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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论文从八个方面梳理和评述 了２０ １ ４ 年国 际贸易研究文献 。 具体为异质性企业贸

易 ， 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谈判与

协定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 中国对外贸易中 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以及其他领域 。 其中 ， 异质

性企业贸易是研究的最前沿 ， 处于主体地位 ；
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 化效应、 全球价值链与生

产分割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 中国对外贸易 中 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是 国 内文献的重要部分 。 从微

观企业视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是国 内外的前沿趋势和发展方向 。

关键词 ： 国际贸易 ； 异质性 ；
全球价值链 ； 贸易 自 由化

一

、 引 言

从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国 际贸易掀起了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
形成的新理论被称为异

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在这
一

新的理论框架下分析
一

系列贸易行为带来 了 国际贸易理论的快速

发展 ，
使得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成为经济学 中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 。 ２０ １４ 年 国际贸易

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包括七个方面 ： 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 贸易福利与

贸易 自 由化效应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谈判与协定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
以及中 国对

外贸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 其他的议题还有如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 贸易政治经济学 ， 贸

易与金融市场 ， 贸易与气候环境 ， 贸易不平衡 ， 贸易弹性 ， 贸易与空间经济学 ， 以及贸易与

增长 。 其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处于最主要地位 。

梳理和比较近年国际贸易研究文献 ，
存在几个重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 第一

， 异质性企

业贸易领域的研究处于最前沿 ，
且呈现全面扩展的趋势 ，

已经涉足贸易领域的每
一个方面

，

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贸易问题成为主流 。 第二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 、 贸易谈判和协定正

日 益成为热门研究主题 ，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第三 ，
经济学最前沿期刊中 贸易主题论文的

发表数量逐年增加 ，
证明 了贸易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 以 《美 国经济评论》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 ｏｎｏｍ
？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为例 ，２０ １ ２

年发表贸易领域论文
５
篇 ，２ ０ １３

年 
６
篇 ，２０ １４

年增加到
１３

篇 。第 四 ，

理论创新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
理论类 的文献相对较多或者说发展成就更大 ，

重大的实证发

现相对而言稍为逊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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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近三年贸易 文献的领域分布 ： 以国外期刊 为例
？

考虑国 际贸易学科的期刊情况 ， 我们选取八份最主要的国外前沿期刊进行统计分析 （ 与

本综述国外期刊 的选择相 同 ） 进行分析 ， 对比 ２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４ 年的文献领域分布 ， 把握前沿发展

的方向 。

２０ １４ 年共发表了 国 际贸易领域相关研究 ７４ 篇 。 其中 ， 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文献 ２６ 篇 ，

占总数的 ３５％； 贸易福利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文献 １ １ 篇 ， 占总数的约 １５％
 ；
全球价值链和

生产分割文献 １ 〇 篇 ， 占总数的约 １ ４％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文献 ６ 篇 ， 占总数的约 ８ ． １％

； 贸

易谈判与协定以及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文献各 ５ 篇 ， 占总数约 ６ ．８％ 。 《美国经济评论》
＠ 和

《计量经济学杂志》 （
Ｅｃ＿ｍｅｔｒｉｃａ

） 这两个最重要期刊上共发表 １ ５ 篇贸易类论文 ，
其中异质

性企业贸易文献 ７ 篇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文献 ３ 篇

，
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文献 ２

篇 （见表 １
） 。 图 １ 全面展示了文献的分布情况。

２０ １ ４年国际贸易研究文献分布

贸易不平衡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垄

贸易弹性

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

贸易谈判与协定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贸易与金融市场

贸易与空间经济学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贸易与气候环境

贸易与增长

贸易政治经济学

全球价值鮮好分割

异质性企业贸易

０５ １ ０１ ５２０２５

发表数量 （篇 ）

图 １２０１ ４ 年前沿国外期刊国 际贸易研究文献领域分布

数据来源 ； 作者整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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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０ １４ 年国 际贸易 国外研究文献分布情况单位 ： 篇

类别 ＡＥＲ Ｅ ＪＰＥ Ｑ ＪＥ ＩＥＲ ＲＥ Ｓｔｕ ｄ
ｙ ＲＥ Ｓｔａｔｉ ｓ Ｊ ＩＥ 合计

异质性企业贸易 ６ 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４ ２６

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 ２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７ １ １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１０

贸易 与劳动力市场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３ ６

贸易谈判与协定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２ ５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３

贸易政治经济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贸易 与金融市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贸易 与气候环境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贸易不平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贸易 弹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贸易 与空间经济学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贸易 与増长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合计 １ ３ ２ ０ ４ ５ ４ ３ ４３ ７４

注 ： 表 中ＡＥＲ 是 Ａｍ 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的缩写 ，

Ｅ是 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 ｒｉ ｃａ的缩写
，

ＪＰＥ是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

ｌ

Ｅｃｏｎ ｏｍ
ｙ的缩写 ， Ｑ ＪＥ是Ｑｕａｒｔｅｒｌ

ｙＪ
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Ｅｃ ｏｎｏｍｉ ｃ ｓ的缩写 ，

ＩＥＲ 是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Ｒｅｖ ｉｅｗ的缩写 ，

ＲＥＳ ｔｕｄ
ｙ
是 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Ｓ ｔｕｄ ｉｅ ｓ的缩写 ，

ＲＥ ｓｔａｔ ｉ ｓ是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 ａｔ ｉ ｓｔｉｃ ｓ的缩写 ，
ＪＩＥ是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 ｓ的缩写〇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从发表论文的期刊看 ，

２〇 １４ 年 《 国际经济学杂志 》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 ｓ

）

发表贸易类论文最多 ， 发表了篇 ； 《美 国经济评论 》 （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 和 《 国

际经济评论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 ｏｎ 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 分别发表 １ ３ 篇和 ５ 篇 ， 位列第 ２ 和第 ３

； 《经济

学季刊 》 （ Ｑｕａｒ ｔｅｒ ｌ

ｙ
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 ｓ ） 和 《经济研究评论 》 （

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ｕｄｉｅ ｓ ）

各发表了 ４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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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年主要国际期刊国际贸易领域文献发表情况

ＡＥＲＥ Ｉ ＥＲＪ ＩＥＪ ＰＥＱＪＥＲ ＥＳ ｔ
ａ

ｔ ｉ

ｓＲＥＳ ｔ
ｕ ｄ ｙ

图 ２ ２０１ ４ 年主要国 际期刊国 际贸易领域文献发表分布

注 ：
ＡＥＲ 是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 ｅｗ的缩写 ，

Ｅ是 
Ｅｃｏｎ ｏｍｅ ｔ ｒｉｃａ的缩写 ，

ＪＰＥ是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Ｐｏ ｌ

ｉ ｔ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

ｏｍ
ｙ的缩写 ， ＱＪＥ是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

ｙＪ
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 ｓ的缩写 ，

ｆｆｉＲ是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 ｃｏｎ ｏｍｉ ｃＲｅｖｉ ｅｗ的缩写 ，
ＲＥ

－

Ｓｔｕｄ
ｙ
是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ｕｄｉ ｅ ｓ的缩写 ，

ＲＥｓｔａｔｉ ｓ是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Ｅ ｃｏｎ 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 ｓ的缩写 ，

ＪＩＥ是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Ｅ ｃｏｎ ｏｍｉｃ ｓ的缩写 ；
＞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比较 ２０ １２ １０ １４ 三年间 国际贸易领域国外前沿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 发表总数不断增加 ，

２０ １ ２ 年八份前沿期刊共发表论文 ５６ 篇 ，

２０ １３ 年发表 ６０ 篇 ，

２ ０１ ４ 年发表 ７４ 篇 。 从最重要的

经济学综合性期刊看 ， 《美 国经济评论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２〇１ ２ 年发表贸易类文

献 ５ 篇
，

２〇 １ ３ 年发表 ６ 篇
，

２〇Ｍ 年增加到 １ ３ 篇
；

《计量经济学杂志 》 （
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ｒｉｃａ

）２〇 １ ２

年发表贸易类文献 １ 篇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篇 ，

２０ １ ４ 年增加到 ２ 篇 （见表 ２ 和图 ３
） 。

表 ２２０ １２
—

２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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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ＪＥ ＲＥＳ ＩＥＲ Ｊ ＩＥ

２ ０ １２ ５６ ５ １ ０ ３ ４ ３ ４０

２ ０ １３ ６０ ６ １ ３ １ ３ １ ４５

２ ０ １４ ７４ １３ ２ ０ ４ ７ ５ ４ ３

注 ：
ＡＥＲ 是 Ａｍ 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的缩写 ，

Ｅ是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
ｒｉｃａ的缩写 ，

ＪＰＥ是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 ｆ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Ｅ－

ｃｏｎｏｍ
ｙ的缩写 ， ＱＪＥ是Ｑｕａｒｔｅ ｒｌ

ｙ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 ｓ的缩写 ，

ｆｆｉＲ是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的缩写 ，

ＲＥＳ是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Ｓ ｔｕｄ ｉｅ ｓ和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 ｓ相力口的缩写 ，

Ｊ ＩＥ
是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 ｓ的缩写 。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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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４国际前沿期刊国际贸易领域论文发表情况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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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 Ｒ


Ｅ


ＪＰ ｔ

ｉａａａ
２ ０ １ ２２０ １３２ ０ １４ ２０ １２２０ １３ ２０ １４２０ １２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４

Ｑ Ｊ ＥＲＥ Ｓ ＩＥ Ｒ Ｊ Ｉ Ｅ

画
２ ０１ ２２０ １３ ２Ｄ １４２ ０ １ ２２０ １３２ ０ １４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４ ２０ １ ２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４

图 ３２０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主要国 外期刊 国 际贸易领域文献发表对 比

注 ： ＡＥ ＩＩ
是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的缩写 ，

Ｅ是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的缩写 ，
ＪＰＥ是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
ｙ的缩写 ， ＱＪＥ 是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的缩写 ，

ＩＥＲ是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的缩写 ，

ＲＥＳ是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 ｉｓ ｔｉｃｓ
相加的缩写 ，

Ｊｆｆｉ
是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Ｅ
－

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的缩高

资料来漏 ？整理成

从发表文献所在的具体领域着 ， 异质性企业贸易数鸶上绝对 占优 ，
处于 菌际贸易研究的

最前沿 ，
２〇 １ ２ 年在Ａ份前沿期刊 中发表相关文献 ２８ 篇 ，

２〇 １３ 年 Ｉ ８ 篇 ，
２〇 １ ４ 年 ２ ６ 篇 ， 分别

占当年发表总数的 ５０％ 、
３０％ 和 ３５％

ｓ 其他领域方面 ，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 、 贸易谈判与

协定在三年中ｄ重錄于较为重粟的位Ｉ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领域 ２０ １ ２ 年发表文献 ７ 篇 ，

２〇 １ ３ 年 Ｉ２ 篇 ，

２〇Ｗ 年 １ ０ 篇 ； 贸易谈判与协定领域 ２〇 １ ２ 年 发表文献 ８ 篇 ，
２〇 １ ３ 年 ８ 篇 ，

２０ １ ４年 １ ０ 篇 ，《 比较三年中主要研究金题的变动 ，
２０ １２ 年较为童要的领域还有传统贸易理论、

贸易与要素价格 ；

２０ １ ３ 年较为重要的 领域还有引力模型扩展．和应用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２０ １ ４ 年较为重要的领域还有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等％

男＞质忮 众 忍佥球价也链与生产分糾茁易谈Ｗ与协定

图 ４２０１２—２０ １４ 年 国际贸易主要研究领域前沿期刊文献发表数量 （ 篇 ）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其他政策

和 冲击 的

影响效应

图 ５２０ １４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研究文 献分类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

２ ０１ ４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领域和方向 。 第
一

， 异质性企业的贸易

行为选择 ， 包括出 口选择 、 进 口选择 、 出 口产品价格和质量选择 、 出 口市场选择 、 出 口产 品

种类选择 （ 多产品模型 ） 、 生产区位选择 （ 跨国生产 ） 、 出 口频率选择 、 贸易 网络结构选择

等 。 其中 ， 出 口产 品价格、 数量 、 质量选择 、 出 口动态选择 以及多产 品选择是重点方向 。 第

二
， 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贸易及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重点是在加入或者放松
一

系列假设的

理论新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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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异质性企业贸易

从微观企业异质性角 度探寻企业的
一系列 贸易行为选择及其影响是 国际贸易研究的最新

方向与前沿 ， 这
一理论被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近年以来 ， 国 际贸易领域的理论和经验

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异质性企业的范畴内 ，
传统的贸易问题都被引入到微观企业的层面进行

研究 ， 呈现了全面扩展的趋势 。

２０ １４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与前几年相 比 ，
呈现了几个突出 的特征 。 第

一

，
从异

质性企业的微观视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前沿文献的主体 ， 研究的主题逐步覆盖 了所

有贸易的领域 。 这导致单独将异质性企业贸易归为
一

类似乎已经不够细致 ， 完全可以 按照领

域将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进行更加细分的归类 。 第二 ， 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正在 以很

快的速度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 不仅仅研究主题在 向更加细致方向拓展 ， 同时研究的范围 和

覆盖面也在不断增加 。 可以说 ， 从微观异质性企业角度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主要发展

趋势和方向 ， 这
一

新 新贸易理论正在逐步取代新贸易理论和古典贸易理论成为国际贸易学

术的前沿 。

出 口和进 口选择 、 跨国生产选择

出 口产 品价格和质量选择

出 口产 品种戈选择 （多产 品贸易 ）

出 口产 品数量选择 、 出 口频率选择

（
１

） 对企业生产率影响 ；
（ ２ ） 对企业

规模的影响 ；
（ ３ ） 对企业要素价格影

响 ； （
４ ） 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 ． ．

（
Ｕ 汇率变动的影响 ；

（ ２ ） 融资约束

的影响
；

（ ３ ） 政策不确定的影响 ． ．

异质性多元化 ， 使用异质性拓展传统埋

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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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分析贸易的效应 ， 如在信用约束 、 多产 品条件下分析贸易 自 由 化的影 响等 。 第三 ， 其

他政策或冲击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 响 。 在异质性企业的微观框架体系下分析其他外生冲击或

者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 。 例如汇率变动 、 融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 ，
环境投资对企业出

口的影响 ， 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 。 第 四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上 的新拓展 。 例如对异质性

多元化的扩展 ， 用异质性企业模型拓展传统贸易理论等 （ 见图 ５
） 。

２０ １４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

领域的前沿研究文献主要集 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 ，
以及其他政策或冲击的影响两个

方向 ， 无论在主要文献中的数量或 占 比都处于主体地位 。

第
一

， 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文献 。 主要包括出 口 产品数量 、 价格、 质量选择 ， 出 口

和跨国生产选择 ， 产品种类选择 （ 多产 品选择 ） ，
以及 出 口频率和网络结构选择 。 其中 ， 多

产品选择 、 出 口和跨国生产选择是重点 。

国外文献方面 ，

Ａｗ＆Ｌｅｅ（
２〇Ｍ

） 构建
一

个理论模型分析企业需求和生产率对于出 口 和

跨国生产选择的影响 ，
得出生产技术 、 消费者偏好 、 产品质量、 固定投资成本、 运输成本和

相对工资水平影 响异质性企业的选择 ，
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支持理论发现 。 Ｒａｍ ｏｎ ｄｏ

（
２０ １４

） 实证检验了跨国生产企业的数量和收入 ， 进而分析跨国生产扩张 的集约边 际和扩展

边际 ， 模拟分析发现关闭跨国生产的福利损失大约为 ４％ 。
Ｂ ｉａ ｉ ｓ ＆ Ｈｏｍｂｅｒｔ（

２０ １４
） 构建模型

分析了偏好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定价和贸易数量 ， 指 出偏好不确定会带来分配无效率但不会

降低价格 ； 在流动性冲击下 ， 初始价格下 降与 贸易量正相关 。 Ｓ ｉ
ｌ
ｖａ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提出 了
一

个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双边界测量方法 ， 重新实证计算 了企业出 口扩展的集约边界 ， 发现新方

法下的核算结果和传统方法核算结果差异很大 。
Ｋｒｏｐ

ｆ ＆ Ｓａｕｒｅ（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上分析了 出 口

企业的出 口频率选择
，
多次出 口运输会提高单次出 口 的 固定成本 ，

但降低货物 的仓储成本 ，

故而存在
一

个最优出 口频率选择 。 Ｎｏｃｋｅ ＆ Ｙｅａｐ
ｌｅ（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上分析 了多产品企业的产

品种类选择 ， 设定企业存在两种不 同类型能力 的异质性 ， 解释 了为什么大企业具有更高的生

产率和更多种类的产品 ，

全球化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是不 同的 。 其他的有 Ｆｅｅｎｓ ｔｒａ ＆ Ｒｏ
－

ｍａ ｌ ｉ ｓ（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 了 出 口企业的价格和产 品质量选择 ；

Ｎｏｃｃ ｏ ｅ ｔ ａｌ ．

（
２〇 １句 从理论上分析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最优产 品选择 ；

Ａ ｌｖａｒｅ ｚ＆Ｌｉ

ｐｐ
ｉ（

２〇Ｍ
） 构建模型

分析了多产品企业的定价选择
；

Ｃｈａｎｅ
ｙ（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贸易 的 网络结构 ， 指出

企业的关联网络会影响出 口行为选择 。

国 内文献方面 ， 李坤望、 王永进 、 宋立纲 （
２ ０１ ４

） 分析了 中 国 出 口 产品 品质变动之谜 ，

利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Ｈ Ｓ８ 分位数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 从市场进入的视角 ， 对中国出 口产品品质

演化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发现 ，
新 出 口关系的进入是 出 口快速增长 的最大推动力 ，

但新进入

出 口关系 的品质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 在市场进入方式上 ， 中 国 出 口企业尤其是 民营企业和

东部地区企业 ， 倾向于以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市场 。 崔凡、 邓兴华 （
２０ １ ４

） 综述 了异质性企

业贸易理论
，
探讨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近 十年来 的发展 ，

重点讨论 了基于 常替代弹性

（
ＣＥＳ

） 效用函数和拟线性效用函数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 施炳展 、 邵文波 （
２０ １４

）

测算 了 中国企业出 口产品 的质量以及决定因素 。 采用 ２４８５ 个产品层面回归反推方法 ， 测算 中

国企业出 口产 品质量 ； 然后匹配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 ， 分析企业 出 口产品质量的决定 因

素 。 结论发现
，
中 国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

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

距扩大 ；
生产效率 、 研发效率 、 广告效率 、 政府补贴、 融资约束缓解 、 市场竞争均会提升产

品质量 ； 但研发投入、 广告投入并没有明显效果 ；
企业出 口空 间分布特征也会反作用于产 品

质量
；
外资对本土企业产品质量影 响不利 ，

但提升了 外资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 。 王孝松、 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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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 林发勤 （
２０ １ ４

） 分析了 中 国出 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 因素 。 经验结果表明 ， 行业员工的

受教育水平越高
，
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越高

，
该行业技术水平提升越明显

，
高技术行业的 国 内

增加值比重增长高于其他行业 ， 而加工贸易 比重等其他因素均未显著影响 国内增加值变动 。

第二 ， 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文献 。 在异质性企业的框架下分析贸易和贸易 自 由化对

企业进出 口 、 福利 、 要素价格 、 生产率 、 要素收入等 的影响 ，
以及贸易成本的下 降对异质性

企业行为选择的影 响 。

国外文献方面 ，

Ｍｒａｚｏｖａ ＆ Ｎｅａｒ
ｙ（

２０ １ ４
） 引入

一

个可分的效用函数分析贸易成本下 降和

需求结构变动对贸易福利效应的影 响 ， 发现 了新的贸易福利 的来源 。
Ｂｅｈａｒ ＆Ｎｅ ｌｓｏｎ（

２０ １４
）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引入多边 阻力 （
Ｍｕｌ ｔ ｉｌａ ｔｅｒａｌ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 因素分析贸易成本下降对贸

易的影响 ， 发现双边的成本下降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有 限 ， 而多边贸易成本的下降具有更加 明

显的贸易促进作用 。 Ａ ｌｅ ｓ ｓａｎｄｒｉａ＆Ｃｈｏ ｉ（
２０ １ ４

）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中引入出 口动态、 生

产率的不确定性分析关税和贸易成本下降的效应 ，
发现贸易成本下降 ８％会使贸易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从 ３ ． ９％提高到 ７ ． ４％
， 并且福利提高 １ ． 〇２％ 。 １＾ 过

￡１
１

．

（
２〇 １ ４

） 使用 中 国 １９９ ８ ２〇〇 ７

年出 口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出 口后的专业化如何影 响企业的要素密度 和生产率 ， 发现企

业在 出 口之后资本密集度下 降但生产率提高 ，
论文扩展现有模型解释 了实证结果 。

Ｂｒｅ ｉｎｌｉｃｈ

（
２０ １４

） 使用美 国和加拿大 １９８９ 年关税 同盟前后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 贸易 自 由化

的效应 ， 发现加拿大企业对于美国 出 口关税下 降的反应与理论预期
一

致 ， 但对于加拿大进 口

关税下降的反应与理论结果存在差异 。

国内文献方面 ，
钱学锋 、 余弋 （

２０ １４
） 实证分析了 出 口 市场多元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

响
，
利用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 口数据研究发现 ，

２０ ００ ２００ ５ 年 出 口 市场多元化和企

业生产率之间呈现 Ｕ 型关系 。 而且 ， 从样本均值意义上 ， 中 国制造业企业处于 Ｕ 型 曲线 的左

边 ， 即出 口市场多元化抑制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 这可以解释 中国 出 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进展

缓慢的事实以及企业没有足够的激励去进行新市场的开拓和在新市场存在较高失败风险的现

象 。 包群 、 叶宁 、 华邵敏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 出 口的学 习效应与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 采用匹

配倍差法对企业出 口与生产率变化进行了细致考察 ， 结果发现企业出 口未能明显提高生产率 ，

相反 出现 了负 向的 出 口学习效果 。 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高出 口倾向度的外资企业 ． 且在考虑

了不 同时期区间 、 行业特性与企业所在地理区位 、 外资来源地 以及出 口模式等之后结果仍然

稳健 。 鲁 晓东 （
２０ １４

） 实证分析了出 口贸易对于企业技术升级和出 口竞争力的影响 ， 结果表

明在 中国 出 口规模激增的 同 时 ， 其出 口技术含量仅有微弱提升 ， 中国 出 口技术水平仍较低 ，

出 口增长存在系统性风险 。 出 口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效地促成了 中国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

这说明提高企业生产率是实现产品升级以及保持中 国出 口竞争力可持续性的关键 。 毛其淋 、

盛斌 （
２０ １４

） 使用中 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 自 由化对中国 制造业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贸易 自 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 口参与
；
贸易 自 由化通

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 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 口参与 ， 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 出 口参与 的

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 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 出 口参与 。 余淼杰、 梁 中华

（
２０ １４

） 采用中 国制造业贸易企业 １９ ９８ ２０ ０７ 年 的微观面板数据 ， 研究贸易 自 由化对企业层

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实证结果显示
，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

中 国 的贸易 自 由

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 、 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 进的成本 ，
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

动收入份额 。 沈琪 、 周世民 （
２０ １ ４

） 从企业层面首次研究 了进 口关税减免对中 国制造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实证分析发现进 口关税减免带来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



１ ９４ ｜＿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７５

并且进 口 中间 品关税减免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最终品关税减免的程度要大 。 汤毅 、

尹翔硕 （
２ ０１ ４

） 使用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 ， 研究了 贸易 自 由化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 贸易 自 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 。

第三
，
其他政策和冲击的影响效应 。 主要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框架下分析外在政策变动或

者外生冲击对于企业的影响 ，
例如汇率变动 、 信贷约束 、 环境投资 、 政策不确定 、 劳动力市

场摩擦 、 经济危机等对于企业的影 响 。

国外文献方面 ，

Ｇｏｐ
ｉｎａ ｔｈ＆Ｎｅｉｍ ａｎ（

２〇 １ ４
） 使用 ２〇００ ２〇０２ 阿根廷危机实证分析了 经济

危机时企业的贸易调整和生产率变化 ， 发现进 口下降中企业内 的贸易下 降更多 ， 而进 口价格

下降会显著引起生产率下降 。 Ｍａ
ｙ
ｅ ｒ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在多产品企业模型框架下分析 了市场规模

和竞争对多产 品企业出 口产品组合的影 响 ， 发现市场竞争加剧会导致多产品企业出 口 下降并

选择生产更多 的产品组合 ，
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结果 。

Ｍ
ｉｏｎ＆Ｏ

ｐｒｏ
ｍ ｏｌ ｌａ（

２ ０ １４
） 理论分析了

管理者流动和出 口的经验对于企业出 口贸易行为选择的影 响 ， 发现企业更容易出 口管理者熟

悉的 国外市场 。 Ｆｅｒｎ ａｎｄｅ ｓ＆Ｔａｎｇ（
２０ １ ４

） 分析 了 向临近企业学习 如何影 响新 出 口企业的表

现 ， 发现 了显著 的学 习 效应 ， 新 出 口企业会 向 临 近企业学 习 进入 出 口 市场 。
Ｃａｃ ｃｉａ ｔｏｒｅ

（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对贸易
一体化 的影响 ，

发现贸易一体化

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 但会在短期 内增加失业 ， 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会降低贸易 的利益 。

Ａｍｉ ｔ 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的 汇率传递效应 ， 发现 出 口 份额高和市场份额大的企

业具有更小的汇率传递效应 ， 即较少受到汇率变动 的影响 。
Ｆｅｅｎ ｓｔｒａ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检验了不

完全信息下信贷约束对出 口的影响 ， 指出银行不清楚企业生产率的情形下 ，
企业受到更强的

信贷约束 。 Ｈ ａｎｄｌｅ
ｙ（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 贸易政策不确定对于出 口企业的影

响 ， 发现政策不确定会推延出 口企业进入新市场 。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Ｓｏｕｍｏｎｎｉ （

２ ０１ ４
） 构建了

一个

动态企业模型分析环境投资对企业出 口 的影响 ，
发现环境减税对企业生产率没有影 响 ，

但会

增加出 口 。

国 内文献方面 ， 蒋冠宏 、 蒋殿春 （
２ ０１ ４

） 利用数据匹配法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 １ ４９８ 家有对

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 比较的对照组 ， 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

出 口效应
”

。 检验发现 ： 第
一

， 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 企业出 口
； 第二 ， 与其他

投资动机相比 ， 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 了企业出 口
； 第三 ， 与其他东道 国相 比 ， 投资高收

入国家的
“

出 口效应
”

最为明显 ； 第 四 ，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
“

出 口效应
”

先上升后下降 ，

呈现倒 Ｕ 型
；
第五

，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 了出 口的深度边际 ，

也扩展了 出 口的广度边

际 。 易先忠 、 欧阳蜣 、 傅晓岚 （
２０ １４

） 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了 国 内市场规模与出 口产品结构

多元化的关系 ， 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决定了国 内市场规模对出 口产 品结构的作用方向 ， 当 制度

环境高于门槛值时 ， 国 内市场规模扩张促进 出 口产品结构 的多元化 ； 而 当制度环境低于门槛

值时 ， 国 内市场规模扩张则导致更加集中的 出 口产品结构 。 田巍 、 余淼杰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 中

间品 贸易 自 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 发现中 间 品关税的下降提高 了企业的研发水平 ； 中 间 品

关税的下降 ， 增加了企业利润 ， 扩大了研发空间 ， 促进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 。

第 四
，
理论的新拓展 。 包括生产率之外企业异质性的多元化 ，

理论对于新现象的解释 ，

以及使用异质性框架拓展传统理论等 。 ２０ １ ４ 年该领域的文献不多 ，
主要是用异质性框架拓展

分析了新的贸易问题和现象 。 Ｌｏｐｅ
ｚ（

２０ １４
）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了 商业

周期理论
，
推导了传统商业周期理论的所有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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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贸 易福利 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国际贸易理论通常聚焦两个方面 ：

一

是为什么会有 贸易 ，

二是贸易的影响效应 。 贸易福

利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部分 。 贸易 自 由化的影 响可以 在不 同的理论框

架下进行研究 ， 古典贸易理论 、 新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都会涉及贸易 自 由化的影

响 。
２ ０１ ４ 年贸易福利 和贸易 自 由化效应的文献关注贸易福利效应 ， 贸易对于收人、 制度变

迁、 生产率以及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等 ， 涉及的领域 比较宽泛 。

近年来
， 很 多 文献采 用量化 分析模 型 ，

分析 贸 易对福 利 的 影 响 。
Ｍｅ ｌ

ｉ ｔｚ＆Ｒｅｄｄｉ
ｎ
ｇ

（
２〇Ｍ

） 、
Ｈｅａｄｅｔ ａ ｌ ．（

２〇Ｍ
） 等对这

一

领域进行 了推进 ， 研究了贸易影响福利水平的新渠道 ：

本地生产率的 内生变化 （
ｅｎｄｏｇｅ

ｎｏｕ ｓｃｈ ａｎｇｅ ｓｉ
ｎｄｏｍｅ ｓ ｔｉ ｃ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ｖｉ ｔ
ｙ ） 。 Ｈｅａｄｅｔａ ｌ

．（
２〇 １４

） 分

析无帕累托假设下的贸易与福利的关系 。 他们研究用对数正态异质性 （
ｌ
ｏｇ

－

ｎｏ ｒｍａ ｌ

） 替代帕累

托异质性假定下的福利分析结果 。

贸易 自 由化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 的重点 ， 包括对工资 、 分配效率 、 公司

透明度 、 制度变迁等 。 Ｂｅｈ ｒｅｎｓ ｅ ｔ ａ ｌ ．（
２ ０ １４

） 建立 了
一

般均衡垄断竞争模型分析贸易 自 由化

对于工资 、 生产率 、 消费多样性以及收益 的影 响 。
Ｈｏｌｍｅ ｓｅ ｔａｌ ．（

２０ １４
） 研究 了 贸易对分配

效率的影 响 ， 探讨了成本变化和价格变化渠道的不 同影 响 。 Ｂ ｌｏｎ ｉｇｅ
ｎ ｅｔ ａ ｌ．（

２０ １４
） 研究 了贸

易伙伴国商业周期的协 同性 。 实证结果发现 ， 贸易关系对趋势性变化 比周期性变化的影 响大 。

Ｔｏｎｇ
＆Ｗｅｉ（

２０ １ ４
） 研究了 贸易 自 由化对公司透 明度影 响的机制 。 市场竞争的加剧引发公司

透明度下降 ， 但开放市场增加 了厂商提升利润的机会 ，
这有助于公司透明度 的提高 。 Ｐｕｇａ

＆

Ｔｒｅｆｌｅ ｒ（
２ ０１ ４

） 以中世纪威尼斯为研究对象 ，
以历史数据为基础 ， 实证分析 了 国际贸易对于

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语言 、 贸易成本 、 厂商的抗风险能力等对贸易的福利效应有较强的影 响 。
Ｍ ｅ ｌ ｉｔｚ ＆ Ｔｏｕｂ ａｌ

（
２０ １４

） 构建了包括 １９５ 个国家的新的共同母语和共同使用语言的数据库 ，
采用实证方法研究

与语言相关的 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 响 。 结果表明
，
在语言对贸易影响方面 ， 对各类语言 因素

综合考虑后进行的新测算得出 的结果是传统方法的 ２ 倍 。

一些研究关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

贸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 。 Ａ ｌ
ｅ ｓ ｓａｎｄｒｉａ＆Ｃ ｈ

ｏｉ（
２０ １４

） 研究 了冰山成本下降对美 国近年来出 口

增长的影 响 。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ｅ ｔ ａ ｌ ．（
２〇 １４

） 和 Ｆａｂｅｒ（
２〇 １４

） 分别采用美 国和 中国 的数据 ， 研究 了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开放的影 响 。
Ａｎｎｏｒｅｎｂｅ ｒｇ

ｈｅ（
２０ １４

） 研究 了厂商的风险承受能力

对国 际贸易福利收益的影响 。 当厂商无法完全内部化下行风险时 ，
贸易开放的收益将下降 。

贸易与其他政策的互动影 响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 问题 。
Ｅｍ ＆Ｋ〇 Ｓｅ（

２０ １４
） 采用多部

门动态
一

般均衡模型分析 了发展 中 国家贸易 自 由化和财政改革 的福利 效应 。
Ｏｒｔｅｇａ

＆Ｐｅｒｉ

（
２０ １４

） 实证分析了贸易和移 民对于收入的影 响 ， 发现开放能够正 向激励单位资本收入 ，
但

贸易对于收入的影 响效应不显著 。

国内文献方面 ， 简泽、 张涛 、 伏玉林 （
２〇Ｍ

） 考察了加入 ＷＴ０ 后进 口 自 由化带来的进

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结果发现 ： 进 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 ； 进 口竞争对效率不同 的企业产生 了不同 的影响 ， 它阻碍 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 ，
促进 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

进 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他的文献还有如戴翔 、 金碚 （
２０ １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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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 、 垂直专业化紧密联系 ， 是 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方向之
一

， 涉及 问

题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价值链的分工、 国际生产组织 、 垂直专业化贸易 、 中间 品 贸

易的模式与效应、 企业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等方面 。
２０ １４ 年这一领域 的文献主要集 中在附加

值贸易的分解和核算 、 离岸外包的决策与效应研究 ，
以及贸易和外包对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

分析等 。

全球价值链研究首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测度垂直专业化程度及附加值贸易 。
Ｋｏｏｐ

ｍ ａｎ

ｅ ｔ ａ ｌ
．（

２０ １４
） 是这

一

领域的突破性文献 ， 他们构建了
一

个综合的数理分解方程 ， 将总贸易逐

项分解成附加值数据 ，
这一方程可以将以前的 ＶＳ 、 ＶＳ１ 、 ＶＳ１ ＊ 、 ＶＡＸ 等各指标融入统

一

的

框架 ， 同时 ， 基于附加值贸易数据 ，
可以对显示性 比较优势 、 多 阶段生产的贸易成本等问题

给出新的解释 。
Ｂ ｉｅ 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 ４
） 、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Ｓｕｅｄｅｋ ｕｍ（
２０ １４

） 以及Ｄ ｉｅｚ（
２０ １ ４

）

对不完全合约角度产权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和外包 问题的分析框架进行 了推进 。 Ｂ ｉｅ 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Ｚｈａｎｇ（
２〇 １ ４

） 采用理论模型研究了企业全球外包 中对生产过程复杂性 （ ｃ ｏ
ｍ
ｐ

ｌｅｘ ｉ ｔ
ｙ ） 的决

策机制 。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Ｓｕ ｅｄｅｋｕｍ （

２〇 １４
） 研究 了 不 同 中 间 品外包决策 的相互作用机制 。

Ｄ
ｉｅｚ

（
２０ １４

） 研究了关税对最优生产组织模式的影 响 ， 认为北方国家的最优关税对外包有阻碍作

用 ， 而南方国家的关税则相反 。

在考虑增加值贸易后 ， 需要对传统贸易问题进行重新解读 。
Ｂａ ｌｄｗ ｉｎ＆ Ｎ ｉｃ〇ｕｄ（

２０ １４
） 研

究了要素禀赋理论的扩展问题 。 他们将体现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工序贸易模型与传统贸易模型

进行结合 ， 提供了
一

个简洁但可以进行扩展的 同 时考虑两种贸易模式 的 Ｈ０ 模型 。 他们采用

这一模型对贸易的收益 、 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问题进行 了分析 。 Ｂｅｍ Ｓ（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考

虑增加值贸易 的模型与采用总贸易的数据之间 的配 比问题 。 指 出无生产投入的传统多部门宏

观经济模型是增加值贸易模型 ， 而用总贸易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将 因偏好权重、 价格弹性等

因素而出现偏差 。

贸易和外包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
Ｈｕｍｍ ｅｌｓｅｔａ ｌ．（

２０ １４
） 和

Ｅｂ ｅｎ ｓｔｅ ｉ
ｎ ｅ ｔ ａ ｌ

．（
２〇 １４

） 采用新的数据和方法对这
一

问题的研究进行了 推进 。
Ｈｕｍｍ ｅｌｓｅ ｔ ａｌ

．

（
２０ １４

） 采用工人层面的详细微观数据实证分析 了外包的工资效应 。 数据包括丹麦工人 企

业数据与厂商产品层面的进出 口数据 ，
这些数据有助于研究外包对特定工作岗位上特定工人

的工资影响程度 。 结果发现外包会增加高技能劳动的收入 ， 对于不 同工作工序 的工资影响不

同 。 Ｅ ｂｅｎ ｓｔｅｉ
ｎ ｅｔ ａ ｌ ．（

２〇 １４
） 实证估计了贸易和离岸外包对美 国工人工资的影响 ， 他们将产业

水平的贸易和外部数据与产业水平的工人数据结合 ， 突破传统的研究制造业内就业变动 ， 而

扩展到对不同职业选择的影响 。 他们发现全球化促进 了美 国工人工资水平的总体下降 ，
贸易

和外包促使工人从高工资的制造业部 门转向其他部门和其他职业 ， 从而平滑了行业工资差异 。

国 内文献方面 ， 罗长远 、 张军 （
２０ １４

） 给出了
一

个理解 中国 附加值贸易发展的框架 。 运

用 ０Ｅ ＣＤ／ＷＴ０ 的 ＴｉＶＡ 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 ， 结果表明 ， 在中 国的 出 口 中 ， 本地附加值所 占

比重从 １ ９９５ 年的 ８ ８％ 降至 ２ ００５ 年的 ６４％ 。 此后 ，
这一比重缓慢回升 ，

至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６７％ 。

从产业角度所做的分解显示 ， 出 口本地附加值比重走低 （ 回升 ） ，
主要是产业内本地附加值

比重下降 （提高 ） 造成的 ， 而出 口行业构成的变化则是第二位的 因素 。 程大 中 （
２〇Ｍ

） 分析

了中 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的要素流向扭曲程度 ，
发现资本与劳动力流 向扭 曲程度总体上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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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 相对于进 口
， 出 口隐含的资本流 向扭 曲程度较高 、 劳动力流向扭 曲程度则较低 ；

相对于

高技能劳动力 ， 中低技能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向扭 曲程度较低 。 樊茂清 、 黄薇 （
２０１ ４

）

利用基于非竞争性投人 产出表的宏观估算方法研究了 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 的地位及其演进

过程 ， 并对中国的进出 口贸易进行了产品类别的分解和 比较研究 。 结果显示 ： 中 国企业在全

球生产网络 中地位上升 ， 尽管中 国加工贸易 占贸易总额的 比重下降 ， 但是中 间产 品进出 口贸

易在全球 占 比仍在逐年提高
；
中 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逐年增加 ， 中 国的生产活动正在逐步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 郑丹青 、 于津平 （
２０ １４

） 从企业生产增加值出 发 ， 寻求企业生产增

加值和出 口贸易增加值之间 的内在联系 ， 并利用 １９９ ９ ２０ ０７ 年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 出 口 贸易

增加值率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 。 研究发现 中国 出 口贸易增加值率总体上处于上升趋

势 ， 其中劳动密集型的 民营企业是出 口贸易增加值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 进
一

步的影响机制

分析发现 ：
ＦＤＩ 流入、 研发投入 、 品牌营销 、 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企业出 口 贸易增加值率的

重要因素 。

以上分析表明 ，

２０ １４ 年全球价值链研究在附加值贸易测算 、 理论模型的构建 、 全球价链

背景下的贸易效应研究等领域不断深入 。 全球价值链研究将逐渐从描述价值链的特点 、 准确

测算附加值贸易 ， 向传统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行扩展 ，
预计该领域未来几年将

继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研究的热点 。

六 、 贸易与劳动力 市场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是 国际贸易 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
主要涉及贸易与劳动力要素配置 ，

贸易与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报酬 ， 贸易与就业和失业 ，
以及贸易与劳动力教育培训等 。 ２０ １４ 年

的文献关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匹配 ， 贸易和劳动收入的风险 ， 贸易与教育政策 ， 贸易与劳动

力市场转型 ， 贸易 比较优势和劳动技能分布 ，
以及贸易改革 的工资效应 。

国外文献方面 ，

Ｄａｖ ｉｄ ｓｏｎｅｔａ ｌ ．（
２〇 １４

） 使用匹配的工人 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全球化和

贸易开放对于产业内劳动力工作有效匹配的影 响 ， 发现贸易开放提高了劳动力匹配程度 、 并

提高了匹配的效率 。
Ｋｒｉ ｓｈｎａ＆ Ｓｅｎ Ｓｅ Ｓ（

２〇 １句 实证分析了 贸易与劳动力收入风险的关系 ， 发

现进 口渗透对于劳动收入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

Ｃｈ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上分析了

贸易和教育系统的内生贸易政策选择的关系 ， 指出
一

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决定了 劳动技能的分

布和 比较优势 ， 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
一

步强化 ， 进而强化教育系统的政策选择 。 Ｒａｆａｅ ｌ＆ Ｃａｒ
－

ｎｅ ｉｒｏ（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 贸易 自 由化和劳动力市场动态转型 ，
发现贸易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转

型 ， 但需要若干年的时间 ， 福利会由于调整的拖延而受到损失 。 Ｂｏｍｂａｒｄｉ
ｎ

ｉ ｅ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４

） 从

理论上分析了 比较优势和劳动技能分布的关系 ， 指 出 比较优势可以来源于产业间劳动技能的

替代以及国家间技能 的分布差异 。
Ｋｒ

ｉ ｓｈｎａ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实证分析 了贸易改革 的工资效应 ，

发现贸易保护的下降会增加出 口企业相对于 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 。

国内文献方面 ， 陈维涛 、 王永进 、 李坤望 （
２ ０１ ４

） 采用 ２ ００７ 年 中 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

（
Ｃ ＨＩＰ

）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数据 ， 在二元劳动力市场背景下 ， 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地

区 出 口企业生产率提高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 响 。 研究表明 ，
地区 出 口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不仅有利于中国城镇和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 ， 而且也有助于劳动者子女教育投入的增

长
，
能够促进中 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和提升 。 另外 ， 其对农村劳动者正式教育的促进作用

要显著大于城镇劳动者 ， 而对农村劳动者脱产职业培训的促进作用却显著小于城镇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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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 ， 对辅导班教育投人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基本教育投入 。 李坤望、 陈

维涛 、 王永进 （
２０ １４

）２００７ 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
ＣＨＩＰ

） ，
在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

的情形下 ， 从城市层面 ， 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对外 贸易不利于中 国城镇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 尤其不利于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
； 对外贸易也不利于中 国农村劳动者 ，

尤其是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进行教育

投资 ，
但能够促进农村劳动者 ， 尤其是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 项松林、

赵曙东 、 魏浩 （
２０ １４

） 利用中 国 １９９ ５ ２００９ 年的贸易数据 ， 研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

对发展 中国家 出 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 经验研究结果发现 ，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确实具

有促进老产品 出 口增长的作用 ，
不利于新产 品出 口 扩大 。

七 、 贸易谈判与协定

贸易谈判与协定是 国际贸易中 的一个重要主题 ， 涉及经济一体化 、 贸易谈判博弈 、 贸易

战和贸易摩擦 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等 。 贸易谈判与协定是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议题 ，
近年来随

着区域
一

体化的推进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 ， 贸易谈判与协定 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

２０１ ４ 年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经济
一体化的影响效应、 贸易摩擦和非合作均衡的条件、 区

域开放对于多边
一

体化的影响 、 贸易战与贸易合作均衡等 。

国外文献方面 ，

Ｏ ｓ ｓａ（
２ ０ １４

） 在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下测度了 最优关

税 、 贸易合作均衡以及贸易非合作均衡结果 ， 发现世界最优关税约为 ６２％
， 贸易战的非合作

均衡关税约为 ６３ ％
，
未来的多边贸易合作约能提高政府福利 ２ ． ９％ 。

Ｂａ ｉｅｒ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分

析了经济
一

体化对贸易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 发现经济
一

体化会同时影 响集约边际和

扩展边际 、 不 同类型的经济一体化会带来不 同的影 响 、 集约边际的反应早于扩展边 际 。
Ｃａｍ

－

ｐｏ
ｌｍ

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上分析了非合作均衡形成的影 响力量 ： 纠正垄断扭 曲
，
贸易条件

变化 ， 本地市场效应 ， 财政负担转移 。 其中 ， 非合作博弈形成的主要 因素是财政负担转移和

贸易条件效应 。
Ｋｅ ｒｒｅ ｒｅ ｒｅ ｔａ ｌ ．（

２０ １４
） 使用美 国和加拿大的 自 贸 区和相关数据发现如果 自 由

贸易协定由相互竞争且大的经济伙伴达成 ，
会促进成员扩大多边开放 。

Ｎ
ｉｃ ｉ ｔａ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撒哈拉非洲 ６ 国同盟 （
ＳＳＡ

） 保护的形成 ， 指出能够促进收人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 国

家 。 国 内文献就这
一

领域的研究不多 ，
重要期刊上没有相关发表 。

八 、 贸易成本与贸 易壁垒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研究是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方面 ，
主要涉及贸易成本

的测度 ，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度量 ，

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影 响效应 ，
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等 。

２０１ ４ 年相关文献的研究重点关注贸易成本下 降与出 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证 ，
地理和距离壁垒与

服务贸易增长 ， 语言壁垒与贸易变动 ， 高速公路 、 运输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关系等 。

国外文献方面 ，

Ａ ｌｅ ｓｓａｎｄｒｉａ＆Ｃｈｏ ｉ（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 了贸易成本下 降

与出 口增长的关系 ，
并构建一个理论模型从贸易成本下降视角解释了美 国 １ ９８７ ２００７ 年的制

造业出 口增长 。 Ａｎｄｅ 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〇Ｍ
） 使用加拿大数据实证分析了地理贸易壁垒与服务贸易

增长的关系 ， 发现地理壁垒对服务贸易的影 响是对货物贸易影 响的 ７ 倍 ， 服务贸易更加容易

受到地理壁垒的影 响 。
Ｍ ｅｌ

ｉ ｔｚ ＆ Ｔｏｕｂａ ｌ（
２ ０ １４

） 实证分析了语言贸易壁垒与贸易的关系 ，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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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相通容易形成相互信任 ， 对于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和突出 。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ｅｔ ａ ｌ ．（

２０ １４
） 实

证分析了美国各州之间的高速公路网对于贸易的影响 ， 发现高速公路网对贸易总量的影 响较

小 ， 但城市之间 的高速公路对于相互贸易影 响较大 。 Ｆａｂｅｒ（
２０ １４

） 使用 中国运输基础设施投

资数据分析了贸易成本下降对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影 响 ， 发现高速运输系统对于 ＧＤＰ 增长具

有显著影 响
， 那些拥有高速运输系统的地区增长速度高于没有高速运输系统的地区 。

国内文献方面 ，

王孝松等 （
２０ １４

） 以反倾销为例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如何影 响中 国 的 出

口边 际 。 实证结果表明 ， 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 了中 国 出 口增长的 内涵边 际和

外延边际 ， 并且反倾销措施对外延边际的抑 制效应要大于对内涵边际的抑制效应 。 为保证对

外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 ， 中 国各界需要探寻内外均衡的发展路径 ， 同 时积极应对贸易壁垒 ，

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 逯建 、 施炳展 （
２ ０１ ４

） 基于包含 国 内距离与国 际距离

在内 的非线性引力模型 ， 从国 内距离与国际距离转化 比例的视角 ， 测算 了 中国各省份离海距

离引致的进出 口 贸易的 国内成本 。 发现 国内距离相当于 ３５ ９５ 倍的 国际距离 ，
且没有表现 出

明显
一

致的减弱趋势 ； 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 品转化 系数大于资源品 和农产品 ；

一

般贸易转

化系数高于加工贸易 。 范子英 、 田彬彬 （
２０ １４

） 以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国家下调部分产品 出 口退税率

作为外生 的政策冲击 ， 基于月 度的海关数据 ， 运用倍差法研究 了出 口退税率调整对出 口 贸易

的影 响 。 研究发现 ，
下调 ４ 个百分点的出 口退税率显著抑制了 出 口商品 的增长率 ． 其中

一

般

贸易增速下降了 ２ ８％
， 加工贸易中的进料加工增速下降 １７ ％

， 而来料加工贸易 由于
“

不征不

退
”

， 其出 口增速不受退税率调整的影响 。

九 、 中 国对外贸易 中 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国际贸易国内文献多数针对中 国对外贸易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 ， 围绕当前理论

和现实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 。 理论方面
，
重要的是中 国企业的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问

题
；
现实方面 ，

重要的问题包括中 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中 国 的出 口增长奇迹 、 区域贸易
一

体化与 中国的抉择等 。

生产率异质性和
“

出 口 生产率
”

关系是最新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核心假设和主

要内容 ，
几乎所有 国家的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结果都支撑理论的判断 。 但近年以来的

一

系列 中

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却发现了
“

出 口企业生产率显著低于 内销企业
”

的事实 ，

这与前沿理论的核心论断正好相反 ， 被称为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 中 国企业的
“

出 口 生

产率悖论
”

研究文献发现 ，

全样本规模 以上工业出 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显著低于内销企业 ，

这一现象在加工贸易企业 、 外资企业和出 口密度 （ 企业 出 口额 占销售额的 比重 ） 高的企业中

更加 明显 ， 在近年 （
２００５ 年之后 ） 的企业样本中 更加 突出 ， 在沿海地区企业样本 中更加显

著 。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 理论上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

论是最新的学术前沿 ，
几乎所有国家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都支撑理论的推断 ． 中 国企业

层面的数据却提供 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 对理论提出 了挑战 。 同时 ，
生产率异质性和

“

出 口

生产率
”

关系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内容 ， 中 国的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违反

了理论的核心结论 ，
这一特例不容小觑 。 现实中

，
中 国是全球第

一大贸易 国 ，
最大的发展 中

经济体 ， 中国企业出 口贸易的行为选择值得重视 。 另外 ， 中 国 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模式具

有 自 身特点 ，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揭示的企业二元出 口模式具有独特的中 国特色 。

中国企业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的研究文献主要发表在 国内期刊 ，

２０ １ ４ 年 的中文期 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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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针对该 问题的分析 。 赵永亮 、 杨子晖 、 苏启林 （
２０ １ ４

） 从出 口集聚企业
“

双重成长环

境
”

下的学习能力视角分析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问题 。 针对我 国省份 （ 地区 ） 的企业 ＴＦＰ

度量以及相应的核密度分布对比 ， 研究发现集聚 （ 或出 口
）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均弱于非

集聚 （ 或非出 口
） 企业 ， 表明

“

集聚中学习
”

和
“

出 口 中学 习
”

机制导致企业在模仿学习过

程 中走向生产率同质化 。 而集聚出 口环境下 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 ； 双重学习能力和异质性

程度均明显 ， 即创新效应大于模仿效应 ； 内资企业的双重学习能力强于外资企业 。 进
一

步的

实证检验发现集聚环境有利于企业增加对
“

销售市场
”

和
“

要素市场
”

的学 习能力 ， 出 口环

境可增加企业的经验值 ； 技术迁入型的外资企业在集聚 （ 或出 口
）
环境下 的学习动机和能力

不足 。 刘晴 、 张燕 、 张先锋 （
２０１ ４

） 将出 口密集度和 固定成本的取舍关系融入经典异质性企

业贸易模型 ， 阐述了 出 口密集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机制 。 模型结论表明 ： 低效率企业会通

过
“

低固定成本 高出 口密集度
”

方式参与对外贸易 ， 高效率企业则通过
“

高固定成本 低

出 口密集度
”

方式 同时在国 内和国外市场进行规模化销售 。 当外需减小 时 ，
大规模高出 口密

集度企业可能首先退出市场 。

中 国企业的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并没有颠覆或者否定最新贸易理论的核心结论和正确

性 ， 而是提出 了
一

个例外和约束条件 ，
证明 了 中 国的加工贸易企业 、 外资企业或者出 口密度

高的企业 出 口行为选择是不符合理论预期的 。 如果进一步研究能够证明 ，
这类企业在多数国

家都存在悖论的现象 ， 则可 以拓展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他们 的
“

出 口 生产率
”

关系选择 。

如果仅仅只是 中国的特例 ，
也至少在理论上提出了

一

个特殊情形 。 故而 ， 中 国企业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是对最新前沿 贸易理论的补充和拓展 ，
提 出 了一个注解 和约束条件 。 与此同

时 ，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清楚的说明 中 国加工贸易企业的 出 口 行为完全不 同于
一般贸易企

业
， 中 国企业的出 口呈现了典型的二元结构 。

一

方面 ，

一

般贸易企业按照异质性企业贸易理

论的决策模式进入出 口市场
；
但另一方面 ， 加工贸易企业的 出 口行为选择迥然不同 。

针对现实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有 ： 裴长洪 （
２０１ ４

） 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 、 公共品 与中 国

扩大开放 ， 从公共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含义 ， 分析 了 中国对全

球公共品 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 ， 得出 的结论是 ， 中 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 的作用 ， 增强全球

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 而这除了增强国力之外 ， 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 使中 国 的经济体制

更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的需要 ， 从而提高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 宋泓 （
２０ １４

） 系统分析

了未来 １ ０ １５ 年中 国 自 主发展的新机遇 ， 指出在全球经济低迷、 金融动荡 的未来 １ ０ １５ 年

中 ， 由 于构建了强大的 自主发展能力 ， 并拥有 巨大发展潜力 ， 同时还可 以抵御 国 内外各种风

险的冲击 。 因此
，
中国拥有 自 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 。 利用好这种战略机遇期 ，

不仅可以

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 ， 而且也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 ，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 甚至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 跨入发达 国家的 门槛 。 唐海燕 （
２０ １ ４

） 分析了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新
”

在哪里
， 指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新
”

就新在内涵新 、 目标新 、 思路新 。 张杰等 （
２０ １４

） 分

析了 中 国 出 口奇迹 ， 检验了推动中 国出 口奇迹发生的重要力量 ， 即进 口 引致出 口 的机制 。 研

究发现 ： 进 口 引致出 口机制的 内在机理为 ， 进 口带来企业生产率提升 ， 在 自 我选择效应下促

进出 口
。 中间 品进 口 引致出 口机制的效应要强于资本品进 口

。 中 国本土企业更依赖于进 口 引

致出 口机制来实施出 口
，
民营企业对其依赖性最强 。 东艳 （

２０ １４
） 分析 了全球贸易规则 的发

展趋势和中国 的机遇 ， 新
一

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以 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 ， 辅

以规范某
一

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 ，
通过货物贸易 、 投资 、 服务贸易规则 的融合后逐渐

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 。 国际贸易新规则 的特点是超越 了现有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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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形成 ＷＴＯ２ ． ０ 版奠定了基础 ； 从负 向
一

体化原则转 向正 向
一

体化原则 ； 发达国家力 图

成为新贸易规则 的主导者 ； 对发展 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 了外部压力 。 叶宁华 、 包群 、

邵敏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 中国 出 口企业过度扩张问题 ，
基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集 ，

证实了存在过度集聚时 ， 出 口企业的地理集聚与行业集 中事实上产生了 倒 Ｕ 型的外溢效果 ，

即当 出 口企业超过集聚临界点后 ，
大量企业扎堆与恶性竞争反而导致了负 的外溢效应 。 测算

表明 中国 出 口企业的过度集聚程度约在 １７％ 
３４％ 区间 ， 而且这

一现象呈现随时间而加剧 的

趋势 ； 与高技术出 口相 比 ， 低技术 出 口部门更有可能发生过度集聚 ； 企业生产率提高与规模

扩大
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出 口拥挤 。 杨高举 、 黄先海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 中 国是否会陷入比较

优势陷阱 ， 结果表明 ： 中国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历相似 ，
比较优势正从低等技术产业转

向高等技术产业 ， 如果这
一

进程能够持续 ， 则 中 国能够避免落入比较优势 陷阱 ， 而持续的技

术创新可能是避免 陷阱的重要推动力 。 王孝松、 翟光宇 、 谢 申祥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 中国 贸易超

调的表现 、 成 因和对策 。 文东伟 、 冼国 明 （
２０ １ ４

） 分析了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和 出 口 。

十 、 其他领域

以下将文献数量较少的所有其他议题的研究集合在这
一部分综述

，

之所以列在
一

起不是

这些领域不够重要 ， 而是涉及的研究文献在 ２０ １ ４ 年度内不多 。 其他领域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

贸易新现象及解释 ， 贸易不平衡 ， 贸易与增长 ， 贸易与气候环境 ， 贸易与金融市场 ， 贸易弹

性 ， 贸易政治经济学 ， 贸易与空间经济学 。

第一
，
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 。 主要包括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解释 ， 国际贸易理论的 困惑 ，

对贸易的重新核算等 。 Ｍ ｉｔｃｈｅｎ ｅｒ ＆ Ｙａｎ（
２０ １４

） 指出 中 国贸易开放后 ， 出 口 产品 的技能密集

度下 降而进 口产品 的技能密集度在提高 ， 实证研究发现第
一

次世界大战对中国 贸易条件的影

响减少了技能溢出从而带来贸易进 出 口技能密集度 的变化 。
Ｃ ａｒｏｎｅｔ ａ ｌ．（

２０ １４
） 发现了 贸易

产品 的劳动技能密集性和收入弹性的强相关性 ， 并通过实证进行解释 。 Ｋ ｌａｓ ｉ
ｎ
ｇ
＆Ｍ ｉ

ｌ
ｉｏｎ ｉｓ

（
２〇Ｍ

） 使用历史进出 口数据和购买力平价调整 ＧＤＰ
， 采用短截断 （ ｓｈｏｒｔ

－

ｃｕｔ
） 方法重新估算

了１ ８７０ １ ９４９ 年 的世界贸易数据 。

第二 ， 贸易不平衡 。 主要分析了贸易不平衡的原 因 。
Ｂａｒａｔ ｔ ｉｅｒｉ（

２０ １ ４
） 指出全球不平衡

中 ， 美国是 由于较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和较少的服务贸易顺差 ， 而 日本 、 德国和中 国是较大的

货物贸易顺差和较小的服务贸易逆差 。 论文从服务贸易视角解释 了不平衡的原 因 ． 由于服务

贸易的开放远滞后于货物贸易 ，
导致主要不平衡国家难以通过货物和服务贸易平衡贸易 。

第三 ， 贸易与增长 。 主要包括了 贸易与 经济增长的模式 。 Ｈｌａｔｓｈｗａ
ｙ
ｏ ＆ Ｓｐｅ

ｎｃ ｅ（
２〇Ｍ

）

分析了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模式 ， 从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 品 的需求结构分析了 不同 的经济增长

模式的形成 。

第四 ， 贸易与 气候环境 。 主要包括边界调节税对于福利 的影 响 。 Ｋｅｅｎ ＆ Ｋｏ ｔｓｏｇ ｉａｎｎ ｉｓ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当碳排放价格在各 国 间存在差异 时边界调节税的作用 ， 结论认为当所有政策

工具可以 自 由使用时 ，
不需要边界调节税 ； 而当碳税在部分国家受到限制时 ， 边界调节税可

以达成帕累托改进 。 谢建国 、 姜珮珊 （
２０ １ ４

） 在
一个能源投入产 出模型的基础上 ，

采用 １９９ ５

年 、 ２ 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 ５ 年的 ＯＥ ＣＤ 中 国投入产出表和中 国的能源消耗数据 ， 测算 了 中国分行业

的进 口能源消耗 、 出 口能源消耗 、 贸易净能源消耗和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 。 文章结果表明 ：

１９ ９５ 年以来
，
中国 的能源消耗效率不断提高 ，

但是 出 口产 品总能耗量大于进 口产 品总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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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贸易净能源消耗有増加的趋势 ， 中国仍然是

一

个能源 的净出 口 国 ， 而且基于能耗的贸易

条件有恶化的趋势 ；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

出 口规模的扩张是 中 国 出 口 隐含能源消耗増长的主

要原因
， 行业投入效应也促进了出 口隐含能的増加 ， 但影 响较小 ， 而出 口结构的优化与单位

价值能源消耗的下降则抑制了 出 口能源消耗的増加 。

第五
，
贸易与金融市场 。 主要包括贸易密度和汇率的动态变化 。

Ｃｈｏ＆Ｍ ａｄｒｉｄ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贸易密度和汇率动态联系 ， 给出 了两者负相关的证据 。 盛雯雯 （
２ ０ １４

） 在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基础上 ， 将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行为与宏观层面的国家资本结构相联系 ， 通过引入

投资偏好的概念 ， 建立了
一

个包含厂商 、 金融投资者和金融部 门 的
一

般均衡模型 ， 提出并论

证了金融发展影响 国际贸易 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 。 结果表明 ： 融资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企业投

资偏好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过程 ，
因此一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 比较优势随着金融发展 ，

也

将出现先提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过程 。

第六
，
贸易弹性 。 主要包括贸易弹性 的度量 。

Ｓ
ｉ
ｍ＿Ｖ Ｓｋ ａ ＆Ｗａｕ ｇ

ｈ（
２０ １ ４

） 使用新的方

法测度了贸易 的弹性 。 陈勇兵等 （
２ ０１ ４

） 利用 Ｃ ＥＰＩ Ｉ
－ＢＡＣ Ｉ 数据库中 １ ９９５ ２０ １０ 年中 国 Ｈ Ｓ －

６ 分位数进 口 贸易数据 ， 估算了 中 国进 口产 品需求弹性 ， 并进
一

步从产业和生产层面上分析

进 口需求弹性的分布情况 。 研究结果发现 ， 样本中产 品 的平均弹性为 －

１ ． ０３０２
， 中 位数弹性

为 － ０ ． ９９８３ 。

第七 ， 贸 易 的政治经济 学 。 主要包括贸 易政策 制 定 的政治 影 响 。 Ｇａ ｌ
ｉａｎｉ＆Ｔｏ ｒｒｅｎ ｓ

（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独裁 、 民 主对于贸易政策的影 响 。
Ｃｏｎｃ ｏｎｉｅ ｔａｌ ．（

２０ １４
）

分析了选举制度对于贸易改革的影 响效应 ，
发现选举会激励政策制定者选择保护的贸易政策 ，

从而不利于贸易 自 由化 。

第八 ， 贸易与 空间经济学 。 主要分析 贸易 和经济活动 的地理分布 。 Ａｌ ｌｅｎ＆ Ａｒｋｏ ｌａｋ ｉ Ｓ

（
２０ １４

） 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发现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至少在 ２０％ 的水平上收到收入空间分布

的影响 。

十
一

、 总结

本文从八个方面系统总结并梳理了 
２ ０１ ４ 年国 际贸易的 国 内外文献 ，

包括异质性企业贸

易 ， 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 ，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贸易谈判与

协定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 ， 中国对外贸易 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 以及其他领域 。 同时 ， 解

析了近三年国外文献的研究领域和期刊分布 ，
归纳了变动趋势和方向 。

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领域 ，

２０ １４ 年呈现 了几个突出 的变化特征 。

一

是从异质性企业的微

观视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前沿文献的主体 ， 研究的主题逐步覆盖了所有贸易的相关

领域 。 二是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正在 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 不仅仅研究

主题在 向更加细致方向拓展 ， 同时研究的范围和覆盖面也在不断増加 。 从微观异质性企业角

度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和方向 。 ２０ １４ 年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前沿研究

文献主要集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 ， 以及其他政策或冲击的影 响两个方向 。

贸易福利与贸易 自 由化效应文献领域 ，

２０ １４ 年重点关注 贸易福利效应 ，
贸易对于收入、

制度变迁、 生产率以及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等 ， 涉及的领域 比较宽泛 。 全球价值链与生

产分割文献领域 ，

２０ １ ４ 年主要集 中在附加值贸易 的分解和核算 、 离岸外包的决策与效应研

究
，
以及贸易和外包对工资水平影 响的实证分析等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文献领域 ，

２０ １ ４ 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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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匹配 ， 贸易和劳动收入的风险 ， 贸易与教育政策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转

型
，
贸易 比较优势和劳动技能分布 ，

以及贸易改革 的工资效应 。 贸易谈判与协定文献领域 ，

２０ １４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
一体化的影响效应 、 贸易摩擦和非合作均衡的条件 、 区域开放

对于多边
一体化的影响 、 贸易战与贸易合作均衡等 。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文献领域 ，

２０ １４ 年

重点关注贸易成本下降与 出 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证 ， 地理和距离壁垒与服务贸易增长 ， 语言壁

垒与贸易变动 ， 高速公路 、 运输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关系等 。 中国对外贸易中 国的理论和现

实问题研究方面 ，
理论上的关注点主要是中 国企业的

“

出 口 生产率悖论
”

，
现实 的关注点

包括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中 国的出 口增长奇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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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Ｒ． （

２０ １４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ｕｚ ｚｌｅ ｓ

：
ＡＳｏ ｌｕ ｔｉ ｏｎＬｉｎｋｉ ｎ

ｇ
Ｐｒｏ

？

ｄｕ ｃ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ｅ ．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 ｒｌ
ｙ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１ ２９（ ３ ）：

１ ５０ １－ １ ５５２ ．

２ ５ ．Ｃｈ ａｎｅ
ｙ ，
Ｔ． （

２０ １ ４ ）． Ｔｈｅ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Ｓｔ ｒｕ 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 Ａｍｅ ｒｉ ｃａ 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 ｉｅｗ
， １０４（ １ １ ） ：

３６００
－

３６ ３４ ．

２ ６ ．Ｃｈ ａｎｇ ，Ｐ ．Ｌ ．＆Ｈｕａｎｇ ，Ｆ． （ ２０ １４ ）． Ｔｒａｄ ｅａｎｄＤ ｉｖｅｒ
ｇ
ｅｎｃｅｉｎ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

ｓｔ ｅｍｓ ． 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Ｒｅｖ ｉｅｗ
，５５（

４
） ：
１ ２５ １－ １２ ８０ ．

２ ７ ．Ｃｈ ｏ
，Ｄ．＆Ｍａｄ ｒｉｄ

，Ａ ． Ｄ ． （
２０ １ ４

）． Ｔ ｒａｄｅＩｎ
ｔ
ｅｎｓ ｉ

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 ｎ

ｇ
ＰｏｗｅｒＰａｒｉ

ｔｙ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
，
９３ ：

１ ９４
－ ２０９．

２ ８ ．Ｃｈ 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Ｓ．＆Ｓｕ ｅｄ ｅｋｕｍ

，
Ｊ．（

２０ １４
）． Ｇ ｌｏｂ ａｌＳｏｕｒｃ ｉ ｎ

ｇ
ｏｆＣ ｏｍ

ｐ
ｌ ｅｘＰｒｏｄｕ ｃ ｔｉ ｏｎ Ｐｒｏｃｅ ｓ ｓｅ ｓ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 ｔｅｒ
？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

 ＾９ ３ ：１ ２３
－ １ ３９ ．

２ ９ ．Ｃｏｎ ｃｏｍ
，
Ｐ ．

，

Ｆａｃｃｈｉｍ
，
Ｇ ．＆Ｚａｎａｒｄ ｉ

，

Ｍ．（ ２０ １４ ） ． Ｐｏ ｌｉｃ
ｙ
ｍａｋ ｅｒｓ

’

Ｈｏｒ ｉｚ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ｆｏｒｍｓ
：Ｔｈ ｅ

Ｐｒｏｔ ｅｃ ｔｉ ｏｎ ｉ ｓｔＥｆｆｅｃ ｔ ｏｆＥ ｌｅｃ ｔｉ ｏｎｓ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９４ ：１０２
－ １ １ ８ ．

３０ ．

Ｄａｖ ｉｄ ｓｏｎ
，
Ｃ ．

，

Ｈｅ
ｙ
ｍａｎ

，Ｆ．

，

Ｍａｔｕ ｓｚ
，

Ｓ．

，
Ｓ

ｊ
ｏｈｏ ｌｍ

，

Ｆ ．＆Ｚｈｕ
，

Ｓ ．Ｃ ．（ ２ ０ １４ ） ．Ｇ ｌｏｂａｌ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ｍ？

ｐ
ｅｒｆｅｃ ｔ

Ｌａｂ ｏｒＭａｒｋｅ ｔＳ ｏｒｔｉ ｎ
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９４ 

：
１ ７７

－１ ９４ ．

３ １ ．Ｄ ｉｅｚ
，Ｆ ．Ｊ ．（ ２０ １ ４ ） ． ＴｈｅＡ ｓ

ｙ
ｍｍｅ ｔ ｒｉ ｃ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ｓｏｎＩ ｎｔｒａ－Ｆｉ ｒｍ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Ｏ ｆｆｓｈｏｒｉ ｎ

ｇＤ ｅｃ ｉ
？

ｓｉ ｏｎ 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 ３ ：７ ６

－

９ １ ．

３２ ．Ｄｕｒａｎｔ ｏｎ
，Ｇ ．＆Ｍｏｒｒｏｗ

，Ｐ ．Ｍ ．（ ２０ １４ ）． Ｒｏａ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Ｅ 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 ．Ｒｅ ｖｉ 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ｔ ｕｄｉ ｅｓ
，
８ １

：
６ ８ １－ ７２ ４．

３３ ．Ｅｂ ｅｎｓｔ ｅ ｉｎ
，Ａ ．

，

Ｈａｒｒｉ ｓｏｎ
，
Ａ ．

，
Ｍ ｃＭ ｉｌ ｌａｎ

，
Ｍ．＆Ｐｈ ｉｌ ｌｉ

ｐ
ｓ

，
Ｓ．（

２０ １ ４
）． Ｅ ｓｔｉｍａｔｉ ｎ

ｇ
ｔｈｅＩｍ

ｐ
ａｃ ｔｏｆＴｒａｄ ｅ

ａｎｄＯ ｆｆｓｈｏｒｉ ｎ
ｇ

ｏ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ｅｒｓＵ ｓｉｎ
ｇ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 ｔＰｏ
ｐ
ｕ ｌａｔｉ ｏｎ Ｓｕ ｒｖｅ

ｙ
ｓ ．Ｔｈｅ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ｄ Ｓｔ ａｔｉ ｓ ｔｉｃ ｓ
，９６

（
４

）：
５８ １－ ５９５ ．

３４ ． Ｆａｂ ｅｒ
，Ｂ ．（ ２０ １ ４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ｔ ｅ

ｇ
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ｅｔ Ｓ ｉｚｅ
，ａ ｎｄ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ｉ ａ

ｌ
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Ｅｖ ｉｄ 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 ｉｎａ
’

ｓ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

Ｔｒｕ ｎｋＨｉ
ｇ
ｈｗａ

ｙ
Ｓ
ｙ
ｓ ｔｅｍ．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ｔ ｕｄｉ ｅｓ
，８ １ ：１０４６

－

 １ ０７０ ．

３ ５ ． Ｆｅｅｎ ｓｔ ｒａ
，Ｒ． Ｃ ．＆Ｒｏｍａｌ ｉｓ

，
Ｊ ． （

２０ １ ４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 ｃｅ ｓａｎｄ Ｅ ｎｄｏ

ｇ
ｅｎｏｕ ｓＱｕ ａｌｉｔ

ｙ
．

Ｑｕａ ｒｔｅｒ ｌ
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 ２９（

２
） ：
４７７

－

５ ２７ ．

３ ６． Ｆｅｅｎ ｓ
ｔ
ｒａ

，Ｒ． Ｃ ．

，Ｌｉ
，
Ｚ ．＆Ｙｕ

，
Ｍ．（

２０ １ ４
）． Ｅｘ

ｐ
ｏｒｔ ｓａｎｄＣｒｅｄｉ ｔＣｏｎ ｓｔ ｒａｉ ｎｔ ｓｕ ｎｄｅｒＩｎｃｏｍ

ｐ
ｌｅ ｔ ｅＩｎｆｏｒｍａ

？

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ｏｒ

ｙ
ａｎｄＥ 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 ｉｎａ． Ｔｈ ｅ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 Ｓｔ ａｔｉ ｓ ｔｉ ｃｓ
，９６（ ４ ）：７２ ９

－

７４４ ．

３ 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 ｓ
，Ａ． Ｐ ．＆Ｔ ａｎ

ｇ ，
Ｈ． （

２０ １４
）．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ｔ ｏＥｘ

ｐ
ｏｒｔｆｒｏｍＮｅ ｉ

ｇ
ｈｂ ｏｒｓ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
？

ｎｏｍｉｃ ｓ
 ，

９４：６７
－

８４ ．

３ ８ ． Ｇａｌ ｉａｍ
，
Ｓ ．＆Ｔｏｒｒｅｎｓ

，Ｇ．（ ２ ０ １４ ）．Ａｕｔ ｏｃ ｒａｃ
ｙ ，Ｄ ｅｍｏｃｒａｃ

ｙ
ａｎｄＴｒａｄ ｅＰｏｌ ｉｃ

ｙ
．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
？

ｎｏｍｉｃ ｓ
，９３ ：１ ７ ３

－ １ ９ ３ ．

３ ９． Ｇｏ
ｐ

ｉｎａｔｈ
，
Ｇ．＆Ｎｅ ｉｍａｎ

，Ｂ ． （ ２ ０ １４ ）ＴｒａｄｅＡｄ
ｊ
ｕ 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

ｒｏｄ ｕｃ ｔｉ ｖ ｉｔ
ｙ 

ｉ ｎＬａｒ
ｇ
ｅＣｒｉｓ ｅ ｓ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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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 ｉｅｗ
， １０４（ ３ ）：７９ ３

－

８ ３ １ ．

４０．Ｈａｎｄ ｌｅ
ｙ ，Ｋ．（ ２ ０ １４ ）．Ｅｘ

ｐ
ｏｒｔｉ ｎ

ｇＵｎｄ ｅｒＴｒａ ｄｅＰｏ ｌｉｃ
ｙＵ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ｙ
：
Ｔｈ ｅｏｒ

ｙ
ａｎｄＥ ｖ ｉｄ ｅｎ 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

ｔ 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９４ ：

５ ０－ ６６ ．

４ １ ．Ｈｅａｄ
，Ｋ ．

 ，Ｍａ
ｙ
ｅｒ

，Ｔ．＆Ｔｈ ｏｅｍ
ｇ ，Ｍ．（ ２ ０ １４ ） ．Ｗｅ ｌｉａｒｅａｎｄＴ ｒａｄ ｅｗ ｉｔｈ ｏｕｔ

Ｐａｒｅ ｔｏ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

ｖ ｉｅｗ
：
Ｐａｐｅｒｓ＆Ｐｒｏｃｅ ｅｄｉｎｇｓ

，
１ ０４（ ５ ） ：

 ３ １０ －

３ １６ ．

４２．Ｈ
ｌ
ａｔ ｓｈｗａ

ｙ
ｏ

，Ｓ．＆Ｓｐ
ｅｎｃｅ

，Ｍ ．（ ２０ １４ ）．Ｄ 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Ｄｅ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Ｇｒｏｗ ｔｈ Ｐａｔｔ ｅｒｎ ｓ
：Ｔ 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 ａｂｌ ｅ

ａｎｄＮｏｎ
－

ｔｒａｄａｂ ｌｅＳ ｅｃ ｔｏｒｓｉｎａｎＯ
ｐ
ｅｎ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Ａｍｅ ｒｉｃａ 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 ｅｗ

 ：
Ｐａｐｅ ｒｓ＆Ｐｒｏｃｅ ｅｄ ｉｎｇｓ

，１ ０４ （ ５ ） ：

２７ ２
－ ２ ７７．

４ ３ ．Ｈｏ ｌｍ ｅ ｓ
，Ｔ．Ｊ ．

 ，Ｈｓｕ
，Ｗ

－

Ｔ．＆Ｌｅｅ
，Ｓ ．（ ２０ １ ４ ） ． 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 ｖｅＥｆｆ

ｉ ｃ ｉｅｎｃ
ｙ ，
Ｍａｒｋ

－

ｕ
ｐ
ｓ

，ａｎｄｔｈ ｅＷｅ ｌ
ｆａｒｅ

Ｇａｉ ｎ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ｅ ．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９４ ：

１ ９５
－ ２ ０６ ．

４４ ．Ｈｕｈ
，Ｃ ．＆ Ｚｈｕ

，Ｇ．（ ２ ０ １４ ） ．Ｃｈｉ ｎａ＾Ｉｍｐ
ｏｒ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Ｌｉｎｋａ

ｇ
ｅ

：Ｅ 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 ｏｍ ｔｈｅＣｈ ｉｎａ
－ＢｏｕｎｄＥｘ ？

ｐ
ｏｒｔｓ ｏｆＪａ

ｐ
ａｎ ａｎｄＫｏｒｅ ａ． 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２２（

１
） ：

４５－６６ ．

４５ ．Ｈｕｍｍｅ
ｌ
ｓ

，

Ｄ ．

，
Ｊｏｇ

ｅｎ ｓｅｎ
，
Ｒ．

，

Ｍｕｎｃｈ
，Ｊ ．＆ Ｘｉ ａｎ

ｇ ，
Ｃ ． （

２０ １ ４ ）． Ｔｈ ｅＷａ
ｇ
ｅ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Ｏｆｆｓ ｈｏｒｉｎ

ｇ ：Ｅｖ ｉ
？

ｄ 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ａｎ ｉｓ ｈＭａｔｃｈ ｅｄＷｏｒｋ ｅｒ
－Ｆ

ｉｒｍＤ ａ，ｔ ｄｉ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１ ０４（ ６ ）：
１ ５９ ７

－ １ ６２９ ．

４６．Ｊａｅｆ
，Ｒ． Ｎ． Ｆ ．＆Ｌｏ

ｐ
ｅｚ

，Ｊ ． Ｉ．（
２０ １４

）． Ｅｎ ｔｒ
ｙ ，ＴｒａｄｅＣｏ ｓｔ 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Ｂｕ ｓｉｎｅ ｓ ｓＣｙｃ ｌ

ｅ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９４ ：２２４ 

－

２ ３８ ．

４７．Ｋｅｅｎ
，
Ｍ ．＆Ｋｏ ｔ ｓｏ

ｇ
ｉａｎｍ ｓ

，
Ｃ ． （

２０ １ ４
） ．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ｉ ｎ

ｇ
Ｃ ｌ 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Ｐｏ ｌ

ｉ ｃ ｉｅ ｓ
：Ｐａｒｅ ｔ ｏ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ｃ

ｙ
ａｎｄ ｔｈ ｅ

Ｒｏ ｌ
ｅ ｏｆ Ｂｏ ｒｄ ｅｒＴ ａｘＡｄ

ｊ
ｕ ｓｔｍ ｅｎ 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
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ｓ

，９ ４：１ １９
－

 １２ ８ ．

４ ８ ．Ｋｅ ｔ ｔｅｒｅｒ
，
Ｔ ．Ｄ．


，
Ｂｅｒｂｈｏｆｅｎ

，
Ｄ．＆Ｍｉ ｌｎｅｒ

，
Ｃ ．（

２ ０ １４
）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Ｒｅｎｔ
Ｄ ｅ ｓｔ ｒｕｃ ｔｉ ｏｎａｎｄＭｕｌ 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ｉ ｂｅｒａ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Ｔ ｈｅＢｕ ｉ
ｌ ｄｉｎ

ｇ
Ｂ

ｌ
ｏ ｃｋＥｆｆｅｃ

ｔ ｏｆＣＵＳＦＴＡ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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