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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魏尚进'陈波'田巍非常有益的建议$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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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资助$感谢主编和两位审稿人的有益建议$此外#感谢张煦和张昊同学出色的助研工
作$当然#文责自负$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
***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

余淼杰!

摘
"

要
"

本文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不断深化的进口关税减免对
我国企业生产率提升有何影响#二是企业参与加工贸易能否有助于
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减免强化了
企业间在本土市场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企
业参与加工贸易能得到额外的贸易所得#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
长$通过采用

$"""

*

$""D

年间我国外贸产品的海关数据和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生产方面的大型微观数据#本文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
关税税率#并精确计算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关税下降
!"Z

#企业生产率会上升大约
GZ

*

DZ

$更重要的是#在
考虑企业间由所有权造成的差异性后#发现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
加工贸易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

""

关键词
"

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一!引
""

言
本文主要研究加工贸易和关税减免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尽管有一

些文献探讨过关税减免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但研究加工贸易行为对企业生
产率影响的文献却较为稀少$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墨西哥和越南#加工贸易是一种十
分常见的贸易形式$加工贸易行为是指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

在本国加工之后再予以出口#赚取其中的附加价值$为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一国政府往往会对作为原料的中间品减免关税$关税优惠加强了进口竞争#

并使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上升$加工贸易还能引发国际上的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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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企业的学习效应#这种学习效应能使从业企业获得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速度$更重要的是#加工贸易行为有助于企业提升其产成品质量!

F*4

;

31)!"

#$7

#

$"!"

"$此外#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往往也能决定企业是否能得到溢出效
应的帮助$具体而言#外资企业!

Ui+=

"更易享受到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

并有较高的生产率#而国有企业!

Hh+=

"则由于效率相对低下#生产率也
较低$

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现已取代德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事实上#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给中国的出口增长提供
了巨大的推动力#加工贸易出口额自

!XXC

年起占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
C"Z

以
上$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XX$

年的
$"Z

迅速增长
到了

$""D

年的
D"Z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在
!XX#

年一度攀升至
W:@

总额的
DZ

#并于随后稳定在
GZ

左右!

8*0

B

'2-)

#

$""D

"$此外#自
$""!

年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EVh

"以来#中国根据承诺将关税税率从
$""!

年的
!NICGZ

降
低到了

$""D

年的
NIN%Z

$

本文通过运用高度细化的外贸产品海关数据库和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生
产数据库的大型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加工贸易企业在自由贸易中能
够提高生产率$同时#本文还分析了由于企业所有权不同造成的增长率差异$

据笔者所知#本文或许是第一篇运用中国几个大型微观数据库分析中国的生
产率和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文章#在此之前#虽有大量文献阐明关税降低会通
过加强进口竞争提高生产率!如

V

5

A-02

#

$"""

&

J1*Q<-1Q*)QR*O13),3

#

$""G

&

T-Q1(P

#

$""D

"#但却少有研究探讨加工贸易是否会有助于企业提高生
产率$

首先#本文使用改进版的
h443

5

M@*P3=

!

!XXD

"法!下文简称
h@

法"来
度量企业的生产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须使用

h443

5

M@*P3=

!

!XXD

"法才能
准确计算#而为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扩
展#以控制由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hRH

"估计所带来的联立性偏差和选
择性偏差$

其次#本文将中国的加工贸易划分为几种具体类别#包括来料加工和进
料加工等$对属于每一个特定类别的加工企业#本文都仔细研究了关税下降
和相应类别的自身特点对企业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
企业在加工贸易中所得利益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紧密相关$外资企业有较高
的生产率#而国有企业则生产率较低$有趣的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比其他外资企业的生产率要低$

再次#由于我国的宏观数据可信度常常遭受怀疑#本文在分析时采信了
最为细化的微观数据$事实上#中国的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加总常有出入#

F-4[

!

$""#

"就曾强调使用中国宏观统计数据所可能带来的误差$因此#用
宏观工业数据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往往比较混乱#并有所争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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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宏观工业数据就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应该十分低甚至是负的#这显然与直觉相悖$为避免使用宏观数据可能带来
的统计误差#本文使用企业水平上的生产数据进行回归#并先根据企业的资
产'劳动力'原料及中间投入品等信息#计算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
要的是#根据企业生产数据中的出口值信息#本文构造出企业面临的关税指
数#用以精确估计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这较使用行业水平的关税税率
的过往研究更为可信$

最后#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生产率和进口关税之间可能存在的反
向因果关系$控制了这些内生变量的影响之后#回归依然表明关税的下降会
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此外#由于存在溢出效应等原因#加工贸易企业比
非加工贸易企业有更显著的生产率增长$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生产率和贸易自由化关系研究的文献$在计算生产
率时#一些文献如

V13<431

!

$""#

"侧重于劳动生产率#而更多的研究则关注
全要素生产率$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使用产业水平数据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

包括
V

5

A-02!"#$7

!

!XX!

"'

R3?()=-')

!

!XXG

"'

F*11(=-)

!

!XX#

"以及
F3*Q

*)QT(3=

!

!XXX

"的研究俱是如此$而近期的研究则较多地立足于企业数据#

例如
@*?,)(P

!

$""$

"以及
L.(2(*)Qb-)()

B

=

!

$""%

"的研究$比这些研究更
进一步的是#本文的分析不仅运用了企业层面的微观生产数据#还用了产品
层面的数据来进一步探究贸易自由化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均已有许多文献
讨论了生产率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达国家的成果包括

J31)*1Q!"

#$7

!

$""D

"对美国'

V13<431

!

$""#

"对加拿大所做的讨论$但更多的研究则
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例如

J0=2-=

!

$""X

"对阿根廷'

H,'-41

!

$""#

"对巴西'

V

5

A-02!"#$7

!

!XX!

"和
@*?,)(P

!

$""$

"对智利'余淼杰!

$"!"

"对中国'

F*11(=-)

!

!XX#

"对科特迪瓦'

b1(=')**)QS(21*

!

!XXN

"和
V-

;

*4-?**)Q

b'*)Q34O*4

!

$"!"

"对印度'

L.(2(*)Qb-)()

B

=

!

$""%

"对印度尼西亚'

:3R-3,P31

!

$""%

"对斯洛文尼亚'

i=,*)

!

$""N

"对墨西哥以及
R3?()=-')

!

!XXG

"对土耳其所做的讨论$

!

! 一些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例如
6*)J(3=3A1-3,P

!

$""C

"'

:3R-3,P31

!

$""%

"以及
@*1P!"#$7

!

$"!"

"的工
作#也探讨了生产率提升和出口增长的关系$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对而言较少有研究探讨中国
企业绩效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93<<31=-)!"#$7

!

!XXD

"较早'较为系统地探
讨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而

b--

;

.*)!"#$7

!

$""N

"则通过修正
F0..34=

!"#$7

!

$""!

"提出的(垂直分工)概念#以及重制投入产出表'对国内的附
加值产品估值#来考查(中国制造)的产品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

R0

!"#$7

!

$"!"

"还发现在华的外国企业子公司中#从事出口贸易企业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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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低于不从事出口贸易企业的生产率$

J1*)Q2!"#$7

!

$""X

"近期的一项研究
则表明#在

!XXN

*

$""D

年间#中国是世界上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这项研究使用了和本文相同的企业微观生产数据$

$然而迄今为止#鲜有
研究工作通过运用企业数据#来系统性地探讨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加工贸易"

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本文力图填补这项空白$

本文也丰富了我们对生产率增长源的认识$如
L.(2(*)Qb-)()

B

=

!

$""%

"

指出的#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竞争效应#当贸易壁
垒较低时#迫于更激烈的进口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缩减自己的利润和市场
份额#同时必须竭力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以期在市场中继续存活!

F34

;

.*)*)Q

b10

B

.*)

#

!XNC

"$二是溢出效应#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更可能获得国际技术
的外溢#具体方式包括获得外国直接投资!

b34431*)Q]3*

;

43

#

$""X

"'为产
品加工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或者通过出口的学习效应获益!

:3R-3,P31

#

$""%

"$三是再分配效应#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再分配#企业能够显著
地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F=(3'*)Qb43)-O

!

$""X

"即认为如果资产和劳动力要素
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分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获得

$CZ

的一次性增长$但
该研究仅立足于企业间的资源分配#对企业内部生产率提升少有涉及$本文主
要研究了前两种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再分配效应的作用则留待后续研究$

与之前所有工作类似#由于难以得到衡量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数据#本文
在分析中并未计算它们的影响$但是#由于本文无意探讨贸易自由化的完整
效应#所以这一局限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此外#本文也无意具体探索加工
贸易和关税的下降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各种渠道$

G在本文中我们想首先研究%加
工贸易#作为贸易自由化在中国催生的新元素#是否能协同关税减少影响企业
生产率$而如果有#作用又有多大$回答这两个问题方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 此外#

U33)=21*!"#$7

!

$"!!

"认为中国企业的信贷约束和生产率共同影响其出口额$而
U31)*)Q3=*)Q

V*)

B

!

$"!"

"还探讨了中国的纯装配企业和进口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及控制权问题$

G 我们正在进行的另一个课题则通过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研究这个问题$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计量经济方法&第三部分为数据描述&第
四部分汇报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小结$

二!计量回归方法
本部分主要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法#并据此展开我国贸易自由化对

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相关文献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通常使用

&-AAM:-0

B

4*=

生产函数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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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技术进步的作用$

#本文与
L.(2(*)Qb-)()

B

=

!

$""%

"一致#采用下式刻画
企业技术进步%

N

'"

_/

'"

!

)

'"

"

-

!

+

'"

I

!

>

'"

@

!

$

'"

# !

!

"

其中
N

'"

'

-

'"

'

I

'"

'

@

'"

分别是企业
'

在第
"

年的产出'中间投入品'资本和
劳动力$企业

'

在第
"

年的生产率
/

'"

取决于同期关税
)

'"

$

C现对!

!

"式做对数
变换%

4)N

'"

_

!

"

a

!

+

4)-

'"

a

!

>

4)I

'"

a

!

$

4)@

'"

a%

'"

# !

$

"

通常#全要素生产率就可通过估计真实产出和拟合值
4)

g

N

'"

之间的索洛残差来
获得%

VU@

'"

_

4)N

'"

e

4)

g

N

'"

%

!

G

"

""

但该方法受到联立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这两个问题的困扰$

S*1=,'*P

*)QL)Q13O=

!

!X##

"最早指出#企业至少能够预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部分变
化#并据此优化要素投入以使利润最大化$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的要
素投入有内生的反向作用$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将会错误地估计企业的利润
最大化决策$此外#企业的动态行为还会引入选择性偏差$在国际竞争中#

那些生产率低下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生产率高的企业则得以继续存活
!

b10

B

.*)

#

!X%X

&

S34(2[

#

$""G

"$在一组面板数据中#被观测到的都是幸存
下来的企业#生产率较低并退出市场的企业则被遗漏$这意味着统计回归中
的样本并不是通过随机选择产生的#并会因此造成估计偏差$

h443

5

*)Q@*P3=

!

!XXD

"给出了一种可以处理这些联立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
的计量方法$此后#包括

:3R-3,P31

!

$""%

"'

L.(2(*)Qb-)()

B

=

!

$""%

"'

b34M

431*)Q]3*

;

43

!

$""X

"在内的学者#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和
改进$本文则将采用扩展的

h443

5

M@*P3=

方法来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D

#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超对数生产函数#这种方法与
&-AAM:-0

B

4*=

生产函数有相似的估计结果$

C 目前学界通常认为关税的变化会影响同期生产率!如见
L.(2(*)Qb-)()

B

=

#

$""%

"$但如匿名审稿人所指
出的#现实中关税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可能有一段时滞$采用滞后一期!或更多期"的关税来考察其对生产率
的影响并不会改变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节省篇幅#正文中没有汇报#但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要$

D 另外一个比较准确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运用系统
WSS

方法!

J40)Q344*)QJ-)Q

#

!XXN

"$该
方法假设劳动力也会与生产率冲击相互关联!

L,P31A31

B

!"#$7

#

$""D

"#所以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中着重
考虑了劳动力的动态变化$估计关税及运用系统

WSS

法所得生产率结果相似$限于篇幅#结果不在正
文中汇报$

% 为了精确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上应该根据具体产品的价格计算(实物生产率)!

U-=231!"#$7

#

$""C

"$但和其他许多研究一样#我们难以得到每个企业所有产品的价格$因此#作为折中#本文将使用
产业层面的价格来平减企业的产出$

首先#本文使用了工业水平上的平减价格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关于生
产函数的测算#

U34(

;

3

等!

$""#

"曾强调应以货币变量的形式来度量产出所
可能产生的估计误差#这种方式实际上只是对会计恒等式的估计$

%其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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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加入
EVh

会给企业带来一正向需求冲击#从而得以使企业扩大生产
规模#这也会反过来加大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的联立性偏差$所以#本文在
计算时将中国

$""!

年加入
EVh

这一事件纳入考虑$再次#为在计算全要素
生产率中体现企业的进出口行为的作用#本文构建了两个虚拟变量#其中一
个为出口变量#另一个为进口变量$这样#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我们就能够
进一步地体现企业的外贸行为对生产率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一家企业即
使同时有进口和出口业务也不一定是加工贸易企业$

N所以#需要强调的是#

在下一步研究加工贸易对生产率的回归中#我们是用海关数据来直接判断企
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产品层面海关数据有一个变量专门汇报企业进出口的
产品是属于一般贸易还是来料加工贸易$

!二"回归模型
在这一部分#我们建立的实证回归框架如下%

VU@

h@

'"

_$

"

a$

!

)

'"

a$

$

@+

'"

a!

!

'"

a 'a

,

"

a

.

'"

# !

#

"

其中#

VU@

h@

'"

是用
h443

5

M@*P3=

法回归的企业
'

在第
"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而
)

'"

则代表企业
'

在第
"

年的基于产品数上的加权关税X

#

@+

'"

是标示企业
'

在第
"

年是否进行加工贸易的虚拟变量$

!"另外#

$

!

衡量了企业之间的进口竞争效应#

因此应该是负值#

$

$

则衡量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时可能获取的收益$

!

'"

代表
企业

'

在第
"

年的其他控制变量#例如企业利润值'产业利润值'赫芬达尔市
场集中度指数'资产利用状况和所有权类型$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
效率相对较低#因而生产率也较低$比较而言#由于拥有国际技术溢出的助
益!

b34431*)Q]3*

;

43

#

$""X

"#或是面临更宽松的融资约束!

U33)=21*!"

#$7

#

$"!!

"#外资企业通常有较高的生产率$因此#本文特地构造了国有企
业和外资企业两个虚拟变量来标示企业的所有权属性$

N 如批发企业也同时开展进口和出口业务#但却不从事任何加工作业$本文现已在企业数据库中剔除掉
这类批发企业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误差$感谢匿名审稿人在这里提出的有益建议$

X 本文稍后将仔细介绍如何进行加权$

!" 加工贸易可细分为来料加工等
!D

个种类#如企业从事任一类加工贸易#则虚拟变量取
!

$

进一步的#对于那些市场比较分散'垄断力量较弱'不易获取高额利润
的产业部门#处于其中的企业必须竭力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从而得以存活$

为了证明在那些最初比较分散的产业中#关税下降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并非
只是由于缺少控制市场结构而造成的#本文还引入了以下三个有一年滞后的
控制变量#以期将不同变量对生产率的作用识示出来%一是企业的成本加成
!

.*1P0

;

"#遵循
8(,P344

!

!XXD

"以及
b34431*)Q]3*

;

43

!

$""X

"的方法#它
定义为公司销售额除以销售额及利润的差&二是定义在统一编码

$

位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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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成本加成&三是赫芬达尔集中度指数#它定义为在统一编码
$

位码上的
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最后#企业的不同要素禀赋可能会影响到其生产
率的实现情况#在回归估计中我们也加入企业的资本利用情况#这一指标通
常是被定义为资本劳动力比的对数$

当然#除此之外#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会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
影响$限于数据#我们不可能构建经济变量加以一一控制$但是#这些可能
的影响因素可以归入回归的误差项$如

E--4Q1(Q

B

3

!

$""$

"所述#在计量上
我们则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加以控制%将模型的误差项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每
个企业自身的固定效应

'

#用以控制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譬如企业的
所在地&二是随年份变化的固定效应

,

"

#用以控制一些不随企业变化的因素#

譬如人民币的升值&三是特异性效应
.

'

\

"

#其服从于正态分布
.

'

\

"

"

L

!

"

#

0

$

'

\

"#

用以控制其他尚留的因素$

三!数
""

据
为更充分地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以下三组

最细化的大型微观面板数据%海关总署提供的各企业每一笔外贸产品数据'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及世界银行提供的
D

位码的我国进口关税数据$

!一"企业水平的生产数据
计算企业生产率所用到的企业层面数据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企业

的年度调查$本文采用的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

*

$""D

年!!

#企业总数从
$"""

年的
!D$NNC

家上升到
$""D

年的
G"!XD!

家$我国制造业中的全部国有企业'年
销售额在

C""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被收集进这个数据库!$

#变量则包括
三大会计报表!即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转表"上的一百多个财务变量
信息$

!! 由于企业微观数据所限#我们无法调查更长的时间跨度$但样本期间显示出来的关税在不断下降及
企业生产率上升这两大特点#在样本考察期之前更长的时间也是符合我国事实的%我国非加权关税自
!XX$

年的
#$Z

左右一直下降到
$"""

年的
!CZ

左右!见海关历年数据&或余淼杰#

$""X

"而制造业行业生
产率在整个

$"

世纪
X"

年代也是上升的!有关宏观数据方面的论文见郑京海等#

$""X

&吴延瑞#

$""X

"$作
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这一点$

!$ 事实上#每年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工业部门的整体数据就是编制自这一数
据库的$

!G 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并没有建立正规的会计系统#其会计报表往往以(元)为单位#而规范的要求是以
(千元)为单位$

这一数据库内容之丰富不言自明$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企业提供的信
息可能不够准确#从而使其中一些样本可能存在误导性$

!G与谢千里等!

$""N

"

的研究类似#本文将使用如下标准去除异常样本%首先#重要财务指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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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和工业总产值"有遗漏的样本被剔除&

其次#雇员人数在
!"

人以下的企业样本也被剔除$

!#还有#如同
&*(*)QR(0

!

$""X

"'

U33)=21*!"#$7

!

$"!!

"的研究一样#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
!

WLL@

"#本文还剔除了发生以下情况的企业样本%!

!

"流动资产超过固定资
产的企业&!

$

"总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的企业&!

G

"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
的企业&!

#

"没有识别编号的企业&!

C

"成立时间无效的企业!例如成立时间
在十二月之后或在一月之前"$

!#

R3?()=-')*)Q@321()

!

$""G

"在其研究中考查了所有工人数目在
!"

个以上的智利企业#本文遵循了此
项标准$

!C 加工贸易的其余分类主要还有%境外援助!编码%

!$

"'补偿贸易!编码%

!G

"'商品寄销代销!编码%

!D

"'

货物租赁!编码%

!%

"'边境小额贸易!编码%

!X

"'工程承包!编码%

$"

"'外发加工!编码%

$$

"'易货贸易!编
码%

G"

"'保税仓库进出口贸易!编码%

GG

"'保税区转口贸易!编码%

G#

"等$

!二"产品水平的贸易数据
从中国海关总署所得的外贸产品数据覆盖了各贸易企业产品目录下的各

种信息#包括产品的贸易价格'贸易额和统一编码
N

位码的产品价值$表
!

中上半部分的第一行列出了每年的外贸交易数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
集不仅包含进出口数据#还细分出许多具体类别加工贸易部门的数据$

表
!

"

基本数据摘要
观测样本数*

$""" $""! $""$ $""G $""# $""C $""D

产品水平的贸易数据
交易数量

!"CNDDXD !$DD%DNC !#"G$D%C !N"DX#"# $!#"$GCC $#NNXDGX !DDNCG%%

贸易企业数A

%#$$C %D$GC DN!G" D!"!% XX%"% !!N%DC !#$$%G

!

$"""

*

$""D

"贸易企业总数 !总数
YDC#GC$

"

有效企业数,

$!NDX !%#NC !$D$C !C$#! #"!#G CC!DN CC#XG

!

$"""

*

$""D

"有效企业总数Q

!总数
Y$!N"$#

"

企业水平的生产数据
企业数量

!D$NNC !%!$CD !N!CC% !XD$$$ $%D#%# $%!NGC G"!XD!

!

$"""

*

$""D

"贸易企业总数 !总数
Y!"GG$%D

"

有效企业数3

#G$GX GCG%# G%"G% CGN#G ND#%% %$D$D !"#D%%

有效企业总数<

!总数
Y#GG$%G

"

合并后企业总数 !总数
YG!GXG

"

""

注%!

*

"

N

位码统一编码水平上的多种产品月度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企业水平上的年度会
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D

位统一编码水平上的年度关税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

A

"贸易企
业数指曾在海关总署有记录的外贸企业数量$!

,

"有效企业数指拥有有效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信息的
外贸企业数量$!

Q

"贸易企业总数指在
$"""

年到
$""D

年间#!

A

"项所列企业中所有有效企业的数量总
和$!

3

"有效企业数指在企业的财会数据集中标示出有效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信息的企业数量$!

<

"有
效企业总数指在

$"""

年到
$""D

年间#!

3

"项中有效企业的数量总和$!

B

"合并企业总数指在海关记录
和财会数据集中同时出现的企业数量$

自
!XXC

年起#中国加工贸易的贸易额一直占到总贸易额的
C"Z

以上$具
体的#加工贸易具体被分为

!D

个种类#但其中有两种是尤为重要的%来料加
工和进料加工$

!C在前一种类型的贸易中#本国企业免费从其国外贸易伙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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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原材料和组装配件#但必须将加工后的成品出售给指定的同一国外进口
商$相反#对从事来料加工贸易的企业#自行进口原材料并加工后#可以将
产品售给国外的任何企业$在

$"

世纪
N"

年代#由于大多数中国企业缺乏足
够的资金从事进口业务#以来料加工为代表的(三来一补)现象十分常见$

而自
$"

世纪
X"

年代起#进料加工贸易也逐渐发达起来$

表
$

则是按年份和贸易类型整理的一份中国产品贸易数据摘要$具体的#

在
!%!%"D#!

个自
$"""

年到
$""D

年间统一编码
N

位码的观测样本中#有
#"Z

是
一般贸易#它们创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

$#Z

$这表明一般贸易的平均贸易额比
加工贸易的平均贸易额要低$在占总样本数

D"Z

的加工贸易观测样本中#其中
XZ

的产品数据属于来料加工!编码%

!#

"#它们贡献了出口总额的
!!Z

$

中国于
$""!

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再将进料加工贸易的数据单列于这
份数据集之中#而是将其归入占贸易总额

CCZ

的(其他种类加工贸易) !编
码%

XX

"$对于进料加工贸易#尽管我们只掌握了其前两年的数据#但依然发
现它们占到了这七年贸易总额的

!"Z

$为了准确地衡量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
两者间的差别#本文着重关注了

$"""

年和
$""!

年这两年的数据$此外#表
$

还表明#除
$""D

年以外#中国的贸易总额正在逐年递增$

$""D

年度的贸易额
缩减#则是人民币在

$""C

年升值所造成的!

]0

#

$""X

"$

表
$

"

中国不同贸易种类的产品海关数据

类别 年份
$""" $""! $""$ $""G $""# $""C $""D

合计
!百分比"

观测样本数!

N

位码统一编码"

!" G#NDG# CG#!N" D%X"CN !"#$CNC !GDXG#! !C!$#XN !$NXG!$ D%%CD"N

!

$I"GZ

" !

GI!!Z

" !

GIXC

" !

DI"%Z

" !

%IX%Z

" !

NIN"Z

" !

%IC!Z

" !

GXI#DZ

"

!# !GNGN" !NN$$% !X#D%G $!XG#X $XGD$! $X%NC! $!N#%X !CC"CN"

!

"IN!Z

" !

!I"XZ

" !

!I!GZ

" !

!I$%Z

" !

!I%!Z

" !

!I%#Z

" !

!I$%Z

" !

XI"GZ

"

!C %D$$C# NN!"X%

* * * * *

!D#GGC!

!

#I##Z

" !

CI!GZ

" !

XIC%Z

"

XX !GXD"" !#DD!# !"#N#%$ !G$"NGC !D!C%ND !DG!%GN !$XN"C% %$"!!"$

!

"IN!Z

" !

"INCZ

" !

DI!!Z

" !

%IDXZ

" !

XI#!Z

" !

XIC"Z

" !

%ICDZ

" !

#!IX#Z

"

合计
!GNNNDN !%C"!!N !X$$$"G $CN$%DX G$%N%#N G##$"N% $N"CN#N !%!%"D#!

!

Z

" !

NI"XZ

" !

!"I!XZ

" !

!!I!XZ

" !

!CI"#Z

" !

!XI!"Z

" !

$"I"CZ

" !

!DIG#Z

" !

!""Z

"

贸易总额
!" !IN!3c!" $IC%3c!" $ID$3c!" #I!"3c!" CIDN3c!" DI#C3c!" GING3c!" $I%!3c!!

!

!ICNZ

" !

$I$#Z

" !

$I$NZ

" !

GIC%Z

" !

#IXCZ

" !

CID$Z

" !

GIGGZ

" !

$GID!Z

"

!# DIC#3c"X NI%%3c"X NIG$3c"X XI%X3c"X $I%%3c!" #I#C3c!" !IN%3c!" !I$#3c!!

!

"IC%Z

" !

"I%DZ

" !

"I%$Z

" !

"INCZ

" !

$I#!Z

" !

GIN%Z

" !

!IDGZ

" !

!"IN#Z

"

!C CIG$3c!" DI!%3c!"

* * * * *

!I!C3c!!

!

#IDGZ

" !

CIG%Z

" !

!"I"!Z

"

XX #IGC3c"X CI"X3c"X %I%X3c!" !I!X3c!! !ICX3c!! !I%#3c!! XI%D3c!" DIG%3c!!

!

"IG%Z

" !

"I##Z

" !

DI%XZ

" !

!"IGDZ

" !

!GINCZ

" !

!CI!NZ

" !

NIC!Z

" !

CCICGZ

"

合计
NI$$3c!" !I"!3c!! !I!$3c!! !I%"3c!! $I#G3c!! $ING3c!! !ICC3c!! !I!C3c!$

!

Z

" !

%I!DZ

" !

NIN$Z

" !

XIN"Z

" !

!#I%XZ

" !

$!I$GZ

" !

$#IDXZ

" !

!GI#NZ

" !

!""Z

"

""

注%贸易类型***

!"

代表一般贸易'

!#

代表来料加工'

!C

代表进料加工'

XX

代表其他种类加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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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
关税数据可以直接从

EVh

相关网站获取!D

#本文调用了中国
$"""

年至
$""%

年间在统一编码
D

位码水平上的关税数据$

!%由于产品贸易数据是基于
N

位码水平上的#本文将首先把关税数据整合入产品贸易数据当中$由于本文
着眼于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影响力度#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从
价关税的平均税率来度量贸易自由化的程度$

!D

'22

;

%..

2*1(<<Q*2*IO2-I-1

B

.

T3

;

-1231=L)Q@1-Q0,2=I*=

;

`

$

!% 在
EVh

的网站上并没有
$"""

年的中国关税数据#但却可以查阅到
!XXD

年和
!XX%

年的数据$由于
中国在

!XX%

年至
$"""

年间不曾大幅度下调关税#所以本文使用了
!XX%

年的关税数据来替代
$"""

年的
关税数据$

表
G

列出了自
$"""

年至
$""D

年间统一编码
$

位码水平上的从价关税税率
!

1

"$在其中的
!C

个产业门类中#纺织品和服装!编号%

C"

*

DG

"的平均进
口税率最高#鞋帽!编号%

D#

*

D%

"紧随其后$矿产!编号%

$C

*

$%

"'机械
和电气产品!编号%

N#

*

NC

"的税率则较低$

表
G

"

$

位码统一编码的产业平均关税税率!

Z

"

产业小类 关税种类
$""" $""! $""$ $""G $""# $""C $""D

!

"!

*

"C

" 产业产品税率
$$IGG !NI$# !#IXX !GI#C !$I$! !"IN" !!I!#

企业加权税率
"I%! "I$# "IG! "I$! "I$! "I#! "I#$

!

"D

*

!C

" 产业产品税率
!DIDD !CI!D !!I#$ !"IXX XIXG XI#G XIC$

企业加权税率
!IGX "IXX "I%" "I%$ "ICX "ID$ "ICX

!

!D

*

$#

" 产业产品税率
$"I$G !DI#X !#I$D !GI#$ !$IDC !!I%D !"IG$

企业加权税率
$I$X $I$C !I!X "IXC !I!G !I!D !I"!

!

$C

*

$%

" 产业产品税率
!$I$C !!ICN %IXD %IDC %I!$ DIXG %I""

企业加权税率
#IGC GIX% GI%$ GI!D $IG% $INN $I$D

!

$N

*

GN

" 产业产品税率
!CI!D !GIN! XID# NIN# NI"N %IDX %ID#

企业加权税率
#ID" #I!" GI!X GI!" $I%D $IX$ $ING

!

GX

*

#"

" 产业产品税率
!%ICG !DI!" !!IDX !"IGD XIGX NINX NIXD

企业加权税率
#IDD #ID$ GI%% GIC! $IN% GI!G GINN

!

#!

*

#G

" 产业产品税率
$$I#$ !XIGN !CIXG !#ID! !$IN$ !$I!! !!I%C

企业加权税率
XI$" NI"! %I"" DI!$ CI$% CI%% DI!!

!

##

*

#X

" 产业产品税率
!NIG# !DIG! !$I"# !"I#D XI!G NI$$ NI#X

企业加权税率
DIC# CIDG #I%# #I!G GI## GI#! GIDC

!

C"

*

DG

" 产业产品税率
$DI%X $!IN! !%IX$ !CIDX !GIDD !$IC" !$I#%

企业加权税率
!GI$" !"I#% XIDN NICC %ID# %I"$ %ICG

!

D#

*

D%

" 产业产品税率
$$INN $!IC! !NI"C !%I!" !CIXX !CI%D !CI$D

企业加权税率
!DI"X !%I"$ !CI"$ !#I!" !#IDC !#I$C !#I$X

!

DN

*

%!

" 产业产品税率
!NIXN !%IX% !#I"! !$IN% !!IG% !"IXN !"IDX

企业加权税率
XICC XIG# DINC DI%G CIDD CI#!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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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业小类 关税种类
$""" $""! $""$ $""G $""# $""C $""D

!

%$

*

NG

" 产业产品税率
!#ICD !GI#N !"I!$ XIGN NI%X NIDC NIN"

企业加权税率
CI$" #I%X #I!! GIXC GIC% GICX GI%X

!

N#

*

NC

" 产业产品税率
!GICX !$I%! %IDG DID! DI!" CINC CIN#

企业加权税率
#I$! GIX# GI$D GI"$ $INX $I%$ $IDN

!

ND

*

NX

" 产业产品税率
!XI%! !%I#G !CIN" !GIDD !$IDG !$ID! !!I%N

企业加权税率
%I"% NI#$ CI%X DI"C DIN# CICD #IXD

!

X"

*

X%

" 产业产品税率
!XI!$ !DIG# !$I%# !!IGX XIXC XI"% NIX%

企业加权税率
%I#X DI%! CI#$ #I%G #IGC GI%D #I"!

平均税率 产业产品税率
!NICG !DI$# !$I"X !"IDD XI#N NIX% NIN%

企业加权税率
DI%# CIX% CI!! #ID% #I$! #I"D #I$N

""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本文旨在研究关税税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而一个企业会进口多种商
品#因此如何计算企业所面临的关税水平便显得十分重要$在衡量各种产品
对企业的重要程度时#理想的方法是比较该企业各种产品所有产出的国内总
价值#但这类数据目前尚不可得$根据

S34(2[

!

$""G

"的研究#高生产率的
企业除了能在国内销售其产品外#同时也会出口$如此#则出口产品同时也
会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若假定企业的同一种产品在国内外销售的比例相同#

则可利用该产品的出口总价值来构造下面这一指数!

)

'

\

"

"#亦即是产业
\

中的
企业

'

在第
"

年产出产品的加权关税指数%

)

'

\

"

_

1

>

+

>

'

\

"

1

>

+

>

'

\

.

/

2

3

"

1

>

\

"

#

其中#括号中的分数代表产品
>

在该企业所有产品中所占的权重!

+

"#这一
权重通过产品的出口值来度量$

!N

!N 然而必须注意到#受限于数据采集的困难#我们无法利用这种方法计算那些只在国内销售的产品的
权重$

!X 值得注意的是#在畜牧业!编码%

"!

*

"C

"'植物种植业!编码%

"D

*

!C

"和食品加工业!编码%

!D

*

$#

"中#

企业产出的加权平均关税要比产业产品的平均关税低得多$但是#本文进行的估计主要应用于制造业的
企业#企业生产数据集中并没有包含农蓄业的数据$

在将统一编码
$

位码中的产业合并为
!C

个产业门类后#我们还在表
G

中列
出了企业平均关税$在每一类中#企业产出的加权平均关税均低于产业的产品
简单平均关税$这一现象的经济学解释是#进口关税更低的产品在企业产出中
所占的价值比例会更高$当一种产品面临的进口竞争十分激烈!亦即有更低的
进口关税"时#企业会竭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进而推高这种产品的单价和相应
产出的总价值$结果#这种产品的权重提升了#而企业所有产品的价值也提升
了$

!X尽管如此#无论在产业水平上还是在企业水平上#关税都在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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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处理
如前所述#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是度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工具#

而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则被用于辨识企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但是#将企业
生产数据和产品贸易数据合并会面临一定的技术困难$虽然这两个数据集内
都有相同企业标识编号#但两组数据的编码系统却完全不同$贸易数据库中
的企业编号为

!"

位的#企业数据库编号则为
X

位#难以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加
以分析$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了另外两个变量来标示每个企业%邮政编码
和电话号码的后

%

位$

$"这是因为每个企业都会属于某个邮政区域#并有自己
独享并且唯一的电话号码$

从表
!

中可见#每个企业和其贸易伙伴间存在着多种产品的贸易$在
$"""

*

$""D

年间#

DC#GC$

个企业样本完成了超过
D"""

万宗月度外贸交易$

使用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对企业进行识别时#本文还剔除了有如下特征的企
业样本%!

!

"没有邮政编码或联系电话的企业&!

$

"邮政编码无效!即编码数
字小于

!"""""

"的企业&!

G

"

%

位电话号码无效!即号码数字小于
!""""""

"

的企业$经过这些严格的筛选之后#仍有
$!N"$#

家企业的产品贸易数据保持
有效#占到了全部

D#"GC$

个企业样本中的
G#Z

$同理#对企业生产数据集#

剔除掉其中邮政编码或电话号码无效的样本后#剩余的企业样本数为
X%G$"%

$继续按照先前的标准进行筛选#则还剩下
#GG$%G

个企业样本#占到
了

X%G$"%

家企业中的
##ICZ

$

在此基础上#我们即可以将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归并整合起来$

在这两个数据集中同时出现的贸易企业共有
G!GXG

家#只占产品贸易数据集
中有效企业数的大约

!CZ

#占企业生产数据集中有效企业数的大约
NZ

$从
中我们可以观察出我国出口分布中的两个重要现象%

$" 另一种替代的方法是使用企业的中文名称标示企业#但由于同一企业在两个数据集里的名称未必是
完全一致的#故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丢失高达

NCZ

的观测样本$

$!

#INZ

.

$#Z

4

$!Z

$

第一#从平均意义上讲#样本中的出口企业相比样本外的企业有更高的
出口额$整合之后#企业产品数据集中只剩下

NZ

的样本!其中
#INZ

为出口
企业'

GI$Z

为进口企业"#这说明有超过
X"Z

的大型企业并没有参与国际贸
易$注意到由于那些缺少有效标识编号的出口企业被剔除#出口企业的比例
很可能遭到低估$

U33)=21*!"#$7

!

$"!!

"发现#

$"""

*

$""%

年间有
$%Z

的大
中型企业有出口贸易$去掉

$""%

年数据后#可以发现这个比例仍是稳定的
!在

$"""

*

$""D

年间约为
$#Z

"$尽管本文使用的数据只包括了大约
$!Z

的
大型出口企业$!

#但它们仍然贡献了中国所有大型出口企业出口额的
#CZ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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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回归所用的数据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意义$

第二#大部分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依据海关总署在
$"""

年至
$""D

年间的相关数据#此间共有
$!N"$#

家企业从事国际贸易#但其中
只有

G!GXG

家规模较大#也就是说
NCZ

的贸易企业在规模之下!即年销售额
在

C""

万元人民币以下"$

$$

最后#表
!

还统计了在
$"""

年至
$""D

年间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情况$

显然#在
$""C

年人民币升值之前#进入市场的企业比退出的多#

$""C

年之后
这一情况则发生了逆转$

$$ 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已被统计进企业生产数据库中$

$G 这里所指的企业退出#不只包括企业停止贸易并退出市场这种情况#还包括企业年销售额缩减至低于
(大型规模)!即每年

C""

万元人民币"的界限以下并被数据集抛弃的情况$受限于数据集所提供的信息#

我们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

!五"统计摘要
表

#

汇报了使用
h@

法进行估计的中国企业投入要素的弹性#并在统一编
码

$

位码的水平上进行了分类$本文首先将
X%

个统一编码
$

位码的产业分类
归并为

!C

个大的门类#继而估计了它们的继续存活概率和要素投入弹性$企
业在第二年继续存活的概率介于

"IX%%

到
"IXXD

之间#均值为
"IXX#

$也就是
说#此段时期样本中企业退出现象比较罕见$

$G

表
#

"

h443

5

M@*P3=

法的企业各投入要素弹性及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

位
FH

码下的产业分类 VU@

劳动力 原材料 资本
!

h@

"

h@ h@ h@

动物和动物制品!

"!

*

"C

"

!I!$D

"I"CD

!!

"INNN

!!

"I"#N

!!

!

GIG$

" !

CCIGD

" !

!IN"

"

植物和植物制品!

"D

*

!C

"

!I$ND "I""%

"INX!

!!

"I"C$

!!

!

"I#X

" !

DNI"C

" !

CI#X

"

食品'饮料'酒'醋'烟草及其制品!

!D

*

$#

"

!IC$X

"I"GD

!!

"IN%#

!!

"I"##

!

$I$G

" !

DNI#N

" !

!I"%

"

矿产品!

$C

*

$%

"

"IDND

"I"GC

!

"IN%$

!!

"I"XX

!!

!

!I%"

" !

C!I""

" !

$IDX

"

化工工业和相关工业的产品!

$N

*

GN

"

!I#CG

"I"!#

!!

"ING!

!!

"I!"G

!!

!

!IXN

" !

!$!I%"

" !

%I%X

"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

GX

*

#"

"

!I%DC

"I"D#

!!

"I%XD

!!

"I!"G

!!

!

NI#X

" !

!"%I!%

" !

CICX

"

皮毛和皮革制品!

#!

*

#G

"

!IC"C

"I!"$

!!

"IN!"

!!

"I"X"

!!

!

%I%D

" !

DCICG

" !

GIGD

"

木材和木制品'纸制品!

##

*

#X

"

$IG%#

"I"GX

!!

"INCC

!!

"I"!$

!

#I$X

" !

X%I!!

" !

"I#%

"

纺织原料和纺织制品!

C"

*

DG

"

!IXNG

"I"NC

!!

"IN!"

!!

"I"DD

!!

!

!XIC"

" !

!X$ICX

" !

!"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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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位
FH

码下的产业分类 VU@

劳动力 原材料 资本
!

h@

"

h@ h@ h@

鞋帽及其部件!

D#

*

D%

"

!ID$X

"I"%$

!!

"IND#

!!

"I"GG

!!

!

CIXG

" !

%GI!%

" !

CI#G

"

石料'陶瓷'玻璃及其制品!

DN

*

%!

"

!IDDG

"I!"#

!!

"I%NC

!!

"I!"G

!!

!

XI!#

" !

D%I"$

" !

NI!X

"

金属及其制品!

%$

*

NG

"

!I!D%

"I"#C

!!

"ING$

!!

"I!"X

!!

!

DIG"

" !

!G!I%G

" !

!DI$G

"

机械和电子产品!

N#

*

NC

"

"I#N"

"I"DC

!!

"IN$C

!!

"I!C"

!!

!

!GIGD

" !

$"DI$$

" !

!"ING

"

交通和运输设备!

ND

*

NX

"

!IGDN

"I"#$

!!

"INNG

!!

"I"#G

!!

!

$IN"

" !

DXICN

" !

GI#%

"

其他产品!

X"

*

XN

"

!IDNG

"I"NG

!!

"I%XD

!!

"I"XN

!!

!

!"IG$

" !

!!"I"!

" !

!"I%"

"

总计
!I$CX

"I"C$

!!

"IN$"

!!

"I!!%

!!

!

G"I%C

" !

#XGIGG

" !

$%I"N

"

""

注%括号中是稳健的
"

估计值#

!

!

!!

"代表
CZ

!

!Z

"的显著性水平$

表
#

列出用
h@

法估计所得劳动力'原料和资本的弹性系数及由此估算
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

$#从表
#

的最后一行可看出#加总所有估计所得的系
数#

h@

法下的规模弹性系数为
"IXNX

$C

#十分接近于常规模报酬系数$将
最小二乘估计和

h@

法进行比较#可看出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有向下的偏
差!

VU@

hRH

Y"IXCN

#

VU@

h@

Y!I$CX

"#这主要是由于最小二乘估计未能有效
控制联立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造成的$

据此#我们可用上述计算结果与其他国家的
h@

法估计结果进行跨国比
较$与

b34431*)Q]3*

;

43

!

$""X

"对美国企业#以及
L.(2(*)Qb-)()

B

=

!

$""%

"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的估算相比#中国企业对中间投入品更为依赖#

但是资本投入的重要程度则较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企业低$这表明#加工贸
易在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随后会详细地
讨论这一点$

$# 本文在此处使用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即使是使用折旧后的固定资产
净值进行估计#也不会改变估计结果$

$C

h@

法的加总弹性系数计算如下%

"I"C$c"IN$"c"I!!%Y"IXNX

$

表
C

对一些估算中所涉及关键变量的统计结果进行了汇总$表格的上半
部分展示了统一编码

N

位码的产品观测数据$基于
!D$D$!CX

个月度观测样本
进行计算#产品关税权重!即

+

>

'

\

"

.

1

>

+

>

'

\

"

"的平均值为
"I""D

#加权的企业产
出平均关税为

%I$

个百分点$不过#对企业年度数据而言#如表
C

下半部分
所示#此项关税税率下降至

#I%%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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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

"

统计数据摘要!

$"""

*

$""D

"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N

位统一编码!

FH

码"水平上的产品观测数据
N

位
FH

代码下的产品编号
!%!%"D!X DID%3c"% $I!#3c"% !"G!""" XIN"3c"%

D

位
FH

代码从价关税
XNC!$!D "I!!$ "I%%G " X"

!XXD

年
D

位
FH

代码从价关税!

Z

"

X!XD%CG $CICGN !#INGC " !$"

产品的贸易额!人民币元"

!D$D$!CX %"#XXI%% NCD%%!IX " #I#"3c"N

产品的关税权重*

!D$D$!CX "I""D "I"$N " !

加权的企业产出关税A

XG"#NDX "I"%$ "IGXD " DC

实际原料的对数值!

-

"

!%!#NCXD !NI#"! !INGD DIX"% $#ICDC

雇员人数的对数值!

@

"

!%!%"D#! DI$C# !IGGX $IG"$ !!IX"%

实际资本的对数值!

I

"

!%!CG$## !%IDG! !IXG$ DIX"% $#I$N!

平减价格指数
XN!%X$# "IX%$ "I"X% "IN#C $I!!C

实际销售额的对数值!平减后"

!%!%"D#! !!IN!N !I%X% %IX%X !%IN!#

贸易类别
!"#"#G"" !$I$$N #IC!" !" GX

企业水平的观测数据
年份

!"!C!N $""GI#X! !INNX $""" $""D

贸易企业的标识编号
!"!C!N GIC$3c"X NI$N3c"N !I!"3c"X DIC$3c"X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h443

5

M@*P3=

"

!"!$X$ !I$CN "IG#% \!I%NG !!ID$%

贸易企业虚拟变量!

@+

'

\

"

!"!C!N "I#"# "I#X" " !

企业的加权关税!

)

'

\

"

"

!"!C!N #I%%D %I$D# " DC

工具变量!

)

!XXD

'"

"

%!%N! $XIN!C "I!#X " N"

企业的上一年利润
!"!C!% !I"#G "ICNC \!$NID#$ #%IG!C

产业部门的上一年利润
!"!C!N !I"CG "I"!" "IXDN !I$N$

上一年的赫芬达尔指数
!"!C!N "I"!C "I"$% "I""$ "IN$C

4)

!

I

.

@

"

'"

!"!#"! #I!XC !IG%" \CI%%% !#IX#"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C!N "I"!% "I!$X " !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港澳台商除外"

!"!C!N "IGG$ "I#%" " !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Ui+

'"

"

!"!C!N "IDDD "I#%! " !

Ui+

'"

k@+

'

\

!"!C!N "IGCG "I#%% " !

Hh+

'"

k@+

'

\

!"!C!N "I""# "I"DD " !

Ui+

'"

k4)

!

I

.

@

"

'"

!"!#"! $INCX $IGG% \CI$%# !#IX#"

""

注%!

*

"产品的关税权重见正文$!

A

"加权的企业产出关税指
D

位
FH

代码水平上#每种产品的权重
与其关税税率的乘积$

如前所述#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企业的生产率相对较高#而国有企业
的生产率则较低$根据企业生产数据库所提供的企业所有权信息#我们构建
了一个虚拟变量!

Ui+

'"

"来标示那些接受了外资投入的企业$由于大量外资
是从港澳台流入内地的#所以本文将这部分境外资金也归为外来投资$用这
种广义定义#如表

C

下半部分所示#则有
$

.

G

的贸易企业被归入外资企业$

乍一看#这一比例高于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如
U33)=21*!"#$%

!

$"!"

"发现
$"""

*

$""%

年间有
!"Z

左右的规模以上企业为外资企业$造成这一差异的原
因在于纳入本文的样本只包括规模以上的贸易企业#不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
已经被剔除$

类似的#虚拟变量
Hh+

'"

被用以标示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不论规模大



!$DD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小都被放进回归$事实上#回归样本包含年销售额在
C""

万元以下的中小国
有企业#可以避免忽视中小型企业的作用$在样本中#约有

$Z

的大型贸易企
业是国有企业$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

如图
!

所示#在
$"""

年到
$""D

年间#企业产出关税逐渐降低#而同时
期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的趋势$

$D这意味着关税税率和企业生产率是负
相关的#本节将对这两者间的关系做更充分的讨论$

$D

$""D

年的数据有相反的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由人民币在
$""C

年升值所造成的$人民币升值之后#企
业面临的进口竞争减弱#因而其提高产品质量的动机也变得不那么强了$

$% 总的估计样本数有
!"!$X$

个#但其中部分观测样本缺少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

图
!

"

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出关税!

$"""

*

$""D

"

数据来源%本文作者对样本数据的计算$对所有样本年份中
$

位统一编码行业下的
企业#计算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和产出关税水平#再对这些数据取平均值便得到了
图中的生产率和产出关税数值$所以#图上的每一个点代表了某个

$

位统一编码水平的
行业各年平均的样本$

表
D

的第!

!

"* !

#

"列汇报了用这
G!GXG

个企业样本'跨度为
$"""

*

$""D

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所得的混合最小二乘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

"

栏的回归只考虑企业产成品关税!

)

'"

"以验证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是否与图
!

中的结果相一致$结果显示#企业进口关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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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亦即表明关税降低通过产生更激烈的进口竞争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在
第!

$

"栏中#我们还加入了标示加工贸易企业的虚拟变量!

@+

'"

"$结果显
示#加工贸易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意味着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
贸易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

表
D

"

基准估计结果
回归因变量%

VU@

h@

'"

最小二乘法!

hRH

" 固定效用
hRH

!

!

" !

$

" !

G

" !

#

" !

C

" !

D

" !

%

"

企业关税
)

'"

\"IG"#

!!

\"IGN$

!!

\"IG%X

!!

\"I#CD

!!

\"I#CN

!!

\"I#CX

!!

\"I#XN

!!

!

\$"I!N

" !

\$"IC$

" !

\$"IGG

" !

\!GI%%

" !

\!GIN!

" !

\!GINX

" !

\!NICX

"

@+

'"

"I"!$

!

"I"!$

!

"I"G#

!!

"I"G#

!!

"I"GG

!!

"I"!"

!

!IX$

" !

"I!INN

" !

$IX#

" !

$IX#

" !

$IX"

" !

"IN$

"

!

4)I

.

@

"

'"

\"I"!C

!!

\"I"!C

!!

\"I"!X

!!

\"I"!%

!!

\"I"!D

!!

"I""!

!

\%IDG

" !

\%IX#

" !

\!$I%G

" !

\CI%D

" !

\CI%D

" !

"I%#

"

Ui+

'"

"I"DG

!!

"I"D!

!!

"I"DC

!!

"I"N$

!!

"I"N!

!!

"I"C#

!!

!

DI$$

" !

DI!"

" !

!$I##

" !

CIC%

" !

CIC$

" !

#I%%

"

Hh+

'"

\"I"CX

!!

\"I"CN

!!

\"I"#X

!!

\"I"C$

!!

\"I"C$

!!

\"I"GX

!!

!

\#IX!

" !

\#IND

" !

\$ICN

" !

\$I%!

" !

\$IDX

" !

\$I#!

"

.*1P0

;

'"\!

*

"I"$G

!

"I"!%

!!

*

"I"!%

!!

"I"$%

!

!

!ING

" !

CIG%

" !

CIGD

" !

!I%C

"

()Q

2

.*1P0

;

'"\!

\"IG!$

!!

*

"I$%! "I$DX

* *

!

\$ID#

" !

!I""

" !

"IXX

"

F31<

'"\!

\"I!#%

!!

\"I!GG

!!

\"I$!#

!!

\"I$!N

!!

\"I$$"

!!

\"I!D#

!!

!

\GICC

" !

\GI$!

" !

\$IC"

" !

\$ICC

" !

\$ICN

" !

\$ID#

"

Ui+

'"

k@+

'"

\"I"#C

!!

\"I"#C

!!

\"I"DN

!!

\"I"DX

!!

\"I"DN

!!

\"I"GX

!!

!

\DI!X

" !

\DI!G

" !

\CIGC

" !

\CIG%

" !

\CIG$

" !

\$IND

"

Hh+

'"

k@+

'"

\"I""# \"I""G \"I"$X \"I"$X \"I"$N "I"GN

!

\"I!D

" !

\"I!#

" !

\"ID%

" !

\"IDN

" !

\"IDD

" !

!I"%

"

Ui+

'"

k

!

4)I

.

@

"

'"

\"I""$ \"I""$ \"I""# \"I""# "I""!

!

\!I"$

" !

\!I"!

" !

\!I$"

" !

\!I!D

" !

"I$G

"

企业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年度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观测样本数量

!"!$X! DN"#! DN"#$ DN"#! DN"#! DN"#$ GGXDG

@1-AI

'

& "I""" "I""" "I""" "I""" "I""" "I""" "I"""

B

$

"I""# "I"!# "I"!G "I""! "I""! "I""! "I"!N

""

注%括号中为归并到企业水平后的稳健的
"

估计值#

!

!

!!

"代表
!"Z

!

CZ

"的显著性水平$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往往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若这
一推测成立#则处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或是劳动力禀赋相对丰富
的企业"会有更多出口$同时#高生产率的企业也会有较高的出口额!

J31M

)*1Q

等#

$""D

"$由此推出%企业的资本利用率!资本劳动力比的对数值"与
生产率应该是负相关的$故表

D

第!

$

"栏的回归考虑了资本利用率来控制这
两者的相关性$此外#第!

$

"栏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进口竞争的要
素#这些因素主要反映了产业市场结构的固有状态$在这些计算中我们依然
发现关税减少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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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相关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往往受制于效率低下和激励机制失效#

其生产率较非国有企业相对更低!

E0

#

$""C

"$因此#除第!

!

"栏之外#本
文在回归中均加入了一个标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

Hh+

'"

"来控制回归结
果$可以发现#各栏中标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与

93<M

<31=-)!"#$7

!

$"""

"的研究成果一致#他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比私
有企业的相对更低$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外资方应持有多少股份方可算为外资企业仍有争议$

为了绕开这一问题#本文主要以是否接受境外投资为依据#并使用了一个虚
拟变量来标示外资企业!

Ui+

'"

"以示区分$在这里#企业只要有涉及包括港
澳台的任何境外投资则算为外资企业$表

D

的第!

$

"栏显示出外资企业相对
于非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如果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那么参与加工贸
易的外资企业是否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呢+ 我们在第!

$

"栏'第!

G

"栏的回
归中加入了两个分别衡量外资企业和加工企业'国有企业和加工企业之间交
叉作用的自变量$回归表明衡量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关系的交互变量系
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有趣的是#上述每一栏中#衡量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
企业关系的交互变量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相比从事加工贸易的#其生产率更高$这一现象的经济学解释是#多数外资
企业的生产率本来就比较高#而只有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外资企业才更积极地
寻求加工贸易的机会并获得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我们还引入了外资企业和
其资本劳动力比对数值的交互作用项#用以观察资本要素较密集的外资企业
是否拥有较高的生产率$这一交互作用项的拟合系数值为负#但结果并不
显著$

第!

#

"* !

D

"栏是将两种固定效应纳入估计后的拟合结果$如前所述#

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企业所在地"也会影响企业生产率$但在第
!

!

"* !

G

"栏的最小二乘估计中#并未将这些因素分离出来$设想一家位于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很可能因为更靠近海岸线'从事对外贸易的运输
费用更低而获益#并最终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与此类似#忽略诸如人民币升
值这一类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也会带来最小二乘估计的偏差$在回归中考虑这
些特定企业和特定时间的固定效应#则能有效地控制以上因素$统计结果表
明#企业关税变量和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的系数#其正负符号与预期相同$此
外#这些变量回归所得系数在量上也与第!

!

"* !

G

"栏中经最小二乘估计
所得的结果十分接近$

此外#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曾经进行加工贸易的企业可能不再
从海外进口原材料#而改由国内市场采购中间投入品$类似的#一些不进行
加工贸易的企业也可能转而从事加工贸易$尽管我们已经利用一个随时间变
化的加工贸易虚拟变量来捕捉这一变化#但对一直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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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研究仍然深具价值$我们在表
D

的第!

%

"栏中列出了对这一类企业!此
处的加工企业虚拟变量标示了在整个时期都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进行最小
二乘估计的结果$结果表明#关税下降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此外#

加工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依旧为正#虽然并不显著$

!二"分行业估计
我们的数据表明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

!C

个归并后的产业门类中#木材和木制品产业!编码%

##

*

#X

"的平均全要素
生产率最高#而机械和电子产品产业!编码%

N#

*

NC

"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最低$图

$

是在去掉生产率最高和最低的两个产业的极端数据后绘制的#它
清楚地表明#大体上进口关税低的产业有较高的生产率$但如表

G

所示#不
同产业间的企业加权关税差异很大$例如#纺织品和服装产业!编码%

C"

*

DG

"的关税要比机械和电子产品产业!编码%

N#

*

NC

"的关税高得多$因此#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行业关税下降对生产率作用的异质性$

图
$

"

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关税
注%通过计算样本中所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和产出关税水平#再对计算结果

取均值得到生产率和总的产出关税$

表
%

的第!

!

"栏'第!

$

"栏分别列出了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的回
归结果#这些计算是在剔除了产业生产率最高和最低的两个门类!即木制品
和机械电子产业"后进行的$估计所得的系数与表

D

中第!

#

"栏至第!

%

"

栏中的相应结果十分接近$在计算第!

G

"栏'第!

#

"栏中的数据时#笔者
只使用了木制品产业的相关数据#并发现加工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不仅在统
计上十分显著#在量上也远高于第!

!

"栏和第!

$

"栏中相同数项的数值$

相反#企业关税的系数则不显著$这一结论与中国木制品行业的现实是高度
吻合的%这一行业中的企业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和较少的最终产品#

因此#无论从统计上还是从经济学上来看#木制品产业中的企业从加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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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获益都是高度显著的$

表
%

"

分行业估计结果
覆盖的产业%

除木制品和机械
外的全部产业 木材和木制品 纺织业 机械电子产业

估计方法%

hRH U+ hRH U+ hRH U+ hRH U+

回归因变量%

VU@

h@

'"

!

!

" !

$

" !

G

" !

#

" !

C

" !

D

" !

%

" !

N

"

企业关税!

)

'"

"

\"IGCC

!!

\"I#$C

!!

\"I!"G \"I"D$ \"I!!#

!!

\"I!%G

!!

\"IC!$

!!

\"I#CX

!!

!

\!%I"!

" !

\!$IGG

" !

\!ICG

" !

\"IN"

" !

\$I%$

" !

\$IXD

" !

\XIDX

" !

\DI!D

"

@+

'"

"I"!#

!

"I"$X

!!

"I"GD

!

"I"D$

!!

\"I""N "I""N "I""! \"I""!

!

!INN

" !

$IGN

" !

!IN"

" !

$I#G

" !

\"IDN

" !

"I#C

" !

"I!"

" !

\"I"D

"

!

4)I

.

@

"

'"

\"I"!#

!!

\"I"!%

!!

"I"CD

!!

"I"D#

!!

\"I"G#

!!

\"I"G$

!!

\"I"!X

!!

\"I"$$

!!

!

\DID!

" !

\CICN

" !

DI!D

" !

NI!D

" !

\NID$

" !

\CI%!

" !

\#I!N

" !

\GI#$

"

Ui+

'"

"I"CX

!!

"I"%G

!!

"I"#% "I"%%

!!

"I"%#

!!

"I"C%

!!

"I!"D

!!

"I"D$

!

!

CI$#

" !

#IDN

" !

!I$G

" !

$I"%

" !

GIN!

" !

$I"D

" !

GICN

" !

!IN#

"

Hh+

'"

\"I"%X

!!

\"I"N#

!!

"I!N%

!!

"I!NN

!!

\"I!"!

!!

\"I"X!

!

"I""" "I"G"

!

\DI!$

" !

\GIX"

" !

GIX$

" !

GI#"

" !

\$IXN

" !

\!IN#

" !

"I"!

" !

"IXG

"

.*1P0

;'"\!

"I"$$

!

"I"!!

!!

"IG"#

!!

"I$X!

!!

"I"!" "I""X "I$GG

!!

"IGNX

!!

!

!IN"

" !

GI%N

" !

#I"$

" !

XI!D

" !

"INC

" !

!I#C

" !

$IG#

" !

!CIN"

"

()Q

2

.*1P0

;'"\!

\"I$DC

!!

"I$N$ \"I$D% "INX#

!

\"I!## "I%"N \!IG#N

!!

"I!$N

!

\$I"G

" !

!I"$

" !

\"I%"

" !

!ID"

" !

\"IC"

" !

!I$#

" !

\GI$N

" !

"I$$

"

F31<

'"\!

\"I!"!

!!

\"I!%#

!!

\"ICCC

!!

\"I#!"

!

\"I$NG

!!

\"IG%%

!!

\"I"CG \"I!CD

!

\$I$$

" !

\$I""

" !

\GI$#

" !

\!IXG

" !

\$IC$

" !

\$I"%

" !

\"I#"

" !

\"IN"

"

Ui+

'"

k@+

'"

\"I"#D

!!

\"I"D$

!!

\"I""X \"I"$$ \"I"$X

!!

\"I"#!

!

\"I"##

!!

\"I"GN

!

\CIGN

" !

\#IDD

" !

\"I#!

" !

\"IN!

" !

\$I"G

" !

\!INX

" !

\$IC"

" !

\!ICD

"

Hh+

'"

k@+

'"

"I"G! "I"G# \"I$%$

!

\"IG!" "I"CD "I"#G \"I"G% \"I"!N

!

"IXN

" !

"I%G

" !

!I%%

" !

\$I%$

" !

"IXC

" !

"IC$

" !

\"IDN

" !

\"I$N

"

Ui+

'"

k

!

4)I

.

@

"

'"

\"I""$ \"I""$ \"I""N \"I"!G \"I""% \"I""$ \"I""N "I"""

!

\"I"%X

" !

\"I%N

" !

\"ING

" !

\!IC$

" !

\!I#$

" !

\"IG$

" !

\!IG!

" !

"I"G

"

企业固定效应
8- ]3= 8- ]3= 8- ]3= 8- ]3=

年度固定效应
8- ]3= 8- ]3= 8- ]3= 8- ]3=

观测样本数量
CG"DX CG"DX CC$D CC$D !!CD# !!CD# X##D X##D

均方根误差
"IGG! "IG!! "I$X% "IG$C

@1-AI

'

& "I""" "I""" "I""" "I""" "I""" "I""" "I""" "I"""

B

$

"I"!G "I"!# "I"%G "I"N# "I"G# "I""X "I"#! "I"""

""

注%括号中为归并到企业水平后的稳健的
"

估计值#

!

!

!!

"代表
!"Z

!

CZ

"的显著性水平$

表
%

中剩余部分主要研究纺织业'机械电子行业的情况#前者的关税税
率最高#而后者则最低$所有变量的估算系数都和相应值在之前其他拟合中
的结果有相同的正负符号$机械产业中企业产出关税的系数要比纺织品服装
产业中的大得多#这意味着前者中的企业能从关税下降中获益更多$一个可
能的原因是我国机械产业存在巨大的行业内贸易#并使企业必须面对严酷的
进口竞争#从而成为造成上述结果的一个可能原因$

总之#不论是样本混合回归还是分行业回归#各种方法回归结果稳健表
明%关税下降

!"Z

#企业生产率会上升大约
GZ

*

DZ

$更重要的是#在考虑
企业间由所有权造成的差异性后#发现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
有更高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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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内生性分析
尽管关税下降受

WLVV

.

EVh

协定的管制#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内生
的$处于生产率较低部门的企业#会通过游说政府寻求政策保护!

W1-==.*)

*)QF34

;

.*)

#

!XX#

"#从而迫使政府在有关国际谈判中维持较高水准的关税$

从目前国情出发#虽然低生产率企业联合起来向政府求助这种情况在现实中
力度如何尚不可知$N

#但从研究的完整全面出发#我们也对这种可能的反向因
果关系加以控制$工具变量估计法是一种解决这类问题的有力计量方法$

$X

但是#为关税寻找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参
照

L.(2(*)Qb-)()

B

=

!

$""%

"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在
!XXD

年的进口加权关
税作为这一工具变量$具体而言#这一变量的表达式如下%

)

!XXD

'"

_

1

>

+

>

'"

1

>

+

>

.

/

2

3

'"

1

!XXD

>

#

其中#

1

!XXD

>

是产品
>

在
!XXD

年的关税税率#出口价值权重
+

>

'"

.

1

>

+

>

'"

衡量了
第
"

年时产品
>

对企业
'

的重要程度$因此#

!XXD

年的加权关税
)

!XXD

'"

表征了这
些关税对企业仍在生产产品的重要程度$这一设计的经济学原理在于#由于
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对那些已经享受政策高度保护的产业#政府通常
较难降低它们的高额关税$因此#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之
前具有高额关税的产业#其现在的关税仍将比其他产业部门高$与此同时#

由于一家企业可以生产多种产品#所以即使一些产品的关税相同#不同企业
受到的影响仍然会有所差异$

为了确认这一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几项必要的检验$首先#

我们检验了这一排他!

3̀,40=(?3

"的工具变量是否是(相关的)#亦即是否与
内生的回归因子!企业现在的加权关税"相关$表

N

中的第!

!

"* !

G

"栏
列出了这些检验结果$在本计量模型中#我们假定误差项是异方差分布的%

%

'

\

"

"

L

!

"

#

0

$

'

\

"$因此#常见的
L)Q31=-)

!

!XN#

"典型相关似然比检验不再适
用#其只适用于独立同分布假设$本文使用了

b43(A31

B

3)*)Q@**

;

!

$""D

"

提出的瓦尔德统计量!

E*1Q=2*2(=2(,

"#来检验这一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的回
归因子相关$这一模型零假设的拒绝域由

!Z

的显著性水平确定$

$N 感谢匿名审稿人正确提出这一点$

$X 工具变量估计法是控制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

E--4Q1(Q

B

3

!

$""$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其次#本文检验了这一工具变量是否与企业现在的关税存在弱相关$若
如此#则工具变量法所做的估计将失去价值$对第一阶段被弱识别这一零假
设#

b43(A31

B

3)*)Q@**

;

!

$""D

"的
&

统计量足以在一个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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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拒绝之$

G"最后#

L)Q31=-)*)QT0A()

!

!X#X

"统计量!一种
RS

检验"#以
及

H2-,P

和
E1(

B

'2

的
C

统计量!一种
WSS

距离检验"#都拒绝了内生回归
因子系数等于零的零假设$简而言之#这些统计检验充分证明了工具变量的
表现良好$

G"

&1*

BB

*)Q:-)*4Q

!

!XXG

"的
&

统计量只是用于独立同分布假设#因而在此处无效$

使用
h@

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列于表
N

的第
!

!

"* !

G

"栏$在对进口关税的内生性进行控制之后#企业关税变量的系数
显著为负#在量上也比表

D

中的相应数据要大得多$这依旧证实了关税下降
会导致企业生产率的上升$由于低效企业会游说政府给予政策保护#如果不
控制这一反向因果关系#估计所得关税变量的系数便会被低估$表

N

第!

$

"

栏的计算还考虑了企业利润和行业利润的影响#结论与第!

!

"栏相类似$此
外#我们还对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和企业资本劳动力比对数值的交互作用项进
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列于第!

G

"栏$对于企业产出关税和加工企业虚拟变
量这两个关键量#回归结果也是稳健的$

表
N

"

工具变量估计

回归因变量%

VU@

h@

'"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固定效应
!

!

" !

$

" !

G

" !

#

" !

C

" !

D

"

企业关税!

)

'"

"

\!IC"!

!!

\!IC!$

!!

\!IC!$

!!

\!ICCD

!!

\!IC%"

!!

\!IC%!

!!

!

\$#ING

" !

\$#IND

" !

\$#IN#

" !

\!%IG"

" !

\!DIX"

" !

\!DINX

"

@+

'"

"I"!C

!

"I"!C

!

"I"!C

!

"I"$!

!

"I"$" "I"$"

!

!INX

" !

!IXG

" !

!IXG

" !

!IDC

" !

!ICX

" !

!ICN

"

!

4)I

.

@

"

'"

\"I"$D

!!

\"I"$D

!!

\"I"$D

!!

\"I"$N

!!

\"I"$%

!!

\"I"$D

!!

!

\!%IC$

" !

\!%I#G

" !

\!!I$N

" !

\!#I%"

" !

\!#ICC

" !

\%I%X

"

Ui+

'"

"I"$X

!!

"I"$N

!!

"I"$N

!!

"I"#$

!!

"I"#!

!!

"I"C"

!!

!

NIG"

" !

NI!%

" !

$IG$

" !

%I"#

" !

DIXD

" !

GI"#

"

Hh+

'"

\"I"%!

!!

\"I"DX

!!

\"I"DX

!!

\"I"%#

!!

\"I"%#

!!

\"I"%C

!!

!

\CI!!

" !

\CI"G

" !

\CI"!

" !

\GI!%

" !

\GI!D

" !

\GI$"

"

.*1P0

;

'"\!

"I"!% "I"!%

"I"!$

!!

"I"!$

!!

!

!IC$

" !

!IC$

" !

GIN!

" !

GIN"

"

()Q

2

.*1P0

;

'"\!

\"IGC%

!!

\"IGC%

!!

\"IGN! \"IGN%

!

\$IG"

" !

\$IG"

" !

\!I!G

" !

\!I!C

"

F31<

'"\!

\"I"$C \"I"$$ \"I"$$ "I"DG "I"CX "I"CN

!

\"IGX

" !

\"IG#

" !

\"IG#

" !

"IC#

" !

"IC"

" !

"I#X

"

Ui+

'"

k@+

'"

\"I"D!

!!

\"I"D"

!!

\"I"D"

!!

\"I"%G

!!

\"I"%G

!!

!

\DI%"

" !

\DID#

" !

\DID#

" !

\CI"X

" !

\CI"D

"

Hh+

'"

k@+

'"

\"I""X \"I""X \"I""X \"I""N \"I""%

!

\"IGC

" !

\"IGG

" !

\"IG#

" !

\"I!D

" !

\"I!#

"

Ui+

'"

k

!

4)I

.

@

"

'"

"I""" \"I""$

!

"I"N

" !

\"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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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回归因变量%

VU@

h@

'"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固定效应
!

!

" !

$

" !

G

" !

#

" !

C

" !

D

"

)

!XXD

'"

!第一阶段工具变量"

"I!N$

!!

"I!NG

!!

"I!NG

!!

!

%DI$D

" !

%$I%C

" !

%$IDD

"

b43(A31

B

3)M@**

;

1P RS

统计量
#$!#I!C

o

#!#$I#C

o

#!GCI%$

o

b43(A31

B

3)M@**

;

E*4Q1P

&

统计量
CGD%I%#

o

C$X$I!%

o

C$%NIXD

o

L)Q31=-)MT0A()

2

$统计量
DN#IC%

o

DN!IND

o

DN!I$!

o

H2-,PME1(

B

'2RSC

统计量
DDDI$!

o

DDGIDC

o

DDGI!C

o

企业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年度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观测样本数量

#XDNG #XDN$ #XDN$ #XDNG #XDN$ #XDN$

B

$

"I""! "I""! "I""! "I"! "I"! "I"!

""

注%括号中是稳健的
"

估计值#

!

!

!!

"代表
!"Z

!

CZ

"的显著性水平#

o代表
5

值小于
"I"!

$

在表
N

的第!

#

"* !

D

"栏中#本文列出了控制两种固定效应后进行工
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可以发现#三种方案下的所有变量系数都各自保持稳定$

唯一例外的是#如此处理之后的企业成本加成系数显著为正$造成这种相关
关系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一些其他基础因素会同时影响企业利润和企业生产
率$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其并非本文的要旨所在$相反#值得指
出#控制了市场结构的因素之后#关税下降将带来企业生产率的上升#而加
工贸易企业还能享受更大的获益$

!四"关于加工贸易的进一步估计
为全面地探讨关税下降的竞争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本文进

而研究了不同种类的加工贸易#考查不同种类间竞争效应的异质性$如前所
述#在中国现有的

!D

种加工贸易类型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是最重要的两
种模式$与其他类别不同#来料加工是完全零关税的$企业一旦从国外获得
组装配件#将立即获得关税免除的待遇$而从事进料加工的企业#则必须为
其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上缴关税$此外#在将加工完毕后的增值产品出口之
后#企业能够从政府得到相应的进口关税退税$因此#与不进行加工贸易的
企业相比#进口原料加工企业实际上享受到了关税免除的优待$但即使如此#

由于企业必须在最初支付进口关税#所以这类企业对现金流的需求比装配加
工企业要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料加工企业相比不从事加工贸易企业有更
低的进口成本#但它的这一成本却又高于来料加工企业$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标示进料加工企业的虚拟变量
@EiS

'"

!即对参与进料
加工的企业#这一变量值为

!

#否则为
"

"$若上述观点成立#则
@EiS

'"

的回
归系数应比加工贸易企业虚拟变量!

@+

'"

"的系数要高$如表
X

中的第!

!

"

栏'第!

$

"栏所示#

@EiS

'"

在工具变量估计中的系数为
"I"GD

#在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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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变量估计中#其系数为
"I"GX

$这两个数值都大于表
N

中第!

G

"栏的
对应值

"I"!C

以及第!

D

"栏中的对应值
"I"$"

$

还需指出的是#直接将来料加工企业的样本纳入回归估计并不是十分恰
当$来料加工企业从国外的代理商处免费获取原材料#企业自身并不对生产
原材料的选择进行决策$若这一论述成立#目前任何一种计算方法计算生产
率都不是十分适用于这类企业#因为它们都假定企业会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目
标来做出投入决策#所以企业应该可以调整形如原材料一般的中间投入#来
适应整体的生产率冲击$为了规避这一可能的瑕疵#我们剔除了来料加工企
业的样本并重新进行了计算$结果汇报于表

X

的第!

G

"栏'第!

#

"栏$从
中可以发现#加工贸易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不但为正#且在量上大于表

N

中
的对应值$表

X

的第!

C

"栏'第!

D

"栏所记录的计算结果#是在剔除了装
配加工企业以及进口原料加工企业的样本后得到的#其相关估计值反映出更
甚于之前的效应$这说明#尽管上述两种类型以外加工企业的出口额只占到
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出口总额的一小部分#但这些企业仍然从贸易中获得了显
著的生产率提高$

表
X

"

不同加工贸易类别的工具变量估计

回归因变量%

VU@

h@

'"

进料加工 除去来料加工 除去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

!

" !

$

" !

G

" !

#

" !

C

" !

D

"

企业产出关税!

)

'"

"

\"I##C

!!

\"I#NN

!!

\!IC!%

!!

\!ICC!

!!

\!ID"X

!!

\!IDN"

!!

!

\CIN!

" !

\CI#"

" !

\$CI"X

" !

\!DI%G

" !

\$#INC

" !

\!%I#$

"

加工企业虚拟变量!

@+

'"

"

"I"$%

!!

"I"G$

!!

"I"GC

!!

"I"#C

!!

!

$IXX

" !

$I$%

" !

GIGG

" !

$INN

"

进口原料企业虚拟变量
"I"GD

!!

"I"GX

!!

!

@EiS

'"

" !

GIGX

" !

$IN"

"

!

4)I

.

@

"

'"

\"I"$N

!!

\"I"GG

!!

\"I"$%

!!

\"I"$C

!!

\"I"$%

!!

\"I"$D

!!

!

\DIC%

" !

\DI$"

" !

\!!I$$

" !

\%I#%

" !

\!!I$G

" !

\%ID"

"

Ui+

'"

"I"%N

!!

"I"%%

!!

"I"$"

"I"GX

!!

"I"!D

"I"GX

!!

!

GIN!

" !

GI"X

" !

!IDG

" !

$I#"

" !

!I$N

" !

$IGN

"

Hh+

'"

\"I"ND

!!

\"I"NG

!!

\"I"DX

!!

\"I"%X

!!

\"I"%"

!!

\"I"%%

!!

!

\GI#C

" !

\GI##

" !

\CI"$

" !

\GI#!

" !

\CI"%

" !

\GIGD

"

.*1P0

;

'"\!

"I"!$

"I""X

!!

"I"!D

"I"!$

!!

"I"!D

"I"!!

!!

!

!IG!

" !

$I$"

" !

!IC!

" !

GIN!

" !

!I#!

" !

GI##

"

()Q

2

.*1P0

;

'"\!

\"I"$N

"I%!"

!

\"I$DX

!

\"IGNC

\"I#"G

!!

\"ID$G

!

!

"I!#

" !

!I%N

" !

\!IDX

" !

\!I!C

" !

\$I$C

" !

\!IN"

"

F31<

'"\!

\"I""D "I!#" \"I"G" \"I"!" \"I"$X \"I"$#

!

\"I"%

" !

!I"%

" !

\"I#D

" !

\"I"X

" !

\"I#!

" !

\"I$"

"

Ui+

'"

k@EiS

'"

* *

\"I"%D

!!

\"I"X!

!!

\"I"NN

!!

\"I!"X

!!

!

\%ICN

" !

\CIN!

" !

\%IC%

" !

\DIGX

"

Ui+

'"

k@+

'"

\"I"CN

!!

\"I"DG

!!

* * * *

!

\#I#!

" !

\G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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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回归因变量%

VU@

h@

'"

进料加工 除去来料加工 除去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

!

" !

$

" !

G

" !

#

" !

C

" !

D

"

Hh+

'"

k@EiS

'"

* *

\"I"!N \"I""D \"I"!N \"I"GX

!

\"ID$

" !

\"I!$

" !

\"I#N

" !

\"IDG

"

Hh+

'"

k@+

'"

"I"#! "I"#G

* * * *

!

"IX#

" !

!I"#

"

Ui+

'"

k

!

4)I

.

@

"

'"

\"I""! \"I""D "I""$ "I""" "I""$ \"I"""

!

\"IGC

" !

\"I!"

" !

"I%!

" !

"I"C

" !

"IN%

" !

\"I$!

"

企业固定效应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年度固定效应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观测样本数量

!G$NG !G$NG #DD!D #DD!D #GGNG #GGNG

B

$

"I"!C "I"! "I""! "I"! "I""! "I"!

""

注%括号中为归并到企业水平后的稳健的
"

估计值#

!

!

!!

"代表
!"Z

!

CZ

"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
""

语
本文着力于研究加工贸易行为能否提高企业生产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贸易自由化往往体现在关税下降和加工贸易上$关税减低可以通过国际竞争
效应来提高企业生产率#然而加工贸易一般通过来自外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提
高企业生产率$本文的研究基于高度细化的中国贸易'关税'企业产品大型
微观数据#得出两个结论%我国大型企业在平均意义上能够从关税下降中获
得生产率提升&更重要的是#企业还能从加工贸易中得到额外的生产率增长$

本文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可能是受制于数据
质量和计量方法#先前的研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看法不一$本文在
整合了我国最为可靠的企业生产数据和产品贸易数据之后#得以精准地计算
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还修正了

h443

5

M@*P3=

计量方法#来处理全要素
生产率计算中的两个常见问题%联立性偏差和选择性偏差$我们发现#新世
纪以来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增长$

本文还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首先#由于加工贸易行为能显著地提
高企业生产率#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
展战略来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林毅夫#

$""X

&

姚洋和余淼杰#

$""X

"#当然这并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各国也应根据本
国实际具体应用$其次#如果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都能在关税下
降中得以提升生产率#那么即使关税下降政策会加剧企业面对的国际竞争#

自由贸易也仍然有利于本国企业$经过
WLVV

.

EVh

多个回合的谈判#现有
的各国关税税率已经被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形式多样的非关税壁
垒依然十分常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对生产者而言#更进
一步的全球贸易自由化都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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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完美的角度出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运用的价格指标应是
企业各个产品的价格$目前#如同所有此类研究一样#产品水平上的价格指
标并不可得$但这不失为未来改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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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长期以来#许多计量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实证分析的难题$但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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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其开创性研究后#这一问题才真正得以解决$最初#研究人员引入两
种!即特定企业'特定年份的"固定效应估计来减弱联立性偏差$固定效应的方法尽管可
以控制一些难以观察的生产率冲击#但对内生的反向因果关系却无能为力$所以这一方法
仍然无法让人满意$与此类似#为避免选择性偏差#研究者通常抛弃某些在个别调查时间
内有数据缺失的观测样本#以得出一个均衡面板数据集用于回归$然而#这会使数据集中
的大量信息被浪费$

幸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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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为两个实证分析问题的解决贡献巨大$将
人们对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冲击在未来实现值的预期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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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假定这一预期值依赖于其
瞬时值#那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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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则被建模成一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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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测生产率和资本对数值的递
增函数#其中将资本对数值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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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稍早的工作类似#本文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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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了修正#向其中加入
了一个表示企业出口决策的额外变量#而企业的出口决策往往是在上一期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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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在对企业生产技术附加一些温和的假设后#可以证明投资需求函
数对生产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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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D

"式的反函数为
1

'"

Y

5

A

\!

!

4)I

'"

#

A

'"

#

+U

'"

#

iU

'"

"$

G!同时#不可观测的生产率也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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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我们使用资本对数值'投资对数值和企业出
口虚拟变量的四阶多项式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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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此外#由于企业数据集的时间跨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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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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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h

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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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计算系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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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计算资本对数值和投资对数值的高阶多项式的存活指标概率$继而#我们可以精确地
对下述方程式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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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在下一年退出市场概率的拟合值$由于反函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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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真实)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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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无从知晓#使用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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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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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阶多项式对其进行估算是可取的$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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