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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 贸 易 理 论 认 为#国 际 贸 易 是 技 术 进 步 的 重 要 原 因%
本文采用D+X方法将中国;"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

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EE$&"##;年期间#工业行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 增 长#而 不 是 技

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 度 低 的 行 业 具

有更高的技 术 效 率 和 规 模 效 率’出 口 和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关 系 不 显 著’
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 步 的 增

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国际贸易#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

" 李小平#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朱钟棣#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学院%通讯作者及

地址(李小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电话(!#"!"<=#"=E"E’+>.*(4(,’()3G34(V̂ !%"<C,-.%
本文的原稿是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入选论文#是在李小平博士论文)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理论及其

对中国的实证研究*部分实证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我国贸易增长的

收入效应和分配格局动态变化研究,!"##!a9a##="的 中 期 成 果%作 者 感 谢 李 平 教 授$何 茵 博 士$沈 琪 博

士等的有益建议和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意见#感谢c*)10(J0教授提供的文献帮助#
第二作者特别感谢教育部"##=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文责作者自负%

一!导!!言

自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以来#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关系问题就得到了广

泛的关注%内 生 增 长 理 论 认 为 技 术 进 步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最 终 源 泉 !L-.31#

%EE#"#而国际贸易和研发投资都是技术进步的发动机 !]1-GG.*)*)B\34̂>
.*)#%EE%"%国际贸易能够获得两种利益(一种是静态利益’另一种是动态

利益(扩大了的市场将导致规模经济’竞争的加剧能够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

I效率等 !&431(B3GI*JKC#%EE$’a*4BY()*)B&*U3G#%EE!"%许多文献分别

从理论方 面 证 实 了 国 际 贸 易 是 技 术 进 步 的 重 要 原 因 !R1*)H34*)BL-.31#

%EEE’X4,*4m*)B&(,,-)3#"##:"%
国外对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可

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宏观范围的研究%这类研究一般以各国截面样本#就一

国的贸易开放度和产出增长作回归分析#这类研究基本上证实了开放经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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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趋于更快的经 济 增 长 ![*,’G*)BJ*1)31#%EE="$XY-H0G3 !"##!"以 三

个转型国家为例的最新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进口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

这类研究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内生性问题’另一个就是这类研究的结果对

于样本使用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比较敏感 !\*11(G-)#%EE<"’另外#各个

国家由于具有不同的其他经济背景#采用截面数据也难以考虑到各个截面数

据的异质性$第二类是行业范围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考虑贸易政策等变量

对各国行业 样 本 的 索 洛 剩 余 即 MRZ增 长 的 影 响 !b(.#"###’N33#%EE="$

\*1.G3*)BXW0H*!"##="对南非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

竞争和学习效应#从而有利于南非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另外一种就是微观范

围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某个国家的企业为样本#分析贸易政策等变动对

企业的产出增 长 或 者MRZ增 长 的 影 响 !b1(G’)**)BF(21*#%EE$’Z*U,)(H#

"###’R31)*)B3@#"##;"$但 是 这 类 研 究 的 结 果 并 不 一 致$J*K)31*)B
9-*,’(.!"##!"对%EE=至"##<年期间发表的涉及;:个国家的=:篇微观实证

文献进行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明显的

高生产率水平#但是企业的出口并不一定显著提升其生产率水平$
国内外就中国国际贸 易 对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影 响 也 进 行 了 一 定 的 研 究$Z31>

H()G!%EE!"最早对中国沿海省份的企业改革与出口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出

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显著的高生产率水平’R0 !"##="就中国"<个制造

业行业%EE#(%EE!年的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出口

并没有显著促进各行业的生产率增长$J3(*)BN(0 !"##<"对中国制造业样

本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存在显著的LfD技术溢出和国际贸易技术

溢出效应#并且来自欧美等国的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国内经

济学者偏重于RDS和技术进步关系问题的研究#而少有探讨国际贸易和技术

进步关系的实证文献%$海闻 !%EE="和李平 !"##""等对国际贸易促进技术

进步的理论和机制进行了一些探讨’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 !"##;"的实证

分析发现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李小平和朱钟棣 !"##:"实证发现中国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需要一定条件

的’李小平和朱钟棣 !"##<"利 用 国 际LfD溢 出 回 归 方 法#实 证 发 现 国 际

LfD投资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促进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长$

% F-’)3)!"##%"总结了国际技术溢出主要的<个 途 径&!%"产 品!最 终 品%中 间 产 品%资 本 品"的 国 际 贸

易’!""外国直接投资!RDS"’!;"科学家%工程师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移民’!:"各种技术杂志的出版%
专利和专利转让等’!="国际跨国合作或者跨国并购等’!<"外国技术的直接购买等$
" R0!"##="只分析了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有别于上述文献&首先#我们在采用D+X方法将中

国;"个工业行业%EE$("##;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 术 效 应 和 技 术

进步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 关 系 进 行 实 证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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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得 到 了 与R0 $"##=%不 同 的 结 论!我 们 发 现 在%EE$&"##;年 期

间#高贸易开放度行业并不比低贸易开放度行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

水平;’出口并没有和生产率增长形成显著地相关关系#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

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国内LfD支出显著地阻碍

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却显著地促进了技术效

率的增长(

; 我们和R0$"##=%得到的对%EE#&%EE!年"<个工业行业的实证结论不同#I(*-4*)R0发现高贸易开放

度行业比低贸易开放度行业拥有更高的效率水平(

以下部分是这样安排的#在第二节#我们简要的回顾了国际贸易 促 进 技

术进步的理论基础和实现方式’第三节是计算方法和数据处理’第四节是实

证部分’第五节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 献 回 顾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 )新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奠

定了理论基础(首先#国际贸易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国际贸易促进技术创新

的 理 论 模 型 有 )品 种 增 长*模 型 $L-.31#%EE#%和 )质 量 阶 梯*模 型

$XK’(-)*)B\-Y(22#%EE"%’]1-GG.*)*)B\34̂.*) $%EE%%开创性地探讨

了国际贸易促进小国和大国的技术创新的情况(其次#国际贸易也是技术溢

出的重要途 径 $F-’)3)#"##%%(&-3*)B\34̂.*) $%EE=%首 次 使 用 国 际

LfD溢出分析框架#实证验证了LfD资本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促进了发达国

家的生产率增长(&-3I*JKC$%EE!%首次验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

际贸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这两篇文献为后继研究提供了基本的

分析框架 $b34431#"##"%(
具体而言#国际贸易至少能通过以下机制促进技术进步(

$一%进"出口竞争效应

面对激烈的进"出口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不得不通过加 大 研 发 投 资"购

买新的机器设备等创新活动来应对这种压力’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也将促使

市场资源得 到 更 优 的 分 配 等#这 些 都 有 助 于 生 产 率 的 增 长(Z*,H*)BZ*K3
$%EE:%在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时认为#东亚国家吸收工业化国家的技术知识是

其成功的关键’面对出口市场#企业改进产品质量和减少成本的动力都显著

提高了其生产率的增长(F34(2@$"##"%发现在激烈的国际贸易市场中#无效

率的企业将被迫从市场中淘汰#使得资源从无效率的企业转向更有效率的企

业以提升其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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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中学$效应

出口者从外国消费者处获得许多信息%改进制造工业&产品设计 和 产 品

质量的各种建议 !]1-GG.*)*)B\34̂.*)’%EE%"(许多研究都证实 #出口中

学$效应的存在(XY*)Ba*21* !%EE$"引用一中国台湾 地 区 的 研 究 机 构 对

%;;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发现%在产品创新方面’;"e的企业依赖于外国消费

者(Z(321-W344(!%EE$"对"<个泰 国 出 口 企 业 作 的 调 查 发 现’E<C"e的 企 业

都认为外国消费者是其产品设计&技术改造等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a(KG23)
I*JKC !%EEE"对 非 洲 四 国 !喀 麦 隆&加 纳&肯 尼 亚 和 津 巴 布 韦"的 实 证 发

现’企业从出口中获得了较大的学习效应’技术进步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三"进口数量效应

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外部性 !L-.31’%EE#"(技术的这种

性质就导致了以Lf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L-.31
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越能刺激该国技术的进步’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够无

偿地使用这些技术(而物化在进口商品中的外国技术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

此’进口的商品数量越多’则物化在进口商品中的技术也越多’本国的技术

进步也越快(&-3*)B\34̂.*)!%EE="最早实证分析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

效应’他们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进口种类效应’即一个国家从技

术水平越高的国家进口’其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是否越快？另一个就是进口

数量效应’即在给定进口构成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进口的数量越大’其技术

进步的增长速度是否越快？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国际技术溢出不仅仅和进口

的种类有关’还和进口的数量有关(

!四"进口种类效应

进口种类效应意味着进口的产品种类越多’外国技术在国内生产中被使

用得越多’技术溢出的机会就越大(外国的技术进步造成了更多种类的中间

产品(通过 进 口’本 国 能 够 获 得 更 多 种 类 的 中 间 产 品 投 入(在 L(U31*>a*2(@
*)BL-.31!%EE%"的 模 型 中’追 求 利 润 最 大 化 的 创 新 者 进 行 LfD投 资’

LfD投资导致新的 中 间 产 品 的 产 生’新 的 中 间 产 品 的 产 生 意 味 着 技 术 的 进

步(通过进口’国内可以增加中间产品种类并导致技术进步(

三!计量模型!数据处理和计算方法

!一"计量模型和数据处理

我们借鉴b10K.*) !%E$="的技术差距模型思想以及R0 !"##="等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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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计量模型#构建国际贸易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计量方程如下:!

23* 6J#8J%3V3*8J"(.3*8J;LfD3*8J:&3*8J=G,3*8&3*# $%%
其中#2表示生产率增长率#我们分别用 F*4.g0(G2生 产 率 增 长 指 数 及 其 分

解&&&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表示’3V"(.分别表示出口与总产值之

比"进口与总产值之比’LfD表示LfD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表示固

定资产净值与劳动人数之比=’G,以平均每个企业的增加值表示<’&为残差项(

: 与R0$"##=%的模型相比#我们多考虑了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且得到了进口与出口对生产率增

长不同的影响结果’我们也考虑了其他的控制变量#如行业最初的技术水平等#但结果并不理想#因 此 我

们排除了这些控制变量#最后得到了本文的回归模型(
= 单位为万元)人(
< 单位为亿元(
! 我们将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三个政府垄断性行业去掉’
由于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缺少"##;年相关增加值"资本和劳动的数据#我们也去掉了该行业’为 了 行 业 标

准和贸易数据的统一#我们将食品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合并为食品制造和加工业(各行业代号及名称如

下!\%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

矿采选业"\<食品加工和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E纺 织 业"\%#服 装 及 其 他 纤 维 品

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制品制造业"\%"木材及竹藤棕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

品制造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

业"\%E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E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制造业(

除了进口"出口这两个因素影响到技术进步以外’我们还考虑了 其 他 影

响生产率增长的因素(LfD投资是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LfD投入是

否促进生产率 增 长？其 促 进 作 用 究 竟 有 多 大？这 个 问 题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关 注#
国外大部分的文献都证实了LfD投入对生产 率 增 长 $或 水 平%的 贡 献 作 用

$M’3,-)K13GG-A2’3d)(23BG2*23G#&-)K13GG(-)*4a0BK32_AA(,3#"##=%(资

本强度也是影 响 技 术 进 步 的 重 要 因 素(一 般 认 为#资 本 密 集 度 越 高 的 行 业#
其技术含量也越高#技术进步也越快(但是资本深化也有可能延缓技术进步#
张军 $"##"%就认为资本深化是 中 国 生 产 率 增 长 变 缓 的 重 要 原 因(而 朱 钟 棣

和李小平 $"##=%却发现资本形成正是%EE$年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这里也考虑到资本强度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另

外#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产生规模报酬#而规模报酬能够促进生产率增

长#因此#我们也考虑了行业的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因素(
由于我国对工业行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在%EE$年前后存在差异#因此我们

把各行业的研究期间确定为%EE$&"##;年(每个行业的进"出口数据来自联

合国统计处的&_FMLXD+数据库(由于 *中国统计年鉴+上对中国工业行

业的分类标准 $&S&&%和联合国对国际贸易的分类标准 $[SM&#第三版%不

统一#我们 要 对 这 两 类 标 准 进 行 统 一 分 类(我 们 参 照 盛 斌 $"##"%的 分 类#
并选取;"个工业行业作为样本(!原始的贸易数据都是以美元价表示#我们以

每年平均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此数据表示成人民币价#再以消费物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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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折算成%EE$年不变价#国内各行业LfD支出数据来自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各年#各行业每年的LfD支出包括开发新技术经费&技术改造经费&技

术引进经费&消化吸收经费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等五项’我们以当年消费物

价指数和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其权重分别

为#C==和#C:=(然后将各工业企业的LfD投资平减为不变值#$固定资产净

值年均余额&劳动人数&企 业 个 数&总 产 值 和 增 加 值 来 自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EEE)"##:"#其中(我们以各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 当 年 价 的 总 产

值&增加值折算成以%EE$年为基期的可比价’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以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取自李小平和朱

钟棣 !"##="的数据#E

$ 本文中各平减指数的基期都为%EE$年(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李小平和朱钟棣!"##="(
取"##;年的指数和"##"年的一样#
E 李小平和朱钟棣!"##="的数据缺少"##;年的(我们以"##"年的数据替代#
%#R*13I*JKC!%EE:"详细介绍了基于产 出 的 F*4.g0(G2生 产 率 指 数 方 法’颜 鹏 飞 和 王 兵!"##:"&张 海 洋

!"##="(以及李小平和朱钟棣!"##<"采用过基于投入的 F*4.g0(G2生产率指数 方 法(我 们 本 文 中 也 采 用

基于投入的 F*4.g0(G2生产率指数方法(运用D+X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新的 一 些 文 献 可

以参阅c*-(\*)*)BR3)K!"##!"以及c*-I*JKC!"##!"(详细的原理介绍可以参照上述文献#

!二"生产率增长的计算

传统的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MRZ"的方法是索洛剩 余 法#这 种 方 法 存 在

如下的四种假设前提*生产函数的形式是已知的’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总是

处在最佳水平’中性的技术改变’不变的规模报酬等#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

MRZ测量将是有偏的 !&-344(I*JKC(%EE$"#由于该方法的限制(本文采用目

前流行的非参数分析方法)))D+X法对中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进行测算#%#D+X法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在 投 入 产 出 空 间(从 一 群 决 策 点 !DFd(

D3,(G(-)F*H()Kd)(23"中找出最优生产前沿#处于生产前沿上的决策点即是

%##e有效率的(其他点的效率以其与前沿的距离大小 !经常被称之为相对有

效性"来衡量#以C*+!H*+(%*+"表示第+个DFd在*期的相对有效性(则D+X
模型就是求解下面的线性规划问题*

C*+!H*+(%*+"6.()"( !""

GC2C1
E

&6%
*&H*3& *"H*3+(!36%("(+(-’!1

E

&6%
*&%*>& )%&>+’

>6%("(+([(!*& )#(!&6%("(+(E9

!!上式H+D- 为投入向量(%+D[ 为产出向量#如果C*+!H*+(%*+"O%(则称

DFd+有效(表明第+个生产点在最优生产前沿上#如果C*+!H*+(%*+"%%(则

第+个生产点是无效的(因为最优的DFd只需要它投入的" !%%"倍就可

以有同样的产出#行业在固定规模报酬 !."(投入要素强可处置 !G"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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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投入最小的技术效率"3#%$H<.$G%#&L[%可以分解为以可变规模报酬

#Z%$投入要素强可处置 #G%条件下的基于投入最小的技术效率"3#%$H<Z$

G%#6L[%和投入规模效应G3#%$H<G%的乘积!

"3#%$HF.$G%6G3#%$HFG%""3#%$HFZ$G%9 #;%

!!F*4.g0(G2生产率变化, 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乘积!

, 6C
##H##$%##%
C%#H%#$%%#%

C%#H##$%##%
C##H##$%##%

&C
%#H%#$%%#%
C##H%#$%%#! "%

%’"

9 #:%

!!上式右边第一部分C
##H##$%##%
C%#H%#$%%#%

反映了DFd有效性 #与最优生产前沿的距

离%的变化即技术效率 #M+%$后一部分 C%#H##$%##%
C##H##$%##%

&C
%#H%#$%%#%
C##H%#$%%#! "%

%’"

反映了

最优生产前沿的移动$即技术进步 #M&%(我们用-)A1-)2"C#软件根据各 行

业每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劳动人数和增加值计算了%EE$)"##;年中

国工业;"个行业每年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EEE)"##;年 F*4.g0(G2
生产率变化指数及其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增长指数(%%

%% 具体计算可以参见李小平和朱钟棣#"##<%(其中$固定资产净值和增加值的不变价处理同上(

四!实 证 分 析

#一%描述性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个工业行业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值都为

正$平均增长了EC!e*技术效率的增长率在%EEE年和"###年为正$而在其

他三个年度里为负值$平均增长率为T:C<e*技术进步的增长率除了在%EEE
年为负值外$其 他 年 度 都 为 正$平 均 增 长 率 为%$C"e$增 速 比 较 大(可 见$

;"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 产 率 增 长 主 要 是 由 各 行 业 的 技 术 进 步 增 长 带 动 的$
而技术效率的低速反而延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研究期间$进口产出

比持续增长$说明各行业进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而出口产出比在"##%年有

所降低$"##"年又 有 所 上 升$但 在"##;年 又 有 所 降 低$说 明 出 口 波 动 比 较

大*资本劳动比在%EEE)"##"年 持 续 上 升$但 是 在"##;年 急 剧 降 低$说 明

在"##;年以前的时期资本增长快于劳动的增长*单位企业产出总体保持平稳

中略有上升$说明企业规模略有上升*而研发资本比持续保持平稳上升$说

明行业的研发投资逐年增加$且高于资本的增长速度(
在表"中$借鉴 J*3’131#%E<$%的做法$我们按照国际贸易和总产值的

比值将;"个工业行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贸易值和总产值比值大于平均

值#=;CE<e%的开放度高的行业$这些行业共有%#个*另一类是国际贸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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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有行业参数的平均值及其标准差

年度 , M+ M& SF +I # [& LfD

%EEE
%C#E %C%: #CE! "#CE# "$C:$ %=CEE #C!< #C#;
!#C%%" !#C%:" !#C%%" !";CEE" !;!C%$" !"#C;!" !;C#E" !#C#;"

"###
%C%: %C#: %C%% "=C"; ;%C#= %!C=< #C!! #C#:
!#C#E" !#C#!" !#C#:" !;#C"%" !;EC;:" !"%C<%" !;C#%" !#C#;"

"##%
%C#! #CE; %C%= "=C!: ;#C%: "%C%! #C!" #C#=
!#C%#" !#C#$" !#C#=" !;:CE!" !;!C"<" !"<C#"" !"C=<" !#C#;"

"##"
%C%= #CE; %C"= "=C$; ;#C=< "%CE% #C$" #C#<
!#C%#" !#C#$" !#C#;" !;=C#=" !;EC:%" !"<C<"" !"C$%" !#C#="

"##;
%C#" #C!= %C:: "$C=% "EC!= %%C#E #C$# #C#<
!#C;%" !#C"!" !#C;%" !;EC:<" !;<CE:" !$CE#" !"C:#" !#C#="

!!注#每列数为均值$括号里为标准差%,&M+&M&&SF&+I&#&[&&LfD分别指 F*4.g0(G2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进口产出比&出口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单位企业产出和研发比%

和总产值比值小于平均值的开放度低的行业$这些行业共有""个%我们可以

得到在%EEE&"###和"##;年$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平 均 比 贸 易 开 放 度 低 的

行业拥有更大的技术效率"3!%$H<.$G"$但是在%EE$&"##%和"##"年$贸易

开放度低 的 行 业 平 均 比 贸 易 开 放 度 高 的 行 业 拥 有 更 大 的 技 术 效 率"3!%$

H<.$G"’并且在所有年度里$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拥

有更小的规模效率G3!%$H"%可见$从效率角度来看$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

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大的优势%

表"!工业行业的技术效率

%EE$ %EEE "### "##% "##" "##;
行业 行业 "3 G3 "3 G3 "3 G3 "3 G3 "3 G3 "3 G3

仪器仪表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文教体育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黑金矿采 \; #C;; #C;; #C;! #C;! #C;! #C;! #C;< #C;< #C"E #C"E #C;" #C;"

服装 \%# #C=! #CE% #C!; #CE; #C!= #CE; #C<E #CE; #C=$ #C$$ #C== #C$!
家具 \%; #C:: #C:: #C:E #C:E #C= #C= #C:E #C:E #C:% #C:% #C;! #C;E
皮革 \%% #C=! #C!E #C!" #C$; #C!$ #C$; #C!= #C$" #C<= #C!< #C<" #C!=
电气 \;# #C;$ % #C= #C$: #C=! #C$; #C=; #C!; #C:$ #C!; #C= #C!

专用设备 \"$ #C"E #CE% #C;! #CE; #C: #CE: #C;$ #CE; #C;$ #CE% #C;; #CE"
有金矿采 \: #C"E #C:! #C;! #C<% #C;< #C=E #C; #C=: #C"< #C:; #C": #C;!

石油 \" #C$; #C$; #C!! #C!! #C$ #CE$ #C<" % #C= #CE! #C": #C$"
高开放行业平均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化学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非金属 \"; #C<; #CEE #C<= #CEE #C<= % #C<= #CEE #C< #CE$ #C"" #C$!

纺织 \E % % % % % % % % % % #C"= #C$%
电子 \;% #C<= #C<= #C!$ #C!$ #CE= #CE= #C$< #C$< #C$: #C$: #C=; #C=;
造纸 \%: #C!! #C!! #C!= #C!= #C<$ #C<$ #C<< #C<< #C<< #C<< #C%E #C$

非金矿采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有金矿采 \"= #C%! #C$" #C"; #CE #C"! #CE% #C"= #CE #C" #C$: #C"% #C$=

塑料 \"" #C=! #C$; #C<; #C$< #C<E #C$! #C<$ #C$$ #C<$ #C$: #C; #C$;
木材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金属 \"< #C== #CE% #C=E #CE" #C< #CE; #C=! #CE: #C=$ #CE" #C:; #CE"

普通机械 \"! #C=% #CE< #C=< #CE! #C<% #CE$ #C<% #CE$ #C< #CE$ #C;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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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E$ %EEE "### "##% "##" "##;
黑金冶炼 \": #C"E #CE: #C;" #CE% #C;: #CE$ #C;: #CE; #C;= #CE; #C"% #C;E

交通 \"E #C:E #C$% #C=: #C$= #C=< #CE! #C<" #CE #C! #C$! #C:% #C=!
石油 \%! #C!< #CE% #C=$ #C$" #C=% #C!E #C=" #C!E #C=% #C$ #C%< #C:=
食品 \< #C:" #C$; #C:$ #C$< #C== #CE! #C=; #CE; #C=" #CE; #C;! #C!"
橡胶 \"% #C:$ #C<E #C= #C! #C:E #C! #C:! #C<E #C:E #C<" #C; #C<%
医药 \%E #C: #C$E #C=" #CE; #C== #CE= #C:! #CE: #C;E #CE% #C;: #CE
印刷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煤炭 \% #C" #CE= #C" #CE= #C%E #CE: #C%! #CE; #C%< #C$E #C%: #C$$
化学 \"#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饮料 \! #C<% #CE" #C<; #CE; #C<; #CE; #C=< #CE% #C= #C$< #C"! #C$:
烟草 \$ % % % % % % % % % % % %

低开放行业平均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高低之比 #CE #C$< %C#% #C$= %C#: #C$< #CE$ #C$= #C$< #C$" %C;= #CE;

#二$回归分析

表;报告 了 方 程 #=$回 归 的 结 果%固 定 效 应 #R+$模 型 和 随 机 效 应

#L+$模型的选取根据 \*0G.*)检验值而定&当 \*0G.*)检验值在%#e水

平上显著时&我们取固定效应 #R+$&否则取随机效应 #L+$%由于所有回归

结果的 \*0G.*)值都在%e水平上显著&所有的模型都选择固定效 应 结 果%

F%"F""F;模型 的 因 变 量 为 F*4.g0(G2生 产 率 增 长 指 数%从 这 三 个 模 型

中&我们发现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进口对生产率增长

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同%企业规模和

资本强度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但是研发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影

响显著为负&这和我们的预期不一致%

M+%"M+""M+;模型的因变量为技术效率增长指数%从这三个模型中&
我们发现出口和进口对技术效率增长的影响也为负&但不很显著’企业规模

和资本强度对技术效率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研发投入对技术效率增长的

影响也显著为负&并且此负影响强度显著增强%

M&%"M&""M&;模型的因变量为技术进步增长指数%从这三个模型中&
我们发现&进口和研发投入都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的增长’而企业规模和资

本强度对技术进步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出口对技术进步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从回归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进口显著地促进了 F*4.g0(G2生

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出口对生产率增长

的影响都不显著%R0 #"##=$认为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是

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还没有形成"缺乏预算软

约束等等%我们认为&市场失灵等制度因素固然是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不显著的一个原因&但是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进口却能够促进 F*4.g0(G2生产

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的现象%进"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这种相反的影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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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和中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有关#按照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原则$中国

的劳动力要素丰富而技 术"资本要素缺乏$因此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劳

动密集型的而进口的大部分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可以从技术含量不

高的加工贸易出口已经占据中国贸易量的大半江山的现象中得到证实#%"因此$
这些主要依赖劳动力"土地"政策优惠等优势而导致的出口不仅不能提升工

业行业的效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反而会使工业行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从而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而对于资本品的进口来说$工业行业可以从这种

先进的技术"资本密集型机器设备进口中直接获得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的提升%但是如果只注重这些技术 &硬件’的进口$而缺乏管理"思想"
制度等技术 &软件’的进 口$工 业 行 业 的 技 术 效 率 水 平 还 是 难 以 得 到 提 升#
这正是进口对工业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一个原因#

%" &劳动密集型’是一个相对概念$例如$纺 织 品 相 对 于 笔 记 本 电 脑 而 言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但 笔 记 本 电

脑的组装相对于其设计而言却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就我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来看$大多数出口

厂商实际上主要承担的是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工序#

另外$研发投入 对 F*4.g0(G2生 产 率 增 长 和 技 术 效 率 增 长 的 影 响 为 负$
这再次与张海洋 ("##=)及李小平和朱钟棣 ("##<)的结论一致%这说明工

业行业研 发 的 使 用 效 率 和 投 入 结 构 等 存 在 一 定 的 问 题 (李 小 平 和 朱 钟 棣$

"##<)%可能也和近年来工业行业步入调整期"行业竞争加剧"生产效率不高

等因素有关 (张海洋$"##=)#我们的结论和李小平 ("##!)的最新研究也基

本相似$李小平 ("##!)发现中国LfD投资的产出回报率和生产率回报率都

比较低#李小平认为其初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体制原因$由于中国的

LfD投资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而在国

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委托代理问题!
国有企业的LfD投资可能会更偏向于能在短期内带来收益而缺乏长期回报的

&政绩工程’#另一个是LfD投资强度太大$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由于历史的

体制原因$大中型工业企业基本上集中了国内大部分的LfD投资#尽管各企

业的LfD投 资 强 度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但 是 平 均 来 看$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 的

LfD投 资 与 增 加 值 之 比 达 到 了%;C!$e%而 在%EE<*"##;年 期 间$国 外

LfD投资强度 最 大 的 美 国 和 日 本 的 LfD投 资 占 ]DZ的 比 例 也 只 分 别 在

"C==e*"C!:e和"C!$e*;C%"e之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过

高的LfD投资强度一方面会导致投资回报率递减$另一方面是使投资主体不

能有效地利用好LfD投资$导致LfD投资效率低下$甚至于浪费#
企业规模和资本强度显著地促进 F*4.g0(G2生产率增长和技术效率的增

长#企业规模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这表明规模大的工业企业能够

获得一定规模经济的动态收益#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大中型工业

企业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能够产生一定的动态利益$这有利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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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增长#其次$更大规模的企业具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这能使企业创新的单位成本减少$同时其也具备承担更大的创新风险的能力%
由于资本品内含 一 定 的 技 术 水 平$更 新 的 资 本 品 也 代 表 着 更 高 的 技 术 水 平$
因此$资本深化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资本密集度越

高的行业$其 技 术 含 量 也 越 高$技 术 进 步 也 越 快#朱 钟 棣 和 李 小 平 !"##="
也发现资本形成正是%EE$年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及启示

我们在用D+X方法将中国;"个工业行业%EE$&"##;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技术进步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

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EE$&"##;年期间$工业行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其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增长而不是

技术效率的增长%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

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但是对技术效率的增长没有促

进作用#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效

率和规模效率%同时发现$LfD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效率增长有

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技术进步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本强度越大和平

均企业规模越大 的 行 业$其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和 技 术 效 率 增 长 速 度 也 越 快$
而技术进步增长速度却越慢%首先$出口和工业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并不

显著的原因除了中国尚缺乏完善的市场体系外$还和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

力有关%出口产品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和出口价格等因素$
造成缺乏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力$因此$工业行业并不能从出口活动中

获得更多的动态利益和核心竞争力%其次$单纯地从国外进口技术先进的资

本品并不能促进 工 业 行 业 技 术 效 率 的 提 升$技 术 效 率 的 提 升 还 需 要 和 管 理’
制度等 (软)技术的创新有关%因此$完善市场制度’培育出口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既能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又能使出口创造更多的动态利益$从

而显著地促进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
另外$本文使得我们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一定的反思%相对于 发 达 国

家来说$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因此按照比较

优势原理$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目前

基本上正是按照这种分工格 局 开 展 国 际 贸 易 的%陈 飞 翔 和 吴 琅 !"##<"将 贸

易模型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低成本’低质量’价格优势阶

段#第二阶段是继续价格优势’产品质量提升至良好等级’但缺少自主核心

技术阶段#第三阶段是已形成技术’品牌优势’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价值主

体’产品质量优等理念先进的阶段%并且$他们认为中国的贸易模型正处在

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时期%当然$这种贸易模式为中国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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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大量出口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不快#中国有可能陷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

业中而影响到中国的技术进 步$同 时#中 国 现 行 的 贸 易 模 型 也 会 引 起 %三 高

一低&的负面效应!即原材料的高强度消耗"高度污染"对国外市场的高依

赖及低附加值 ’朱钟棣和张秋菊#"##<()因此#加快中国贸易模型的改变应

该很有必要#但是如何改变这种现行的贸易模式及其决定原则"现行的贸易

政策需要作哪些变动等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附表

各行业参数的平均值

行业 代码 贸易产出比 出口产出比 进口产出比 企业平均产出 资本劳动比 研发强度

仪器仪表 \;" ";<C:E %%!C#E %%EC:# #C%; "C=; #C#!
文教体育 \%< %=<C<E %:#C:" %<C"! #C#E "C$E #C#"
黑金矿采 \; %:$C#: "=C<% %""C:; #C%" !C;" #C#%

服装 \%# %":C=# %"#C:$ :C#" #C#$ %C!; #C#"
家具 \%; EEC<% E=C=! :C#: #C#! :C#$ #C#%
皮革 \%% E=C<$ $#C<: %=C#; #C%% "C"$ #C#%
电气 \;# E:C<: ;EC;$ ==C"= #C%! <C%% #C%%

专用设备 \"$ E#C"! ;"C=# =!C!$ #C%% :C!$ #C#!
有金矿采 \: <:C=% "CE= <%C=< #C%% !C#! #C#%

石油 \" <#C%: !C;; ="C$% %=C;$ ;#C$; #C#"
高开放行业平均 %%!C#< <<C"# =#C$< %C<: <CE< #C#:

化学 \%$ =%C%; %;C!! ;!C;< #C%: ==C:= #C#=
非金属 \"; :;CE" %!C"E "<C<; #C#$ ;$CE; #C#;

纺织 \E :;C!; "=C"< %$C:! #C%% !$C%: #C#:
电子 \;% :;C<= "!CE# %=C!= #C:= %"C"" #C%;
造纸 \%: ;:CE; <C;: "$C=E #C%# =<C$; #C#:

非金属矿 \= ;:C!# ":C;" %#C;$ #C#! EC#= #C#%
有色金属 \"= ;:C:$ %"C;! ""C%% #C"# !C"< #C#!

塑料 \"" ;;C!; "%C$< %%C$! #C#$ %<C#% #C#;
木材 \%" ;"C<# "#CE! %%C<: #C#< =C<" #C#%
金属 \"< "!C!: "#C$; <CE% #C#$ %#C"$ #C#"

普通机械 \"! "%CE! %<C:E =C:$ #C%% %;C!: #C#!
黑金冶炼 \": "%C:= =C:" %<C#: #C:! %!C$" #C%#

交通 \"E "%C:; %#C$= %#C=$ #C"< %:C!: #C#E
石油 \%! "%C;: EC=# %%C$: #C=: =:C"" #C#<
食品 \< "#C:E %;C$% <C<! #C%# %#C;: #C#"
橡胶 \"% %<CE= %%C%: =C$" #C%= %"C;E #C#=
医药 \%E %"C!; $C:# :C;; #C"# :C:: #C#E
印刷 \%= %"C%! =CE$ <C%E #C#! <C$" #C#"
煤炭 \% %#C!! ECE! #C$# #C"= <C#! #C#"
化学 \"# %#C<< #C:< %#C"# #C;# %"C=# #C#$
饮料 \! :C%E ;C=E #C<# #C"# %=C!= #C#=
烟草 \$ %C;% %C%# #C"% ;CE% %%C": #C#$

低开放行业平均 "=C"$ %;C#! %"C"# #C;< "%C;< #C#=

!!注!贸易产出比"出口产出比"进口产出比的单位为e$企业平均产出的单位为亿元$资本劳动比单位

为万元*人"研发强度指研发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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