １ ．

④Ｓｅ ｉ ｔｚ
，Ｍ．

，Ｔａｒａｓ ｏｖ
，Ａ ．＆Ｚａｋｈａｒｅｎｋ ｏ

，Ｒ． （
２０ １ ５ ） ．Ｔｒ ａｄ ｅＣｏ ｓｔ ｓ

，Ｃｏｎｆｌ ｉ ｃ ｔｓ
，ａｎｄＤ ｅｆｅｎ ｓｅＳｐ

ｅｎｄ ？

ｉｎ
ｇ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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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３ １ ８ ．

⑤Ｃａｒｌ ｕｃｃｉ ｏ
，Ｊ． ＆Ｂａｓ

，Ｍ ． （ ２０ １５ ）． ＴｈｅＩｍ
ｐ
ａｃ ｔ ｏｆＷｏｒｋｅｒＢａｒ

ｇ
ａｉｎｉ ｎ

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Ｏ 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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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ｍ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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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影响 ， 发现劳动者所在的就业产业与其职业和技能层次相 比 ， 对于收入的影响更大 ，

是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的研究未来方向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分析贸易与

劳动要素的需求和价格等 。

国内文献方面 ， 贸易扩张对地区劳动力市场 的影响是近年来国 内学者关注的重点 ， 张川

川 （
２０ １ ５

）

？ 研究了出 口扩张所引致的就业增长对个体教育决策的影响 。 该文基于全国人 口

普查 以及抽样调查数据 ， 发现中 国的贸易开放创造了大量的非农业的就业岗位 ，
这些 岗位对

劳动者所要求的技能水平不高 ， 相对而言 ， 大学就学的机会成本提高 ， 由此引发了青年人 口

的高中的入学率以及大学的入学率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 。 在出 口导致的低技能就业 岗位快速

增加 的情况下 ， 为 了追求短期培训的收益 ， 大量青年劳动力进入就业 岗位 ， 制约了人力资本

的积累
，
这影响了个体的长期收益

，
也损害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动力 。 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

表明 ， 相对于女性 ， 男性进入高 中和大学的 比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农村和城镇青年的对比

结果中 ， 随着就业水平的增加 ， 农村青年进入高中和大学学习 的概率都呈现了 比较明显的下

降的趋势 ，
而对于城镇的青年 ， 他们进入高中学 习的概率有 比较明显的上升 ，

而进入大学学

习 的概念则呈现下降的趋势 。 基于研究结论 ， 在政策设计方面 ， 应该避免高 中和大学学费过

快上涨的情况 ，
通过助学贷款、 奖学金等多个途径 ， 降低教育的机会成本 。

七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是对现有文献没有涉及 的新贸易现象或者新出 现的贸易现象 ， 从理

论上给出解释和分析 。
２０ １ ５ 年的文献主要包括对出 口超级明星现象的分析 、 贸易 中间商的作

用 、 世界贸易增长的解释和 贸易停滞 问题等 。 傅让德和 匹如娜 （
Ｆｒｅｕｎｄ＆ Ｐ ｉｅｒ〇 ｌａ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出 口超级明星 （
Ｅｘ

ｐｏｒｔ
Ｓｕｐｅ

ｒｓ ｔａｒ ） 如何影响
一

国的贸易行为 ， 出 口大企业 出 口 平均 占

一

国 出 口总额的 １４％
， 前五大企业会占据总出 口额的约 ３０％ 。 兹迈克 （

Ｚ
ｙ
ｍｅｋ

，２０ １ ５
）

？ 从

要素比重视角解释了世界贸易的增长 。 伊特可和梓穆瑞 （
Ｅｆｃ ｓ ＆ Ｚ ｉｍｒｉｎ

ｇ ，２０ １ ５
）

④ 分析了 贸

易停滞现象及其福利影响效应 。 贸易新现象是一个富有开创价值的领域 ， 但不会聚集很多文

献
，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

八 、 中 国对外贸易 中 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贸易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 ， 对中国 贸易的研究
一

直是学者界关注 的重点问题 ， 特

别是 国内 的研究主要聚焦中 国贸易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 ２０ １５ 年的相关研究包括国 内需求与出

口 的关系 、 服务贸易发展、 贸易摩擦 ， 汇率与贸易 ， 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战略等问题 。

①张川川 （
２ ０ １ ５

） ：
“

中等教育陷 阱？ 出 口扩张 、 就业增长与个体教育决策
”

，
《经济研究》

，
第 １ ２ 期 。

②Ｆｒｅｕｎｄ
，Ｃ ． ＆Ｐｉｅｒｏ ｌａ

，Ｍ． Ｄ ．（ ２ ０ １ ５ ）．Ｅｘ
ｐ
ｏｒｔＳｕ ｐ

ｅｒｓｔａｒｓ ．Ｔｈ ｅ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ａｎｄ Ｓ ｔａ ｔｉ ｓ ｔｉｃ ｓ
，９７（ ５ ）

，

１ ０２ ３－ １０ ３２ ．

③Ｚ
ｙ
ｍｅｋ

，Ｒ．（ ２ ０ １５ ）．Ｆａｃ ｔｏｒＰｒｏ
ｐ
ｏｒｔ ｉｏｎ ｓ ａｎｄｔｈ ｅＧｒｏｗ ｔｈｏｆ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

９ ５ ：４２－ ５３ ．

④Ｅｔｋｅ ｓ
，Ｈ ．＆Ｚｉｍｎｎ

ｇ ，Ａ ．（ ２０ １ ５ ） ．Ｗｈ ｅｎＴｒａｄ ｅＳｔ ｏ
ｐ
ｓ

 ：Ｌｅ ｓｓｏｎ ｓｆｒｏｍｔｈ ｅＧａｚｅＢ
ｌ
ｏｃｋａｄｅ２００７

－

２ ０ １ ０．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９

５


：
１ ６－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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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国内需求与 出 口 的关系

在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 ，
国 内需求与贸易的关系需要根据新形势进行深入的探

讨 。 高凌云 （
２０ １ ５

） 研究了内需与出 口 的关系 ， 在测度企业更替 、 成长对出 口变动贡献的 同

时 ，
通过放松边际成本不变假设 ， 引入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 ， 对异质性贸易理论进行

了拓展 ， 为能系统分析内外需等变量的 出 口决定方程构建了严谨的理论体系 。 以此为基础 ，

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对中 国的 出 口决定方程进行经验估计 ； 进而 ， 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 ，

着重讨论内需变动通过要素约束 、 要素效率等机制 ， 对来 自不 同形式企业动态的产值 比重效

应 、 出 口 比重效应、 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的影响 。 最后 ， 结合现有 的政策体系 ， 提 出能
“

协

调拓展 内 外需
”

、

“

加快形成消 费 、 投资 、 出 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

的针对性政策

建议 。

（ 二 ） 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贸易是我国贸易转型升级中的重点发展领域 。 毛艳华 、 李敬子 （
２０ １ ５

）

？ 研究了服

务业出 口
， 认为 中国整体服务业出 口具有

“

本地市场效应
”

，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本地市场效

应 ， 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强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 促进文化贸易的发展
，

是 当前我国的重要战略决策 ，
现有对文化产 品贸易的 国 内研究还 比较少 。 已有 的文献多采用

传统的贸易模型来展开分析 ， 而 曲如晓等 （
２０ １５

）

？ 结合异质性贸易理论 ， 研究了文化产 品

出 口 问题
，
从产品层面出 发

，
对中 国文化产品 出 口 的二元边际进行考察 。 文章基于 ２０００—

２０ １ １ 年 中国与四十一个国家的 ＨＳ６ 位码的数据 ， 对中 国文化产 品出 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进

行分析 。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 集约边际的增长是中 国文化产品 出 口的增长的主要源泉 。 文化

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 口的集约边际的影响较小 ，
而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

固定成

本的下降促进文化发达国家的相关产品 出 口
，

一

定程度上对中 国文化产 品出 口扩展边际方向

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 。 中国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 ， 应该加强对中 国文化亲和力的打造 ， 同时 ，

提升中 国文化企业的文化产 品 的创新能力 。 杨玲、 徐舒婷 （
２ ０ １５

）

？ 的研究发现 ，
生产性服

务的进 口复杂度能显著拉动进 口 国的经济增长 。 各国进 口更多高技术密集型金融 、 保险和专

利及特许费服务对该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
货物贸易进 口依存度的上升反而不利于一国经济

增长或影响效应不显著 ， 作为后工业社会吸收劳动力最多的行业 ，
服务业劳动力 的增加有利

于实现
一

国经济增长 。

（ 三 ） 贸易摩擦

中 国贸易在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 ，
也遇到 了越来越多 的贸 易争端与贸易摩擦 。 王孝松等

①毛艳华 、 李敬子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服务业出 口 的本地市场效应研究
”

， 《 经济研究》 ， 第 ８ 期 。

② 曲如晓 、 杨修 、 刘杨 （
２０ １ ５ ） ：

“

文化差异 、 贸易成本与中 囯文化产品 出 口
”

， 《世界经济》 ， 第 ９ 期 。

③ 杨玲、 徐舒婷 （
２ ０ １ ５

） ：
“

生产性服务贸易 进 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

， 《 囯际贸易 问题 》 ， 第 ２



第三篇 国际 贸易学 ■
２２５

（
２０ １ ５

）

？ 研究了反倾销对中 国出 口 的抑制效应 。 现有对反倾销 的研究可 以分为对反倾销的形

成动因 的研究 ， 以及对反倾销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两大类别 。 王孝松等 （
２０１ ５

） 探讨反倾销的

直接影响 。 他们采用引入反倾销 因素的贸易引 力模型
，
采用 １９９ ２—２０ １０ 年的 中 国与 ２４ 个贸

易伙伴的分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 。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
反倾销使中 国 的 出 口 额降低 了 ２ 到

３ ．２ 个百分点
，
来 自于发达国家的反侮ｆ销对中国 出 口 的不利影响要显著高于整体的平均水平 。

在全球贸易处于低迷的情况下
，
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倾向增加 ， 中 国需要通过积极推进

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 加强多边谈判等 ， 与贸易伙伴国建立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 ， 破解反倾销

等对中国贸易的侵害 。

（ 四 ） 汇率与贸易

汇率与贸易的关系是影响中美经贸关系 的重要现实问题 。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就美 国对人

民 币汇率与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在研究角度方面 ，

一

部分基于进出 口 贸易的角

度 ， 另
一

部分则基于
一

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角度 。 沈 国兵 （
２ ０１ ５

）
？ 构建了完全替代和不完

全替代的 中美产品贸易模型 ， 采用基于 Ｒａｕｃｈ 分类匹配出最细化的 同质 品和异质品 贸易数据 ，

分析了 ２００ ０
—２０ １２ 年间美元弱势调整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 研究结果显示 ， 美 国对华 同质

品 的出 口 占 比较高 ， 美元的弱势调整使美国对中 国 同质 品贸易差额有较大的改善 ， 实际汇率

波动增加对改善美 中贸易失衡的作用并非如政策预计那样 明显 。 许家云等 （
２ ０１ ５

）

？ 研究了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 出 口行为 的影响 ， 他们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中国海关数据库

的匹配数据 ， 研究结论表明 ：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导致企业出 口价格的下降 ， 出 口数量降低 ，

并延长核心产品 的出 口的持续期 ， 但是 ， 缩短 了非核心产 品的 出 口持续期 ， 并缩小 了企业出

口产品 的范围 ， 提高了企业出 口产 品的集中度 。 田朔等 （
２０１ ５

）

？ 采用中 国海关进 出 口数据

库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 （ 汇率

变化和汇率波动 ） 对中国企业 出 口扩展边际 （ 出 口市场个数和出 口商品种类数 ） 的影响 。 结

果表明 ，
汇率波动对企业 出 口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

（ 五 ） 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

中国进
一

步对外开放的战略是重要的现实和政策研究主题 。 宋泓 （
２０１ ５ ） 系统分析了 中

国是否到了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 ， 指出 发展 中大 国经济形态的演进 ， 大体上会经历

以下阶段 ： 在发展之初 ， 更多地通过与世界尤其是世界强权的隔离 ， 甚至是封闭 自 己来保护

自 我 ； 在实力强大后 ， 会逐渐开放本国经济
， 甚至推行开放经济形态 。 因此

， 中 国应采取近

期大力培育 国际竞争新优势 ， 远期积极推进 自 由 、 公平贸易的两步走战略 ， 发展开放型经济 。

①王孝松、 翟光宇 、 林发勤 （
２０ １ ５

） ：


“

反倾销对中 囯 出 口 的抑制效应探究
”

， 《世界经济 》 ，
第 ５ 期 。

② 沈 囯兵 、 张鑫 （ ２０ １ ５ ） ：
“

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对中 囯省级工业污染排放旳影响
”

， 《世界经济》 ， 第

４ 期 。

③ 许家云 、 佟家栋 、 毛其淋 （ ２０ １ ５ ） ：


“

人民币汇率变动 、 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的 出 口行为 以 中

囯制造业企业为例
”

， 《管理世界》 ， 第 ２ 期 。

④ 田朔 、 张伯伟 、 陈立英 （ ２０ １ ５ ） ：
“

汇率变动与出 口扩展边际 兼论企业异质性行为
”

， 《 囯际贸

易 问题》 ，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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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对
一

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开放战略中 的重要问题 。 韩军等 （
２０ １５

）

？ 研究了改

革开放以来两次重要事件 ， 即
“

南方谈话
”

和
“

中 国加入 ＷＴＯ
”

对中 国收入分配 的影响 。

他们采用倍差法 ， 使用 １ ９８８—２００８ 年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 发现对外开

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城市和农村的效果有较大的差异 ， 同 时 ，
不 同 时期 的影响也不 同 。

“

南方谈话
”

后 的对外开放总体上在
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 收入差距 ，
而

“

中 国加入 ＷＴＯ
”

的开

放对改善总体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明显 。 研究结果表明 ，
不 同群体在开放过程 中的收益有较大

差异 ， 在政策制定和评估时 ， 应注意不 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

九 、 其他领域

以上列出的领域之外的文献都归类到其他类别 中 。 主要包含贸易与环境 、 贸易与金融市

场 、 贸易 的不平衡 、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 贸易与增长、 贸易与空间经济学 、 贸易不平衡、 传

统贸易理论、 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等 。

国外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代表性文献有如下 。 儒尔 （
Ｒｕｈｌ

，２０ １ ５
）

？ 分析了公司 内 贸易

的测度方法及实践 。 麦格和琶利克 （
Ｍｃ ｃａｉｇ ＆ Ｐａｖｃｎｉ

ｋ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低收入国家的非正规

就业问题 。 贾克森和斯德威 （
Ｊａｃ ｏｂｓｏｎ＆ ＳＣｈｅｄｖｉｎ

，

２ ０１ ５
）

？ 分析了 贸易信贷对企业破产的影

响 。 考斯提特等 （
Ｃｏｓ ｔ ｉｎｏ ｔ ｅ ｔ ａ ｌ

，２０ １５
）

？ 分析了 比较优势和最有 贸易政策问题 。 阿奇勒和菲

博儒 （
Ａ ｉｃｈ ｅｌｅ ＆ Ｆｅ ｌｂｅｒｍａ

ｙ
ｒ

，２０ １５
）

？ 关注双边贸易中的碳含量 ， 属于贸易与环境主题 。 这些

文献都是 国际贸易领域 中的重要问题 ， 且随着现实的发展在不同 的时期其重要性不断变化。

国内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研究主要包括贸易与环境 、 开放与政府规模等 。 能源 、 环境与

贸易问题是近年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 林伯强 、 刘泓汛 （
２０ １５

）

？ 以 中 国工业行业为例 ， 探

讨了对外贸易是否有利于提高能源环境的效率 。 他们采用的非径 向方法距离函数克服了传统

方法的局 限 ， 测算了两种能源环境效率指标 ， 并利用 高度细分的联合国商品 贸易统计数据 ，

整理得到 了分行业的进出 口数据 ， 并构建了包含 ＴｏＷｔ 模型的联立方程组 。 实证分析的结果发

现 ： 对外贸易对中 国能源环境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研发投入、 环境规制 、 所有制结构和

能源价格等机制促进能源环境效率提高 。 研究结果具有较为明显的政策含义 ： 在实施环境规

①韩军 、 刘润娟 、 张俊森 （ ２ ０ １５ ） ：
“

对外开放对中 囯收人分配的影响 南方谈话和人世后效果的实

证检验
”

，
《 中 囯社会科学》

，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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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林伯强 、 刘泓汛 （ ２ ０ １５ ） ：
“

对外贸易是否有利于提高能源环境效率 以 中 囯工业行业为例
”

， 《 经

济研究》 ， 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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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时 ， 应掌握好力度 ， 同时 ，
国有化并不利于中 国能源环境效率水平的提升 ，

因此
， 需要推

进能源市场化进程 ，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 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进入能源行业 。

经济开放 、 经济发展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是贸易与环境方面的研究重点 。 主要研究方向有

三个 ：

一

是关于贸易开放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 ；

二是将贸易开放引入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的

经验方程 中 ；
三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工业污染的相关性 ，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检验 。

沈国兵、 张鑫 （
２ ０ １５

）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 ， 研究了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对中 国省级工业排放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环境库兹涅倒 Ｕ 型 曲线的假说在中 国大部分省份得到了验证 ，

但是该假

说在环渤海地区没有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 总体看 ，
开放程度 的提高对中 国各省 的还有环境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 在中 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 应该避免沿海地区的产业向

中西转移的过程中
，
也形成了污染的转移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
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的关系也成为热点问题 。 现有文献主

要有两个方向 ，

一

是关注效率效应 （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

ｙ
ｅｆｆｅｃ ｔ

） ， 认为经济开放通过税收收入影响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 从而影响政府规模 ；

二是关注补偿效应 （ ｔｈｅｃ ｏｍｐ ｅ
ｎ ｓａ ｔ ｉｏｎｅ ｆｆｅｃ ｔ ） ，

研究开放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影响 。 毛捷等 （
２０ １５

）

？ 基于 １ ８５ ０—２０ ０９ 年的跨国数据
，
基于理

论模型与历史事实 ， 采用实证方法 ， 分析了两次不同 背景的全球化对政府规模变动的影响 ，

发现开放对政府规模在两个阶段的影响有显著的不 同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开放导致了政

府规模的相对收缩 ，
源于早期政府承担的职能较少 ， 关税收入等财政收入的变动主导 了政府

规模的变动
；
而二战后的开放则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扩展 。 两次关系 的差异取决于政府在不同

时期职能的差异 。 他们的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 ： 对政府扩张应该持有客观的态度 ， 对有利于

中 国经济和市场经济主体更好的融入全球化的支 出 ， 应提供制度性支持 ，
以保证此类公共支

出增长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

十 、 总结

论文从八个方面梳理了２０ １ ５ 年的 国外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文献 ， 包括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

球价值链 、 贸易协定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 中

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和政策 问题 ，
以及其他领域 。

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方面 ，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和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其他政策措

施的影响文献数量较多 ，
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以及理论新拓展文献较少 。 异质性企业贸易行

为选择的研究是 ２０ １５ 年文献的一个主要方向 ，
也是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的主要拓展领域 ， 相

关研究在贸易行为选择上不断向纵深发展 。 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上 ，

２０ １５ 年文献主要关

注贸易开放对异质性企业进出 口产 品的质量和价格的影响 ， 对进 出 口产品种类的影响等 。 其

他政策和外生冲击的影响上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关注研发、 信贷约束和培训等对企业的技术进

步 、 生产率和工资的影响 。 理论新拓展上
，

２０ １ ５ 年文献主要关注利润和成本的异质性
，
贸易

品 的价格和人均收入的关系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文献方面 ，

２０ １ ５ 年的文献主要包括代工企业的生产分割 ， 跨国生

产的选择及影响 ， 跨国生产的股票风险与收益 ， 跨国生产的决定 因素等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① 毛捷、 管汉晖 、 林智贤 （
２ ０ １５

） ：
“

经济开放与 政府规模 来 自 历史 的新发现 （
１８ ５０ ２ ００９ ）

”

，

《经济研究》
，
第 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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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协定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主要关注竞争和贸易收益 ， 贸易和研发溢出 ， 贸易和要素

收入 ， 贸易和劳动技能溢价等 。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主要集 中在贸

易成本的估计核算
，
贸易壁垒对贸易品相对价格影响

，
贸易成本和冲突防御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效应的文献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主要关注竞争和贸易收益 、 贸易

和研发溢 出 、 贸易和要素收入、 贸易和劳动技能溢价等 。 区域贸易协定在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很快 ， 多边贸易体系 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
现实状况决定了 贸易协定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研究方面 ，

２ ０１ ５ 年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成本的估计核算 ， 贸易

壁垒对贸易品相对价格影响 ， 贸易成本和冲突防御 。 降低贸易成本和削减贸易壁垒是贸易 自

由化的主要 目标
，
对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以及贸易保护的研究与贸易政策直接相关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方面 ，

２０ １５ 年的文献主要分析贸易 自 由化和劳动力技能收入差

异的关系 ，
以及贸易和工资不平等 ，

国 内文献关注贸易扩张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的文献主要包括对出 口超级明 星现象的分析、 贸易 中 间商的作用 、

世界贸易增长的解释和贸易停滞问题等 。

中国对外贸易 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国 内研究文献的重要方面
，

２０ １ ５ 年的相关研究包括

国内需求与出 口 的关系 、 服务贸易发展 、 贸易摩擦 ，
以及汇率与贸易等问题 。 主题都与中 国

经济发展 中的现实息息相关 。

其他领域包括了 贸易与环境 、 贸易与金融市场 、 贸易 的不平衡 、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 贸

易与增长 、 贸易与空间经济学 、 贸易不平衡 、 传统贸易理论、 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等 。

整体上 ，

２０ １ ５ 年国外国际贸易文献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主题仍然 占据主体地位 ， 文献数

量有增加 。 其他领域的文献与前几年相 比更加分散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效应、 贸易成本

与贸易壁垒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的文献比重有所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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