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汇率与中国双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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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中国与中国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引入一个诱导的
出口方程中，并加入中国出口的竞争者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实际汇率。
结果表明，亚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出口的竞争者，!""# 年发生的亚
洲金融危机确实使中国 !""$ 年和 !""" 年的出口减少。除了海外市场需求和国内
供给能力外，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实际汇率，以及中国出口的竞争者与中
国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对中国的双边贸易也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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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实际汇率是相对价格的一个主要变量，它反映了国内商品与国外相应商

品之间交换的比率。因此，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一国的经济有着显著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一般来说是通过国际贸易来体现的。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和

其对汇率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很

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实际汇率是出口和进口函数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如

<,1=2+-，!""&；>=.:?3@5 和 A.3-;，!""#）。中国自 !"#$ 年以来，对外资和外贸

体制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改革，逐步减少了计划经济的措施，市场的作用

也逐渐凸显出来。实际汇率、海外市场需求以及国内供给能力在出口中发挥

着主要作用（B3@@, 和 C,1,.D>2.,E-，!"""）。

从 !"$%—’%%% 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经历了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 7&F，而同期世界贸易总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G 7 "F。然而，这一时期内

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是不稳定的。例如，!""%—!""# 年，中国外贸出口的年

平均增长率高达 !# 7!F，可是 !""$ 年的外贸出口基本上是零增长，!""" 年的

增长率只有 & 7!F。显然，这一现象与 !""#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必然的联

系。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 !"")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 $ 7 ( 左右，但是中国

的出口竞争国对美元的货币贬值受到影响，并对中国的出口产生间接的显著

的影响。

为了解释出口增长，传统的出口方程只考虑了国外市场需求和相对价格

等需求因素，（如 >=.:6E3-; H AI,; !"#$）。在实际情况中，经济增长快的国家

和地区往往出口的增长也快，所以近年来有关估计出口函数的研究中都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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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因 素 也 考 虑 进 来（如 !"#$$%"&’()，*++,；-.%"/0，*+12；30$4#0 和 3’’50.，
*+11；6"/7%)0$$# 和 8)090(/’(，*++:）。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市场中，对

某种商品的需求既与本商品的价格有关，还与该商品的替代品的价格有关。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中国的出口函数时，不仅考虑中国与其出口伙伴

国之间的双边汇率，还将中国出口竞争国与中国出口伙伴国之间的双边汇率

引入进来，即考虑汇率对出口影响的交叉弹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记为 ;<=/）、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上 > 个国家记为 ?8=?;>）以及中国是世界

贸易中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上 + 个国家和地区记为 @=+），这 + 个国

家和地区 *+++ 年的出口占全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总出口的比重高达 :* A 2B。

中国在出口产品结构和目的地结构方面与 ;<=/ 和 @=+ 非常相似。这 + 个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目的地集中在 *C 个工业化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

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记为 <D*C）。*+++ 年，

这 *C 个发达国家在上述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

>1 A2B。劳动密集型产品是 @=+ 各国和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中国与 ?8=?;>
有很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这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的相似性使得这些产品彼此成为替代品，在世

界贸易市场中进行竞争，因此，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汇率变化不仅对本国和本

地区的出口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对中国的出口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上述 1 个与中国出口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将其贸易加权实际汇率作为替代品价格的代理变量引入中国的出口函数中，

从而估计中国出口的价格交叉弹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估计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实际汇率

对双边贸易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估计中国出口竞争国和地区与中国贸易

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对中国与中国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贸易的间接影

响。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从统计上总结了 *++C—

*+++ 年期间中国实际汇率和出口的发展和变化；第三部分分析了 + 个主要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竞争关系；在第四部分中介绍了一个引入交叉价格弹

性的诱导出口方程，并给出计量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中国的实际汇率与出口（*++C—*+++）

*++> 年以前，中国存在着两种汇率，即官方汇率和市场浮动汇率。*++>
年 * 月 * 日两种汇率实行并轨，使得名义汇率相对于美元贬值了大约三分之

一。值得一提的是，汇率并轨发生在中国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E 年

和 *++> 年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上扬了 *> A ,B和 F> A FB。因此，在分析

双边汇率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时应该使用实际汇率。在本节中，我们考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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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汇率和出口的总体情况，有关实际汇率的数据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以 !""# 年为基数 !$$。图 ! 给出了 !"%"—!""" 年中

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情况。

图 ! 中国实际汇率指数（!"%"—!"""）

注：此处指数增加表示实际汇率贬值。

数据来源：!"#$%&"’( ’) *#+,$ -&+&".&"%. /$+#0’’1，&’(，)$$!*

!""$—!""+ 年，中国的实际汇率年年贬值，按几何平均计算每年贬值

!! *,-；而 !"".—!""/ 年中国的实际汇率逐年升值，按几何平均计算每年升

值, *"-；!""% 年的实际汇率仅比 !""/ 年升值 $ * !,-；!""" 年中国的实际汇

率贬值 . *%-。

(012345 等（!"""）的研究发现在 !"%!—!"", 年期间中国与亚洲其他主要

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波动趋势相似，本文对 !"%!—)$$$ 年期间中国和世界

贸易增长的波动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这说明存在着共同的因素

对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的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世界经济总体运行情况、

世界贸易出口价格总指数等等。因此，在研究单个国家的出口情况时就应该

剔除共同因素，本文用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的增长来代替出口额的增长，

这样就能较好地反映中国出口增长的相对变化。

图 ) 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的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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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给出了 "##"—"### 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的变化率情况。一般而言，

实际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有一年的滞后，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当年的实际汇率的

波动对下一年出口的影响。比较图 " 与图 ! 可以看出当年实际汇率与下一年

出口比重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年中国实际汇率大幅度贬值，

与此相映的是 "##"—"##& 年中国外贸出口比重的迅速增加，这期间中国外贸

出口比重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 ’()。相反，"##&—"##* 年中国实际汇率升值，

而"##(—"##+ 年 中 国 外 贸 出 口 比 重 的 增 长 率 明 显 降 低，年 均 增 长 率 仅 为

& ’")。另外，"##+ 年中国的实际汇率轻微升值，相映地 "### 年中国出口比

重的增长率也只有 &)。

从上述粗略的统计看，中国的实际汇率贬值与中国出口比重快速增长相

关，而实际汇率升值与出口比重的低速增加相关。当然，出口除了与本国实

际汇率相关以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出口函数的详细分析将在第四部

分给出。

三、亚洲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竞争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包含 "$ 个工业化国家和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年，这 "$ 个工业化国家的出口额占所有工业化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

上述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

重也达到 (" ’*)；而上述 "# 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为

*% ’*)（见表 "）。

表 "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占世界、工业化国家以及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中的比重（"###
!!!!!!!!!!!!!!!!!!!!!!!!!!!!!!!!!!!!!!!!!!!!!!!

）

出口国（地区）

占世界出口

的比重

（)）

占工业化国家

出口的比重

（)）

出口国（地区）

占世界出口

的比重

（)）

占发展中经济

出口的比重

（)）

美国 "! ’!& "+ ’(" 中国 %’&( "$ ’!"
加拿大 & ’!" , ’%, 香港 %’$+ # ’"$
日本 * ’&% "" ’!% 韩国 !’(( * ’(!
法国 ( ’%% + ’$, 新加坡 !’$% , ’$"
德国 # ’&# "& ’%( 台湾 !’"( , ’%*
意大利 & ’$* , ’", 印度尼西亚 "’$" % ’$$
英国 & ’,+ * ’$+ 马来西亚 "’($ & ’&%
比利时 % ’$# & ’,+ 菲律宾 $’,% " ’+,
荷兰 % ’+" ( ’*( 泰国 "’$# % ’!&
西班牙 " ’+, ! ’+"
上述 "$ 国 (, ’!$ +& ’#+ 上述 # 个经济 "*’($ (" ’*%
全部工业化国家 ,, ’"% "$$ 全部发展中经济

!!!!!!!!!!!!!!!!!!!!!!!!!!!!!!!!!!!!!!!!!!!!!!!
%%’+& "$$

数据来源：!"#$%&"’(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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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市场结构

按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一个国家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生

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这样的话，该

国家可以出口相对更多的产品、获得相对快速的物资资本积累，从而保证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上述 !" 个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出口主要是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的，而上述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这些

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对双方有

益。因此，可以预料工业化国家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

口目的地。

表 $ 显示了 %&!" 在 ’(# 出口目的地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

’(# 来说，有一半出口流入到 %&!" 中。!### 年，在 ’(# 的出口中，)* + ,-的

产品是到 %&!"，其中中国 ./ +0-的出口目的地是 %&!"。相比 1%(2 来说，%&!"
对中国和 34(31) 出口的作用更大。

表 $ ’(# 各国和地区的出口目的地结构（-
!!!!!!!!!!!!!!!!!!!!!!!!!!!!!!!!!!!!!!!!!!!!!!!

）

中国 香港地区 印度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台湾地区 泰国 ’(#
美国 $! +.. $/ +** $" +0! !# +$$ $0 +$# !0 +!) $! +#$ $# +.* $! +.) $$ +,#
加拿大 ! +$. ! +0$ ! +!) " +/* $ +$) ! +"! " +,) " +#" ! +!* ! +/"
日本 !0 +0$ . +)$ !! +") , +)$ # +$) $" +"/ !! +0) !/ +!) !) +). !" +/0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国 / +## / +#! $ +#! $ +*) ) +!) / +/" $ +/# / +)0 $ +)) / +.!
意大利 ! +." ! +!$ ! +!* " +/* ! +!) ! +/# " +0! " +/0 ! +$, ! +!"
英国 $ +." ) +!. / +/$ / +,/ / +$" $ +0, / +,0 ) +#* / +." / +)#
比利时 " +#/ " +0. " +.# " +.# " +)* ! +./ ! +", " +$. ! +.0 " +*!
荷兰 $ +,* ! +,. ! +)# / +/0 $ +*/ ! +*, . +". * +"* / +0! $ +#)
西班牙 " +#/ " +*$ ! +") " +/, " +0$ ! +,. " +/# " +$) " +#. " +*$

中国 // +/, # +./ / +)$ !) +"# ) +*) $ +,) ! +0$ / +., !" +.$
香港地区 !* +#/ 0 +/" , +0* # +/0 $ +)) ) +)0 . +)# ) +#. , +#.
韩国 ) +"! ! +.* / +!" $ +!) 0 +// $ +#) $ +#! ! +,/ $ +.*
新加坡 $ +/! $ +)! / +)/ / +$! !" +#. !0 +./ 0 +#. * +0* ) +,!
台湾地区 $ +"/ $ +). ) +)$ ) +** / +0) ) +.0 * +)) / +0# / +$"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 ! +)0 " +/. ! +## ! +!#
马来西亚 " +*0 " +*! $ +.) !0 +.0 $ +.$ $ +,# ) +!, / +0* / +./
菲律宾 " +,! ! +"" $ +!* $ +), ! +!0 ! +$$ ! +./ ! +0! ! +)"
泰国 " +,) " +*# ! +$! ) +/# ! +,* ! +,) / +$0 $ +/, ! +,$

上述合计 *) +". ** +$" ,. +** *$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0+*!

注：表中第一行表示的是各个出口国和地区；第一列表示的是出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 ’) *#+,$ -&+&".&"%. /$+#0’’1，%56，$"""+

对上述 #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美国是其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美

国是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最大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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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是香港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进口国。!""" 年，美国从上述 " 个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口了 ##$# 亿美元的产品，占 %&" 总出口的 ## ’ ()。美国

占中国、*+&, 和 -.&-*/ 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 ’ 0)、#/ ’ !)和 ## ’ /)。另

一方面，!""" 年 %&" 在美国的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为 ##)。

日本也是 %&" 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进口国；

是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第二大进口国；是中国、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的第

三大进口国；是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第四大进口国。!""" 年，日本吸收了

*+&, 出口的 ( ’1)，中国出口的 !0 ’0)，以及 -.&-*/ 出口的 !2 ’!)。大量的

外商直接投资（3%+）从日本流入中国和 -.&-*/ 国家，利用这些国家廉价劳

动力比较优势进行产品加工，加工后的产品又出口到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

（二）出口产品结构与显示比较优势

表 $ 给出了 !""1 年中国最主要的 0 种出口产品、这些产品的显示比较优

势指数（45-），以及中国出口的这些产品在世界同类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

并且，将中国的这些指标与其他 (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对比。这 0 种出

口 产品分别是服装（.+65(/）、纺织品（.+6502）、电子设备（.+6511）、通信

表 $ %&" 之间主要出口产品的竞争（!""1
!!!!!!!!!!!!!!!!!!!!!!!!!!!!!!!!!!!!!!!!!!!!!!

年）

.+65 中国 香港

地区

印度

尼西亚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台湾地区 泰国 %&7"

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

服装 (/ !1 ’/0 !# ’$! ( ’0$ # ’"" # ’"( / ’(8 ! ’#8 # ’2" 0 ’$"
纺织品 02 1 ’01 1 ’1( / ’$1 1 ’$2 ! ’0" ! ’!" ! ’88 ( ’!$ $ ’2$
电子设备 11 1 ’!! !! ’(" # ’8$ !( ’1! #$ ’#1 !2 ’8" ## ’$# !0 ’18 !! ’(2
通信设备 10 2 ’0/ ( ’00 $ ’!1 / ’"# !$ ’#" / ’!0 ( ’8$ $ ’/! 2 ’1!
办公设备 12 / ’0! 0 ’$8 ! ’0( 1 ’!# !/ ’$! ( ’// #1 ’$( !1 ’2" !# ’/1
鞋具 (2 / ’/1 / ’#2 # ’12 8 ’20 8 ’!! 8 ’01 8 ’!$ 8 ’2/ ! ’(8
上述 0 种产品 /0 ’"0 2! ’!" ## ’0 /! ’02 22 ’02 $/ ’$2 08 ’80 /( ’"0 /! ’12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服装 (/ 2 ’80 $ ’21 # ’28 8 ’(1 8 ’(0 ! ’$" 8 ’$2 8 ’12 ! ’(2
纺织品 02 # ’08 # ’0/ ! ’/( # ’/" 8 ’21 8 ’/8 8 ’$/ # ’10 ! ’#8
电子设备 11 8 ’(/ ! ’/! 8 ’#/ # ’#! # ’12 ! ’1( # ’0/ ! ’"1 ! ’/8
通信设备 10 ! ’2# # ’$$ 8 ’(2 ! ’$# $ ’2( ! ’!# # ’!0 8 ’"# ! ’2/
办公设备 12 8 ’(1 ! ’!( 8 ’$# ! ’$/ # ’0" ! ’2" 2 ’!2 $ ’$! # ’$/
鞋具 (2 2 ’0! 2 ’$/ $ ’/0 8 ’18 8 ’!/ 8 ’(/ 8 ’!1 8 ’0( # ’#0
上述 0 种产品 ! ’"8 # ’81 8 ’"# ! ’0" # ’#2 ! ’$" # ’// ! ’"( ! ’0"

各个国家和地区该类产品的出口占世界同类产品总出口的比重：

服装 (/ !0 ’0# !! ’(( # ’/1 ! ’"! ! ’#! 8 ’0$ 8 ’11 ! ’1" ! ’"$ $" ’#
纺织品 02 ( ’20 ( ’(8 ! ’/1 2 ’/" 8 ’(! 8 ’!( 8 ’12 0 ’21 ! ’#2 $$ ’"
电子设备 11 # ’10 / ’0( 8 ’#/ / ’(1 $ ’(1 8 ’(8 2 ’($ / ’18 ! ’/0 #" ’#
通信设备 10 / ’"" 1 ’10 8 ’(/ # ’"! 2 ’8/ 8 ’28 / ’1( # ’!" ! ’08 $8 ’0
办公设备 12 # ’(2 $ ’"/ 8 ’$! # ’"2 $ ’1" 8 ’1! !! ’$( 1 ’(( # ’// $0 ’$
鞋具 (2 !( ’/2 !1 ’1" $ ’/! ! ’22 8 ’#8 8 ’$( 8 ’$1 ! ’0# # ’$

!!!!!!!!!!!!!!!!!!!!!!!!!!!!!!!!!!!!!!!!!!!!!!
2 /0’!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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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办公设备（!"#$ %’）和鞋具（!"#$ (’）。按照 ) 位数的标准

国际贸易分类（!"#$），世界贸易产品被划分为 %% 大类。上述 & 种产品在中国

总出口种所占的比重高达 *%+；这 & 种产品对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地区

和台湾地区的出口来说更为重要，占这些国家和地区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 -.+、’’ -%+、’. -)+和 */+；这 & 种产品对泰国、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尼

西亚的出口来说也很重要，占这些国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 - (+、*. - %+、

0* -*+和 )) -&+。

显示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由 1232442（./&’）提出的，它表示的是一国某种产

品出口的相对表现和重要性。“显示”一词来源于以下的理念：假定一国的贸

易模式反映了生产要素成本的国际差别，那么出口产品结构就“显示”了该

国的比较优势。因此，5$6 指数由产品出口的相对比重计算。即，一国某种

产品的 5$6 指数等于该种产品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除以该种产品的世界出口

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5$6 指数大于 . 表示该国在该种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指数越大表示优势越明显；反之，5$6 指数小于 . 则表示拥有比较劣势。表 0
给出了 78/ 各国和地区上述 & 种产品的 5$6 指数。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要素

禀赋比例看，服装、纺织品和鞋具等属于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电子设

备、通信设备和办公设备的加工组装属于熟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在中国的

这些产品应该算劳动密集型产品。78/（印度尼西亚除外）在上述 & 种产品上

的 5$6 指数都显著地大于 .，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这 & 种产品上相对世界

平均状况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国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纺织品

和鞋具方面表现出非常强的比较优势，这些产品的 5$6 指数分别为 ’ - &、’ - .
和 ) -&。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这 0 种产品上也有很明显的比较优

势。因为香港的转口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广

东省成为香港的产品加工基地，因此，香港地区的出口显示比较优势与中国

内地的出口显示比较优势相似。实际上，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

面，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中国在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出口方面的显示比较优势逐渐增加，包括电子设备、通信设备和办公设备。

除了印度尼西亚外，78/ 中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些产品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

显示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出口中将面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挑战。

在上述 & 种产品上，78/ 是世界主要的出口地区。尽管 78/ 在世界总出

口的比重只有 .%+，但是，在鞋具、服装、纺织品、办公设备、电子设备和

通信设备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分别达到 *& - .+、0/ - )+、0& - 0+、00 - /+、

0, -&+和 )/ -)+。

（三）中国和 ’ 个金融危机国家在 ., 个工业化国家市场上的竞争

毋庸置疑，.//%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产生了消极影

响。为了反映这一点，我们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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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一起考虑（记为 !"#$#$%），比较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不同地区上的“出口竞

争”。因为从绝对量上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出口都在增长，为了反映相对变

化，下面采用一种“市场相对比重”来衡量中国和 !"#$#$% 的竞争关系，这种

相对比重指的是在某一特定市场（例如美国）上，中国（或 !"#$#$%）的出口占

&’( 总出口的比重。如果这一比重随时间变化不大，就说明中国（或 !"#$#$%）

的出口增长与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是同步的；如果中国的市场相对比

重减少，则说明中国（或 !"#$#$%）的出口增长落后于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出口增长。特别地，本节要考察 )((* 年前后在 +!), 市场和美国市场上中国的

相对比重是否有显著的减少。另外要说明的是一国在某一特定市场上相对比

重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量的减少。

图 - 给出了中国、中国与香港地区以及 !"#$#$% 的出口竞争情况。金融危

机中，这些国家实际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确实导致市场相对比重的增加。在

+!), 的市场中，!"#$#$% 的出口相对比重从 )((% 年，)((. 年和 )((* 年的 - 年中

持续下降，而 )((/ 年和 )((( 年开始上升。其市场相对比重曲线的形状为

“ 0”，)((* 年的比重值处于谷底。另一方面，中国（或中国与香港地区）从

)((%—)((/ 年一 直 增 长，然 后 开 始 减 少。其 市 场 相 对 比 重 曲 线 的 形 状 为

“

0

”，)((/ 年的比重值处于峰顶。

图 - 中国与 !"#$#$% 之间在 +!), 市场上的出口竞争

数据来源：!"#$%&"’( ’) *#+,$ -&+&".&"%. /$+#0’’1，+12，3,,,4

这些出口相对比重的变化在美国市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见图 5）。!"#$#$%
的出口相对比重曲线的形状为“ 0”，)((* 年的比重值处于谷底。另一方面，

中国、中国与香港地区的出口相对比重曲线的形状为“

0

”，)((/ 年的比重值

处于峰顶。

另外，为了将出口情况与实际汇率相联系，下面给出了中国和 !"#$#$% 的

出口占美国出口市场比重的相应变化。结果表明，实际汇率的变化确实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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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与 "#$%$%& 之间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

数据来源：!"#$%&"’( ’) *#+,$ -&+&".&"%. /$+#0’’1，’()，*+++,

口比重的变化紧密相连。正如第二部分所述，中国的实际汇率在 -..+—-../
年期间贬值，-..!—-..0 年升值，相应地，中国的出口比重在 -..-—-..! 期

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 , 12，在 -..&—-..0 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2，

-... 年的增长率仅为 + , 12。如果把香港地区也包含进来，则 -..-—-..! 年

期间和 -..&—-..0 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0 ,12和 - ,32，且 -... 年出

口比重下降 / ,!2。另一方面，"#$%$%& 的出口比重在 -..-—-..! 年期间年平均

下降了 * ,*2，在 -..&—-..0 年期间年平均下降仅为 + ,&2，在 -... 年上升了

0 ,*2。

从以上粗略的统计分析结果看，中国 -..+—-../ 年期间的实际汇率贬值

和 -..3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确实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影响。下面将给出深

入的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检验。

四、关于实际汇率和中国双边贸易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

（一）一个诱导性的双边出口方程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解释中国向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因为考虑的双边贸

易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每个出口市场独立看待。因为在 .+ 年代，

中国与这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因此本文将忽略这些

国家在中国出口方面的替代关系或挤出效应。即，如果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

出口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其他市场上的出口减少。为了解释双边出口方程，

我们将使用的是供需平衡下的一个诱导方程。这一诱导方程可以让我们避免

使用联立方程组时可能出现的偏误（见 4567%89$: 和 ;<=:，-.30）。这一诱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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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早先的研究中只考虑了需求因素，如海外市场需求因素的变化以及相对

价格等（如 !"#$%&’() 和 *+,) -./0，-.01；2’33,，-...）；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人们 又 将 供 给 因 素 加 入 进 来，如 生 产 能 力（ 如 *3,4%’，-.0/；5’#6(’ 和

5""7’3，-.00；84%9,&’##( 和 :&’;’)%")，-..1；<4’ 和 54,，=>>=）。

在本文中，我们将直接在 <4’ 和 54,（=>>=）的诱导方程中再引入另外一

个因素，即替代品的相对价格。例如，在美国市场上，23(%(%1 出口到美国的

产品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中国产品的替代品，这些国家的实际货币贬值意味着

替代品价格的降低，必然导致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

#)!"# ? $> @ $- #)%&"# @ $= #)%&’# @ $A #)()*" @ $B #)()*# （-）

其中 %&"#表示出口国 " 与进口国 # 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定义为双边名义汇率

%"#（一单位进口国 # 的货币对应的出口国 " 的货币数量）乘以进口国 # 的国内

消费价格指数 *+
# ，然后除以出口国 " 的国内消费价格指数 *!

" ，即：%&"# ?
%"# C

*+
#

*!
"

。这里实际汇率指数的增加意味着出口国 " 货币相对于进口国 # 货币

的实际贬值。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实际汇率贬值）将增加进口国 # 对

中国产品的需求（出口的价格弹性 $- D >）。%&’# ? %’# C
*+
#

*!
’

，表示中国出口

的竞争国 ’ 与中国产品的进口国 # 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替代产品的价格降低

（中国竞争国的实际汇率贬值）将降低进口国 # 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出口的交

叉价 格 弹 性 $= E >）。出 口 国 " 的 供 给 能 力 的 提 高 将 促 进 其 出 口 的 增 加

（$A D >）。进口国 # 的实际收入的增加将导致对出口国 " 产品需求的增加

（$B D >）。

与上述理论方程对应的计量回归方程如下：

#)!"#, ? -> @ -- #)%&"#, @ -= #)%&’#, @ -A #)()*", @ -B #)()*#, @ ."#, @!"#, （=）

其中 ."#, 和!",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随机项。

系数 $= 的符号期望是负的；而系数 $-、$A 和 $B 的符号期望是正的。

因此，中国的出口是中国与其进口国间的双边实际汇率、中国出口的竞争国

与中国产品的进口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进口国的实际收入以及中国的供

给能力等四个因素的函数。

（二）回归结果

这一部分将利用回归方程（=）对实际汇率与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计

量检验。首先，使用 -..>—-... 年中国与 F2-> 中每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出口面

板数据（7,)’# $,&,），分别把 G%(,/（HI. 中除了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和

23(%(%1 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中国的出口竞争国，对出口与双边实际汇率之间的

关系 进 行 回 归。然 后 再 利 用 中 国 分 省 面 板 数 据 进 行 相 似 的 回 归。经 过

5,4%J,)K&’%& 检验，该模型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是适宜的，各个变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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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是对数形式，这样估计的系数便是相应的弹性系数。

样本数据来源于几个地方：中国双边出口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出版的《贸易统计说明》（!"#，!"#$%&"’( ’) *#+,$ -&+&".&"%.，$%%&—’&&& 年各

期）；价格指数、汇率和实际 ()* 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金融

年鉴》（!"#，/(&$#(+&"’(+0 1"(+(%"+0 -&+&".&"%.，$%%&—’&&$ 年各期）；中国分省出

口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分省的价格指数和 ()* 数据来自于《中国

统计年鉴》 （$%%&—’&&& 年各期）；中国各省的实际汇率来自于 (+,--.+/012
（’&&$）。另外，因为有关台湾地区的数据不完整，所以在回归中没有包括台

湾地区。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是用《国际金融年鉴》中的年

平均双边汇率乘以进口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再除以出口国的消费价格指数。

实际 ()* 是以 $%%3 年为基年按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 ()*。

表 4
!!!!!!!!!!!!!!!!!!!!!!!!!!!!!!!!!!!!!!!!!!!!!!

中国实际汇率对双边贸易出口影响的回归结果

（$） （’） （5） （4） （3） （6）

78,.9 78,.9 :;,8,83 :;,8,83 78,.9 :;,8,83

23,
& < $ & =45&"""

（& =$&$）

&=534""
（&=$6%）

&=5%>"""
（&=$&&）

&=5$>"
（&=$9&）

&=’’9""
（& =$$6）

&=’%5"""
（&=$’$）

23,
& &=&>5

（&=$44）

&=&>4
（&=$45）

23)
& < $ < & =5’9""

（& =$4>）

< &=5&%"
（&=$6>）

< &=’5>""
（&=$$>）

< &=’’%"
（&=$’9）

< &=54%""
（& =$9%）

< &=3&3"""
（&=$%$）

23)
& < &=&3&

（&=$>5）

< &=&4$
（&=$4>）

4!5,
& $=3>5"""

（& =$’%）

$ =3%9"""
（&=$54）

$=639"""
（&=$’$）

$=69%"""
（&=$’9）

&=%%>"""
（& =$&4）

&=%>3"""
（&=$&’）

4!5)
& $=3&%"""

（& =3&&）

$ =469"""
（&=3$4）

$=49>"""
（&=3&$）

$=453"""
（&=3$3）

5=&65"""
（& =3$’）

5=$’9"""
（&=$35）

3’ & =%>9 & =%>9 & =%>> & =%>9 & =%&6 & =%&9
样本容量

!!!!!!!!!!!!!!!!!!!!!!!!!!!!!!!!!!!!!!!!!!!!!!
$$6 $$6 $$6 $$6 ’6&6 ’6&6

注：括号里是标准差；"表示通过了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 3?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示通过了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4 给出了计量回归检验结果。回归 $@ 4 的时间跨度为 $%%&—$%%% 年；

回归 3 和 6 的时间跨度为 $%%&—$%%> 年。回归 $@ 4 中的出口国是中国；回归 3
和 6 中的出口者是除西藏和台湾地区等以外中国其他的 ’% 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市与四川省合并在一起。23,
& < $和 23,

& 分别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滞后一

期和当期的双边实际汇率；23)
& < $和 23)

& 分别是中国出口竞争国与其他国家之

间滞后一期和当期的双边实际汇率；4!5,
& 和 4!5)

& 分别表示中国和进口国的

实际 ()*。

首先考察需求因素，在所有回归中，进口国实际 ()* 的系数估计值都是

正的，而且在 $?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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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不断加深，外贸出口与世界经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密。正如经典出口

方程所解释的那样，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中国出口的一个关键变量。

在供给能力方面，在所有回归中中国实际 !"# 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的，

而且在 $%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说明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是一种需

求现象，也是一种供给现象。$&’(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显著地促进了

出口。

中国与其他各进口国之间的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回归中都是正的，

而且显著。因此，中国的双边实际汇率的贬值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的双边出

口。尽管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从 $&&) 年以来就稳定在 ( * + 左右，但

是因为各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有变化，并且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国货币存在波动，

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是不断变化的。无论政府采取什

么样的政策，在实际中是不存在固定的实际汇率的。

中国出口的竞争国与中国产品的进口国之间的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在所

有回归中都是负的，而且显著。因此，亚洲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

际汇率贬值将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却是显著的。

特别地，$&&’ 年亚洲 , 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从本回归中可以看出确实对中

国的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

回归 - 和 ) 的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实际汇率对双边出口的影响更大。滞

后一期的双边实际汇率 !"#
$ . $和当年的双边实际汇率 !"#

$ 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

的，但是 !"#
$ . $的系数估计值大约是 !"#

$ 的系数估计值的 ) 倍，而且 !"#
$ . $的

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
$ 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这说明可以在回归方程中

去掉当期的双边实际汇率变量，而使用回归方程 $ 和 +。另一方面，中国出口

竞争国与中国产品进口国之间的实际汇率无论是滞后一期的变量（!"%
$ . $）还

是当期变量（!"%
$）的系数估计值都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是负的。但是 !"%

$ . $的

系数估计值大约是 !"%
$ 的系数估计值的 , 倍（绝对值比较），而且 !"%

$ . $ 的系

数估计值是显著的，!"%
$ 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这也说明可以在回归方程中

去掉当期的双边实际汇率变量，而使用回归方程 $ 和 +。

五、结 论

本文主要目的是从统计和计量方面来度量实际汇率对中国双边出口的影

响，既考虑了中国与中国产品进口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又考虑了中国出

口竞争国与中国产品进口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将替代产品的价格因素引

入传统的出口方程中正是本文的主要贡献，利用这一新的出口方程做实证分

析可以得到出口的价格交叉弹性。本文得到的实证结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外市场需求是中国出口函数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同时也说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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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方程仍然是有效的；第二，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确实与中国的供给能

力密切相关；第三，实际汇率已经显著地影响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双

边贸易，标示着中国贸易政策的改变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第四，中国出口

竞争国与中国产品进口国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显著地影响中国的双边贸易出

口，中国出口竞争国的实际货币贬值无疑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消极影响。同

时也说明 !""#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确实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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