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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委托'中美战略与

经济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的一个部分#作者感谢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项目的资助$在研究过程中#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郑新立主任)魏建国秘书长)王宪磊研究员)王军研究员)张永军研究员)曾少军博士和

刘向东博士提出宝贵建议#作者表示感谢$作者特别感谢魏尚进教授的多次讨论和宝贵建议$同时感谢

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多处修改意见#感谢黄益平教授)李坤望教授)林桂军教授)林毅夫教授)乔依德教

授)沈艳教授)文一教授)姚洋教授)于津平教授)于淼杰教授)余永定教授)周林教授)郑江淮教授和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

#$!$

年世界与中国经济论坛)

第九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年会等学术报告参加者的有益讨论#作者文责自负$

! 数据来源%美国贸易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中国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两国对贸易额的统计口

径并不一致$

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

鞠建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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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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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自儒
"

钱颖一
"

刘
"

庆!

摘
"

要
"

通过统计分析#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间存在 '反比较优

势之谜($即美国在其具有技术上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出口相对

较少#且在其比较优势越大的行业#对中国出口量相比世界其他地

区越少&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则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为进

一步检验该现象#本文将
+*2-)@F-120.

模型扩展到多部门#并将其

应用于中美贸易结构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行

业生产规模和贸易成本等因素后#比较优势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不

对称作用依然存在#且结果稳健$

关键词
"

中美贸易结构#比较优势#多部门
+@F

模型

一!引
""

言

中美贸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

!?>?

年#两国恢复外

交关系#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并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此后#中美双边贸易

快速增长$按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

GHIJ&

"的统计#中美贸易总额 !进

口加出口"已经从
!?;$

年的
K$

亿美元增长到
#$$;

年的
%$?$

亿美元#净增

;$

倍$近二十年来#两国贸易总额更是以平均每年近
#$L

的速率持续增长$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的统计#

#$$;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
#K#"

亿美元#

占中国当年全部出口的
!>7>L

#同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

亿美元#占当年全

部进口的
>7#L

$尽管两国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但毋庸置疑#中国已成为美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且两国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之一$

然而#两国贸易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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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呈现加剧趋势$如图
!

所示#在
!?;?

*

#$$$

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出口减进口"约为平均每年
<%7K

亿美元&自
#$$!

年中国加入
MJN

起#中

美贸易不平衡迅速扩张&到
#$$;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甚至高达
!>$?

亿

美元$

#如此显著的贸易不平衡已成为中美两国的重大外交问题#并引发了一

系列的政治与学术上的争论$

图
!

"

中美双边贸易量%

!?;?

*

#$$;

年 !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可以表述为 '为何中国对美国出口太多(#或

者 '为何美国对中国出口太少(现有研究中#大量文献和讨论均从前者入手#

分析人民币是否被人为低估#以及人民币低估所导致的中国出口扩张是否为

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等$

"本文选择从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入手#来探究两国贸

易不平衡背后是否存在其他解释$

# 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这一数字还将大幅上升$

" 如
O4*),'*1B*)BP(*Q*RR(

!

#$$<

"#

S,F())-)*)BH,')*T4

!

#$$K

"等$

""

通过对中美贸易结构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美国

在其具有比较优势 !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或 '显示性比较优势(衡量"的行

业#对中国出口额相对较少&且其行业生产率超出中国越多#该行业对中国

的出口占其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则越低$这一现象在中国加入
MJN

以后表现

得更为明显$美国对华出口结构似乎与标准贸易理论所预示的 '比较优势越

大#出口越多(相矛盾#故本文称其为 '反比较优势之谜($相比之下#比较

优势原理在中国对美国出口方面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国对美国各行业的

出口和中美相对生产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还将美中贸易和美印贸

易进行了对比$印度与中国同属新兴市场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

当#可认为两国具有相似的需求模式$然而数据显示#在技术密集性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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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美国对印度的出口都显著高于对中国的出口#这进一步揭示美中

贸易的特殊性$

要证实以上 '反比较优势(现象的存在#还需要更为严格的理论和经验

分析$因此#本文对
+*2-)*)BF-120.

!

#$$#

"进行了拓展#得到一个适用

于多部门双边贸易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显示#两国分行业贸易由各行业贸易

成本)相对生产力水平 !即比较优势"#以及进口国的行业生产规模共同决

定$基于此模型#作者采用
!?;?

*

#$$;

年中美行业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

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生产率

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生产率对美国出口的影

响在
#$$!

年以前并不显著#

#$$!

年以后则显著为负$以上结果通过了多方面

的稳健性检验$

'反比较优势之谜(的发现#不仅填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中美双边贸易结

构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两国间贸易失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美国在其

有比较优势行业对中国过少的出口也可能部分地造成了两国巨大的贸易逆差$

其成因可能在于美国对华出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或者其他原因#但对这

一问题#本文并不进行系统论述$

%

% 我们在本文的附录中就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发现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出口的确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此外#本文所揭示的中美贸易结构 '反比较优势之谜(还在以下两个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众所周知#贸易能够使得双方国家都受益#而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存在结构上的反常#正说明了目前两国从贸易中获得的福利不

是帕累托最优#通过出口结构的调整#两国获利均存在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第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

年国情咨文中承诺要在
K

年以内使美国出口额

增加一倍#以加快经济复苏并刺激就业$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之一#中国
#$$;

年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
K7KL

#仍存在较大的拓展余

地$我们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因其预示着美国可通过优化其对

中国的出口结构#显著扩大对华出口规模#从而实现其 '出口倍增(战略#

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简述&第三部分使用
!?;?

*

#$$;

年中美分行业贸易数据#描述两国贸易概况及其结构上的 '反比较优势

之谜(&第四部分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结构的决定因素&第五部

分基于理论发展出计量模型&第六部分汇报实证分析结果&第七部分进行稳

健性检验&最后是总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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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中美贸易结构的一个特殊之处#即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不完

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而中国对美出口则与理论预测相吻合&这种不一致在

#$$!

年以后表现得愈发明显$因此#本文与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两类文献密切

相关#它们大都致力于回应美国乃至整个发达世界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出口规

模所产生的焦虑和怀疑$

第一类文献主要研究中美贸易或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一种解释是中美

海关对双边贸易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比如
U33)C21*!"#$%

!

!??;

"提出中国内

地从香港的转口贸易是导致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K其他文献如

V0!"#$%

!

#$!$

"从所有权的角度提出非美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是解释中国

对美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此外#有大量文献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失衡的

关系#如
O4*),'*1B*)BP(*Q*RR(

!

#$$<

"#

S,F())-)*)BH,')*T4

!

#$$K

"

等$由于贸易逆差与汇率问题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在此不加详述$

K 类似的研究还包括
U0)

E

*)BW*0

!

!??;

#

#$$!

#

#$$"

"的一系列文章$

<

F*.()!"#$D

!

#$$;

"则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显著低于其他

国家对美出口#但是考虑到中国产品只占美国进口的很少一部分#因此对美国消费价格的影响不大$

第二类文献与本文相关度较高#主要考察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特质及其对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然而#它们大多将焦点放在了中国出口本身#

而非中美双边贸易$首先#

X-B1(Y

!

#$$<

"指出%中国出口不能够简单地由

比较优势和自由市场来解释&中国出口的产品种类比按照其收入水平预测的

种类要复杂很多#且这正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一论

点#

H,'-22

!

#$$;

"将美国与中国和其他
N+&Z

国家的贸易产品进行比较#

发现尽管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
N+&Z

国家相似#但价格却显著地低

于后者&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位于价值链的低端 !从事加工装配等"#

或中国出口产品的品质低于
N+&Z

国家的同类商品$王直和魏尚进 !

#$!$

"

则从中国不同城市的出口数据出发#探究中国出口产品类型如此复杂的原因$

他们发现%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出口结构类似并不是由于中国大量参与加工贸

易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而是人力资本的改善和政府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倾

向性政策 !比如减免税赋的高科技园区"驱动的结果$最后#

9.(2(*)BU13@

0)B

!

#$!$

"对中国出口结构作了详尽的考察#指出尽管中国出口结构日趋复

杂#但如果剔除加工贸易#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能含量 !

CY(44,-)23)2

"基本

没有变化$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源自专业化的深入和现有产品的产量增加#而

并非来自新种类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该现象的直接影响便是压低世界价格#

增进了进口国的福利$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小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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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指出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都

是解释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保持出口增长继而进行产业升级#

需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并非首篇提出美国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文献$

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 !

W3-)2(3[

#

!?K"

"发现美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不符

合美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此后#国际经济学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大量解释#

这里不进行详述 !参见
U33)C21*

#

#$$%

"$较新的研究是
O31

E

31!"#$%

!

#$!$

"

关于美国政治影响与贸易关系的分析%他们从美国中情局的解密文件入手#

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是否用政治力量干预其他国家的贸易决策$在排除了

贸易成本降低)政治意识形态改变及美国对外贷款增加这些因素后#他们发

现在受到中情局干预后#被干预国从美国的进口有显著增加#且增加主要发

生在美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或者说美国显示性比较优势 !

13Q3*43B

,-.

:

*1*2(Q3*BQ*)2*

E

3

"较低的行业$美国干预的影响越大#这为美国出口违

背比较优势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明$本文重点并非探讨美国对华出口 '反比

较优势(的原因#然而
O31

E

31

等人的研究预示%政治干预)特别是美国的出

口管制政策#或许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究的重要方向$

三!典型事实和潜在解释

!一"中美双边贸易概况

""

如引言所述#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图
#

描述了
!?;?

*

#$$;

年中美两国占彼此贸易总量的份额及其变化趋势$数据显

示#中国占美国进口的份额及美国占中国出口的份额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

稳定而迅速的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占中国总进口的份额却未有提高#反而

从
!?;?

年的
!$L

下降到了
#$$;

年的
<L

$

> 虽然美国经济数据的行业划分非常详细#但中国统计数据是按照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的#其中可

贸易产品大约
%$

个行业$

#!

个行业是将中美数据配对后#可以获得的最细致的行业行分$具体分类标

准请参见附录表
I@9

$

为分析中美贸易结构特点#本文需要大量使用分行业经济数据$受中国

行业细分程度的限制#我们将中美之间的产品贸易分成了如表
!

所示的
#!

个

行业#以便与其他经济数据进行衔接$

>除了 '农业等初级产品(以外#其余

#$

个行业都属于制造业$表
!

的 !

!

"* !

#

"列分别给出了
!?;?

年和
#$$;

年美中相对生产率 !定义为 '美国与中国单位劳动产出之比("的排序#

!

"

"* !

%

"列为美国对中国各行业的出口份额# !

K

"* !

<

"列为中国对美

国出口份额 !定义见后文公式 !

!

""$大体看来#美国相对于中国生产率最高

的几个行业通常不是美国对中国出口份额最大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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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美两国占彼此贸易总量的份额%

!?;?

*

#$$;

年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 !

GH&3)C0C

")中国海关总署$

表
!

"

中美双边贸易结构%

!?;?

*

#$$;

年!按
#$$;

年美中相对生产率排序"

行业!

相对生产率%美+中排名 美国对中国出口份额 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K

" !

<

"

矿物燃料
>

!

!!

$D"$L $D<$L %D"$L $D<$L

化学工业及产品
< # !KD;$L >D%$L #D!$L #D<$L

家具制造
# " $D!$L $D"$L !D%$L KD?$L

非金属矿物制品
!$ % $D"$L $D<$L !D"$L !D"$L

医疗)光学仪器
" K %D<$L KD%$L !DK$L #D#$L

造纸工业
! < "D<$L %D"$L $DK$L !D"$L

医药制品
!# > $D!$L $D<$L $D!$L $D#$L

木制品
K ; "D#$L $D;$L !D#$L !D$$L

电气设备
% ? %D#$L !<D#$L !"D?$L #%D"$L

塑料)橡胶
? !$ %D$$L <D%$L #D#$L "D>$L

皮革)羽绒制品
!! !! $D"$L !D%$L !%D?$L >D%$L

非金属矿原料
!< !# $D"$L !D"$L $D?$L $D#$L

纺织制品
!" !" $D%$L $D<$L #<D$$L ?D#$L

交通运输设备
; !% !$DK$L !$D"$L $D%$L #D!$L

染料)印刷
!; !K $D#$L $DK$L $D!$L $D!$L

机械制品
!? !< !;D$$L !"D?$L #D;$L !?D>$L

农业等初级产品
#$ !> #$D$$L !"D>$L %D$$L $D?$L

食品)烟草等产品
!% !; $D?$L $D;$L !D!$L $D>$L

纺织原料
#! !? <D?$L "D$$L !D?$L $D"$L

金属制品
!> #$ <D%$L !!D?$L %D!$L >D"$L

杂项制品
!K #! $D!$L $D#$L !KD"$L ;D?$L

""

注%

!分类基于海关商品分类编码
=H#

进行加总#

!!排名为
!

表示美国+中国的相对生产率最大$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

和图
%

描述了
!?;?

年中美双边贸易最大 !所占比例最高"的
<

个行

业份额及其二十年来的走势#以对两国贸易结构的变化进行简要说明$对于

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来说#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所占比例是最高的#但随着时

间推移逐渐降低&近几年来#农产品和金属产品有上升趋势#至
#$$;

年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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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行业份额相当$关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电气设备逐渐取代纺织制成

品和羽绒皮革制品成为了最大的行业#多种工业制成品 !包括电子产品"和

金属制品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
"

"

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
<

个行业及其所占份额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

图
%

"

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的
<

个行业及其所占份额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

!二"反比较优势之谜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应更多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其

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借鉴
P-40T*)B=C(3'

!

#$$$

"#我们使用相对劳动

生产率来表示相对技术水平$其中劳动生产率用行业增加值除以就业计算而

得#而相对劳动生产率则定义为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因此#

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说明出口国在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基于比较优势原理不难预测#一国的行业出口份额与行业相对劳动生产

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行业出口份额分别由公式 !

!

"和公式 !

#

"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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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13

!

&

#

'

(

'

国在行业
&

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

'

国对贸易伙伴总出口额
#

!

'

(

&'()*

表示中国#

GH

表示美国"# !

!

"

VC'*13

#

&

#

'

(

'

国在行业
&

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

'

国在行业
&

对全世界的出口额 %

!

'

(

&'()*

表示中国#

GH

表示美国"

%

!

#

"

""

在公式 !

!

"和 !

#

"中#如果
'

为美国#则贸易伙伴为中国&如果
'

为中

国#则贸易伙伴为美国$可见#我们从两个角度定义行业出口份额%公式

!

!

"在两国双边贸易范围内考察特定行业的贸易份额#公式 !

#

"则从特定行

业全球贸易范围衡量中美贸易所占份额$

表
#

列出了
!?;?

*

#$$;

年的各年里#中美行业出口份额与相对劳动生产

率的相关系数#行业出口份额的定义方法由表中第一行给出$数据显示%中

国出口份额与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的#且其相关性近年来有了明显

提高$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出口份额同美中相对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负#且

从
#$$!

年起#负相关程度变得更为明显了$这表明美国在其具有较高技术水

平 !用劳动生产率表示"的那些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反而比较少, 此外#由

于表
#

的第 !

"

"和 !

%

"列基于公式 !

#

"计算出口份额#相当于对各行业的

中美贸易进行了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排除了在某些行业#美国对所有国家

都只有有限出口的可能性&然而#其计算结果与 !

!

") !

#

"列非常相似$这

进一步表明%在美国相对中国生产率越高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比起世界其

他国家越少$我们称这种数据模式为 '反比较优势之谜($

表
#

"

中美贸易份额与相对生产率!出口国+进口国"的相关系数

年份
VC'*13

!

GH

VC'*13

!

&'()*

VC'*13

#

GH

VC'*13

#

&'()*

!

!

" !

#

" !

"

" !

%

"

!?;? !"D#$% $D$! !"D#&$ $D!>"

!??$ !"D"'( $D$$! !"D#&$ $D!#"

!??! !"D"#$ $D$!% !"D"%& $D$K>

!??# !"D"%) $D$"; !"D"(* $D$KK

!??" !"D"(* $D$K< "D"%& $D$%

!??% !"D")) $D$K% !"D"+' $D$K!

!??K !"D"+% $D$#" !"D#*$ $D$K%

!??< !"D")+ $D$;# !"D#%$ $D!$"

!??> !"D""# $D!$K !"D#&% $D!"K

!??; !"D"++ $D#<% "D"#" $D#<"

!??? !"D"+* $D#<" "D"*) $D#<%

#$$$ !"D#*% $D#%# !"D"(* $D#>#

#$$! !"D&%% $D#%? !"D#)+ $D#%;

#$$# !"D&$% $D#%" !"D#)" $D#K>

#$$" !"D&(" $D#?< !"D&*) $D">?

#$$% !"D&%' $D#<# !"D&'$ $D"<K

#$$K !"D$"& $D##K !"D$#* $D"#>

#$$< !"D&+$ $D#!# !"D$#* $D#;?

#$$> !"D&($ $D#"K !"D&($ $D#>"

#$$; !"D&%' $D#$> !"D&%' $D#;;

""

数据来源%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来源于美国
O+9

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贸易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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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在更细的产业分类层面的中国劳动生产率数据#前文分析只能

基于
#!

个行业的粗略划分#然而贸易数据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基

于
;

字节海关分类码 !

=H;

"#我们将中美贸易的商品细分为
<$$$

多种产品#

并根据公式 !

!

"和 !

#

"分别计算两国在各种产品上的出口份额$表
"

列出

了
#$$<

年中美双边贸易量最大的
!$

种产品#按照
VC'*13

! 进行排序$可见#

位列美国对中国出口前十位的产品包括技术含量较高)资本密集型产品 !如

芯片和飞机零件等"#农业和纺织业初级产品#以及大量的废金属 !废铜)废

铝)废钢等"$如果按照
VC'*13

# 进行排序#则三种废金属排名最高#且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均超过其世界总出口的一半$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

的产品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在这些产品上#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

口市场$

表
"

"

中美双边贸易量最大的
!$

种产品

=H

产品分类码
美国对中国出口

VC'*13

!

GH

VC'*13

#

GH

产品描述

;;$#%$$$ !$L !KL

乘用交通工具#非军用

;K%##!;$ >L !KL

硅晶片及晶片集成电路

!#$!$$$$ KL ">L

大豆种

()")"""" $L '#L

废铜

('"&"""" $L '#L

废铝

K#$!$$!$ "L %?L

棉#未经梳理或其他纺前加工

;%>""$$$ #L >L 9Z\

机零配件

(&")&+"" #L (%L

废合金钢

;K%##?$$ !L !$L

芯片集成电路

;;$""$$$ !L %L

未分类民用飞机+直升机配件

=H

产品分类码
中国对美国出口

VC'*13

!

&'()*

VC'*13

#

&'()*

产品描述

;%>!"$$$ <L %KL

便携式
9Z\

机

;K#K#$?$ %L %KL

蜂窝式无线电话

;%>!<$%K #L >?L

显示设备

;%>""$K$ #L K"L ;%>!

编码下产品的零件及附件

?K$%!$$$ !L ?KL

用电视接收的视频游戏

<%$"???$ !L >$L

女性鞋类

;K#!?$$$ !L >;L

录像设备

;K#$?$$$ !L ?!L

其他录音设备

?%$"<$;$ !L K#L

木制家具

;K#K%$%$ !L %>L

数码摄录机

?K$"?$$$ !L ?$L

玩具)玩偶

""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

'反比较优势之谜(的产生是由于供给限制还是需求不足呢- 换句话讲#

这是因为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对中国出口有限制#还是因为中国对美国高技

术产品需求较少呢- 由于对中美贸易的供给需求分析并非本文研究重点#笔

者在附录中简要总结了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一些历史事实$在这里#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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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美国对中国及对印度的出口进行对比#以考察新兴市场存在对美国高科技

产品需求不足的可能性$

!三"中印对比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收入水平)地理位

置#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需求$将美国对中国出口与对印度出口进行对

比#能够对以上 '反比较优势(现象提供更多启示$这里我们使用美国的技

术密集度 !

CY(44()23)C(2

5

"代替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产业的技术水平 !之前未

采用技术密集度#因为没有中国数据"$技术密集度的定义为技术工人的工资

收入与全部工人的工资收入之比#更高的技术密集度往往代表更高的生产率

和技术水平$对美中和美印贸易结构的比较基于
%

位的标准产业分类码

!

HI&

"#它可以将产品贸易细分到
%$$

个多行业$技术密集度数据则来源于美

国国民经济统计局
8O+X@&+H

数据库$

表
%

给出了美国技术密集度最高的
!K

个行业及其对中国和印度出口份额

的比较$其中
VC'*13

! 的定义与公式 !

!

"相同 !这里
']GH

"#

VC'*13

#

C2B

由

VC'*13

# 除以中国或印度在美国出口中所占份额计算而得#如公式 !

"

"所示$

VC'*13

#

C2B

(

VC'*13

#

中国!或印度"占美国出口的份额%

!

"

"

""

VC'*13

#

C2B

是对
VC'*13

# 的标准化#从而使得其在不同国家间可比$表
%

明

确显示出#无论采用哪种出口份额的定义方法#美国在其技术含量最高的
!K

个行业#对中国的出口份额总是低于印度$

表
%

"

#$$K

年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高科技产品出口

行业 行业名称 技术密集度
VC'*13

!

VC'*13

#

C2B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

航天器设备
$D;$; $D$$$ $D$$$ $D$$; $D!"#

";#<

分析仪器
$D;$! $D$!" $D$!< !D<!K #D$"#

";#K

电力测量仪器
$D>?% $D$!% $D$!> !DK#! !D>?$

"K>>

计算机配件
$D>;> $D$$? $D$!; $D;$! !D<><

"K>;

计算)会计仪器
$D>;" $D$$! $D$$! !D#?? !D#<>

";!#

搜寻和导航设备
$D>># $D$$% $D$! $D<<" !D>%"

"<<!

电话和电报
$D>K< $D$!> $D$"! !D%$? #DK$"

";%% )@

射线机和射线管
$D>K% $D$$< $D$!$ !D%K? #DK#K

"<<"

收音机和电讯设备
$D>%; $D$$% $D$#% $D%>$ #D;!<

"K>!

电子计算机
$D>%! $D$"# $D$"> !D!"$ !D#??

#;"K

诊断材料
$D>"! $D$$# $D$$< $D";$ !D$!K

"K>?

办公设备
$D>#< $D$$! $D$$! !D$$" $D;";

"K>#

计算机存储设备
$D>$> $D$$# $D$$; $D%?# #D%?!

"<<?

通讯设备
$D>$K $D$$! $D$$# !D$!# !D?<%

"%;?

军械及配件
$D>$% $D$$$ $D$$$ $D$$?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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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 论 模 型

本节将
+*2-)*)BF-120.

!

#$$#

"模型拓展到多部门#得到一个类似于

引力方程的理论表达式#以研究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结构的影响因素$假设两

国消费者对最终产品具有相同的偏好#他们的效用函数如公式 !

%

"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代表部门
&

!

&

]!

#.#

,

"的最终产品数量#

#

&

是对产品
&

的消费支出

占总支出的份额#且
#

&

$

!

$

#

!

"#

%

,

&

(

!

#

&

(

!

$各部门最终产品均由特定的)连

续分布的中间品生产而得#一个部门的中间品不能用于其他部门$特别的#

在部门
&

#中间产品用
!

&

$

/

$

#

!

0进行标识$因此#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可以

表示为公式 !

K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K

"

其中#

-

&

!

!

&

"为部门
&

某种中间品
!

&

的数量#

"'

$

是替代弹性$

假设
/

'

&

为国家
'

部门
&

一簇中间品组合的成本#它在特定和国家和部门

是相同)唯一的$国家
'

生产
&

部门中间品
!

&

的效率用
0

'

&

!

!

&

"表示#且
0

的

分布服从如下
U13,'32

分布%

1

'

&

!

0

"

(

3

.

2

'

&

0

.#

#

其中#

2

'

&

'

$

#

#'

!

#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部门间是独立的$较大的
2

'

&

表

示国家
'

在部门
&

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较大的
#

表示部门内中间品差异性较

小$此外#我们用
3

4'

&

表示
'

国运送一单位产品
&

到
4

国的贸易成本&当
4

(

'

#

3

4'

&

'

!

#

3

44

&

]!

$

参照
+*2-)*)BF-120.

!

#$$#

"的分析#国家
'

对国家
4

在部门
&

的出口

)

4'

&

如 !

<

"式所示%

)

4'

&

(

2

'

&

!

/

'

&

3

4'

&

"

.#

$

4

&

+

4

&

(

2

'

&

!

/

'

&

3

4'

&

"

.#

%

5

6

(

!

2

6

&

!

/

6

&

3

46

&

"

.#

+

4

&

# !

<

"

其中#

+

4

&

为国家
4

在部门
&

的总消费#

5

为国家总数$类似的#国家
4

针对

国内市场的生产
)

44

&

!可理解为对自身的出口"可表示为 !

>

"式的形式%

)

44

&

(

2

4

&

!

/

4

&

"

.#

%

5

6

(

!

2

6

&

!

/

6

&

3

46

&

"

.#

+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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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

"式和 !

>

"式相除#可以得到如下形式%

)

4'

&

)

44

&

(

2

'

&

!

/

'

&

3

4'

&

"

.#

2

4

&

!

/

4

&

"

.#

)

)

4'

&

(

2

'

&

!

/

'

&

3

4'

&

"

.#

2

4

&

!

/

4

&

"

.#

)

44

&

#

因而有#

4))

4'

&

(

4))

44

&

7

4)

2

'

&

!

/

'

&

"

.#

2

4

&

!

/

4

&

"

.#

.#

4)3

4'

&

%

!

;

"

""

从公式 !

;

"可见#如果国家
'

在部门
&

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2

'

&

#或者较低

的生产成本
/

'

&

#则
2

'

&

!

/

'

&

"

^

#

2

4

&

!

/

4

&

"

^

#

这一项会较大#

'

国对
4

国出口量会更多$因此

4)

2

'

&

!

/

'

&

"

^

#

2

4

&

!

/

4

&

"

^

#

衡量的是国家
'

与国家
4

在部门
&

的相对技术水平或相对生产率$

换言之#它衡量的是两国在部门
&

的比较优势$

以上模型为我们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它表明分部门出口的

对数值可以表示为如下三项对数值之和%出口国与进口国的相对技术水平#

出口国到进口国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口国针对本国市场的产出 !反映的是需

求情况"$需要注意的是#

9)B31C-)*)BQ*)M(),--

:

!

#$$"

"曾指出#双边

贸易由两国贸易成本与 '多边贸易壁垒(!

.042(4*231*413C(C2*),3

"共同决定#

后者反映了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组合$而在我们的最终模型中#这一项并没

有出现$其实#'多边贸易壁垒(在 !

<

"式和 !

>

"式中均有所体现#即
'

国

向
4

国的出口和
4

国对自身市场的生产均受它的影响$但由于公式 !

;

"通过

上述两式比较而得#'多边贸易壁垒(的作用被抵消#因此最终的表达式不包

含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信息$

五!计 量 模 型

基于公式 !

;

"#我们提出如下回归方程进行实证分析%

+V

0C

&

#

"

(

%

$

7

%

!

PZ\

,)

&

#

"

7

%

#

X\

0C

+

,)

&

#

"

7

%

"

2

,)

&

#

"

7

%

%

+Z

"

7&

&

7'

&

#

"

# !

?

"

+V

,)

&

#

"

(

%

$

7

%

!

PZ\

0C

&

#

"

7

%

#

X\

,)

+

0C

&

#

"

7

%

"

2

0C

&

#

"

7

%

%

+Z

"

7&

&

7'

&

#

"

# !

!$

"

其中#

X\

'

+

4

&

#

"

]4)

2

'

&

!

/

'

&

"

^

#

2

4

&

!

/

4

&

"

^

#

!

'

#

4

分别代表出口国#进口国#取值为
0C

或
,)

"$

上述两式中#

+V

0C和
+V

,)分别表示对数化的美国 !对中国"和中国 !对

美国"行业出口值$

PZ\

0C

和
PZ\

,)

分别表示美国和中国行业
PZ\

的对数值&

我们用其来近似国家
4

对自身市场的出口#即 !

;

"式中
4))

44

&

$

X\

0C

+

,)和

X\

,)

+

0C为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上标中的分子标识了出口国#分母标

识进口国&这两项用来表示 !

;

"式中的相对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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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成本#即 !

;

"式中的
4)3

4'

&

#我们采用两个指标来共同衡量%第

一个是中美两国向对方征收的加权关税税率的对数值#分别用
2

,)和
2

0C表示#

权重为行业进口额$第二个指标是对数化的 '经济距离(#用
+Z

表示$这是

本文原创的修正距离变量#它考虑了运输能力对国际贸易存在的重要影响$

尽管中美之间的地理距离不会随时间而改变#它们的运输能力却在逐年提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或美国运输能力的提高相当于两国地理距离的

减少$因此#我们使用 '经济距离(的概念来反映两国贸易的实际地理壁垒#

它与两国总体运输能力应是负相关的$'经济距离(变量和数据的构建方法详

见附录
II@9

$此外#我们还考虑了行业固定影响
&

#以减少遗漏变量误差$

公式 !

?

"和 !

!$

"由上一部分的理论模型直接得到#故将其作为实证分

析的基本模型$考虑到现实经济中#双边贸易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拓展#得到如公式 !

!!

"和 !

!#

"所示的结果$其中#

添加了出口国的行业
PZ\

#用于控制供给方行业规模的影响$

FI

为各行业资

本密集度的对数值#由 '行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求得#以对应赫克歇

尔 俄林 !

=@N

"的要素禀赋理论&由于没有中国的行业资本密集度数据#本

文假设中美两国在同一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相等#均使用美国数据$

I)231

代表

由交叉项构成的向量#将在后文的回归中进一步说明$

+V

0C

&

#

"

(

%

$

7

%

!

PZ\

,)

&

#

"

7

%

#

PZ\

0C

'

#

"

7

%

"

X\

0C

+

,)

&

#

"

7

%

%

2

,)

&

#

"

7

%

K

+Z

"

"7

%

<

FI

&

#

"

7

I)231

&

#

"

7&

&

7'

&

#

"

# !

!!

"

+V

,)

'

#

"

(

%

$

7

%

!

PZ\

0C

'

#

"

7

%

#

PZ\

,)

'

#

"

7

%

"

X\

,)

+

0C

&

#

"

7

%

%

2

0C

&

#

"

7

%

K

+Z

"

"7

%

<

FI

&

#

"

7

I)231

&

#

"

7&

&

7'

&

#

"

%

!

!#

"

六!实证分析结果

; 数据详见
___D()231)*2(-)*4B*2*D-1

E

$

""

我们使用
!?;?

*

#$$;

年中美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贸易

数据来源于美国统计局$

;此外#美国的行业
PZ\

和劳动生产率数据来自于美

国经济分析局 !

O+9

"统计数据#中国劳动生产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

局#关税数据来自于世界整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 !

MIJH

"#资本密集度数

据来自美国
8O+X@&+H

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在计量方程中设定

了行业固定效应 !

[(̀3B3[[3,2

"#为保证其合理性#回归前均通过
O130C,'a

\*

E

*)

方法来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随机效应 !

1*)B-.3[[3,2

"#并将检验结果

与回归结果一同进行了汇报$

首先#根据基本模型 !

?

"式和 !

!$

"式以及拓展模型 !

!!

"式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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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暂不考虑交叉项的影响#得到如表
K

第 !

!

")!

#

")!

%

")!

K

"列所示的

回归结果$可见#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得到的结果基本类似#后文的分析将

主要基于拓展模型进行$我们将初步实证结果总结如下%

"

进口国的行业

PZ\

对双边贸易量都有正向影响#但中国行业产出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影响

更为显著&

#

经济距离对双边贸易有显著阻碍作用#与地理距离的影响类似&

$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越大#这与比较

优势原理以及我们的直觉都是相符的&

%

相比之下#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劳动

生产率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则是可以忽略的 !不显著"&

&

资本密集度对中美贸

易没有显著影响$

表
K

"

基本实证结果%

#!

个行业#

!?;?

*

#$$;

年

解释变量
美国对中国出口 中国对美国出口

!

!

"

U+

!

#

"

U+

!

"

"

U+

!

%

"

U+

!

K

"

U+

!

<

"

U+

中国行业
PZ\

$DK#%

!!!

$D%?%

!!!

$D%$<

!!!

$D!!#

$D!%#

!

!

$D!$"

" !

$D!$>

" !

$D!!!

" !

$D$>?

" !

$D$;"

"

美国行业
PZ\ $D$"; $D$K#

$D!"?

!!

$D!$? $D!$<

!

$D$?<

" !

$D$?K

" !

$D$>$

" !

$D$>"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D""# !"D")& "D"$#

"D$$)

!!!

"D&'#

!!!

"D&%)

!!!

"

出口国+进口国 !

$D$?"

" !

$D!$!

" !

$D!$%

" !

$D$K#

" !

$D$>%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8

!

!"D#)+

!!!

!"D")&

!

$D$K!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8

#

!"D#)%

!!!

"D""'

!

$D$K%

" !

$D$%$

"

关税
$̂D#>K

!!!

$̂D#KK

!!!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经济距离
<̂D>%K

!!!

<̂D!$?

!!!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K

" !

!D$$!

" !

!D!"!

"

资本密集度
$D!><

$D#>#

!

$D$%? $D$!?

!

$D!%<

" !

$D!%;

" !

$D!$>

" !

$D!!$

"

常数项
%̂D<;? "̂D"<!

;̂D;";

!!

!̂#D$?

!!!

!̂!D#<

!!!

!̂!D$<

!!!

!

"D#??

" !

"D%%!

" !

"D;"K

" !

#D#;$

" !

#D%%%

" !

#D>K?

"

O130C,'a\*

E

*)

检验 无
X+

无
X+

无
X+

无
X+

无
X+

无
X+

有否随机效应!

X+

"

观测值
%#$ %#$ %#$ %#$ %#$ %#$

9@C

b

0*13B $D>K! $D>K# $D>K? $D;<K $D;<< $D;<<

""

注
!

%

!!!

:

*

$D$!

#

!!

:

*

$D$K

#

!

:

*

$D!

$

注
#

%关于其他解释变量的时间效应#我们也进行了考察#为了行文简洁没有在上表中列出#特做如

下总结%对于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而言#经济距离在
#$$!

年以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对于中国向美国的出

口而言#中国的行业
PZ\

作用减弱#而美国行业
PZ\

的作用增强&

#$$!

年以后#两国经济距离的阻碍减

弱$其他变量的时间效应不显著$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分行业)跨年度的面板数据#上述基准回归体现的是

解释变量
#$

年来的平均作用$然而根据表
#

的结果#相对劳动生产率与美国

出口的负相关性是逐年加强的$于此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模型的解释变量#

尤其是相对生产率对贸易的作用是否随时间而改变- 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M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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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一种反映时间效应的方法是引入年份的虚拟变量 !共
#$

年#故需要
!?

个年份虚拟变量"#并将它们与解释变量做交叉项$这种做法最为细致准确#

但会大幅度减少模型自由度#降低估计与检验的精度$因此#我们只选择了

两个阶段虚拟变量
8

!

和
8

#

#当年份在
!??;

*

#$$!

年之间时#

8

!

]!

#其他年

份时#

8

!

]$

&类似的#在
#$$#

*

#$$;

年期间#

8

#

]!

#其他年份时
8

#

]$

$

以上两个虚拟变量将
!?;?

*

#$$;

年分成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
!??;

年亚

洲金融危机之前#一个阶段是
#$$!

年中国 '入世(以后#还有一个阶段介于

二者之间$

表
K

的 !

"

"和 !

<

"列给出的是引入阶段变量后的实证结果#为了行文

的简洁#我们只列出了最重要的解释变量***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时间效应#

结果由交叉项的显著性反映&对于其他解释变量的时间效应#在该表的备注

中有所交代$

从结果来看#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有趣的

是%

!??;

年开始美中相对生产率对美国出口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影响#

#$$!

年

以后亦是如此$这与表
#

所给出的简单相关系数是一致的#说明即使我们控

制住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 '入世(以后#美国在其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对中国出口明显减少了$另一方面#中国相对于美国

的生产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正向影响则始终保持着#未发生显著变化$

七!稳健性检验

!一"反向因果关系

""

我们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贸易量与出口国
PZ\

之间的相互关系#

即上述回归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较高的行业产出会导致高出口#相反#

高出口也会刺激产出的提高#所以表
K

的基本实证结果可能因此而不准确$

为解决此问题#我们首先使用滞后
!

期和
"

期的行业
PZ\

来作为解释变

量#希望能够部分去除内生性的问题$表
<

的 !

!

")!

#

")!

%

")!

K

"列给出

了相应回归结果#与表
K

没有显著差别#特别是美中相对生产率对美国出口

的负影响依然存在#说明结果是比较稳健的$其次#我们采用
91344*)-@O-)B

线性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进行广义矩估计 !

PSS

"$结果如第 !

"

") !

<

"

列所示#可见美国对华出口在
!??;

年之后依然不符合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

而
#$$!

年以后比较优势原理在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同

样为了行文简洁#我们只列出与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关的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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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稳健性检验%反向因果关系#

#!

个行业#

!?;?

*

#$$;

年

解释变量
美国对中国出口 中国对美国出口

!

!

"

U+

!

#

"

U+

!

"

"

PSS

!

%

"

U+

!

K

"

U+

!

<

"

PSS

中国行业
PZ\ $D$$K

$D!#>

!!!

!

$D$?$

" !

$D$%!

"

美国行业
PZ\ $D$K%

$D!!!

!!

!

$D$??

" !

$D$K#

"

中国行业
PZ\

!

!̂

"

$D!;!

!

$D#?>

!!!

!

$D$?;

" !

$D$>"

"

美国行业
PZ\

!

!̂

"

$D!$< $̂D$;"

!

$D$?K

" !

$D$>$

"

中国行业
PZ\

!

"̂

"

$D"!"

!!!

$D!!#

!

$D!$%

" !

$D$;"

"

美国行业
PZ\

!

"̂

"

$D#;$

!!!

$D!$#

!

$D$?<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D#$( !"D")$ !"D"))

"D#+"

!!!

"D#*'

!!!

!"D"$$

"

出口国+进口国 !

$D$;<

" !

$D$;?

" !

$D!$"

" !

$D$<#

" !

$D$<?

" !

$D$%K

"

相对劳动生产率
c8

!

!"D#(&

!!!

!"D#''

!!!

!"D#$'

!!!

!"D"'& !"D""* "D"#"

!

$D$K"

" !

$D$K%

" !

$D$%$

" !

$D$"?

" !

$D$%"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c8

#

!"D#$&

!!

!"D#$*

!!

!"D#&#

!!

"D"#" "D")#

"D"%+

!!!

!

$D$K>

" !

$D$K;

" !

$D$K$

" !

$D$%#

" !

$D$%<

" !

$D$##

"

关税
$̂D"!%

!!!

$̂D!"<

$̂D!<#

!

<̂DK>>

!!

?̂D%"?

!!!

#̂D>K!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经济距离
;̂D"!"

!!!

?̂D!#"

!!!

K̂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

!D%#K

" !

$D>"$

"

资本密集度
$D%#!

!!!

$D"K#

!!

$D$$! $D$?> $D!";

$̂D!%!

!!

!

$D!%<

" !

$D!K"

" !

$D!"#

" !

$D!$K

" !

$D!#!

" !

$D$<#

"

常数项
>̂D#!>

!̂#D#>

!!

>̂D"$"

!

!̂!D";

!!!

!̂KD<K

!!!

<̂D"%;

!!!

!

%D>K;

" !

%D>>$

" !

%D#K;

" !

"D$?<

" !

"DKK;

" !

!D<;>

"

O130C,'a\*

E

*)

检验 无
X+

无
X+

* 无
X+

无
X+

*

观测值
%$$ "<$ ">; %$$ "<$ ">;

9@C

b

0*13B $D>K# $D>K?

*

$D;>% $D;<;

*

""

注%

PZ\

!

!̂

"表示滞后一年的行业
PZ\

#

PZ\

!

"̂

"表示滞后三年的
PZ\

$

!二"行业运输成本

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前文所使用的经济距离变量是国家水平而非行

业水平的#对模型的解释力造成一定影响$为解决该问题#我们借鉴
=*)C3)

*)BV(*)

E

!

#$$K

"的文章创建了一个行业水平的运输成本变量#以控制不同

行业的运输难度对双边贸易结构的影响$

在原有模型中引入 '运输成本(后#得到了表
>

第 !

!

") !

%

"列所示的

结果$运输成本对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对中国向美国出

口没有产生显著阻碍作用$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因为

运输成本的引入发生变化#特别是相对生产率及其与阶段变量的交叉项$这

再次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第
"

期 鞠建东等%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
;#!

""

!三"行业范围%剔除农产品和废金属产品

图
"

显示%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农产品占到了
!$L

*

#$L

左右的比

例#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耕地资源比中国丰富#因此可以用赫克歇

尔 俄林 !

=@N

"的要素禀赋理论来解释#李嘉图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在其中的

作用不大$另外#根据表
"

所列数据#我们得知废旧金属制品占美国对华出

口份额的前几位&可能的解释是作为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美国在废旧金属

上是 '禀赋(充裕的#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资源上是相对稀缺的$

这跟美国大量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 !即农产品"同理$

因此我们先后剔除了农产品和金属制品业#对美国对华出口重新做回归#

得到表
>

的 !

#

")!

"

"列所示的结果#各项自变量对美中出口的影响均保持

了原来的符号和显著性$

表
>

"

稳健性检验%行业运输成本和行业范围#

#!

个行业#

!?;?

*

#$$;

年

解释变量

美国对中国出口 中国对美国出口

!

!

"

U+

!

#

"

U+

!

"

"

U+

!

%

"

U+

全样本
剔除农产品

仅制造业

剔除农产品和

金属制品业
全样本

中国行业
PZ\

$D">K

!!!

$D";K

!!!

$D"<>

!!!

$D!>$

!!

!

$D!!!

" !

$D!!<

" !

$D!#$

" !

$D$;"

"

美国行业
PZ\ $D$K" $D$%! $D$!K $D!$K

!

$D$?K

" !

$D$?<

" !

$D$?;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D")# "D")+ "D"($

"D&'%

!!!

"

出口国+进口国 !

$D!$%

" !

$D!$<

" !

$D!$;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c8

!

!"D#$*

!!!

!"D#$$

!!

!"D#$#

!!

!"D"$#

!

$D$K#

" !

$D$K#

" !

$D$K"

" !

$D$"?

"

相对劳动生产率
c8

#

!"D#%%

!!!

!"D#))

!!

!"D#&'

!!

!"D"")

!

$D$K%

" !

$D$K<

" !

$D$K;

" !

$D$%$

"

关税
$̂D#>$

!!!

$̂D"!%

!!!

$̂D""!

!!!

!̂$D%!

!!!

!

$D$;?

" !

$D!$K

" !

$D!$>

" !

#D<%K

"

经济距离
!̂$D!$

!!!

?̂D%$>

!!!

?̂D"#?

!!!

?̂D<K>

!!!

!

!D;%!

" !

#D!K"

" !

#D#<%

" !

!D#?$

"

运输成本
!"D#)'

!!

!"D#$'

!

!"D#&+

!

"D#$%

!!

!

$D$>"

" !

$D$>K

" !

$D$>>

" !

$D$KK

"

资本密集度
$D"#"

!!

$D"!%

!!

$D"<"

!!

$̂D$#<

!

$D!K$

" !

$D!K#

" !

$D!K<

" !

$D!!!

"

常数项
!̂"DK<

!!!

!̂!D><

!!

!̂!D#;

!!

<̂D;>K

!!

!

%D%?<

" !

KD!?$

" !

KD%<K

" !

"D##!

"

O130C,'a\*

E

*)

检验 无
X+

无
X+

无
X+

无
X+

观测值
%#$ %$$ ";$ %#$

9@C

b

0*13B $D><! $D><! $D>K! $D;<;

!四"细分行业
I

%替代中国劳动生产率

在前文的分析中#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在更细分的产业层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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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将中美贸易粗略地划分成了
#!

个行业$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美国可能出口的是低技术行业中的高技术产品#而中国出口高技术行业

的低技术产品$换句话讲#不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是很大的#如果行业

划分过于粗略#便会错误地将技术含量差别很大的产品归入同一个行业#从

而损害了模型的准确性$因此#我们希望在更细致的行业划分上考察比较优

势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本节和下一节将采用两种不同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参考
9.(2(*)BU130)B

!

#$!$

"的研究#我们采用印度尼西亚的劳

动生产率代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重新进行回归$这是基于印度尼西亚与中国

在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而做出的一个折中$所需数据来自于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库 !

G8IZN

#

#$$;

版本"#该数据采用的是
%

位的国际

标准工业分类 !

IHI&

#第三版"&结合已有的其他数据#可以得到
!??;

*

#$$K

年
?>

个制造行业的贸易和产业数据$回归模型参照第五部分的基本模型和拓

展模型进行#但由于中国数据的限制#且从操作简便的角度考虑#我们省略

了一些解释变量#而通过行业固定效应和对异方差)序列相关的矫正来控制

其影响&简化后的基本模型如公式 !

!"

"所示$由于
!??;

*

#$$K

年的时间跨

度较短#我们只考虑了中国加入
MJN

这一事件对解释变量的影响#通过一

个哑变量及其与劳动生产率的交叉项来反映$

+V

0C

&

#

"

(

%

$

7

%

!

X\

0C

+

,)

&

#

"

7

%

#

2

,)

&

#

"

7

%

"

FI

&

#

"

7

I)231

&

#

"

7&

&

7'

&

#

"

%

!

!"

"

""

表
;

列出了相应的实证结果$其中#!

!

")!

#

"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回归#可见美中相对劳动生产率对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整体有负面影响#在中

国 '入世(以后表现得更为显著#与前文结果完全一致$在第 !

"

"列#我们

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

UPWH

"方法进行估计#以控制异方差带来的影响&

第 !

%

"和 !

K

"列采用面板相关标准差 !

\&H+

"进行估计#以控制异方差和

序列相关问题$以上方法均得到了稳健一致的结果$

表
;

"

稳健性检验%行业细分
I

""

被解释变量%美国对中国出口对数值#

IHI&

!第三版#仅制造业"#

!??;

*

#$$K

解释变量 !

!

"

U+

!

#

"

U+

!

"

"

UPWH

!

%

"

\&H+

!

K

"

\&H+

相对生产率%美+中
!"D##"

!

!"D""# "D#"+ "D"*+ "D"*+

!

$D$<$

" !

$D$<?

" !

$D$>K

" !

$D!<#

" !

$D!<#

"

相对生产率
cMJN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关税
$̂D#?#

!!!

$̂D!#$

!

$̂D!"%

!!

$̂D#%"

!

$̂D#%"

!

!

$D$K;

" !

$D$<"

" !

$D$<!

" !

$D!%%

" !

$D!%%

"

资本密集度
$D$$# $D!!> $̂D!!$ $D$#? $D$#?

!

$D!%<

" !

$D!%#

" !

$D$>%

" !

$D!K>

" !

$D!K>

"

MJN

!哑变量"

$D;!#

!!!

!DK!<

!!!

#D!#$

!!!

#D!#$

!!!

!

$D#"K

" !

$D"#"

" !

$D>K;

" !

$D>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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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

!

"

U+

!

#

"

U+

!

"

"

UPWH

!

%

"

\&H+

!

K

"

\&H+

常数项
!>D##

!!!

!KD?<

!!!

!<D!#

!!!

!<D$<

!!!

!<D$<

!!!

!

$D"<?

" !

$D%!K

" !

$D""!

" !

$D>K%

" !

$D>K%

"

O130C,'a\*

E

*)

检验 无
X+

无
X+

* * *

异方差与序列相关 * * 控制异方差 控制异方差 两者都控制

观测值
K?% K?% K?% K?% K?%

9@C

b

0*13B $D$K> $D!#?

*

$D$"" $D$""

""

注%阶段变量
MJN

表示
#$$!

年及以后的年份$

!五"细分行业
II

%显示性比较优势

另一种细分行业的方法是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 !

13Q3*43B,-.

:

*1*2(Q3*B@

Q*)2*

E

3

#

X&9

"替代相对劳动生产率$显示性比较优势衡量一国在特定行业

的专业化程度#反映的是该国在此行业的相对竞争力$根据
O*4*CC*

!

!?<K

"

的定义#显示性比较优势可以通过贸易数据直接计算#如公式 !

!%

"所示%

X&9

'

&

(

国家
'

在行业
&

的出口+行业
&

的世界出口总额
国家

'

的总出口+世界出口总额 %

!

!%

"

""

我们可以使用两国相对
X&9

来重新考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是否符合其贸

易模式所显示出的比较优势$与前文类似#美中相对
X&9

的定义为

XX&9

0C

+

,)

&

#

"

(

X&9

0C

#

&

#

"

+

X&9

,)

#

&

#

"

%

!

!K

"

""

为了尽可能细分行业并使数据之间互相匹配#我们按照标准产业分类

!

HI&

#包含
%$$

多个门类"作为行业划分标准$附表
I@&

列出了按照上述方法

计算的美国)中国以及美中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在
#$$;

的数据&由于篇幅所

限#仅列出了美中
XX&9

最大的
"$

个产业$

本节的回归模型与公式 !

!"

"类似#但对数化的 '美中相对生产率(由

'美中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代替$去除极端值的影响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

结果如表
?

的 !

!

")!

#

"列所示#可见入世以后的美国对华出口的反比较优

势现象依然存在$同样为控制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我们采用
UPWH

和

\&H+

的方法进行回归#结果汇总于表
?

的 !

"

"* !

K

"列%在其他解释变量

符号符合预期且显著的前提下#近二十年来美中
XX&9

整体对美国出口起到

显著的负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即使细分行业后#实证结果同样支持美国

对华出口 '反比较优势(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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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稳健性检验%行业细分
II

""

被解释变量%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对数值#

HI&%

#仅制造业#

!??#

*

#$$;

年

解释变量 !

!

"

U+

!

#

"

U+

!

"

"

UPWH

!

%

"

UPWH

!

K

"

\&H+

XX&9 !"D"""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XX&9c8

!

"D""#

!!!

"D"") "D""'

!

$D$$$

" !

$D$$"

" !

$D$$%

"

XX&9c8

#

!"D"""

!!!

!"D""" !"D""(

!

"D"""

" !

$D$$%

" !

$D$$>

"

关税
$̂D<%$

!!!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资本密集度
$D#K>

!!!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

$D$K"

"

常数项
;D?"!

!!!

;D?#?

!!!

;D?$<

!!!

;D###

!!!

;D"<!

!!!

!

$D#$<

" !

$D#$%

" !

$D#$%

" !

$D!";

" !

$D#<K

"

O130C,'a\*

E

*)

检验 无
X+

无
X+

* * *

异方差与序列相关 * * * 控制异方差 两者都控制

观测值
!??? !??? !??! !??! !??!

9@C

b

0*13B $D!%< $D!<$ $D!K"

*

$D""?

八!总
""

结

在
#$$!

年中国加入
MJN

以后#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已成为两

国间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当数量的文献将这一失衡问题解读为 '中国

对美国出口太多(#并提出人民币升值等抑制中国出口的政策建议$这样的论

述难免片面并脱离实际$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带来中国贸易失衡的显

著改善 !李宏彬等#

#$!!

"$本文则从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出发#提出一个新的

视角%中美贸易失衡#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 '美国对中国出口太少($

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分析#我们证实了两国贸易中确实存在一个 '反

比较优势之谜(#即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相对较少&

在美国比较优势越大的行业#对中国出口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越少$这在

中国
#$$!

年加入
MJN

以后变得更为显著#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同步

发生$该数据模式与标准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并不相符#值得认真

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这一违背比较优势的现象#本文将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出

口结构进行了对比#用数据说明了中国在美国出口中的特殊性$随后#本文

基于
+*2-)*)BF-120.

!

#$$#

"建立了一个多部门双边贸易理论模型#并利

用
!?;?

*

#$$;

年中美
#!

个行业的贸易数据#利用计量方法对 '反比较优势

之谜(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各行业的生产能力)运输成本)关

税和要素密集度等因素后#美国对华出口的 '反比较优势之谜(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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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的稳健型检验中仍然成立$

基于数据和实证结果#本文认为#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美国并没有大量对中国出口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现象#则需要更进一步地对两国经济结构和政治博弈进行分析$首先#中

国在全球加工贸易产业链中的特殊位置#可能造成中国向东亚国家而不是美

国直接大量进口较高技术产品或中间品$其次#

O31

E

31!"#$%

!

#$!$

"通过对

美国中情局在外国活动的信息#证实了美国对部分国家的贸易#由于政治的

原因#并不遵从比较优势原理$同样#政治或者政策上的因素也可能解释美

国对中国出口的反比较优势的特点$当然#证实这一点需要大量数据#本文

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此$但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政策对解决美中贸易的失衡

确实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据报道#美国政府也正在考虑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

出口限制$

?再次#中国对 '自主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产业政策#也可能是

造成 '反比较优势(的原因之一$

? 参见财经网
#$!!

年
<

月
#>

日报道'骆家辉%望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

总而言之#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

#$$;

年占美国全部出口的

份额仅为
K7KL

#尚存很大提高余地$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高科技

产品的出口#对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

附录
I

附表
I@9

"

本文行业划分对
#

字节海关分类码!

=H#

"对照表

=H# =H#

行业名称
#!

个行业分类

!

活动物 农业等初级产品

#

肉及食用杂碎 农业等初级产品

"

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农业等初级产品

%

乳&蛋&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农业等初级产品

K

其他动物产品 农业等初级产品

<

活植物&茎)根&插花)簇叶 农业等初级产品

>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农业等初级产品

;

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 农业等初级产品

?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 农业等初级产品

!$

谷物 农业等初级产品

!!

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等&面筋 农业等初级产品

!#

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 农业等初级产品

!"

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农业等初级产品

!%

编结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品 农业等初级产品

!K

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 农业等初级产品

!<

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食品)烟草等产品

!>

糖及糖食 食品)烟草等产品

!;

可可及可可制品 食品)烟草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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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 =H#

行业名称
#!

个行业分类

!?

谷物粉)淀粉等或乳的制品&糕饼 食品)烟草等产品

#$

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食品)烟草等产品

#!

杂项食品 食品)烟草等产品

##

饮料)酒及醋 食品)烟草等产品

#"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饲料 食品)烟草等产品

#%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食品)烟草等产品

#K

盐&硫磺&土及石料&石灰及水泥等 非金属矿原料

#<

矿砂)矿渣及矿灰 非金属矿原料

#>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 矿物燃料!煤)石油"

#;

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等的化合物 化学工业及产品

#?

有机化学品 化学工业及产品

"$

药品 医药制品

"!

肥料 化学工业及产品

"#

鞣料&着色料&涂料&油灰&墨水等 染料)印刷

""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制品#化妆盥洗品 化学工业及产品

"%

洗涤剂)润滑剂)人造蜡)塑型膏等 化学工业及产品

"K

蛋白类物质&改性淀粉&胶&酶 化学工业及产品

"<

炸药&烟火&引火品&易燃材料制品 化学工业及产品

">

照相及电影用品 化学工业及产品

";

杂项化学产品 化学工业及产品

"?

塑料及其制品 塑料)橡胶

%$

橡胶及其制品 塑料)橡胶

%!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皮革)羽绒制品

%#

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线制品 皮革)羽绒制品

%"

毛皮)人造毛皮及其制品 皮革)羽绒制品

%%

木及木制品&木炭 木制品

%K

软木及软木制品 木制品

%<

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木制品

%>

木浆等纤维状纤维素浆&废纸及纸板 造纸工业

%;

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 造纸工业

%?

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图纸 造纸工业

K$

蚕丝 纺织原料

K!

羊毛等动物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 纺织原料

K#

棉花 纺织原料

K"

其他植物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 纺织原料

K%

化学纤维长丝 纺织原料

KK

化学纤维短纤 纺织原料

K<

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线绳制品等 纺织制品

K>

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 纺织制品

K;

特种机织物&簇绒织物&刺绣品等 纺织制品

K?

特种机织物&簇绒织物&刺绣品等 纺织制品

<$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纺织制品

<!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纺织制品

<#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纺织制品

<"

其他纺织制品&成套物品&旧纺织品 纺织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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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 =H#

行业名称
#!

个行业分类

<%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皮革)羽绒制品

<K

帽类及其零件 皮革)羽绒制品

<<

伞)手杖)鞭子)马鞭及其零件 皮革)羽绒制品

<>

加工羽毛及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皮革)羽绒制品

<;

矿物材料的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

陶瓷产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

玻璃及其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

钢铁 金属制品

>"

钢铁制品 金属制品

>%

铜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K

镍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

铝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

铅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

锌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

锡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

其他贱金属)金属陶瓷及其制品 金属制品

;#

贱金属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 金属制品

;"

贱金属杂项制品 金属制品

;%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机械制品

;K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电气设备

;<

铁道车辆&轨道装置&信号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

;>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交通运输设备

;;

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交通运输设备

;?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交通运输设备

?$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医疗)光学仪器

?!

钟表及其零件 医疗)光学仪器

?#

乐器及其零件)附件 医疗)光学仪器

?%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家具制造

?K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杂项制品

?<

杂项制品 杂项制品

?>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杂项制品

附表
I@O

"

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武器 生化武器)核武器及主要武器系统

材料和材料加工 贫铀!

G#"K

"相关材料

受到相关管制的用于开发材料的软件和技术等

超过一定标准的用于材料加工的仪器以及相关数字控制仪器等

电子产品设计及生产 数字示波器#采用数模转换的瞬态记录设备&

V

射线闪光设备

超过一定标准的技术

计算机 受峰值性能管制的计算机&可视源代码的软件和操作系统&

通信技术 极端条件下使用的通信设备&相关软件和技术

传感器和激光器 受管制类型的激光器&相关的光学传感器

导航和航空电子 航空导航和目标发现仪器&航空通讯装置&相关生产设备和软件

海事产品 相关水下装置和系统&用于生产相关产品的装置和软件

空间产品 推进系统#燃气涡轮发动机&用于生产相关产品的装置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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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

"

美中相对显示性比较优!

X&9

"最大的
"$

个行业

HI&

码 行业名称 美国
X&9

中国
X&9

美中相对
X&9

#$;> U4*Q-1()

E

3̀21*,2C*)B[4*Q-1()

E

C

5

10

:

C #D;K! $D$$$ %>$$$$$$

!$"! W3*B*)BR(),-13C !D;#$ $D$$$ %%?"%!!

#$## &'33C3

#

)*201*4*)B

:

1-,3CC3B $D"?> $D$$$ %#>#

$#># =-1C3C

#

.043C

#

*CC3C*)BT011-C

#

4(Q3 #D$<; $D$$! !%K#

!$!! I1-)-13C $D#"% $D$$! #$K

$!!! M'3*2 #D>KK $D$#K !!!

#;"< O(-4-

E

(,*4

:

1-B0,2C "D"#? $D$"K ?<D";

$!!K &-1) >D#$? $D$?; >"D!?

!$#! &-

::

31-13C $DK#K $D$$? K>D!<

$!"! &-22-)*)B,-22-)C33B <D#!; $D!"K %<D#$

#%K! J1*(431C*)BC3.(@21*(431C[-1'-0C()

E

-1,*.

:

()

E

KDK!> $D#$> #<D<?

#>#! \31(-B(,*4C #DKK$ $D!#< #$D!?

!$?? S32*44(,-13C $D#"" $D$!# !?D##

$!!< H-

5

T3*)C KD;>? $D"<" !<D#!

#<!! \04

:

.(44

:

1-B0,2C !D;>? $D!"K !"D;>

#?K! \*Q()

E

.(̀2013C*)BT4-,YC !D<%; $D!>? ?D##

#;"% \'*1.*,302(,*4

:

13

:

*1*2(-)C !D$"! $D!"% >D>!

#%#? H2*Q3C*)B'--

:

C

&

2(

E

'2T*1134'3*BC-[C-[2_--B !D;;" $D#>% <D;;

#$>? H'-123)()

E

#

2*T43-(4

#

.*1

E

*1()3*)B-2'313B(T43 $DK<" $D$;? <D"<

#$#! &13*.31

5

T02231 $DK>" $D!$" KDK%

#;"K \13

:

*13BB(*

E

)-C2(,C0TC2*),3C "D#$$ $DK;! KDK!

#$%K \13

:

*13B[4-01.(̀3C*)BB-0

E

' !D>;< $D"K" KD$<

#$?K X-*C23B,-[[33 $D>"; $D!K% %D;

#$;K Z(C2(443B

#

13,2([(3B

#

*)BT43)B3B4(

b

0-1C $D>"K $D!K% %D>>

#<"! M32.*,'()3T-*1B !D$$$ $D#!" %D<?

$!># P1*

:

3C !D#<! $D#?! %D""

#?!! \321-430.13[()31

5:

1-B0,2C !D;K" $D%%$ %D#!

#?K# 9C

:

'*42[342C*)B,-*2()

E

C !D><> $D%%? "D?"

#;!" I)B0C21(*4

E

*C3C #D"#> $D<$$ "D;;

$#!% H'33

:

*)B

E

-*2C $D!#? $D$"K "D>%

附录
II

9D

经济距离的构建方法

本文将 '经济距离(!

+Z

"定义为中美两国整体运输能力的相反数$

整体运输能力的计算方法为中国和美国物品运输和信息传输能力的几何平均值$关于

物品运输#我们考虑了三种运输方式***空运)铁路运输和水上运输&关于信息传输#我

们用电话装机数和互联网注册用户数量来代表$

+Z

具体数据的计算方法遵循如下步骤%

"

对两国各种运输方式的承载量取对数 !所

谓承载量#指的是注册的国际航班的数量#铁路的总长度#集装箱运输线路的数量#注册

的电话者数量和互联网使用者数量"$

#

计算上述
!$

个 !两个国家各有五种运输方式"对

数值的几何平均值#作为整体运输能力的衡量指标$

$

对整体运输能力指标取对数#作为

经济距离的具体数据$所有数据全部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即世界发展指数 !

MZ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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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历年经济距离数据如附表
II@9

所示$

附表
II@9

"

中美两国经济距离数据%

!?;?

*

#$$;

年

d3*1 +Z d3*1 +Z

!?;? !̂"D%! !??? !̂%D;%

!??$ !̂"DK! #$$$ !̂KD$#

!??! !̂"D<# #$$! !̂KD!#

!??# !̂"D>? #$$# !̂KD#K

!??" !̂"D?% #$$" !̂KD">

!??% !̂%D!" #$$% !̂KDK!

!??K !̂%D#" #$$K !̂KDK>

!??< !̂%D"; #$$< !̂KD<%

!??> !̂%DK% #$$> !̂KD>!

!??; !̂%D<< #$$; !̂KD>>

""

O%

行业运输成本的构建方法

根据
=*)C3)*)BV(*)

E

!

#$$K

"的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行业水平的运输成本变量$

具体做法是%首先#计算美国各行业进口产品的运费率 !定义为从其他任一国家运输货物

到美国的 '保险金加上运费除以进口额("&其次#用运费率对出口国与美国间地理距离的

对数值做回归#并允许系数随着不同行业进行改变&再次#将解释变量的中位数代回回归

方程中#得到随时间)行业而变的运费率的估计值#作为某年某行业的运输成本#以反映

该行业产品的运输难度$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中国数据可能性的限制#我们假设中美两国在同一行业的运输

成本相等$这是合理的#因为运输成本反映的是不同行业产品的异质性#不因进口国家而

改变$

附录
III

"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回顾

从可以查证的资料来看#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出口限制政策可以追溯到 '冷

战(时期$

!?%;

年起#美国号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 !

&N&NS

#简称

'巴统("#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禁运$

!?K#

年#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巴统特别建

立 '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施比苏联和东欧更为严厉的禁运政策&中国的禁运清单比起

国际通用的禁运清单要多出
K$$

多个项目$其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美外交关系

的递进#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逐渐减弱#其他发达国家与中国贸易状况也得到了改

善$然而在
!?;?

年#美国又一次中止了与中国军事项目的合作#其他巴统成员国也相继

取消了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放松$

巴统解散不久#

!??K

年美国根据出口产品种类及其技术含量#设立了出口优先级政

策#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分成八大类$中国同新加坡和印度一起处在第六类#即 '局外人(

!

-02C(B31C

"#位于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所属的 '同志类(!

,-.1*B3C

"之

下#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和利比亚所处的 '值得关注者( !

2'3C2*23-[,-),31)

"之上$

!??<

年#美国协同其他
"#

个西方国家共同签署 '瓦森纳协议( !

M*CC3)**19

E

133.3)2

"#

决定自
!??<

年
!!

月
!

日起执行新的出口管制清单和信息交换机制#中国仍然位列被管制

国家之列$瓦森纳协议包括两份管制清单%一是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清单#二是军事清

单$前者涉及核材料)电子)航天器等
!$

大类#后者涵盖军械弹药)武器系统)软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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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
#$

多类$

近几年来#美国商务部频繁调整对华出口限制政策#并在更多的行业施加限制#多数

限制直接针对高技术产品出口$

!$根据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于
#$$>

年
<

月
!?

日发布的

'对华的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进口证书的修订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用户报表要求(

!!

#有
?

个类别的产品被认为是 '可能增强中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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