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际 贸
！ｆ 翳 ２２５

国际贸易学科综述

高凌云 马 涛
＊

为 了既全面而又有重点地把握国外和国 内国 际贸易领域的最新动态 、 重要理论观点与方

法 、 热点问题及代表性学者与代表作 ， 我们选取涵盖国外和国 内 国际贸易领域最富影 响力和

代表性的 １ ３ 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部分相关论文进行梳理
？

， 并提供简要评述 。

纵观 ２０ １ ３ 年国内外贸易领域的研究文献 ， 重点研究主题有五个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

应用 、 全球价值链贸易 、 出 口贸易理论及应用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贸易 品 品质

与技术含量 。 其他研究主题还有如引力模型的扩展和应用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国际贸易新

现象及解释 、 传统贸易理论 、 贸易不平衡 、 世界贸易组织 、 贸易政策 以及金融与贸易 。 在这

些主要的研究主题上 ， 异质性企业贸易 、 全球价值链贸易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 这两个方面的

文献数量占所有重要 贸易文献的 比重相对较高 。 下面
，
我们按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应用 、

全球价值链贸易 、 出 口贸易理论及应用 、 贸易协定和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贸易 品品 质与技术

含量的顺序 ， 依次展开 。

一

、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应用

国际贸易的起源是国际贸易理论永恒的主题 ，
生产率 、 规模经济等 因素的识别 ， 曾经激

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 异质性企业贸易是近十年来国 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与前沿 ， 其主

旨在于 ， 从企业异质性角 度分析和探寻企业的对外贸易行为选择及影响 。 异质性企业贸易文

献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

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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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 ，
目前各个

主题正沿着纵向不断深化 。
二是贸易和贸易开放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 ， 包括对企业效率和规

模影响 、 企业劳动要素价格影响 、 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等 。 三是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其

他政策措施及其影响 ， 例如分析汇率变动对于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融资约束对于
＃
业贸易

的影响 、 反倾销对于企业的影响等 。 四是生产率之外的多元化的企业异质性及贸易行为选择 。

２０ １ ３ 年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中 ， 占据主体的 是贸易和贸易开放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

（第二类 ） ， 其次是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其他政策措施及其影响 （ 第三类 ） ，
而异质性企业贸易

行为选择 （ 第
一

类 ） 和异质性多样化 （第四类 ） 文献相对较少 。 而在过去几年的文献 中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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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绝对主体地位的
一直是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 （ 第

一

类 ） 。 纵观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

的研究主题 ，
呈现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趋势 。 最初的主体是研究异质性企业的 出 口 贸易行为选

择以及连带的贸易 的效应 ，
而后不断在贸易行为领域拓展 ， 逐步包括了异质性企业的 出 口 产

品价格和质量选择 、 产品的种类选择 、 产品 出 口市场选择 、 进 口选择等 。 与此同时 ， 在异质

性企业贸易框架下分析政策措施的影响也逐步扩展 。 而 ２０ １ ３ 年以来 ， 更多的文献开始反过来

分析贸易和贸易开放对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 、 要素价格 、 创新等的影响 ； 同时异质性的多元

化也在逐步探索之中 ， 包括企业产品质量 、 企业规模 、 企业产品需求弹性等 。

第
一

，
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文献方面 。 出 口 市场进人和退 出选择 、 出 口产品 种类选

择 （扩展的边际 ， 多产品选择 ） 是主要方面 ， 对出 口选择行为的研究不断深人到进入和退 出

两个方面 ， 或者进一步扩展和简化模型 。 Ｉｍｐｕｌｌｉｔｔｉ 等 （
２０ １ ３

）

① 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异质性

企业退出 了进人 出 口市场的行为选择 ， 发现沉默出 口 进人成本和企业生产率不确定影响企业

出 口行为选择 ， 当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会进入出 口 市场
，
并且一直保持

出 口状态 ， 直至其生产率下降到最初进入出 口 市场 的水平时才会退 出出 口市场 。 论文 同时分

析了企业的生存 、 成 长 、 出 口 市场进入 和退 出 、

“

死亡
”

等过程和选择 。
Ｋｏｈｏｅ 和 Ｒｕｈｌ

（
２０ １ ３ ）

？ 提出 了
一

个核算双边贸易 中最初不出 口或者 出 口很少的产 品扩大出 口 引起贸易变动

的方法 ， 结果发现这些不出 口产品的贸易增加是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 ； 扩展边际贡献了１〇％

的北美 自 由 贸易区内贸易增长 、 贡献 了
２６％ 的美国与 中国 、 智利和韩 国贸易增长 。 Ｄｅｍｉｄｏｖａ

和 Ｃｌ ａｒｅ（
２０ １ ３

）

③ 建立 了
一

个简化的小 国 Ｍｅｌｉ ｔｚ 模型 ， 分析异质性企业的 出 口和贸易决策 。

杨汝岱 、 李艳 （
２０ １ ３

）

④ 通过构建区域地理偏远度指标 ， 表征某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

经济联系 ， 并结合企业出 口 自选择效应和 出 口 目 的国信息 ，
研究区位地理与企业 出 口 产品价

格的关系 。 研究表明 ，
出 口 产品城市内价格差异远远小于城市 间价格差异 ， 区位地理因 素比

目 的国特征更能够解释出 口产 品价格差异 ；
区域地理偏远度对企业出 口 产品价格有显著的影

响 ， 越偏远的地方 ，
企业 出 口产品的价格相对越低 ， 初步反映出我国 出 口产业的梯度分工模

式 。 此外 ， 相对于一般贸易和内资企业 ， 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对区域地理的偏远度更为敏感 ，

进
一

步反映出区位地理对于企业选址和 出 口行为的重要影响 。 杨汝岱 、 朱诗娥 （
２０ １ ３

）

⑤ 从

企业一致性和产品特征的角 度出发 ，
以 ２００６ 年中 国海关总署企业层面进出 口数据 （

ＣＬＦＴＴＤ
）

为基础 ， 研究了地理因素对出 口产品价格的影响 ； 他们发现 ：
地理距离对企业出 口到每个市

场的每种产品的单位价格有显著正的影响 ，
企业倾向 于对距离更远的市场出 口 单位价格更高

的产品 ； 这种影响程度在加工贸易与
一般贸易之间 、 外资企业与 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非常明

显
；
总体来看 ， 他们的研究在最近兴起的 以企业和产品 出 口 价格为基础 的国家贸易理论与经

验研究领域 ， 完善和挖掘了大量关于中 国出 口 产品价格的典型事实 ，
与现有经验研究成果互

为补充和印证 ， 并对现有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 冲击 ，
具有较重要的文献贡献 。 此外

，
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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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杨汝你 、 李艳 （ ２０ １ ３
） ：

“

区位地理 与企 业 出 口 产 品价格差异研 究
”

，
《管 理世界 》 ， 第 ７ 期 。

⑤ 杨汝 岱 、 朱诗娥 （ ２０ １３ ）
：


‘ ‘

企业 、 地理 与 出 口 产 品价格
”

， 《经济 学 （ 季刊 ） 》 ， 第 １２ 卷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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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外资企业 出 口等中国 出 口的特殊性人手 ， 并从企业和产品层面 出发 ， 置于一般性理论

框架中进行讨论 ， 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国出 口研究的 内涵 ，
也有助于从更深的层面理解 中国 的

出 口模式 。 冯丹卿等 （
２０ １ ３

）

？ 基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 中 国制造业企业数据 ， 将外资进人速度 、

行业特征和企业异质性纳人统一的分析框架 ， 利用 Ｐｒｏｂｉ ｔ 和 Ｔｏｂｉ ｔ模型分析了外资进人速度对

内资企业出 口倾向和出 口 强度的影响 。 他们 的研究发现 ： 虽然外资存在会增强 内资企业的 出

口倾向 和出 口强度 ， 但外资进入速度却负 向影响 内资企业的 出 口倾向和 出 口 强度 ，
且外资进

人速度对内资企业 出 口 贸易的影响主要通过竞争效应发挥作用 ； 外资进人速度调节作用的强

度取决于行业技术水平 ，

Ｂｏｏ ｔｓｔｒａｐ 组间差异显著性方法验证了外资进入速度在高技术水平行

业的负 向调节作用大于在低技术水平行业的负向调节作用 ；
在整个制造业中 ， 内资企业的所

有制因素对外资进入速度调节作用的强度没有显著影响 ， 但分组检验结果表 明外资进人速度

对民营企业的负 向调节作用更大 。

而钱学峰 、 王胜 、 陈勇兵 （ ２０ １ ３
）

？ 基于多产品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 ，
全面系统刻画了

中 国多产品出 口 企业及其产品范围 的特征性事实 ， 并利用拓展 的引力模型分析 了 内涵 的影响

因素 。 刘晴 、 徐蕾 （
２０ １ ３

）

？ 在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 ， 建立 了一个以 中 国经济

结构特征和出 口 贸易事实为依据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型 。 结论表 明 ：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

情形下 ，
纯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低于内销和

一

般贸易企业 ， 在加工贸易企业 内部 ， 来

料加工企业的生产率平均水平低于进料加工企业 ， 我 国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经历 了从来料加

工到进料加工的转型
；
而且 ， 对于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 国 家或地区来说 ， 发展加工贸易

有利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 ， 改善总体社会福利水平
；
由此也可 以推测 ，

二元经济结构和纯

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是我 国
“

出 口 企业生产率悖论
”

和
“

劳动力需求悖论
”

产生的原因之
一

。 毛其淋 、 盛斌 （
２０ １ ３ ）

？ 采用 １９９ ８
—２００７ 年中 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企业进人与退

出的特征及其￥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的关系进行 了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 研究发现 ： 中 国制

造业企业具有很高的进人率与退 出率 ， 并且均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下降 ；
新进人企业是各

年份企业的主要构成来源 ，
但新进人企业的持续期较短 ， 同 时进人与退出企业的规模均相对

较小 。 企业更替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 。 此外 ， 它还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对

存活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 。 田巍 、 余淼杰 （
２０ １ ３

）

？ 进 口 中 间 品 的贸

易 自 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 内销与出 口 的决定 ？ 本文使用 中 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 ， 发

现企业面临的 中间 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 了企业 的 出 口强度 ， 即 出 口 占销售的 比例 ， 这主要

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 口 中 间品 ，
这一方面提高 了企业的利润 ，

降低了企业进人 出 口市场的 门槛 ，
另
一

方面由于生产 出 口 品 的部 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 口

① 冯丹 卿 、 钟 昌 标 、 黄远 浙 （ ２０ １ ３ ）
：


“

外 资 进 入速度 对 内 资 企业 出 口 贸 易 的 影 响 研 究
”

， 《 世界 经

济 》
，

第 １２ 期 。

② 钱 学峰 、
王胜 、 陈 勇兵 （

２０ １３
）

：


“

中 国 的 多产 品 出 口 企 业 及其产 品 范 围 ： 事 实 与 解释
”

， 《 管 理 世

界》 ， 第 １ 期 。

③ 刘 晴 、 徐蕾 （
２０ １３ ） ：

‘
‘

对加工 贸 易 福利 效应 和 转 型 升级 的 反 思——基 于异 质性企 业 贸 易理 论 的 视

角
”

， 《 经济 研究 》 ，
第 ９ 期 。

④ 毛 其淋 、 盛 斌 （
２０ １ ３

） ：
“

贸 易 自 由化 、 企 业 异 质性 与 出 口 动 态——来 自 中 国微观企 业数 据 的 证据
”

，

《 管理 世界 》 ， 第 ３ 期 。

⑤ 田 巍 、 余淼 杰 （ ２０ １ ３
）

：


“

企业 出 口 强 度 与进 口 中 间 品 贸 易 自 由 化 ：
来 自 中 国 企 业 的 实 证 研 究

”

，

《 管理 世界》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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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年鉴

２⑴４

投人品 ， 其进 口成本 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 口 品部门 的扩张 ；
基于我 国规模 以上工业制造业

和海关全样本 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海量微观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些结论 。

第二 ， 异质性企业贸易和贸易开放效应的文献方面 。 贸易到底会带给贸易参与方什么影

响 ？ 涉及贸易效应的话题是政府 、 学界共同关心 的主题 ，
贸易效应的研究通常是贸易理论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主要分析国际贸易和贸易开放带来 的影响 。 对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来说 ， 多数

分析研究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
贸易效应 的研究正好相反 ， 分析

贸易对于企业带来 的影响 。 这
一

领域的研究文献没有统
一的结论 ， 因不同 的主题而异 。

２０ １ ３

年的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了贸易和贸易开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对工资的影 响 、 对创新 的影

响 、 对多产品企业的影响 、 对福利 的影响等 。

研究文献方面 ，

Ｓｍｅｅｔｓ 和 Ｗ ａｒｚ
ｙ
ｎｓｋｉ（

２０ １ ３
）

① 在考虑价格异质性和多产 品企业的情形下

分析了 出 口和进 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 并分析 了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 。 结果发现 ， 进 口对

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提高作用大于出 口
，
同时进 口 和出 口 的企业具有最高的生产率 ； 论文同时

发现 了企业 自我选择进入出 口 市场的证据 ， 但进 口 没有 自 选择效应 。 Ｌｏｚｚａ 等 （
２０ １ ３

）

② 分析

了投资品贸易开放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 响 。 结果发现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增加高生产率企业

的出 口
，
但低生产率企业的 出 口下降且 出 口概率下降 。

Ｆａｂｌｉｎｇ 和 Ｓａｎｄｅ ｒｓｏｎ （
２０ １ ３

）

③ 实证研

究了企业进人 出 口市场的生产率动态变化 ， 并分析了 出 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发现了正

向的激励作用 。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 ， 出 口对企业生产率效应存在三个方面 ： 企业的 出 口 自 我

选择效应 ， 进入 出 口 市场之后 的学习 效应 ， 以及 出 口一投资联合决策效应
Ｓ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和

Ｌｅｖｃｈ ｅｎ ｋｏ（
２０ １ ３

）

④ 在考虑企业规模分布的情形下分析贸易 的福利效应 ， 发现进入成本 的变

动对于福利的影响较小 。 Ｉｒａｉｒａｚａｂａｌ 等 （
２０ １ ３

）

⑤ 分析 了出 口贸易对企业生产率和工资收益的

影响效应 ， 发现 出 口 企业具有更高 的生产率和工资 ， 并解释其 中 的原 因 。
Ｌ ｉｕ 和 Ｒｏ ｓｅ ｌ ｌ

（
２０ １ ３

）

⑥ 分析了多产品企业的贸易对创新的影响 ， 结果发现在 面临激烈的进 口竞争时 ，
企业

的创新能力下降 ， 解释了 为什么面临激烈竞争时多产 品企业会减少产品 种类 。 Ｑｉｕ 和 Ｚｈｏｕ

（
２０ １ ３

）

⑦ 分析了全球化对多产品企业的影响 ， 发现更加有效率的企业会扩展产品种类 。

贸易条件是衡量贸易参与国福利变动的重要变量 ， 贸易条件的变动及其原因 的研究也是

①Ｓｍｅｅｔ ｓ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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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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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 刘修岩 、 吴燕 （
２０ １ ３

）

？ 基于中 国 ３０ 个省份 ４００ 多个工业行业 的 出

口数据 ， 通过构建 出 口专业化 、 出 口水平多样化和出 口垂直多样化等 ３ 个指标 ， 对出 口商品

结构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 ；
他们的研究发现 ， 出 口多样化对我国地 区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 ， 且垂直多样化的影响明显高于水平多样化 ；
同时 ， 出 口 商品结

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 在东 、 中 部地区 ， 出 口水平多样化程度的提高

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 但垂直多样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 西部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 ， 出 口垂

直多样化是经济增长的
一

个重要来源 ，
而水平多元的影响并不 明显 。 孙文莉等 （

２０ １３
）

？ 认

为 ， 影响
一

国贸易条件的 因素很多 。 除了熟知的供求层面因素外 ， 货币及宏观经济运行特点

等因素也可能引发价格贸易条件的长短期效应 。 运用新开放宏观
一

般均衡模型发现 ： （
１

）

“

货币 的投放速度
”

可能引发
一

国价格 贸易条件的短期波动 ， 但不会影 响长期价格贸易条件 。

而
“

货币供给的波动性
”

能够对
一

国长期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 ， 且跨期替代弹性的

大小对传导程度和方向的作用不可忽视。 （
２

） 当外国 的货币供给波动性加剧时 ， 本国的长期

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 。 只是针对不同跨期 替代弹性的经济体 ， 其改善的程度有显著不 同 。

（
３

）
工资粘性不仅影响

一

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幅度 ， 还影响调整周期的长短 。

一 国 的价格

运行机制越接近弹性化 ， 在面临货币 冲击时 ， 其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幅度越小 ， 完成动态调

整所需 的时间越短 ， 表现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

另外 ， 张艳等 （
２０ １ ３

）

？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 自 由化如何通过服务任务 的

外包效应 、 重组效应和技术促进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 采用更加全面的指标衡量

了中国服务贸易 自 由化水平 ， 包括服务开放渗透率 、 服务业 ＦＤ Ｉ 产业渗透率 、 服务 贸易产业

渗透率和服务业 ＦＤ Ｉ 地区渗透率 ， 并使用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 ， 检验了 中

国服务贸易 自 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结果显示 ： 服务贸易 自 由化促进了制造业企

业生产率的提高 ， 中 国服务贸易 自 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均匀 的 ， 对东部地 区

企业 、 使用较多服务 中间投人的企业 、 外商投资企业和出 口企业 ， 服务贸易 自 由化影响更大 ；

而对于 国有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 ， 服务贸易 自 由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

还有研究深度分析了进 口 中 间品对货币 篮子最优权重的影响 。 如胡春 田等 （
２０ １ ３ ）

？ 认

为有些学者在研究货币篮子最优权重的选择时 ，
往往未考虑生产过程 中会使用进 口 中 间 品的

现象 ，
因此推导 出的权重很可能并非最优 。 他们构建 了

一

个局部均衡模型以及一个一般均衡

模型 ， 将进 口 中间 品纳入分析框架 ， 计算对应 的
一

篮子货币最优权重 。 研究证明 ， 最优权重

会受到进 口 中间 品的影响 。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 例如在 出 口需求弹性等于单位弹性或者本 国

与每个国家保持贸易平衡时 ， 最优权重才不受进 口 中 间 品影响 。 因此 ， 货币 当局如果没有考

虑进 口 中间品 的存在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很可能会扭曲既定 目标 。

研究发现 ，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 ，
如果政府的 目标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 ，

只有在 出 口需求弹性

为单位弹性以及本国与两外国均保持贸易均衡时 ， 本国给第二 国 的最优权重才不会受到进 口

中间品影响 。 在
一

般均衡分析里 ， 如果政府追求产出稳定的 目标
， 进 口 中间品会通过生产成

① 刘 修岩 、 吴 燕 （ ２０ １３ ）
：


“

出 口 专 业 化 、 出 口 多 样化 与 地 区 经 济增长
——

来 自 中 国省 级面板 数据 的 实

证研 究
”

， 《 管 理世 界 》 ，
第 ８ 期 。

② 孙 文莉 、 丁 晓松 、 伍 晓 光 （ ２０ １ ３ ） ：
“

工资粘性 、 货 币 冲 击 与 价格 贸 易 条件
”

， 《经 济 研究 》 ，
第 ８ 期 。

③ 张艳 、 唐宜 红 、 周 默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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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服 务 贸 易 自 由 化 是 否 提 高 了 制 造 业企 业 生 产 效 率
”

， 《 世 界经

济 》 ，
第 １３ 期 。

④ 胡 春 田
、 孙和风 、 张颖 （ ２０ １ 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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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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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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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影响总供给函数 ， 从而影响最优权重 。 如果外国 的利率 、 物价 、 中间 品 的价格与两国 的双

边汇率均无关时 ， 本国未考虑进 口 中 间品 的存在 ， 会低估第二国货币 的权重 ， 这表 明当进 口

中间品在一 国生产中 日益重要时 ， 货币当局制定钉住一篮子的货 币政策时就需要考虑其影响 ，

以避免产生偏差 ， 导致无法达成本 国原先的政策 目标 。

第三 ， 异质性企业框架下有关政策措施效应的文献方面 。 所包含的政策措施可以有很多 ，

例如信贷约束 、
汇率变动 、

原产地原则 、 反倾销等政策对于异质性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 。 这
一类文献属于在研究主题的广度上实际应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 ， 进

一 步发展的空间较

大 。 具体文献上 。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 １ ３

）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 了信贷约束对于异质性企业

贸易的影响 。 理论分析揭示的影响机制包括三个方面 ：

一

是影响异质性企业进人国 内市场的

生产选择 ；
二是影响国内制造商进人出 口 市场的选择 ；

三是影响企业出 口水平 。 实证分析发

现 ，

２０％

—２５％ 的信贷约束对于企业贸 易的影响是 由于总产出 的 下降引 起的 。
Ｂｏｍｂａｒｄａ 和

Ｇａｍｂ ｅｒｏｎｉ（
２０ １ ３

）

？ 分析了原产地规则 、 累计规则对于异质性企业的影响 ， 结果发现累计规

则放松了原产地规则的限制 ， 引起最没有效率 的出 口商停止 出 口
。
Ｌｕ 等 （

２０ １ ３ ）

？ 分析 了反

倾销对异质性出 口 企业的影响 ，
论文使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的月 度中 国出 口企业数据分析了 中 国

出 口企业对于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反应 ， 结果发现反倾销调查引 起 了总 出 口下降 ， 并且是通过

大幅减少 出 口企业数量实现的 。
Ｆｅ ｌｂｅ ｒｍ ａ

ｙ
ｒ等 （

２０ １ ３
）

？ 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用理论建模方法

分析 了最优关税 以及关税战 （
ＴａｒｉｆｆＷａｒ

） 的福利损失 ， 结果发现小国 和贫穷的 国家选择低的

纳什关税水平 ， 低交易成本和小的 固定市场进入成本会带来高的均衡关税水平以及更大 的福

利损失 。 其他的还有如 Ｉａｃ ｏｖｏｎｅ 等 （
２０ １ ３

）

？ 实证分析了 中国出 口上涨对墨西哥企业的影响 。

第四 ， 企业异质性多元化的文献方面 。 现有文献 中 ，
企业异质性 的来源主要是生产率 ，

９０％ 以上或者说主流的异质性企业文献都是在生产率异质性 的层面分析问题 。 对企业异质性

多元化的考察虽然只有屈指可数的文献 ， 却是一个新的方向 。 目前为止 ，
生产率之外的企业

异质性主要包括有企业产 品质量 、 企业规模和 弹性等 。 具体文 献上 。
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和 Ｌａｐｈａｍ

（
２０ １ ３

）

？ 假定企业存在生产率 、 运输成本和其他成本的异质性 的情形下 ， 分析 了企业的 出 口

和进 口行为选择 ， 并发现贸易存在明显的生产率和福利收益 。 Ｓｐｅａｒｏ ｔ（
２０ １ ３ ）

⑦ 在需求 弹性

异质性的假定下分析了关税 自 由化的效应 ， 发现低收益企业的获益更大 ，
而高收益的 企业获

①Ｍ ａｎｏｖａ Ｋ ． ２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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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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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Ｂｏｍｂａｒｄ ａ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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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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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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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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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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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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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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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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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Ｋａｓａｈａｒａ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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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

ａｍ． ２０ １３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ｖ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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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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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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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较少甚至负收益 。
Ｆａｓ ｉｌ 和 Ｂｏｒｏｔａ （

２０ １ ３
）

① 分析了企业生产率和质量异质性的情况下 ， 世

界贸易模式和价格的决定 ，
指出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成本效率构成 了竞争力 的来源 ， 带来 了不

同 的出 口 和进 口价格 。

二
、 全球价值链贸易

全球价值链贸易是近年来 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领域关注 的重点领域 。 这方面 的研究包括

从行业和国家层面对垂直专业化及附加值贸易 的分解和核算 ；
对全球价值链及其所涉及的生

产分割 、 垂直专业化贸易 、 中间 品贸易的形成原 因 、 模式选择及效应 的研究 ；
对引 人附加值

贸易后与贸易有关问题政策含义的分析 ， 如贸易保护的效应 、 贸易不平衡 、 贸易与环境 、
比

较优势测算的调整等 ，
以及反映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统计数据库的构建 。

一些文章致力于将全球价值链序列生产模式纳入
一

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 ， 代表性成果包

括
Ａｎｔｒａｓ和

Ｃ ｈｏ ｒ（
２０ １ ３

）

②
、
Ｃｏ ｓ ｔ ｉｎｏ ｔ

等 （
２０ １ ３

）

③
、
Ｂａ ｌｄｗｉｎ和

Ｖｅｎａｂｌ ｅｓ（
２０ １ ３

）

④ 等 。 Ｃｏｓｔ ｉｎｏ ｔ

等 （
２０ １ ３

） 研究了垂直
一

体化条件下 ， 各 国或全球的技术冲击对同
一

价值链生产链条上 的国

家的不同影响 ， 他们认为价值链上的专业化模式选择对全球收入分配及冲击 的跨国传递有影

响 。
Ｂａ 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 ｓ（

２０ １ ３
） 提出 了全球化生产中外包和聚集的两种极端的模式 ： 蛇形及

蜘蛛型 ， 他们采用不同 生产 阶段的 附加值模型 ， 揭示 了贸易流动对贸易摩擦的 非线性反映 。

Ａｍｒａｓ 和 Ｃｈ〇ｒ（
２０ １ ３ ） 通过引人生产阶段的技术排序 ， 构建 了厂商边界的产权模型 ， 模型 的

主要结论是 ：
全球价值链上的最优所有模式取决于生产阶段 的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 ， 当最终

产品厂商面临 的需要弹性较大 ， 则存在临界生产阶段 ， 在此临界阶段以上 的环节采用外包生

产 ，
而临界点后的阶段则进行

一

体化 。

考虑附加值贸易后 ， 对
一些 贸易政策的传统判 断将需要进行调整 。 Ｂｅｃｋｅ ｉ

■

等 （
２〇 １ ３

）

⑤

采用德国跨国公司厂商水平数据 ， 分析了外包和 内包在劳动力人力资源上选择上的关系 ， 发

现外包通常选择更高受教育程度 的劳动力 。 戴翔 、 金碚 （
２０ １ ３

）

⑥ 以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总

产值增长贡献率作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衡量指标 ， 分别从总体 、 服务贸易进 口分部门 以

及工业行业分组三个层面 ， 研究 了服务贸易进 口技术含量对我 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 的影响 。

李志远 （
２０ １ ３

）

⑦ 以 中国为研究对象 ， 考察 了为什么 异质性的任务会通过不同 的组织形式来

①Ｆａｓ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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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戴翔 、 金碚 （
２０ １３

）
：

“

服 务 贸 易进 口 技术含量 与 中 国工 业经 济发展 方 式 转 变
”

， 《 管 理世 界 》 ，
第 ９

期 。

⑦ 李 志远 （
２０ １ ３

）
：

“

任务 离岸 外 包 的 组 织形 式 ： 中 国 的经 验
”

，
《管 理世界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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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离岸外包 ， 即任务是在跨 国公司 内部还是通过分包商进行分包 。 张少军 （
２〇 ｉ３ ）

① 提供

了
一

个关于外包与经济波动关系 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 ， 利用 中国 ２〇〇〇
—２〇〇９ 年的省级面板

数据 ， 在采用带有 Ｄｒｉ ｓｃｏ ｌｌ
－ Ｋｒａａ

ｙ 标准误 的 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等稳健性 回归之后 ， 发现外包

对经济波动的效应显著为正 ， 并且可以通过出 口和进 口两种渠道造成经济波动 。

对发展中 国家来说 ， 对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 ，
还有另 外

一

个视角 ， 即 由全球价值链低

端向高端演进 的贸易转型 。 在 由 贸易大 国 向贸易强 国转变的过程 中 ， 结构转型是必 由之路 。

苏庆义 （
２０ １ ３

）

② 通过构建分解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对贸易结构 贡献度的理论框架 ， 发现 中

国的 出 口 和贸易结构主要 由要 素禀赋决定 。 唐东波 （
２０ １ ３

）

③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重新界定 了

产业升级的涵义 ， 并在 Ｈ ＩＹ方法的基础上特别考虑 了加工贸易 的 出 口 品价值构成 ， 并准确测

度 了中 国出 口 贸易 的垂直专业化程 度 ， 对 中 国产业升级 的 未来道路进行 了探讨 。 裴长洪

（
２０ １ ３

）

④ 研究了
一

国经济增长在增速与减速的不同背景下 ， 进 口 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
一般规

律 ，
以及两者间相互关系 。 通过把进 口结构划分为 ２６６ 个子类 ， 其中货物贸易共 ２ ５５ 个子类 ，

服务贸易共 １ １ 个子类 。 在 ２６６ 个子类划分及运用 的基础上 ， 将进 口 商品分为初级品 、 中 间

品 、 资本品和消费品 ， 将服务贸易进 口结构划分为传统型服务 、 信息化服务 、 金融保险服务 、

其它服务 。 根据 ５ ９ 个经济体的大样本数据 ， 研究发现 ：
经济增长与进 口 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

明确的正 向关联性 ， 优化进口 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 内容 ； 对于
一

国宏观经济管

理部门而言 ， 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 ， 进 口 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 的管理手段 。 因 此 ，

在进 口 贸易结构的调整中 ，
要重视不同类别进 口 数量与结构的优化以实现经济增长预期 ， 从

我国产业条件及进 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出发 ， 应在优化资本品进 口结构 的基础上 ， 适 当增 加资

本品进 口 比重 ， 相对缩小初级品进 口 比重的增长速度 ， 稳定并着力优化中间 品进 口结构 ， 适

当增加消费品进 口 比重
； 同时灵活配置服务品进 口数量和结构 ， 注重增加从外部获得更优质

的知识产权类服务及其它服务 ， 从而有利于增加我国新的生产要 素供给 ， 改善我国经济增长

的潜在条件 。

另外 ， 戴翔 、 张二震 （
２０ １ ３

）

⑤ 从贸易失衡 的角 度对结构 转型进行 了分析 ， 他们认为 ，

发达经济体出现持续贸易逆差 ， 发展 中经济体出现持续贸 易顺差 ， 是当前全球 贸易失衡的
一

个重要特征 。 他们基于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 年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 南北发展的严重不

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要素非对称性流动 ， 使得全球生产或者说供给能力从发达经济体向

发展中经济体转移 ， 但后者消费能力并未 因此而得到相应提高 ， 全球消费依然倚重于发达经

济体 ，
这是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本质 。 因此

，
他们提出 ， 解决全球贸易失衡 的根本途径需要

发达经济体践行全球
“

包容性
”

增长理念 ， 给予包括中 国在 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以更多的帮助

和扶持 ， 切实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 而梅冬州等 （
２０ １ ３

）

⑥ 将 Ｂｅｍａｎｋ ｅ 等 （
１ ９ ９９ ） 模型推广到

小国开放经济中 ， 考察了人民 币升值能否降低贸 易顺差 。 他们的模型考虑了 中 国及其他东亚

① 张少 军 （
２０ １ ３ ） ：

“

外包造成 了 经济波 动 吗 ？
——

来 自 中 国 省 级面 板数据 的 实证 研 究
”

， 《 经 济学 》

（ 季刊 ） ， 第 １２ 卷
， 第 ２ 期 。

② 苏庆义 （ ２０ １ ３ ）
：


‘ ‘

贸 易结构决定 因 素 的分解
：
理论与 经验研 究

”

， 《 世界经济》 ， 第 ６ 期 。

③ 唐东波 （ ２０ １ ３ ）
：


“

贸 易 开放 、 垂直专业 化与 产业升级
”

， 《世界经济》
，
第 ４ 期 。

？ 裴长洪 （
２０ １ ３

） ：
“

进 口 贸 易结构 与经济增长 ： 规律与 启 示
”

， 《 经济研究 》 ，
第 ７ 期 。

⑤ 戴翔 、 张二 震 （ ２０ １ ３
） ：

“

发展差距 、 非 对称要素流动 与 全球 贸 易失衡
”

，
《世 界经济 》 ， 第 ２ 期 。

⑥ 梅 冬州 、 杨才 友 、 龚 六 堂 （ ２０ １ ３ ） ：


“

货 币 升值与 贸易 顺 差 ： 基于金 融加速器效应 的研究
”

， 《 世界经

济》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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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有大量外币 资产以及企业主要依靠 国 内银行融资 的两个现实 ， 并在参数赋值时对这些

国家进口 贸易 品 的结构进行了刻画 。 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表 明 ， 在不考虑金融加速器效应 的

情况下 。 货币升值能够显著降低贸易顺差 ， 但如果考虑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和持有大量外 币资

产的情形 ， 货币升值就会使得企业投资和投资品 的进 口 大幅下降 ， 由 此带来进 口 量的减少超

过出 口量的减少 ，
可能使得贸易顺差进

一

步扩大 ，
经济陷入衰退 。

以上分析表明 ，
２０ １ ３ 年 ，

全球价值链研究在理论模型的构建 、 统计方法的完善和全球

Ｉ
一〇 表等统计数据的构建取得了

一定的突破 ， 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理论研究仍有许多未

解之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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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出 口理论及应用

２０ １ ３ 年对出 口 问题的研究大致是从五个角度展开的 ： 第
一

是关注 出 口 对其它经济变量产

生的影响 ， 如张杰 、 刘元春 、 郑文平 （
２０ １３

）
① 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中 国制造业企业 出 口 和增

加值率之间的关系
，
并探讨了转型背景下政府干预行为对企业 出 口 和增加值率关系可能造成

的作用效应及其 内在机制 。 陈波 、 贺超群 （
２０ １ ３

）

？ 研究了 中 国 出 口 发展对技术和非技术工

人之间工资差距扩大的影响 ， 论文通过拓展
“

新新贸易理论
”

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 引入 了两

阶段生产模式并区分了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在生产中 的不同 角 色 ；
同时 ， 合理地假设技术与

非技术工人间 的工资差距取决于两者所获得的与异质性企业利润挂钩的绩效工资 ； 他们模型

的结果表明 ， 当 出 口 贸易 自 由化以后 ， 出 口 企业的销售和利 润上升 ，
如果技术工人具有更强

的讨价还价能力 ， 那么他们会 由于绩效工资的相对上升而拉大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 ；
进

而 ， 利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的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对我 国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计量分析 ， 结果

表明企业出 口密集度每上升 １％
，
会引 起工资差距拉大 ０ ． ３％ 。 该结果通过 了各种稳定性检

验 。 另外 ， 中崮制造业出 口 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是近年来学界与社会争论的焦点 。

范剑勇 、 冯猛 （
２０ １ ３

）

？ 以投人要素的流量概念为切入点 ， 应用 ＬＰ 方法估算 了内销企业与出

口企业 、 ４ 类不同出 口 密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我们 的结论否认了 出 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

论现象 ，
证实出 口企业的 ＴＦＰ 高于内销企业 。 同时 ， 出 口 企业的生产率优势来源于 自选择效

应和学习效应两种不同机制 ， 其中 出 口学习效应约 占生产率优势 ３４ ％ 

—

３５％ 的贡献份额 。 鉴

于出 口 密度可以衡量不同类别出 口企业的行为选择 ， 本文按照出 口 密度大小分成 ４ 组出 口企

业
，
发现第一组 出 口企业 ＴＦＰ （ 出 口 密度为 ０

—

２５％ ） 远高于内销企业和其余 ３ 组出 口企业
，

且学习效应强度大 、 持续时间长
；
第 四组出 口 企业 ＴＦＰ（

出 口 密度 为 ７５％

—

１ ００％ ） 低于内

销出 口企业
，
且没有学习效应 ；

他们的发现为产业结构升级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扩大内需

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基础 。

第二是探讨经济政策或其他变量对 出 口或出 口竞争力的影响 ， 如毛其淋 、 盛斌 （
２０ １ ３

）

④

① 张 杰 、 刘 元春 、 郑 文平 （ ２０ １ ３
） ：

“

为 什 么 出 口 会抑 制 中 国 企业 增 加值 率 ？

一

基 于政府 行 为 的 考

察
”

，
《 管 理世界 》

，
第 ６ 期 。

② 陈 波 、 贺 超群 （ ２０ １３ ） ：
“

出 口 与 工资 差 距 ： 基 于我 国工业 企 业 的 理论 与 实证分析
”

， 《 管理 世界 》 ，

第 ８ 期 。

③ 范 剑 勇
，
冯 猛 （

２０
１
３

）
：


“

中 国 制 造 业 出 口 企 业 生 产 率悖论 之 谜 ：
基 于 出 口 密 度 差 别 上 的 检 验

”

，

《管 理世界 》
，
第 ８ 期 。

④ 毛 其淋 、 盛斌 （ ２０ １ ３ ）
：


“

中 国制 造业企业 的进入退 出 与 生产 率 动 态 演 化
”

， 《 经 济研究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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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１ ９９ ８
—

２００７ 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 ， 实证考察了中 国产出关

税减让与投入品关税减让对企业 出 口动态影像的显著性与程度 。 孙楚仁等 （
２０ １ ３

）

① 构建了
一

个包含企业异质性和最低工资在内 的两国 、 两要素贸易模型 ， 从理论及实证上考察 了最低

工资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 。 理论分析表 明 ， 最低工资的提高将通过选择效应

（ 即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 出 口 市场 ） 降低企业的 出 口 概率 ， 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价格效

应将降低企业的出 口额 ，
而企业出 口概率和出 口额都随着其生产率增加而增加 。 苏振兴、 洪

玉娟 （
２０ １ ３

）

？ 尝试着从微观的企业盈利能力视角对 中 国作为贸易大 国而非 贸易强国这一特

定事实进行剖析 ，
重点考察 中 国 出 口 企业是否存在

“

利润率溢价
”

。 具体而言 ， 通过选取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 中国制造业企业 ６５ ３９２ 个样本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 ， 首先采用面板 回归模型初

步考察出 口企业是否存在利润率溢价 ， 然后基于这
一

静态结果 ， 进
一

步从动态视角分别采用

随机占优理论和广义倾向指数匹配方法检验盈利能力视角下的企业 自 我选择效应和出 口 中学

效应 ； 他们的研究发现 ： （ １ ） 总体而言 ， 出 口 企业 比非 出 口企业利润率低 ， 而且出 口 密集度

越高 ，
企业的利润率越低 ； （

２
） 在考察期 内开始的一定年限内高利润率企业会 自我选择进入

出 口市场 ， 但是这种效应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 ， 并在考察期末出现逆转
； （

３
） 企业的出 口活

动会直接影响其利润率变化 ，
而且出 口密集度越高 ，

企业的预期利润率越低 。

第三 ， 在 出 口竞争力方面 ， 茅锐 、 张斌 （
２０ １３

）

？ 发现 ， 以市场渗透率度量的 中 国 出 口

竞争力在过去十多年稳步上升 ， 但是上升的速度在主要地区和产品市场持续放缓 ， 中国 出 口

竞争力优势面临着趋势性下降 。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 出 口 竞争力优势下降的主要竭 因 ， 贸易成

本下降对提高出 口竞争力 的作用显著但持续放缓 ， 生产率和实际汇率变化对 出 口竞争力的影

响总体而言不大 。 预计未来中 国在多数地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将趋于稳定甚至是逐渐下降 ，

但在部分新兴地区及产品市场上 ， 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 。 他们还研究 了生产率 、 汇率 、 贸易

成本 、 劳动力成本等诸多因素对出 口市场份额变化的影响 ， 发现贸易成本下降和劳动力成本

上升是决定中 国市场份额变化最主要的两个因 素 。 而贸易成本下 降是中 国 出 口市场份额增长

主要原因 ， 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是出 口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 汇率 、 生产率等 因素对局部

市场和产品 的出 口市场份额变化发挥不同程度 的影响 ， 但总体上让位于前两项的主导作用。

第四 ， 外部的融资能力对企业 的出 口至关重要 ，
企业层面的融资信贷对 出 口影响 的研究

进展较快 。 陈波 、 荆然 （２０ １ ３
）

④ 分析我国出 口在 ２００９ 年间 的变动 ， 发现经济危机对我国 出

口 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 口 的集约边际上 ， 而广延边际反而还出 现增长 。 为了解释这
一

发现 ，

本文通过允许出 口企业依赖外部融 资来支付其生产成本 ， 并加人了对商品异质性需 求 ， 对

Ｍ ｅｌ ｉ ｔｚ（
２００３

） 的模型进行了拓展 。 拓展后的模型表明 ，
即使每个厂商的 出 口收益 由于受到外

部需求的减弱而降低 ， 出 口厂商的数量仍可能会由于 出 口 国利率的降低 （ 如量化宽松的货币

政策等危机应对措施 ） 而上升 。 李志远 、 余淼杰 （ ２０ １ ３
）

⑤ 在 Ｍｅ ｌｉ ｔｚ 提 出 的异质性企业贸易

模型讨论了企业的生产率对其出 口决策的影响 。 通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 人信贷约束 ， 本文

① 孙楚仁 、 田 国强 、 章韬 （ ２０ １ ３ ） ：
“

最低 工资标 准与 中 国企 业 的 出 口行为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２ 期 。

② 苏振兴 、 洪玉 娟 （
２０ １３

） ：
“

中 国 出 口企 业是 否 存在
‘

利 润率 溢价
’

？
一一基 于 随 机 占 优和广 义倾 向

指 数匹 配 方 法 的经验研 究
”

， 《 管理 世界 》 ， 第 ５ 期 。

③ 茅锐 、 张斌 （
２０ １３ ） ：

‘
‘

中 国 的 出 口 竞 争力 ： 事 实 、 原 因 与 变化趋势
”

， 《世界 经济 》 ，
第 １２ 期 。

④ 陈 波 、 荆然 （ ２０ １３ ） ：
“

金融 危机 、
融 资 成本 与 我 国 出 口 贸 易变 动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２ 期 。

⑤ 李 志远 、 余淼杰 （
２０ １ ３ ）

：


“

生 产 率 、 信贷 约 束 与企 业 出 口
：
基 于 中 国企 业 层 面 的分 析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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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研究了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同生产率

一起影响着它 的出 口决策 。 本文发现 ， 给定其他

条件不变 ， 在以下情况下企业更容易进人 出 口市场 ： （
１

） 项 目成功率高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

来 自金融 中介的外部融资 ； （
２

） 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较小信贷约束 。

第四 ，
还有部分文献试图寻找除竞争力 、 外部需求等之外的影响 出 口 的 因素 。 如 田巍等

（
２０ １ ３

）

？ 认为 ，

一方面 ， 高劳动人 口 比例会使 出 口 国产 出增加 ， 从而增加 出 口
； 另

一

方面 ，

高劳动人 口 比例也会给进 口 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人 ， 从而增加进 口
； 进而 ，

通过 １７６ 个 国家

从 １ 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０６ 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 ， 并控制多边抵制等 因素 ， 在引人劳动人 口 比之后 ，

对贸易引力方程的回归分析支持了上述理论预测 ， 而且结果在不 同的计量方法和模型设定下

仍是稳健的 ；
而且

， 对中 国和印度 的对 比发现 ，
如果两个 国家的劳动人 口 比对调 ， 则中 国 的

出 口将下降 ３０％
，
而印度的 出 口将增加 ３０％

；
这些结果对理解中 国出 口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张少军 （
２０ １ ３

）

？ 首次以中 国 ５ 年 ３０ 省份的投人产出表为主 ， 构建了包

括省 内贸易 、 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等指标的分省份分行业的数据库 ， 随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 ，

首次全面系统的检验了中 国 贸易 的偏好性 ， 发现存在贸易本地偏好的
“

中 国悖论
”

，
即 （

１
）

从贸易总量上来看 ； （
２

） 从 出 口 和进 口 来看
； （

３
） 在控制 了时间 、 省份和行业等个体效应

后 ，
以及从加人 ＷＴＯ 之前与之后 、 沿海与内陆 、 中间 品与最终 品等 ３ 个维度进行分组检验来

看 ， 中国的贸易在 国家层面上均不存在本地偏好 ；
在省份层面上 ， 也均不存在着本地偏好和

邻近偏好 ， 结论揭示 ， 中国应着力发展省内 贸易与省际贸易 ， 推动 贸易的边远偏好与本地偏

好 、 邻近偏好的再平衡 ，
只有这样才可能帮助中 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

四 、 贸易协定与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这个主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 。

第一
， 贸易协定的形成机制 。 随着全球区域一体化浪潮 的推进 ， 区域

一

体化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受到重视 ， 主要前沿期刊上的相关文献明显增加 。
２０ １ ３ 年 ， 该领域主要进展集 中于对

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分析贸易协定动因 的理论推进与实证检验。 用政治经济学分析 贸易协

定形成 ，
这一分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发展较快 。 ２０ １ ３ 年该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继续推

进 ， 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 实证研究方面 ，

Ｂｏｗｎ 和 Ｃｒｏｗｌｅ
ｙ（

２０ １ ３
）

③ 发现相对较低贸易

关税均衡能够通过无限期纳什高关税均衡的威胁而达 到 ， 政府会最优地选择低水平合作关税

以获得更多贸易的收益 。
Ｆａｃ ｃｈｉｎｉ 等 （

２０ １ ３
）

④ 采用政治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为什么 区域贸易
一

体化更多采用 自 由贸易 区 （
ＦＴＡ

） 的形式而不是关税 同盟 （
Ｃｕ ｓｔｏｍｓＵｎｉｏｎ ） 的形式 ， 结果发

现 自 由贸易区与关税 同盟相比更加能够增加潜在成员的福利 。 Ｍ ｒｆｉｚｏｖａ 等 （ ２０ １ ３ ）

？ 采用多 国

寡头垄断模型 ， 分析 ＧＡＴＴ／ＷＴ０ 第 ２４ 条对关税同盟形成的关系 ， 认为该条款影 响了关税同

① 田 巍等 著 （ ２０ １ ３ ） ：
‘ ‘

人 口 结构 与 国 际 贸 易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１ １ 期 。

② 张少 军 （
２０ １３ ） ：

‘
‘

贸 易 的本地偏好之谜 ： 中 国悖论 与 实证分析
”

， 《管 理世界 》 ，
第 丨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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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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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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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形成的 内生决定 ， 对全球福利水平有负面影响 。

第二 ， 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 。 贸易 自 由化的效应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 重要主题 ， 包括在经

济增长 、 就业 、 要素配置 、 要素价格的影 响等多个方面 。 同 时 ， 在不同 的理论框架下都可以

分析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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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 ， 直接的实证研究也会涉及贸易 自 由化的影响 。
２０ １ ３ 年的文献包括贸易 自

由对不 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响 、 制度对贸易 自 由化效果的影响等 。 Ｊｕｈ ｎ 等 （
２ ０１ ３

）

① 在贸易 自

由化与性别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 他们基于异质性厂商实证模式 ，
采用墨西哥 ９ ３８

个厂商 １９９ １ 年到 ２０００ 年的面板数据 ，
分析 了贸易 自 由化对于性别收人不平等的影响 ， 发现

贸易 自 由化有助 于女性在蓝领行业 的就业 ， 对于女性在 白领行业就业率无 明 显促进作用 。

Ｋｈａｎｄ ｅｌｗａｌ 等 （ ２０ １ ３ ）

② 的研究配额取消对中 国纺织品 服务 出 口 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
发现当

一

国的贸易政策被无效率的扭曲时 ， 贸易 自 由 化带来的收益会出乎意料的大 。 Ａｔ ｋｉｎ（
２０ １ ３

）

③

研究 了贸易对于地区偏好差异的影响 。 Ｋｏｖａｋ（
２０ １ ３

）

④ 在区域的角度分析了贸易 自 由化对于

工资和劳动市场的影响 ，
区别于其他文献从国家角 度的分析 ；

结果发现 当贸易 自 由化对价格

的影响较大 、 产业容纳的本地就业较多以及产业劳动需求弹性大时 ，
自 由 化对于本地工资的

效应更大 。

五 、 贸易品品质与技术含量

贸易品 品质和技术含量 ，
是一国贸易质量高低的重点关注指标 ，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

国家 ， 这一问题对中 国而言尤为重要 。 施炳展 （ ２０ １ ３
）

⑤ 测算了 中 国企业层面出 口产 品质量 ，

并提炼了相关典型事实 。 结论发现 ： 由 于持续 出 口 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 质量总体水平上升 ；

质量升级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年 ； 产品质量越高 ， 出 口 持续时间越长 、 广度越大 ； 由于生产

低质量产品企业的大量进人 ， 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下降 ， 与外资企业差距扩大 ；
本土

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 、 出 口稳定性 、 持续时间 、 广度均劣于外资企业 。 提升产品 质量应成为

本土企业 出 口的更高追求 。 因此
， 从政策层面 ， 提升本土企业质量水平 ， 优化本土企业 出 口

绩效是重要的政策方 向 。 施炳展 、 王有鑫 、 李坤望 （
２０ １ ３ ）

⑥ 通过采用嵌套 １＾５钟 模型克服将

单位价值等同于产品的方法缺陷 ， 发现中国 出 口产品品质呈下降趋势以及影响因素 。 彭 国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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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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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ｈｅｌｙｉ

，Ｃ．Ｖ ．Ｓａｎｃｈｅｚ．２０ １ ３ ．
ｗ


Ｔｒａｄ ｅＬｉ ｂｅｒ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ａｎ ｄＦｅｎｄｅｒＩｎｅｑ

ｕａ
ｌ
ｉｔ
ｙ

．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
？

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
１ ０３（ ３ ）

．

②Ｋｈａｎｄｅｌ
ｗａ

ｌＡ．Ｋ．

，
Ｐ． Ｋ ．Ｓｃｈｏｔｔ

，Ｓ． Ｊ．Ｗｅｉ． ２０ １３ ．
Ｍ

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 ｄ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

？

ｆｏｒｍ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Ｅ ｘ
ｐ
ｏｒｔｅｒｓ． 

Ｍ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ｙ１ ０３（ ６ ） ．

③Ａ ｔｋｉ ｎＤ ．２０ １ ３ ．
“

Ｔ ｒａｄｅ
，Ｔａｓ ｔｅｓａｎ ｄＮｕｔｒｉｔｉ ｏｎｉ ｎＩｎｄ ｉａ ＊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ｍｗｉ ｉｃ１ ０３（ ５ ）
．

④ＫｏｖａｋＢ ．Ｋ． ２０ １３ ．
“

Ｒｅ
ｇｉ
ｏｎａ

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ｄ ｅＲｅｆｏｒｍ ：Ｗｈ ａｔ ｉ
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 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 ｏｎ？

”

 ｖ４
－

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Ｒｅｖ ｉｅｗ

ｆ １０３（ ５ ） ．

⑤ 施炳展 （
２０ １３

） ：
“

中 国企业 出 口 产品 质量异质性 ： 测 度与 事实
”

， 《
经济 学 》 （ 季刊 ） ，

第 １ ３ 卷
，
第

１ 期 。

⑥ 施炳展 、
王有 鑫 、 李坤望 （

２０ １ ３ ） ：


“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品 质 测 度 及其决 定 因 素
”

，
《 世界经 济 》 ， 第 ９

期 。



国 际 贸Ｍ
？

■

議 ２３７

夏帆 （
２０ １ ３

）

① 发现中 国出 口企业还缺乏全球核心产品 ， 导致中 国 目前仍是世界工厂和 贸易

大 国而非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 国 。 张杰等 （
２０ １３

）

② 从微观层面对 中 国企业 出 口 国内 附加值

率 （
ＤＶＡＲ

）
进行测算 ， 在综合考虑了不同进 口 贸易方式特征 、 间接进 口 与资本品进 口 问题

之后 ， 测算结果发现 ： 中国出 口 的 ＤＶＡＲ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〇．
４９ 上升到 ２００６ 年的 〇 ． ５７

；
加工贸易

的 ＤＶＡＲ 显著低于
一般贸易 ， 外资企业 ＤＶＡＲ 显著低于本土企业 ；

生产技术复杂程度高 的行

业具有较低的 出 口ＤＶＡＲ
；
推动中 国 出 口ＤＶＡＲ 上升 的主要动力是民营企业与从事加工贸易

的外资企业。 进
一

步的机制分析发现 ，

ＦＤ Ｉ 进入是导致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 ＤＶＡＲ 上升 的重

要因素 ， 这可能反映出 中国并未获得真正的贸易利得 ；
对发展 中 国家和新兴国家 的出 口有利

于我国 出 口ＤＶＡＲ 的提升 。

＿

其他领域主要还包括有对引力模型的扩展 、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 国际贸易 新现象 、 传统

贸易理论、 贸易不平衡 、 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 贸易政策制定 、 贸易结构 、 金融与贸易等 。

例如 ：
Ｊａｃ ｏ

ｂ 和 Ｐｅｅ ｒｓｍａｎ（
２０ １ ３

）

③ 分析了美 国贸易不平衡的动态变动及其原 因 。 Ｂｅ ｒ
ｇ
ｓ ｔｒａｎｄ

等 （
２０ １３

）

④ 和 Ｎｏｖｙ（
２０ １ ３

）

⑤ 研究了引力模型 。
Ｍｒａｚｏｖａ 等 （

２０ １ ３
）
研究了世界贸易组织的

条款 〇

整体上 ，
国外国际贸易学研究遵循的方式是 ，

通过构建理论或计量模型 ， 解释 国际贸易

及相关领域存在或新近出现的经济现象 ；
而 国内 国际贸易学研究仍停留 在 ，

利用 中 国对外 贸

易及相关的数据对贸易理论进行验证 ，
相关研究略显杂乱 ， 缺乏 系统性 ， 涉及的方面较多 。

从这个角度 ， 下
一步国 内 国际贸易学研究应更加重视 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研究 ，

强调原创性 ，

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发展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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