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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毛 曰 升 蒋 尉 宋 锦
，

发展经济学科涉及的面很广 ， 我们根据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 ， 在以下 ３ 个方面对本学

科 ２０ １３ 年 以来的发展进行综述 ：

一

、 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 ， 全球经济增长持续处于低迷阶段 ， 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在积极开

拓寻找新的增长点 ，
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和强化科技创新 ， 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品质量升

级
， 走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 ， 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途径 。 尽管这些研究问题

非常重要且研究文献不胜枚举 ，
但近年来特别是 ２０ １３ 年的相关研究出现许多新 的发展趋势 ，

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相 比 ， 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主要关注进口竞争或者其它因素对
一

国 出 口 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 。 这些研究更加注重基

于大样本的微观经验数据 ， 详细探讨外部竞争对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 ， 并且与传统的度量产

品质量方法不同 ， 很多学者提出 了更符合实际 ， 更加科学的测度产品 质量的经济学方法 。

（

一

） 关于产品质董的影响因素

其一 ， 制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

Ｈｅｎｎ 等 （
２０ １３ ）

① 利用 １７ ８ 个国家 １９６２
－ ２０ １０ 年的详细的贸易数据 ， 采用不同的方法测

度了发展中 国家的 出 口产品质量变化 ， 他们的研究表 明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产品质量在经济发

展的起始阶段提升最为迅速 ， 随着发展中 国家进人中等收人阶段 ， 产 品质量逐渐趋于收敛 ，

不同国家产品质量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 对于任何产品 的生产过程 ， 质量都会逐步趋

向于世界的前沿水平 ； 另外 ， 改善制度 、 增加人力资本都会显著的促进产品质量 的提升 ，
他

们的研究还表明通过提升国 内的总体制度性环境 因素要 比特定 的产业政策会对产品 质量升级

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

其二 ， 贸易 自 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

Ａ ｒｄｅ ｌｅａｎ 和 Ｌｕｇｏｖｓｋｙｙ（
２０ １３ ）

？ 考察了贸易 自 由化对产品质量恩格尔消费曲线 （ Ｑｕａ ｌ
ｉ 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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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ｅ
ｌＣｕｒｖｅ ｓ

，ＱＥＣ ） 的影响作用 ， 他们的研究表 明 ：

一方面发达 国家相对于发展 中 国家关

税水平的上升会造成发达国 家的消费者购买更多发展 中国 家低质量产品进行消费 ， 致使发

达国家的 Ｑ
ＥＣ 曲线变得更为平坦 。 另

一

方面 ， 发展 中国家更低的关税会引 致更多的技术转

移 ， 从而使发展中 国家更容易依赖低成本优势提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 ， 从而可能造成发达

国家的 ＱＥＣ 曲线变得更为陡峭 。 他们利用美 国 １ ９ ８８
—２００７ 年 的消费者调查数据对上述理

论分析结论进行了验证 ，
经验结果很好地支持了 理论分析结构 ， 随着美 国关税水平相对于

发展 中国家关税水平的下降 ， 美国的 ＱＥＣ 曲线最初变得更为平坦 ， 对于服装等技术转移空

间小的行业 ， 上述效应尤其 明 显。 而对于技术转移 空间 较大 的行业 ， 关税 下降最初会使

ＱＥＣ 变的平坦 ， 但随着发展 中 国 家技 术水平 的 提 升 ， ＱＥＣ 曲线 的变化趋势 出 现 了逆转 。

Ｃｕｒｚｉ 等 （
２０ １ ３

）

① 基于 １ ９９５
—

２００７ 年欧盟 １ ５ 国 和 ７ ０ 个国家双边细分贸易产 品数据 ， 利

用产品单位价格 和市场份额测度贸易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
考察 了进 口 竞争对欧盟农产品 质

量升级的影响作用 。 他们的研究同样表明进 口竞争与欧盟农产品质量升级之间存在非单调

的关系 ， 对于产品质量处于世界前沿的农产品进 口会显著促进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
而

对于产品质量与世界前沿水平有较大差距的农产品 ， 进 口 竞争对农产 品质量升级并没有 显

著的影响作用 。

事实上 ， 产品质量反过来也会影 响 贸易 的模式及强度 。
Ｆａｓ ｉｌ 和 Ｂｏ ｒｏ ｔａ（

２ ０ １ ３
）

？ 通 过
一个理论框架考察 了产品质量和劳动力的效率对发达 国家和发展 中 国家之间及其内 部贸 易

模式和贸易强度 的影响作用 。 他们的理论框架基于
一

个南北 四 国 贸易模型并 考虑 了产品

质量和成本效率两个维度产业内部的异质性 ， 将理论模型与南北 国家出 口 在世界市场的 出

口份额相匹配 ， 模型模拟的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不同 国家之间及其 内 部的 贸易模式 。 同 时

该理论模型对于产业 内部不 同种类产品的竞争力源泉 给出 了较好的解释 。
Ｈａ ｌｌ 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 －

ｓａｎ（
２０ １ ３

）

？ 考虑两种维度的企业异质性 ，
区分了

“

过程生产率
”

和
“

产 品生产率
”

， 过

程生产率表示大多数文献中采用 的标准生产率概念 ，
而产品的生产率专指企业生产高质量

产品的能力 。 结合贸易成本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假设条件 ， 他们将这两种生产率纳入 了贸 易

理论模型 ， 其理论推导 的结果验证了 已 有 的多数经验研究结论 ： 控制厂商大小的情况下 ，

出 口 厂商会销售更高质量的产品 ， 对产品的定价也更高 ， 同 时也会对中 间产品投入和工 人

支付更高的价格和报酬 ， 并且产出 的资本密集度也更高 ，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 他们利

用印度 、 美国 、 智利 、 哥伦 比亚厂商层面的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 详细的验证 ，
经验

结论很好地支持了他们的理论结论 。

其三 ， 进 口对产品 质量的影响 。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有 ：

Ｆｅ ｒｎａｎｄ ｅｓ 和 Ｐａｕｎｏｖ（
２０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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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和企业数据 ， 同样考察 了进 口竞争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 ，
研究表明进 口 竞争显

著地推动 了智利产品质量的提升 ， 进 口 竞争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对产 品质量升级起到 了推

动作用 ，

一

是企业通过提升产 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来摆脱进 口 竞争带来的压力 ，

二是在进

口竞争压力下 ， 企业生产会通过采用更多的进 口 中 间产 品 ， 同 样会促进产 品质量水平的

提升 。

（
二

） 出 口 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为什么大力关注 出 口 品 质量 ？ 因 为它对产业升级和经济 升级十分重要 。 戴 祥 、 张雨

（ ２０１ ３ ）

① 在大量调研问卷基础之上 ， 以昆山本土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 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 了

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 的主要影响因素 。 经验研究表 明 ： 在有效控制企业创新活

动 、 企业人力资本 以及企业规模相关变量后 ， 出 口 因素对本土企业升级能力 的提升具有显著

作用 ， 从而证实了
“

出 口 中学习
”

效应的存在 ；
为外资企业提供外向配套 ，

不仅为本土企业

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可能 ，
也为吸收跨国公司 消极型和积极型

“

技术外溢
”

等提供了 重要

机会 ， 从而有利于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 ；
产业集聚效应同样对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

提升具有显著影响 ， 说明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在现阶段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效

应是显著的 。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 １３
）

？ 主要考察了全球不同 国家制造业和 出 口产品质量趋于收敛的 问

题 ， 利用全球 １ １８ 个国家最近数十年的相关数据 ， 研究表明不同 国家的制造业内部劳动生产

率都趋于无条件收敛的趋势 ，

一小部分国家在 ２ 位码制造业层 面呈现显著的 Ｓｉ

ｇｍａ收敛趋势 ，

但在国家总体层面却并不存在收敛的趋势 ，
主要原 因是低收人国家制造业就业 比较小并且其

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 。

２０ １ ３ 年的研究认为 ，
影响出 口品质量的因素如下 ：

其
一

， 进 〇 对出 口 品质量 的影响 。 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 Ａｍ ｉ ｔａｎｄ 和 Ｋ ｈａｎｄ ｅｌｗａ ｌ

（ ２０ １ ３ ）

③
， 他们基于细分的贸易产 品数据 ， 同 时采用 市场份额和单位价格更加准确 细致

的测度 了 贸易产品 的质量 ， 并且主要考察了来 自低收人 国 家 （ 特别是 中 国 ） 的进 口 竞争

对美国 产品质量提升的具体影 响过程和程度 ， 研究表明来 自 低收入 国 家 的进 口 竞争 同美

国企业的 产品质量升级存在非线性 的正 向关系 ， 进 口 竞争对处于前沿技术水平厂商的产

品质量会产生正 向刺激作用 ，
而对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厂商的 产品 质量升级会产生负面影

响作用 。

其二
，
外部竞争如何影 响 中 国 出 口 产品 质量升级 ？ 目前还没有基于微观数据的论文 。

关于 中 国贸易产 品 质量的 相对变化 ，
Ｖａｎｄｅｎｂｕ ｓｓｃｈｅ 等 （

２ ０ １ ３
）

④ 发现对 比 中 国和欧盟 国

家在服装行业的 出 口 产品单位价格和出 口产 品 市场份额的 相对变化状况 ， 欧盟 国 家在细

① 戴翔 、 张 雨 （ ２０ １ ３ ） ：
“

开放条件下 我 国本土 企业 升级能 力 的 影 响 因 素研 究
——基于 昆 山 制 造 业 企业

问 卷 的分析
”

， 《
经济 学 》 （ 季 刊 ） ，

第 ４ 期 。

②Ｒｏｄ ｉｒｋＤ．２０ １３ ．
“

Ｕｎ 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
ｇ
ｅｎ ｃｅｉ 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 ｕｒｉｎ

ｇ
． 

”

 ７７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 ｒＺｙＪｏｕｍａＺｑ／

＇

Ｅｃｏ／ｉｏｍｉ ｃｓ
，

１２８

⑴ ．

③Ａｍｉｔ ｉＭ
，

Ａ ．ＩＣＫｈａｎｄｅ ｌｗａｌ
． ２０ １３ ．Ｉｍ

ｐ
ｏｒ

ｔＣｏｍｐ
ｅｔ ｉｔｉ 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ｌ

ｉｔ
ｙＵｐｇｒａｄｉｎ

ｇ
．

Ｍ

Ｔｈ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Ｓｔａ ｔ
ｉｓ ｔ

ｉｃｓ
，９５（

２
 ）？

④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 ｃｈ ｅＨ
，
Ｆ． Ｄ． Ｃｏｍｉ

ｔｅ
，

ＬＲｏｖｅｇｎｏ ，
Ｃ ．Ｖ ｉ

ｅ
ｇ
ｅ

ｌ
ａｈｎ ．２０ １３ ．

“

Ｍｏｖ
ｉ
ｎ
ｇ
ｕ
ｐ 

ｔｈｅＱｕａｌ ｉｔ
ｙ
Ｌａｄｄｅｒ ？ＥＵ 

－

Ｃｈ ｉｎ ａＤｙｎａｍｉ
ｃｓ ｉｎＣｌ

ｏｔｈｉ ｎ
ｇ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
，
２８（ ２ ）

．



５８８ ［ｆ Ｌ —

分的服装产品 出 口单位价格要普遍高于 中 国 ，
但相对差距在逐步地缩小 ； 中 国 的 出 口 产

品尽管单位价格在逐步提升 ， 市场份额同样呈现增 加的势头 ， 表 明 中 国 出 口 产 品质量相

对于欧盟国 家在稳步提升 ， 中 国出 口 产品质量的动 态变化过程体现在核 心产 品不 断进入

和退出 。

其三 ， 信贷约束对出 口 品质量的影响 。 Ｃｉａｎ ｉ 和 Ｂａｒｔｏｌｉ（
２０ １ ３

）

① 利用意大利 ２０ １ １ 年企业

调查数据考察了信贷约束对中小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 。 由于意大利 的 中小企业

严重依赖银行系统对贸易和生产成本提供融资支持 ， 当市场信贷收紧会对较低生产率的 出 口

厂商的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显著的影响 。 信贷约束会显著降低生产率较低出 口商产品质量 的升

级 ， 对于出 口市场主要针对欧盟以外以及中等企业的产品质量的升级影响作用尤其 明显 。 同

时 ，
信贷约束对于贸易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上 。

其四 ，
汇率对出 口 的影响 ： 基于产品质量的异质性 。

Ｃｈｅｎ 和 Ｊｕｖｅｎ ａｌ（
２０ １ ３

）

② 考察了 出

口厂商在产品质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
汇率变动对其出 口产 品需求弹性的影响作用 ， 利用阿

根廷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葡萄酒行业高度细分的厂商和产品层面数据 ， 同时基于葡萄酒的等级分类

界定产品的质量 ， 发现如下结论 。 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 ，
汇率贬值对 出 口产品 的需求弹性影

响作用会下降 ， 高质量的 出 口厂商出 口行为更符合基于市场定价 （
ＰＴＭ

） 的理论预期 ， 在汇

率贬值的条件下 ， 出 口 高质量产品的厂商更可能通过提升价格 ， 而不是通过增加出 口 产品数

量来增加边际收益 ， 出 口到高收人国家的厂商尤其如此 。

二
、 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政府发展政策对收人分配的影响 ， 林毅夫 、 陈斌开 （
２０ １３

）

？ 从理论上探讨了政府

发展战略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收人分配的机制 。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减少劳动力需求 ， 进

而降低均衡工资和劳动者收人 ， 导致收人差距扩大 。 当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 ， 收人

分配差距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下降 。 当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 ，
经济发展可能

停滞 ， 收人分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形特征 ， 且稳态收人不平等程度高于基于比较优

势的发展战略 ， 城市化所需时间也更长 。

从劳动力要素的积累情况来看 ， 中 国想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

新水平 ， 就必须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 。 我 国劳动力的素质普遍不高 。
２０ １ ０ 年的人 口

普查显示 ， 中国 ７ ． ６ １ 亿的劳动力大军 中只有 １０％ 受过大学教育 ，
而这

一

比例在韩 国 、 日 本

和美 国都高于 ４〇％ （ ＯＥＣＤ ， ２０ １ ３
）

？
。

关于人力资本测度 ， 李海峥等 （
２０ １３ ）

？ 通过改进国际上广泛使用 的人力 资本综合度量

①Ｃｉ
ａｎ ｉＡ

，

Ｂａｒｔｏｌ ｉＦ． ２０ １３ ．
“

ＥｘｐｏｒｔＱｕ ａｌ ｉｔ
ｙＵｐｇｒａｄｉ ｎ

ｇａｎｄＣ ｒｅｄ ｉｔＣｏｎｓｔ ｒａｉｎ ｔｓ．
”

五 Ｐａｐｅｒ ，

Ｎｏ． １３４ ．

②ＣｈｅｎＮ
，
Ｊｕｖｅｎａｌ Ｌ２０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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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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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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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ＥｆＴ？Ｐａｐ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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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林毅夫 、 陈斌开 （ ２０ １ ３ ） ：


“

发展 战略 、 产业结构 与 收入分配
”

， 《经济 学 》 （ 季刊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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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海峥 、 贾娜 、 张 晓蓓 、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Ｆｍｕｍｅｎ ｉ（ ２０ １ ３
） ： 中 国人力 资本的 区域分布及发展 动 态 ， 《经济研

究 》 ， 第 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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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 Ｆｒａｕｍｅｎｉ 收人法 ， 结合扩展的人力资本 Ｍｉｎｃｅｒ 模型 ， 构建了适合中 国数据

的省级人力资本估算方法 ， 并通过建立省际生活成本平减指数解决了人力资本的横向 比较问

题 。 文章运用该方法估算 了代表不 同发展水平的六个省 （ 市 ） ： 上海 、 广东 、 河南 、 湖北 、

贵州和甘肃的人力资本水平 ， 建立了跨省跨时间可比的分城乡 １９８ ５
—

２００９ 年省级年度人力资

本综合度量指标及相应人力资本指数 。 结果显示总人力资本广东最高 ， 人均人力资本上海遥

遥领先 ， 而贵州和甘肃均排在最后 。 计算结果定量描述了省级人力资本的分布及发展动态 ，

并初步形成中 国省级人力资本面板数据 。

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因 素方面 ，
王智勇 （

２０ １３
）

？ 认为个人的成长环境显著影响 了

人力资本从而影响收人。 文章利用 ２００４ 年家庭动态调查数据证明 ： 成长于大城市的个体 ， 其

收人水平 比成长于中等城市以下的个体在同等教育程度的条件下更高 。 环境优越的个体 ，
人

力资本形成越有优势 ， 形成马太效应 ， 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差异化 。 城乡 和区域资源配置的差

异会对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形成持续的负面影响 ，
而后者也会进

一

步加剧城乡和 区域的不平

等 ， 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 需要通过政府加大对于农村和落后

地区的扶持 ， 增加农村和落后地区资源配置 。

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 ， 黄燕萍等 （
２０ １ ３ ） 放松 了传统理论中 不 同层

级的人力资本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假设 ，
通过生产 函数 、 技术创新与模仿方程 的设定 ， 导

出 了具有经济理论基础的计量 回归模型 ， 然后 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 了不 同层级教

育对 中 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 文章的研究结果表 明 ， 初级教育 和高级教育都能促

进经济增长 ， 但二者的 作用方式不 同 ， 其中 初级教育作 为生产要素直接促 进最终产 出 ，

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 。 在现阶段 的社会经济结

构条件下 ， 我 国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高级教育 ； 高 级教育对 中西部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 。 最后 ，
本文对我 国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 问题提出

了 若干政策建议 。

从人力资本积累对收人的影响来看 ，

Ｌ
ｉａｎｇ 和 Ｃｈｅｎ（

２０ １ ３
）

② 指出
， 我国有

一半的劳动力

仅具有初 中文化水平 ， 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能够显著增加农村家庭的收人 。 关于教育

回报的个体异质性 ， 简必希 、 宁光杰 （
２０ １ ３

）

？ 发现 ， 个体之间的教育 回报存在显著的异质

性 。 文章根据 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
ＣＨＮＳ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 ， 在考虑选择偏差和个

体异质性的基础上 ， 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 分别估计了 中国前后十年高 中和大学的教育收

益率 。 估计结果显示 ： 个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 十年间各阶段教育的平均收益率都显著

提高 ；
高中的年收益率均大于大学 ，

而大学 的三项政策效应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 关于教育 回

报的地区异质性 ， 邢春冰 、 贾淑艳 、 李实 （
２０ １ ３ ）

？ 使用 ２００５ 年 １ ％ 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 以及

２０ １ １ 年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 发现农民工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 东部地区

和发达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 比较两个年份的结果可 以看出 ， 农民工 的总体教育 回报率

有所降低 ，
地 区间 回报率的差异也有所降低 ，

并呈现出 向均值收敛的特征 。 教育 回报率的地

① 王 智 勇
（
２０ １３ ） ： 成 长 环境 与人 力资本形成 ， 《 经济研 究 》 ， 增刊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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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简 必希 、 宁光杰 （ ２０ １ ３ ）
：


“

教 育异质性 回报 的对 比研 究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２ 期 。

④ 邢 春冰 、 贾淑艳 、
李 实 （ ２０ １ ３

）
：

“

教 育 回报 率 的地 区 差 异及 其 对劳 动 力 流 动 的 影 响
”

，
《经 济研

． 究 》 ， 第 １ 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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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差异对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 的相对迁移概率产生 了显著 的影响 。 文章因此得出结论 ： 进
一

步减少 流 动障碍 ， 促进农 民工合理流 动将有助于提升我 国 的经 济增 长潜力 。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３

）

① 指出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农 民工实际工资基本没有增长 ，

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

动者市场回报
一

直很高 。 ２００５ 年前后以来 ， 不同技能水平 、 不 同地区之间 的劳动力工资水平

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态势 ， 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尤为迅速 。 尽管迄今为止生产率增长仍快

于工资增长 ， 这一现象仍值得关注 。

劳动力流动性是劳动力市场的另
一

个重要方面 。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 ３ ）

② 认为 ， 劳动力流动

性显著提高增强了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 ， 维持 了

中国低工资的增长模式 。 盖庆恩等 （
２０ １ ３ ）

？ 采用宏观方法验证了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结

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 文章在封闭 的两部 门经济中引 人劳动力市场构建理论模型 ， 并

使用 １ ９ ８０
—

２００９ 年间的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研究发现 ： 中国部门间劳动力市场

存在扭曲 ， 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弱 ， 控制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后 的年均扭曲指数为 ０ ． ２４
，
即农

业的工资水平仅相 当 于非农部 门的 ２４％
；
其次

，
劳动市场扭曲会显著迟滞 中 国经济结构调

整
， 若消除扭 曲 ， 中 国农业劳动力 占 比将下降 ２６ ．

３８％
； 最后 ，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过多 的

劳动力滞 留在农村 ， 会带来显著的效率损失 ， 年均潜在损失达到 １ ６ ． ３４％ 。 若消除劳动力市

场扭 曲 ， 中国劳均产 出可 增加 １ ９ ． ５３％ 。 宋锦 、 李实 （
２ ０ １ ３ａ ）

④ 以 职业分布为视 角 ， 采用

２０００ 年全国第五次人 口普查和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 ％人 口抽样调查的数据 ， 考察 了户籍身份对于劳

动者职业机会的影响 ， 估计了我国城乡 户籍一元化改革对不同户籍劳动力取得好职业概率的

影响 。 文章发现 ，
不 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差距 ， 城乡户籍

一元化改

革改善了本地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布状况 ，
减轻了他们在职业机会上面临 的户籍歧视 。 然而

，

其他户籍身份的劳动者并没有在
一元化改革 中受益 ， 改革之后本地农村劳动力对其他劳动力

产生 了挤出效应 。 考虑到外地城镇和外来农村劳动力原本在迁人地的就业竞争中就不 占据优

势 ， 本地农村劳动力对他们的挤出实际上提高了他们在迁人地职业机会上所面临的户籍 门槛 ，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 区域间分割实际上被加强了
， 这很可能影响到改革地区未来劳动力供给 的

来源和规模 。 类似地 ， 宋锦 、 李实 （
２０ １３ ｂ ）

⑤ 考察了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年之间实行的小城镇户籍

管理制度改革对人 口流动及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 ，
发现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吸引

了劳动年龄人 口 、 远距离 、 年轻和文化程度略高的外来劳动力 。 从职业机会来看 ，
户籍政策

的松动对于不同户籍身份劳动力 的影响是不同 的 。 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对于各类户籍身份的

外来劳动力获得好的职业机会都有帮助 ， 优化 了劳动力资源配置 ， 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本

地农村劳动力获得 白领职业的机会 。 万海远 、 李实 （
２０ １ ３

）

⑥ 评估了户籍制度对城 乡 收入差

距产生的影响 。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的方法克服个体户籍类型的 自 选择和样本偏差

①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 ３ ） ： 《２０ １３ 年 的 中 国

一建设现代 、 和谐 、 有创造力 的社会 》 ， 北 京 ： 中 国 财政经济 出

版社 。

② 同上 。

③ 盖庆恩 、 朱喜 、 史 清华 （ ２０ １３ ） ：
“

劳 动 力 市 场扭 曲 、 结构 转 变 和 中 国 劳 动 生产 率
”

， 《 经济研究 》 ，

第 ５ 期 。

④ 宋 锦
、
李 实 （ ２０ １ ３ ａ ）

：


“

城 乡
一

元化 户籍 改革 影 响 劳 动 力 职 业 分布
”

， 《 世界经济 》 ，
第 ７ 期 。

⑤ 宋 锦 、 李 实 （
２０ １ ３ ｂ ） ：

‘ ‘

小城镇户 籍改革对 劳 动力 市 场职 业分 割 的 影 响
”

， 《 中 国农村 经济 》 ， 第 １〇

期 。

⑥ 万 海远 、 李实 （ ２０ １３ ） ：
“

户籍歧视对城 乡 收 入差 距 的 影 响
”

， 《经济研究 》 ，
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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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重点考察了近年来户籍属性发生转换的群体来估计户籍歧视的作用。 结果表 明 ， 仅仅

因为户籍职业选择歧视 ， 农户个体的 收人将会减少 ３ ．５％ 。 在剔除户籍歧视因素后
， 整体收

人差距会明显下降 ， 平均来看 ，
基尼系数会从 ０

．
４９ ９ 下降为 ０ ． ４８８

， 显示现有户籍制度是劳动

力资源流动的重要制度性障碍 。 从我 国的劳动力迁移趋势来看 ，
目前我 国人 口流动的主要 目

的地仍然是沿海地区 ，
虽然随着 中西部地区 的迅速发展 ，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 区的地区收人

差异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不断减小 ，
但农民工的就业分布仍然不令人满意 ：

６０％ 以上的农民工 目前

都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 从非正规部 门 向正规部门 的流动非常少 。 Ｇ ｉｌｅ ｓ 等 （
２０ １３

）

① 指出

这主要与农 民工 的合 同 期限较短 和农 民工很难被正规部 门 的社会保障覆盖 相关。 李云森

（ ２０ １ ３
）
② 考察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

应用倾向分数匹配方法以控制父母外出 的

自选择问题以 及其他 因 素导致的可 观测 的异质性 问题 。 ２０００ 年甘肃省儿童 和家庭调查

（
ＧＳＣＦ

） 数据显示 ，
父母一方或者两方外 出半年以 上对孩子语文成绩能否进入年级前 ２０％ 、

数学成绩以及认知能力测试成绩是否进入年级前 １０％ 都有显著为负的影响 。 这可能解释了我

国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举家迁移的趋势性变化 。
Ｄｅｍｕｒｇｅ ｒ 等 （

２０ １ ３
）

③ 指 出 ，

２０ １ １ 年有子女

的农民工中有 ７２％ 的人将子女带人城市生活 。

从劳动力市场所面对的宏观环境来看 ，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 ３

）

④ 指出 ， 中国 的 劳动力队伍不

断扩大 ， 对中 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
１ ９ ８０ 年 ， 中国劳动力数量为 ６ 亿 ，

２ ０ １５ 年预计将
达到 １ ０ 亿的峰值 。 ２０ １ ５ 年之后 ， 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 ， 初始速度较低 ， 但从 ２ １ 世纪 ２０ 年代

后期会迅速加大 ， 预计 ２０５０ 年将 比最高点减少 １５％ 以上 。 而 日 益减少的劳动年龄人 口需要

供养 日益增长的老龄人 口
， 社会抚养比不断增大 。 中国需要能应对不断变化 的市场条件的劳

动力队伍
， 需要确保劳动者能继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 并拥有可靠的劳动保护 。 需要努力

的政策方向可能包括几个方面 。 首先 ， 要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 ， 确保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权
益的可携带性 ， 分阶段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让所有居民 同等享有

一体化的社会福利 。 其次 ，

要增加现有劳＾力队伍的劳动供给 ， 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确保城市 中老年和女性劳动力
不会过早地退出 劳动力市场 。 第三

，
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 ， 保持劳动者利益与产业竞争之间

的平衡性 ， 尤其是降低劳动课税 ， 建立更完善的工资形成机制 。 马弘 、 乔雪 、 徐嫄 （
２０ １ ３

）
⑤

认为 ， 过去三十年间 ， 伴随着 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 ，
经济结构特别是就业结构也在发生巨大

的变化和转型 。 １ ９９８
—２０〇７ 年工业企业的微观就业数据显示 ， 中国 的制造业 同时经历了大规

模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
， 平均就业净增长为正 ， 且在 ２００２ 年以后达到 ３％

—

７％ 的净增长 ；

①Ｇ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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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ｌｂ ｅｒｔ Ｐａｒ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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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云森 （
２０ １３ ）

：
“

自 选择 、 父 母 外 出 与 留 守 儿 童 学 习 表 现
—

基 于 不 发 达 地 区 调 查 的 实 证研 究
”

，

《经济 学 》 （ 季刊 ） ，
第 ３ 期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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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３ ） ：

《
２０ １ ３ 年 的 中 国

——建设现代 、 和 谐 、 有创 造 力 的社 会 》 ，
北 京 ： 中 国财政 经济

出 版社 。

⑤ 马 弘 、 乔雪 、 徐嫄 （
２０ １ ３ ） ：

“

中 国 制造 业 的就业 创 造 与 就 业 消 失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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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造和消失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 ， 消费品行业是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 ，
而传

统制造业的就业消失最多 ；
私营企业就业创造率高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 ， 国有企业的就业

消失率最高 ； 企业越年轻 ，
其就业创造率 （ 消失率 ） 就越高 （低 ） ，

因 此对应 的就业净增长

率也就越高 ； 南部沿海地区有着最高的就业创造率 ， 与东部沿海 、 北部沿海地区
一起经历了

就业净增长 ，
而内陆地区则经历了就业的负增长 ， 其中以西北 和东北这些传统经济的工业生

产基地最为严重 ； 就业再分配中 ，
组内 的就业流动 占据主导地位 ； 除此之外 ，

不同年限企业

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就业流动贡献较大 。 都阳 （ ２０ １ ３ ）

？ 利用金融危机前后中 国制

造业企业调查数据 ， 考察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和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 冲击 的反应。 估计

结果表 明 ， 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 出弹性值较高 ，
达到 ０

．
７ ５
—

０
．
７ ８ 。 对低技能工人的需

求工资弹性为 －

０．
４

， 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 － ０． ５３ 。 而且 ，
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替

代弹性为 ０ ． ２６
。 经验分析表明 ， 企业 已经对要素价格信号的变化产生反应 。 在未来 ， 如果能

够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 确保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 要素市场的变化就有可

能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和升级 。 孙楚仁等 （
２０ １ ３

）

？ 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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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察了最低工资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 出 口行为的影 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最低工资的提髙将通过选择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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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生产率增加将同

时提高企业的 出 口概率和出 口额 。 本文利用 中国制造业工业企业 １９９８
—

２００ ７ 年相关数据和相

关城市最低工资数据验证了这种影响并估计了影响 的规模。 ＇

从劳动力收人来看 ，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３ ）

？ 提出 ，

２ １ 世纪前十年中 国劳动收人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有所下降 ， 这可能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 因素之
一

。
１ 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４ 年 ， 劳动收入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一直在 ６０％左右 ， 但到 ２ ００８ 年急剧下降到不足 ４０％
。 自 ２００ ８ 年以来 ，

虽然有 了一些 回

升 ， 整体 比重下降的趋势值得关注 。 需要考虑这一现象背后 的原因是劳动者没能分享到他们

应得的增长份额 ， 还是 因为劳动力转 向资本密集 的城市经济而 出现 的暂时现象 。 范红忠等

（
２０ １ ３

）

④ 指出 ， 我国职工和包含农民工在 内的非职工就业人员在就业生命时间和就业稳定性

方面有着很大差异 ，
职工的收入接近其持久收入 ， 具有较高的持久性 ，

而非职工的收人持久

性较低 。 该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 ，
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者收人中 ， 职工收人 占 比和非职工收入

占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的正影响 ， 职工收人 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弹性较大 ， 接近单位弹性 ，

而非职工收入 占 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弹性相对较小 。 规范劳动合 同 ， 提高我 国劳动力就业生命

时间和就业稳定性 ， 进而提高我国居民 的职工收入 占比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有效途径 。 魏下

海等 （
２０ １３

）

⑤ 研究了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并利用 ２０ １０ 年全国 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进

行经验验证 。 结果表明 ，
工会导致企业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

但 由于后者的升幅

① 都 阳 （ ２０ １ ３ ）
：


“

制 造业企业 对劳 动 力 市场 变 化的反 应
：
基 于微观 数据 的观察

”

， 《经 济研 究 》 ，
第 １

期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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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③ 世界银行 （ ２０ １ ３ ） ： 《２０ １ ３ 年 的 中 国
一一

建设 现代 、 和 谐 、 有创 造力 的社会 》 ，
北京 ： 中 国财政经 济

出 版社 。

④ 范红 忠 、 黄永 明 、 连玉君 （ ２０ １ ３ ） ：
“

就业 生命 时 间 、 劳动 者收入的持 久性与我 国 居 民 消 费 率一基于

省 际职工 收入 占 比和 非 职工收入 占 比 的面 板数据分析
”

， 《经济 学 》 （ 季刊 ） ，
第 ４ 期 。

⑤ 魏下海 、 董 志 强 、 黄玫立 （ ２０ １３ ） ：
“

工会是 否 改善 劳动 收入份额 ？
一

理论分析 与 来 自 中 国 民营 企业

的经验证据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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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 ，
因此劳动收人份额反而下降了 。 这种影响程度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存在差异。 还有

一些研究考察了性别之间劳动收入的差异性 。 卿石松 、 郑加梅 （ ２〇 １ ３ ａ ）

①
引人了职位晋升机

制的收人差距分解方法 ， 利用 ２００６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 考察了职位隔离对性别收入差

距的作用 ，
且在统一的模型框架 内识别和估计了职位内工资歧视 （ 同工不同酬 ） 和晋升歧视

的程度 。 研究结果发现 ， 女性过多地集 中于职位
“

金字塔
”

结构的底层 。 尽管职位晋升的工

资效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但约 ４ １ ％ 的性别收入差距是由于职位隔离导致的 。 工资歧视

是职位层级内部性别收人差距的主要来源 。 与之类似 ， 职位晋升歧视能够解释 １ ／４ 的性别收

入差距 。 因此
， 除了 同工同酬政策 ， 促进职位晋升的机会平等是缩小性别收人差距的重要措

施
，
意 即

“

同酬
”

还需
“

同工
”

。 卿石松 、 郑加梅 （ ２〇 １３ ｂ
）

② 利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
“

中国大

学毕业生求职与就业能力调查
”

数据考察了 同等教育程度上专业隔离对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

的作用 。 研究结果发现 ，
尽管专业分布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但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主要来

源于专业内部 ， 专业内起薪差距只有 ２８ ．６５％
－

４３ ．１６％能够被就业能力和实习经历等生产力

特征变量的差异所解释 。 由于针对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的分解 ，
可 以剥离市场工作经验 、 晋

升和生育等因素 的影响 ， 这一研究发现为性别歧视提供了 强有力 的支持性证据 。 贾男等

（ ２０ １ ３ ）

③ 通过生育对女性收人的影响来研究家庭的生育需求 ， 估计了不 同类型的女性生育陷

阱的不同影响程度 。 研究发现 ，
生育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在生育当年有显著的高达 １ ８％ 的负面

影响 ， 对外生类型的女性这
一影响尤为显著 ，

这会显然影响这部分女性的生育需求 。 陈昊等

（
２０ １３

）

④ 考察了企业出 口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影 响 。 研究发现 ， 出 口对企

业就业性别歧视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 ， 取决于企业 的 出 口持续度 ， 这一结论并不受到女性

绝对就业量与相对量差异 的影响 ；
工资水平的提高加 剧了 高 、 中度持续 出 口企业的就业性

别歧视 ， 对低度持续 出 口企业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
对于规模越小 、 企业盈利能力越低的企

业而言 ， 出 口贸易越能够缓解就业性别歧视 ； 外资对出 口 企业就业性别歧视的影响还 当

存疑 。

三
、 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性战略问题 ， 涉及环境 、 技术 、 经济 、 政治 、 法律等多个

领域 。 气候变化经济学作为集环境经济学 、 能源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和国 际政治经济学于
一

体的
一

门交叉学科 ，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 ， 已形成 了独特的研究理论、 方法和领域 。 近年来伴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升温 ， 该学科 日 益受到各 国研究机构 的高度重视 ， 较有代表性的成

果包括 ＩＰＣＣ 的科学评估报告 、 《斯特恩报告 ： 气候变化经济学 》 、 《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 及

《中 国气候与环境演变》 等 。

鉴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 、 累积性和全球公共产 品特性 ，
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是基于环境外

① 卿 石 松 、 郑 加梅 （ ２０ １ ３ ａ
）

：
“‘

同 酬
’

还需
‘

同 工
’

：
职位 隔 离对 性别 收入差 距 的作用

”

， 《 经济 学 》

（ 季刊 ）
，
第 ２ 期 。

② 卿 石 松 、 郑加梅 （
２０ １ ３ ｂ

） ：
“

专 业选 择还是 性 别 歧 视 ？
一男 女大 学 生 起 薪 差 距 成 因 解析

”

，
《 经济

学 》 （ 季 刊 ） ，
第 ３ 期 。

③ 贾男 、 甘 犁 、 张劼 （ ２
０ １３ ） ：

“

工 资 率 、

‘

生 育 陷 阱
’

与 不 可 观测 类 型
”

， 《 经济研 究 》 ，
第 ５ 期 。

④ 陈 昊 、
陈 建伟 、 赵春 明 （ ２０ １３ ） ：

“

出 口 持 续度 与女 性就业 ： 基于企业 数据 的反事 实 分析
”

， 《 经济研

究 》 ， 增 刊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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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之上 的 。 ２０ １ ３ 年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

面
： 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 （主要是成本从外部性到内部性的经济学转化 ） ；

减缓气候变化的

政策路径和减排手段的经济学分析
；
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对极端气候灾害做 出预警的政策和途

径 ；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气候制度 ， 实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平 ；
以贴现率的

方法解决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代际公平等 。 从近年来权威期刊的文献观察 ， 该领域研究方

向越来越侧重于现实应用 ， 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 其研究方法和工具也更加贴近于实

际需求 。

（

一

） 气候变化的理论

代表人物 Ｎｏ ｒｄｈａｕｓ 专注于气候变化减缓方案及影 响的成本效益分析 。 他修改 了Ｄ ＩＣ Ｅ

（
Ｄ
ｙｎ ａｍ

ｉｃ 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ｅｄｍ ｏｄ ｅｌｏｆＣ ｌｉｍａ 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

ＲＩ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

ｇ
ｒａ ｔｅｄＣ ｌ ｉｍａ ｔｅ

－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ｍｏｄｅ ｌ ） 模型① ， 并先后推出 了
ＲＩＣＥ －

１９ ９９
、
Ｄ ＩＣＥ － ２ ００７ 、 ＲＩＣＥ

－

２０ １ ０
、
Ｄ ＩＣＥ

－ ２０ １０
，

Ｄ ＩＣＥ
－ ２０ １３Ｒ 等不同改进版本以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 ，

上述模型已被 ＩＰＣＣ 逐渐采纳 。

其中 ，
ＤＩＣＥ 是将经济学 ， 碳循环 ， 气候科学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以

一

种端到端 的方式结

合起来 ， 建立的高度综合的模型 ，
以便对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及步骤做出成本 － 效益的

评估和权衡 。
？２０ １ ３ 年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在 ４ 月 、

１０
—

１ １ 月分别完成对 ＤＩＣＥ 的两次更新 ， 并且开发

了ＤＩＣＥ － ２０ １ ３ Ｒ 的用户手册 ， 新的 Ｄ ＩＣＥ －

２０ １ ３ Ｒｍｏｄｅｌ 。 由于早期 的 Ｄ ＩＣＥ 模型更多地要依

赖于详细的部门预算 ， 同时由 于在早期的模型中气候变化损失被高度简化 ，
因而这方法被之

后的实践和进
一

步的研究证明是 日 益过时的和不可靠的 。
③ 因而 ，

ＤＩＣＥ － ２０ １ ３ 更替了这种基

于即时估计基础上的高度简化的损失函数 ， 而代之以使用更准确 的来 自 ＴＯＬＳｕｒｖｅ
ｙ 的货币 化

赔偿估计 ， 作为模型的 出发点 。

值得
一

提的是 ， 针对 目前的研究普遍忽略 了
一些重要的变量 ，

Ｎ ｏｒｄｈａｕｓ 在新的模型中

添加 了相当 于货币化损失 的 ２ ５％进行调整 ，
以反 映这些非货 币化的 影响 。 这些 变量如下 ：

一

是如生物多样性 、 海洋酸化和政治反应等 因素引致的损失的经济价值
；

二是如海平面上

升 ， 海洋环流 ， 加速的气候变化等极端事件的影响 ；
三是如灾难性事件以及很长期 的气候

变暖等那些本来就很难进行模型化的影响因素 ； 四是几乎所有 的从经济增长到损毁的 因素

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 。 这种调整是与其他的研究相一致的
，
如 Ｈｏ ｆ 和 Ｈｏｐｅ

？
，
以及 Ａｎｔｈｏ ｆｆ

和 Ｔｏｌ
？

。 当然这种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定性判断性质的调整 ，

ＤＩＣＥ － ２０ １ ３Ｒ 假定损失是温

度变化的二次函数 ，
而并未包括明显的阈值或临界点 ，

不过这也与 Ｌｅｎｔｏｎ 等人的调查结果相
一

致 。

①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Ｗ ｉ
ｌｌ ｉａｍＤ ．

２０ １ 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ｓ
ｐ
ｅｃ ｔｓ ｏｆＧｌ

ｏ 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
ｇ

ｉｎａＰｏｓ ｔ
－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 ｃｅｓ
，１ ０７（

２６ ）
．

②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Ｗ． Ｄ
，
ＢｏｙｅｒＪ ．２０００．

“

Ｗａｒｍ ｉｎ
ｇ

ｔｈｅＷ 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ｓ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 ｎ

ｇ

”

 ？

③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
Ｐａｕ ｌＳ ｚｔｏｒｃ ． ２０ １３ ．Ｚ）／Ｃ￡Ｙａ

ｌ
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２ｎｄ Ｅｄ ｉ

ｔ ｉ
ｏｎ．

④ＨｏｆＡ ． Ｆ
，
ＨｏｐｅＣ ．Ｗ

，Ｌ＾ｗｅＪ
，

ＭａｓｔｒａｎｄｒｅａＭ． Ｄ
，
Ｍｅｉ ｎｓｈａｕｓｅｎ

，
Ｍ

，ＶａｎＶｕｕｒｅｎＤ ．Ｐ ．２０ １ １ ．
“

Ｔｈ ｅ

Ｂｅｎｅ
ｆ
ｉ ｔｓ ｏｆＣｌ

ｉｍａｔｅＣ ｈａｎ
ｇ
ｅＭ ｉｔ ｉ

ｇ
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ｎｔ ｅ

ｇ
ｒａｔｅｄＡｓ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Ｍｏｄｅ ｌ

ｓ
：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Ｃ ａｒｂ ｏｎＣ

ｙ
ｃ ｌ ｅａｎｄＣｌ ｉｍ ａｔ 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

Ｃｌｉｍａｔ
ｉ
ｃＣｈａｎｇｅ

， １ １ ３（ ３
－４ ）

．

⑤Ｄ ．Ａｎｔｈｏｆｆ
，

Ｒ ．Ｓ ．Ｊ ．Ｔｏｌ． ２０
１
３ ．

“

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 ｎｔ
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 ｅＳ ｏｃ ｉ ａ

ｌ Ｃｏｓｔ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ＡＤｅｃｏｍ
ｐ
ｏｓ

ｉ
ｔ

ｉ
ｏｎ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

Ｕｓ ｉｎ
ｇＦｕｎｄ

”

，
Ｃｌ ｉ
ｍａ Ｕｌ


Ｃｈａ ｎｇｅ ，１ １７（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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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ｈｏｆｆ 和 Ｔｏｌ 在 ２ ０ １３ 年则发表了更详细描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的模型 ，
对碳排放社会

成本的不确定进行了参数分解 ， 认为
一些参数短期内对社会成本有显著的影响 ， 另

一些参数

则是从长期的角度更有影响 ，
而有的参数仅仅针对特定的区域产生影响 。 另外有 的参数已经

得到大家的共识 ， 有的则不然 。 从伦理价值上看 ， 如 时间偏好与风险规避的纯价格确定 ， 影

响的不仅仅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 而且影 响着决定碳价值本身的参数的重要性程度 。 然而某

些参数 ， 则 自始至终都是重要的 ，
如制冷的能源需求 ，

移 民
，
气候敏感性和农业。

（ 二 ） 减排政策路径

其一
，
碳税和配额制 。 Ｋａｚｕｈａｒｕ 和 Ｊｏ ｔａ（

２０ １ ３ ）

① 研究了 当两个化石能源消费国 （ 非合

作 ） 通过碳税和配额制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时的监管政策 ， 认为化石燃料价格变化引起的碳

泄漏的存在影响了碳税
一配额的等效性 。 他们在双层博弈框架下分析两个国家选择减排工具

的不同动因 ， 找到子博弈的完美纳什均衡 ， 这为解释某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如哪些减排

政策或工具更加严格 ， 不同 的国家为什选取不同的减排政策 ， 为什么发展 中 国家倾向于排放

税 ，
而发达国家倾向于排放配额 。 Ｗｉｎｃｈ ｅｓ ｔｅｒ 和 Ｒａｕｓｃｈ（

２０１ ３
）

？ 在可替代性化石燃料供给弹

性和要素流动的假设前提下 ，
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碳泄漏 ， 他们的结论认为 ， 化石燃

料的供给弹性必须相等或者接近与无穷大 ， 方能产生负的碳泄漏 ，
而经验估计化石燃料的供

给弹性往往小于 １
，
因此

， 从 ＣＧＥ 模型得出的碳泄漏往往是不可能为负值 。

其二 ， 自愿性认证。
Ｆｏ ｓ ｔ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Ｄ 和 Ｇｕ ｔ ｉｅｒｒｅｚＥｍ ｉｌｉｏ（

２〇 １ ；３
）

③ 利用墨西哥清洁工业项

目的数据 ， 研究 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 自愿性认证 ， 认为在低收入 国家 ， 自愿认证能够为强

制监察提供
一

个重要的补充 ， 作为环境监管的基础 。

其三 ， 低碳城市 。 低碳城市是减排政策路径研究不可忽视的
一

个方面。 国外低碳城市研

究是以低碳技术为主线的 ， 涵盖了碳循环 、 碳排放驱动 因素 、
低碳城市空 间规划 以及低碳城

市发展 中的监管治理等方面 。 Ｓｖ ｉ ｒｅ
ｊ
ｅｖａ（

２００８ ）

？ 等认为 ， 城市扩张导致了 自然生态系统转换

为城市生态系统 ， 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 这种空间生态 系统的变化从而 引起植被 、 土壤碳库和

碳通量 （ 生态系统通过某
一生态断面 的碳元素的总量 ） 的

一

系列变化？ 。 城市碳循环方面主

要集中于城市系统内部及跨界物质流动过程 中的碳排放清单 ，
因此该系统所涵盖的城市蔓延

区和城市碳足迹区不
一

定毗邻 。

低碳城市测度 。 我国学者构建了综合低碳产出 、 消费 、 资源 、 政策 、 技术 、 环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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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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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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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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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ｔ
ｉｏ ｎＤｅｎｓ ｉ

ｔｙＤ ｉｓ
ｔ
ｒｉｂｕｔ

ｉ ｏｎ．
９ ，

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ｓ２ １ ６（ ２ ）

．

⑤Ｐｏｕ
ｙ
ａｔａＲ

，ＧｒｏｆｆｍａｎｂＰ
，Ｙｅｓ ｉ ｌｏｎｉ ｓｃＩ

，Ｈｅｍａｎｄｅｚｄ Ｌ２００８．
＊ ＊

Ｓｏ
ｉ
ｌ 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ｏｌ ｓａｎｄＦｌ ｕｘｅｓｉ ｎＵ ｒｂａｎ Ｅｃｏ？

ｓ
ｙ
ｓ
ｔ
ｅｍｓ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Ｐｏｌ ｌｕ ｔｉｏｎ

，
１ １６（

ｓ ｉ
）

．



５９６１一？ 世峰济土鉴２０Ｍ
一

的准则层来评价城市 的低碳发展？ ；
以及

“

四大支撑体系
”？

、

“

５ 层面 ３ １ 项指标
”

和基于

ＤＰＳＩＲ概念模型的低碳城市评价体系 ， 如朱霞 、 路正南 （
２０ １ ３

）

？ 等基于
“

驱动力
一压力

一

状态一影响一响应
”

模型框架 ， 采用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赋权 ，
以克服多指标评价中主观确定

权重的缺陷 ， 他们以江苏省 １ ３ 个地级市为例 ， 利用主成分投影法评价城市低碳发展水平 ， 并

以对其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 。

低碳生态城市测度 。 陈晓晶 、 孙婷 、 赵迎雪 （
２０ １ ３

）

④ 等 以深圳市为例 ， 采用 比较分析 、

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 ，
开展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

目标是兼顾通用性与地方特性 、 先

进性与可操作性 ， 提供生态城市的量化标准和考核依据 。 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地关注于技术层

面的因素 ， 如碳生产力 、 能耗 、 技术 、 人均碳排放 ， 以及城市 空间结构及循环系统等层面 ；

在评价体系方面
，
侧重于低碳城市结果和现状的评估 ，

如建立的指标和准则层
一般包括经济 、

资源 、 环境以及交通 、 建筑 、 能源 、 消费 、 技术 、 碳产出 、 产业结构等显性 因素 ， 而对于其

中的非技术创新系统等制度性因素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 对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存在的可持续

性陷阱问题更鲜有深入的挖掘 。

城市规划 。 低碳城市的典型规划理念和模式有 Ｊ ａｂａｒｅｅｎ（
２００６

）

？ 的 ７ 种设计和 ４ 种模

式 ，
以及 Ｋｅｎｗｏｒｔｈｙ（

２００６ ）

？ 的 １ ０ 个关键交通规划功能区界定 。 监管治理方面 ， 碳交易市

场以及城市优化能源结构 、 新能源推广等是研究的重点 ， 如 。 新 自 由 主义从全球化 、 权力分

解和下放 、 市场和个人激励层面研究城市低碳化的监管 。

？

低碳社区是低碳城市建设得
一

个重要环节 ， 有的学者在阐述个体行为对构建低碳社区的

重要性基础上 ，
提出影响低碳社区建设的个体行为改变的几个困境 以及相对应的措施 。

？ 郑

艳 、
王文军 、 潘家华 （

２０ １ ３
）

？ 提出低碳靭性城市 ，
即在城市治理和规划设计中协 同考虑温

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灾害风险的不 同需要 ， 采用适应性管理理念 ，
实现生态完整性和可持

续城市的 目标 。 他们认为低碳韧性城市需要转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 和治理理念 ， 从 目标 、

政策和手段等方面进行协同管理 。

① 付加锋 、 庄贵 阳 、 高庆先等 （ ２０ １ ０ ）
：


“

低碳 经济的 概念辨识 及评价 指标体 系 构建
”

， 《 中 国 人 口？

资源 与环境 》 ， 第 ８ 期 。

② 付 允 、 汪云林 、 李 丁 （ ２００８ ）
：


“

低碳城 市 的 发 展路径 研 究
”

， 《 科 学 对社 会 的影 响 》
，

２ ００８ 年 第 ２

期 。

③ 朱霞 、 路 正 南 （ ２０ １ ３
） ：


“

基 于 ＤＰＳ ＩＲ 模 型 的低碳城 市发展评价研 究
”

，
《 技术经济 与 管理 》 第 １ 期 。

④ 陈 晓 晶 、
孙婷 、 赵 迎雪 （ ２０

１ ３
）

：
‘ ‘

深圳 市低 碳生 态 城 市指标体 系 构建 及实 施路径
”

， 《规划 师 》 ，
第

１ 期 。

⑤Ｊａｂ ａｒｅｅｎＹ ． Ｒ． ２００６ ：
“

Ｓｕ ｓｔａｉ ｎａｂ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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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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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ｉ
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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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 

１
）？

⑥Ｋｅｎｗｏｒｔｈ
ｙ

Ｊ．Ｒ ．２００６ ．
“

ＴｈｅＥｃｏ－ Ｃ
ｉ
ｔ
ｙ ：ＴｅｎＫｅ

ｙ
Ｔｒａｎｓ

ｐ
ｏｒ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 ｎ

ｇ
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ｓ ｔａ ｉｎ ａｂｌｅＣｉ ｔ

ｙ

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Ｍ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１ ８（

１ ）：６７
－

８ ５ ．

⑦ＬｅｍｏｓＭ ．Ｃ
，ＡｇｒａｗａｌＡ ．２００６．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Ｇｏ 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

”

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
？

ｓ ｏｕｒｃｅｓ
 ，

３ １ ．

⑧ 蒋惠 琴 、
张 丽 丽 （ ２０ １ ３ ） ：

“

基于个体行为 改 变 的低碳社 区建设研 究
”

， 《科技管 理研究 》
，
第 ５ 期 。

⑨ 郑艳 、 王 文 军 、 潘 家华 （ ２０ １ ３
） ：

“

低 碳 韧 性城 市 ： 理念 、 途 径 与政 策选 择
“

， 《 城市 发 展研 究 》 ，

第 ２ 期 。



国 际发展经济学 ＿

＇

５９７

顾震弘 、 韩冬青 、
罗纳德 ？ 维纳斯坦等 （

２０ １ ３
）

① 认为通过城市空 间规划 的两类策略

（

一类是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减少能源的需求 ， 另
一

类是通过优化用能单位的布局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 来控制城市物质形态 ， 可以优化城市子系统以达到节能减排的 目 的 ， 并在南京河西

南部地区城市设计以及生态城市建设导则中对这些策略进行 了具体应用 。

（ 三 ） 气候变化研究的方法学

碳泄漏是重点 。 Ｂａｙ ｌ ｉ ｓ 等 （
２〇 １ ３

）

② 进
一

步扩展 了他们前一年的模型
， 来探讨存在碳泄漏

条件下的单边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有效性 问题 。 他们剔除 了减排福利因素
，
而集中 于考察

二氧化碳排放税或排放许可证机制所引致的福利损失 ， 发现原先他们认为的负泄露的所有的

案例都同时又是 由于单边碳税引致福利的损失 ， 相反 ， 正泄露的案例是单边气候政策能增进

福利 。 Ｃａｒｂｏｎｅ 进一步发展了
Ｂ ａ

ｙ
ｌｉ ｓ 等在 ２０ １ ２ 年讨论过的碳泄漏的新理论路径 ，

Ｃ ａｒｂ ｏｎｅ 用一

般均衡模型对其进行了量化 。 他在综合评估 中发现 ，

Ｂａｙ ｌｉｓ 等的新路径能够对碳的净泄露率

产生
一

种负影响 ， 而对碳泄漏控制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
③

（ 四 ） 代际公平问题

代际公平的 中心议题是贴现率。 Ｔｏｌ 等 （
２０ １３

）

④ 讨论了如何运用拉姆齐式为组织原则 ，

如何确定成本收益的长期贴现率
， 折现率是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

以及贴现率如何

在代内和代际间兼容等重要议题 。 他认为 ： 未来人均消费量增长率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贴
现率下降 ， 这种不确定性可 以通过观察历史数据或者是平均消费增长率的主观不确定性抑或
通过它的波动来评估 。 拉姆齐公式为代际贴现提供了一个有用 的框架 ，

而拉姆齐方程 的参数

确定则是其中关键并具有挑战性的
一环 。

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对极端气候灾害做出 预警研究方面
，
近年来 出现 了一系列与健康相关

的研究 。 如 Ｊｏｓｅｐ
ｈ 等人跟踪考察了美国联邦环境署的 ＰＭ２ ．５ 预报与癌症发生率下降的关系 ，

认为及时的空气和环境质量预报能够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
⑤ 但是他们在剔除引发癌症

的其他影响因素的关键问题上显然存在障碍。

Ｄｅｓｃｈｅｎ ｅｓ 和 Ｇｒｅｅｎｓ ｔｏｎｅ 从美国农业产出 的角度讨论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 认为气候变化

① 顾震 弘
、
韩 冬青 、 罗 纳德 ？ 维 纳 斯坦等 （ ２０ １ ３ ） ：

“

低碳 节 能城市 空 间规 划 策略一 以 南 京 河 西新城 南

部地 区 为 例
”

，
《城 市发展研 究 》 ，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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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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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３ （ Ｄｒａｆｔ ） ．



５９８ ｜＿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Ｍ

增加 了美国农业的年收益 。
Ｆ

ｉ ｓｈｅ ｒ（
２ ０ １ ２

）

① 等则对他们 的论文提出 了质疑 ， 认为 Ｄｅ ｓｃｈｅｎｅｓ

和 Ｇｒｅｅｎｓ ｔｏｎ ｅ 仅通过对农业利润和收益率与气候变量 的 回归分析得 出的
“

气候变化增加了美

国农业的年收益
”

的结论是不对的 ，
原因是除了他们研究中气候数据的不缺省和不准确 ，

以

及气候预测的版本是旧版本之外 ，
还有对农业利润的估算有难度 。

②

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正在 日益贴近现实生活 ， 尤其是在适应和预警方面 ， 今后这

一需求会越来越强烈 ， 同时 ， 多学科联合也越来越成为研究的基础条件 。

（五 ） 国 际气候制度

其一 ， 国际减排协调 。

主要集中于如何协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有效的减排和适应行动 。 发展中 国

家认为 ， 京都议定书框架下 的
“

共同但有 区别 的责任
”

原则应该得到坚持 ， 但是英国 、 美

国 、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近年来
一

直在努力所谓的
“

趋同 （
ｃ 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

政策 ， 尤其是将

中 国 、 印度 、 巴西 、 南非 、 墨西哥等纳人
“

约束性 的减排
”

范 围 。 对此 ，
基础 四 国 的学者

（ 基础 四国专家组 ，

２０ １２
）

③ 提 出基于
“

公平获取碳排放空间
”

的
“

碳预算
”

方案 。 Ｓｔａｖｉｎｓ

则是站在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立场 ， 认为 ， 京都议定书的二分法 （
ｄ ｉｃｈｏｔｏｍｏｕｓ ｄｉ ｓ ｔｉｎｃｔ ｉ ｏｎ ） 是一

种误导 ， 它免除了
一

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约束性减排责任 ，
因而 ２０ １ ５ 年的巴黎会议的成功应

该很大程度上基于重新界定附件
一

、 附件二国家的范畴 （ 即将 中 国 、 印 度 、
巴西等国家列 入

“

约束性的减排
”

范围 ） 。

其二 ， 国际碳市联动 。

国际碳市场的联动也是 ２０ １ ３ 年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较集中的 主题 。 Ｍａ ｔｔｈｅｗ（
２０ １ ３

）

④ 等提

出在排放交易许可证可 自 由转让的前提下 ， 链接不同地区 、 不同国家之间 的 ＣａＰ
＿

ａｎ ｄ
－ Ｔｒａｄｅ

Ｓｃｈｅｍｅ 将会降低全球的减排成本 。

他们通过考察近十年以来碳市场的发展 ，
检验关于为何系统证实市场联动偏好的

一

系列

假设。 他们认为 ，
碳市场联动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 ， 碳市场联动也是

一

个能够被不同 的

政治管辖实体用于实现各种 目标的多方位决策 。

他们证实了许多经济的 、 政治的和战略的 因素在共同决定着是否实行碳市场联动的决策 ，

同时他们还明确了碳市场联动的
一些潜在的重要影响 ， 如对 国内碳政策失控的可能性 （ 不过

从 目前来看 ， 这一点似乎并未阻止现实中对碳市场联动的决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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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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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ｏｆ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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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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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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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Ｒｅｖ ｉｅｗ
，
１０２ （

７ ） ．

② 原 文作者在 同 期 刊 物 中做 了 回 应 并 确 认上述错误 。

③ 基础 四 国 专家组 （
２０ １２

） ： 《公平获取可 持续发展
一关 于 应 对气 候 变 化科学 认 知 的 报告 》

，
北 京 ： 知

识产权 出版社 。

④ＭａｔｔｈｅｗＲａｎｓｏｎ
，
ＲｏｂｅｒｔＮ ．Ｓｔ ａｖ

ｉ
ｎｓ． ２０ １ ２．

“

Ｐｏｓｔ 
—

ＤｕｒｂａｎＣｌｉ
ｍａｔｅＰｏｌｉ

ｃ
ｙ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Ｂ ａｓ ｅｄ ｏｎＬｉ ｎｋａ
ｇ
ｅｏｆ

Ｃａ
ｐ 

—

ａｎｄ
—

ＴｒａｄｅＳｙ
ｓ ｔｅｍｓ ．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１ ８ １４０
，Ｉｓｓ ｕｅｄｉ

ｎＪｕｎｅ
，２０ １２ ．



国际发展经济学 ｜
５９９

因而
，

Ｍ ａ ｔｔｈｅｗ 等？的结论对于分散的 国际碳市场联动在未来后京都时代的国 际气候政策

架构下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越来越多的分散 、 直接的碳市场联动网 络很可能成为未来

的混合动力系统模式下的 国际气候政策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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