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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内贸易 常 被 作 为 支 持 %新 贸 易 理 论&的 一 个 关 键 因 素’然

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这一观察提出了若干质疑’建立在%?个国家数

据基础上的静态和动态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经济规模*消费者偏好*地理位置*
贸易不均衡以及贸易环境 !国家的经济 开 放 程 度"等 因 素#在 短 期 和 长 期 都 对

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这些发现促使 %新 贸 易 理 论&重 新 去 审 视 支 持 它 的 %证

据&’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通信地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编<$$?><)电 话(<""%%$"!<<<),@/+)5(Q.*B!
21-84C18-*’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课题&!项目批准号($!‘:>=$$>?"的资助’作

者十分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本人对论文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

更正了文中一些不够严谨的表述及错误之处’当然#文中观点及可能出现的不足和错误#完全由作 者 本

人负责’
< 产业内贸易!O*32+@)*C1G32632+C4"这一概念最早出现 在#$世 纪%$年 代#至 今 理 论 界 还 没 有 对 它 的 定

义形成统一的看法’格鲁贝尔!J8P8P21S45"和 劳 埃 德!N8‘8H.6C"在 其,产 业 内 贸 易-一 书 中 把 产 业 内

贸易定义为%总贸易之减去产业间贸易的余额&#或者说%一国某产业之产品的进口与出口总和&)国内学

者一些学者把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同产业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和或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进*出

口活动&!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从统计角度讲#产业内贸易又被定义 为(按

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FOZ’"#以第三层次%组&为分界线#!FOZ’把产品分为类*章*组*分组*基

本项目五个层次"#属于组以下的产品在国家之间的相互进出口活动’综上所述#本文的产业内贸易可以

简单地定义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进出口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上#特定贸易对象是否属于产业内

贸易#经验上由贸易统计的细分层次决定)采用#位数还是%位数贸易分类数据#大量贸易对象所 属%行

业内&或者%行业间&贸易的%身份&会转换’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计量经济学模型

一!引!!言

纵观国际贸易格局#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O*32+@O*C1G32632+C4"经常被引

用为支撑 %新贸易理论& !94MZ2+C4Z(4.26"的一个关键因素 !:*3M4)542
+*CZ24A542##$$#"<’有别于以固定规模报酬 !’.*G3+*3F-+54.AU4312*G"和

完全竞争 !N42A4-3’./;43)3).*"为前提的 %传统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
则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 !I21B/+*#<=?<"#%这也是强调收益递增

和不完全竞争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理 由& !J45;/+*
+*CI21B/+*#<=?="’诚然#截至目前#%新贸易理论&已经发展得相当精致

并且似乎也从实际中提炼了若干重 要 观 点# %建 立 了 一 系 列 具 有 开 创 性 的 模

型#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样化偏好以及产品的异质性等理论范畴纳

入了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H4)+*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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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世界贸易的两个显著特征立刻展现在眼前(其中之一 是 大 部

分的世界贸易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另外一个特征是#世界贸易中最显著的

部分是那些发生在相似经济体间的同质商品的交换$$$尤其是发达国家间有

关工业制造品的产业内贸易’以相对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无法

解释实 际 所 大 量 存 在 的 产 业 内 贸 易#这 一 观 点 在 过 去 得 到 了 广 泛 的 认 同

!’(.)+*CJ+22)B+*##$$#"’相似经济体之间产生的巨大的产业内贸易被认为

%作为在现代工业化国家贸易中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根本无法用传统贸易理

论来加以解释’&!H+*-+G342#<=?$"’ %贸易形式似乎为以相似物品交换为主

的双边贸易提供了深层次的动力’这一产业内贸易看上去既毫无意义又很难

从传统的贸易分析观点出发来加以解释&!J45;/+*+*CI21B/+*#<=?="’所

以#很多学者曾经认为这种相似特征的商品间的贸易成为一个谜 !N1ff54"’
%新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之间可以在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或者各国

生产要素禀 赋 不 一 定 是 有 差 异 甚 至 相 同 的 条 件 下#国 际 贸 易 仍 然 可 以 存 在

!Q)D)3+*CF3)B5)3f#<=>>)I21B/+*#<=>=)J+22)B+*#<==&"’所以#拥有相

似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禀赋的国家间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并且那些有着相

似生产要素密度的类似商品占了贸易的一大部分#这是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所

无法解释的’只有用以递增收益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 %新贸易理论&才可

以解释这一难题 !P2.GG/+*#<==#"’而当代跨国公司 !R153)*+3).*+5T)2/"
的大量出现#其投资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极大地促

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出现#也使产业内贸易的形

成机制出现了复杂 化’跨 国 公 司 内 部 贸 易 !O*32+@T)2/Z2+C4"#是 指 跨 国 公

司的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跨国界的交易#其根本

目的是克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 !I)/12+#T1K1*+2)##$$<"’在跨国公司理

论中#把跨国公司分为垂直一体化模型和水平一体化模型两种’垂直一体化

模型中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分散于不同国家#而水平一体

化模型中的跨国公司在很多国家重复从事大致相同的活动’垂直一体化模型

和水平一 体 化 模 型 对 产 业 内 贸 易 的 影 响 机 制 是 不 同 的 !卢 荣 忠 和 杜 浩 洋#

<==>)赖瑾瑜##$$<"’
然而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对这一观察提出若干质疑’我们考察 了 %新

贸易理论&中提到的一些理论和实证分析#并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悖论和令

人费解之处#重新思考的结果也许让我们应该对 %新贸易理论&的证据进行

再反思’这些发现意味着#如果 %新 贸 易 理 论&可 以 用 来 解 释 部 分 产 业 内 贸

易现象#我们也不能随意夸大它的重要性#产业内贸易的发生也许还有更复

杂的原因#如果试图仅仅用 %新 贸 易 理 论&来 加 以 解 释#可 能 会 产 生 更 多 的

矛盾’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是关于 %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内贸易的

简单概述’第二部分指出#尽管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似乎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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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并不能而且也不应该被视为 %将来必然在世界

贸易中占绝大部分的份额&!Y2+*C42+*CI21B/+*#<=?#"’第三部分我们将

证明即使是 在 发 达 国 家 之 间#产 业 内 贸 易 也 主 要 存 在 于 一 些 特 定 经 济 区 域

!Y5.-G"之中#在一些有着所谓 %大量&产业内贸易的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

的总量在P9N中并非占了很大的份额’第四部分我们提供了更详尽的计量经

济模型信息#考察了 %新贸易理论是否可以完全解释产业内贸易&这一问题’
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再反思

!!作为比较优势原理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国家与国家之间会为了充分利用

它们间的差异而进行贸易’这些差异可以是它们在提供或是消费商品上相对

能力的强弱’# 但 是#在 实 际 中 绝 大 部 分 的 贸 易 似 乎 是 以 %相 似&为 基 础 的#
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

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小于条件互相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

贸易’因此#%新贸易理论&认为也许比较优势之外的某种力量正在从中发挥

作用’正是在 %新贸易理论&的推动下#规模经济自<=>$年代末以来成为国

际贸易理论中的热门话题’人们将这种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称为后天获

得的比较利益’这种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由于去掉了传统的固定规模报酬的

假定#故能解释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同时提高以及贸易量比收入增长更快等

现象’"

# 以斯密!F/)3(#<>>%"为代表的绝对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而以李嘉图!U)-+2C.#
<?<>"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J4-KG-(4#<=<=)c(5)*#<=""#简称Jc"为代表的禀赋比较

优势说’这两条思路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

发展思路’前者关注分工网络*经济组织等拓扑性质的变化#而后者则关注资源的分配与流向等非 拓 扑

性质的变化!b(+*B+*Cd+*B##$$<"’
" 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就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效用下

降’市场竞争就会去折衷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

!!但是如果我们再作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全如 %新

贸易理论&所想象的那样(相似经济体间大量的有关相似商品的贸易并非与

比较优势毫无关系’实际上#传统比较优势的基本思想稍作变化后可以为这

种贸易提供一种解释(如果这种相似商品的贸易仅能带来不多的利润#那么

这些必须进行相似商品贸易的相似经济体就必须通过加大贸易量来获取更多

的利润’这一粗浅的反思给 %新 贸 易 理 论&提 出 了 一 个 问 题(也 许 相 似 经 济

体间显著的产业内贸易之所以非常重要#并非因为它无法用比较优势原理来

加以解释#而是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在其他理论中得到解释 !Q.*+5CU8Q+@
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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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发达国家 间 的 产 业 内 贸 易 量 要 多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产 业 内 贸 易 量/
事实上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有着更高的P9N#而并非由于相对于发展中国

家#发达国家 间 的 情 况 更 为 相 似’考 虑 以 下 情 况#这 一 结 论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如果两个进行这种贸易的国家中#有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成比例地减少

为零#那么原先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必定减少为零’
有关学者曾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做了一个有趣的实

验 !R+2K1G4/+*CV)B54#<==$"’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这样一个假定(发

达国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更高的贸易量原因是(!<"发

展中国家中 存 在 着 贸 易 保 护 政 策 !以 及 发 达 国 家 针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保 护 政

策")!#"发展中国家相对较低的P9N’他们使用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实验

共包含三个不同的情况(

<8全球自由贸易条件下)

#8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使其P9N与所比较的发达国家基本持平)

"8第一和第二条件同时进行’
在情景#和情景"里#这个实验减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绝对&

禀赋差异 !量"#但同时保持它们原来的科技*消费喜好以及 %相对&禀赋差

异’于是在绝对收入水平方面双方变得极为相近#但是最初在相对禀赋方面

的差异并未改变’换句话说#实验并非使得这两个国家完全相同#毫无差异#
而是让所有的相对差异都被保留#只是使那些国家有相似的收入水平’

实验的结果验证了他们的两个假设’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绝

对收入水平增加 !情景<和情景#"#各自都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且相对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增长#这一增幅更为明

显’当验证情景"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之间会有着更

大的贸易额’
当然#这些实验结果并不能证明 %新贸易理论&并非是贸易中的重要决

定因素’但这些结果确实给 %新 贸 易 理 论&提 出 了 值 得 深 思 的 疑 问#同 时 也

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它的运转结构’

三!经济特定区域内部产业内贸易再反思

如果我们对世界贸易体系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发 达

国家间的贸易可以分为三个 %集团&#也就是特定的经济区域 !Y5.-G"(欧盟#
北美和日本’在本部分中#我们将研究在这些经济区域之间以及在区域内部

的制造业内贸易’我们的动因之一是#在我们所取样本的最后时期#制造业

的总贸易额占了世界总贸易额的>"X以上)而另一个动因则是这三个区域里

的制造业贸易额在发达国家总贸易额中同样占到了大约>"X的份额#这是在

当今世界制造业贸易的一个极有特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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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 指 出#产 业 内 贸 易 是 支 持 %新 贸 易 理 论&最 重 要 的 证 据 之 一’
但是 %新贸易理 论&却 或 多 或 少 地 忽 略 了 发 达 国 家 贸 易 产 生 的 地 域 性 因 素’
例如#近些年来欧盟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政

治经济的整 合 !O*34B2+3).*"’正 因 为 世 界 贸 易 数 据 是 以 国 家 为 单 位 记 录 的#
而并不包括一 国 内 部 的 不 同 地 区 间 的 贸 易#所 以 看 似 新 鲜 的 %新 贸 易 理 论&
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假如将美国各州重新划分为一个个国家#我们就会发现#
产业内贸易并非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只是统一市场的一个普通特征罢了’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这三个经济特定区域’由于二战的缘故#在#$世纪%$
年代欧洲重新恢复统一’于是那个时期对于制造品#欧盟国家的进口量仅占

总支出的!X’在整个=$年代#这一数字则大幅增加至&$X$!$X#而在这

些进口中#大约>!X都来自其他的欧盟国家’而恰恰相反的是#欧盟制造业

出口中的>$X都流入了其他的欧盟国家#剩下的大部分到了发展中国家#只

有不足<$X的产品出口至北美和日本 !参见附录一"’
在我们研究的时期里#即整个=$年代#日本几乎不进口制造品’它的绝

大部分进口来自周边新兴工业国家 !9O’G"’而日本对欧盟和北美的出口却远

远大于进 口#欧 盟 和 北 美 从 日 本 进 口 的 制 造 品 分 别 占 了 它 们 各 自 PQN的

$W?=X和<W>?X的比例’这个时期#日本无论是对美国或是欧盟#贸易量都

不算很大#同 时 日 本 的 贸 易 主 要 是 单 方 向 的#也 就 是 说#在 日 本 的 例 子 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特别多的产业内贸易迹象 !参见附录一"’

相对于日本#产业内贸易在美国的贸易额度中占了更大的比重’尽 管 如

此#产业内贸易量依然相对较少’在这个时期#美国从欧盟进口的制造品总

额仅占其PQN的<W?"X#占其在制造品总支出的"X’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加

拿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人均计算#美加间的制造品贸易是美欧间制造品

贸易额的六倍还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经贸关系之密切#
以及美欧之间相对疏远的贸易关系’

从上面的分 析 中#我 们 可 以 看 到#产 业 内 贸 易 主 要 存 在 于 各 地 区 内 部’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大量的产业内贸易都是各经济区域所特有的#那么

对于试图利用一般的理论来对它加以解释的前景#我们只会报一种怀疑的态

度’这些经济区域大多能做到高端制造品的自给自足#并且大多数有关这些

项目的贸易都是在区域内部进行的’此外#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产业内贸易

的形式#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 现 象’这 些 现 象 确 实 给 %新 贸 易 理 论&提 出 了

一些疑问’

四!#新贸易理论%计量经济证据的再反思

除了一些理论文献探讨以外#还有很多实证研究专门检验和支持 %新贸

易理论&’在众多实证研 究 产 业 内 贸 易 的 文 献 中# ,不 完 全 竞 争 和 国 际 贸 易(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来自十四个工业国家的证据-尤其值得一提 !J45;/+*#<=?>"’在这一部分

中#我们将更进一步看看这些计量经济实证研究的效力以及它们得出的结论’

!一"简化产业内贸易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国家间的所有贸易都被假定为产业内贸易’伴随 着 报 酬

规模递增及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这一模型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国家的

相对经济规模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贸易规模’这一点和传统的贸易理论形成鲜

明的对比’

[<+PQN< 5! !< <T&
G’<

!!G<"$# # !<"

这里([< 是<集团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规模)

PQN< 是组成<集团国家的PQN总和)

!< 是集团<的PQN总和在世界PQN中占的比例)

!G< 是国家G的PQN占<集团PQN总和的比例’

J45;/+*应用了 一 部 分 经 合 组 织 !c,’Q"国 家 的 数 据#得 出 国 家 的 经

济规模越相近#产业内贸易的比例#也就是[<+PQN< 应该增加’由此来证明

%新贸易理论&’
然而#如果假 定 每 件 商 品 都 由 一 个 国 家 生 产#并 且 消 费 喜 好 完 全 相 同#

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考虑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得到和模型 !<"相同的结论’
例如#如果引用阿明顿假设 !:2/)*B3.*#<=%="&#就可以在没有垄断竞争的

条件下产生同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考察这一模型以及它的理论根基’新 的 模 型

用一组经 合 组 织 和 非 经 合 组 织 国 家 的 数 据 做 了 一 次 有 趣 的 测 试 !J1//45G
+*CH4L/G.(1#<==$"’

模型选择经合组织国家 %成对& !N+)2"地作为观察对象’这 样 在##年

!<=%#$<=?""的跨度中每一年都有=<对观察对象’模型用了 一 个 变 化 了 的

形式 !对模型 !<"对数化"(

5*![<*"5)"5*5PQN<*2<T!!<<*"#T!!#<*"#3662<6/<# !#"

这里(*是时间)

2<E9<_5*!!<"是成对国家的固定效应)!

/< 是误差项’

& 即进口品和国产品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性的假设’
!!< 可以看作是一个常数#因为集团PQN作为世界PQN的一部分#大约是一个定值’

使用 %混合数据&!N..5Q+3+"法#这一模型的结果在下面表一的第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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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模型结果非常显著#这 些 信 息 有 力 地 支 持 了 J45;/+*简 单 模 型 的 结 论#
也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 !经合组织国家"#存在着显著的产业内贸易现象’

表<!模型!#"估计的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结果

经合组织国家 非经合组织国家

) <W&$" <W!>, "̂
!*值" !<<$W?" !#&W=""

(# $W?%$ $W#==!可以比较的值为$W>=#"
观测数目 #$$# <&!%

!!来源(01+234256‘.12*+5.A,-.*./)-G#;;8?$%$?$=#<==!8

在使用了经 合 组 织 国 家 的 数 据 之 后 !得 到 了 与 简 单 模 型 几 乎 一 样 的 结

论"#模型又转向了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 事先我们相信这一组数据将不应

该再适用于以垄断竞争和产业内贸易为前提的模型 !由于一些观察数据为零#
模型使用指数形式代替对数形式"’然而#结果却相当有趣(甚至对于这些非

经合组织国家的样本#J45;/+*简单模型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依然没有变化#
也就是模型结果显示#在这些非经合组织的国家里#产业内贸易依然显著存

在7> !参见表<的第三列"’

% 国家样本为(巴西#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希腊#象牙海岸#韩国#尼日利亚#挪威#巴基 斯 坦#巴 拉 圭#
秘鲁#菲律宾和泰国’
> 由于在两次测试中因变量不尽相同#因此U#并 不 能 直 接 比 较’如 果 将 非 经 合 组 织 国 家 数 据 对 数 化#
(# 的值将是$8>=#’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矛盾&!N+2+C.D"(模型对经合组织国家作出的结果

与新贸易理论的假定相当吻合#但是另一组非经合组织国家#它们之间并不

怎么具备产业内 贸 易 发 生 所 需 要 的 条 件#结 果 却 和 经 合 组 织 国 家 几 乎 一 致’
简单地说#这个模型 %过于完 美&了’这 个 %过 于 完 美&的 模 型 留 给 了 我 们

两个问题(一是新贸易理论是否是一个正确的理论解释)另一个问题是在传

统的 J4-KG-(42@c(5)*模型中#我们对国家经济规模所起作用的理解也许还并

不完整’
在研究产业内贸易的方法论里面#引力模型 !P2+L)36R.C45"是一个有

利的工具’它起源于牛顿物理学中的 %引力法则&’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

际贸易领域的是Z)*S42B4* !<=%#"和N.6(.*4* !<=%""#他们两国的双边贸

易流量的规模与 它 们 各 自 的 经 济 总 量 呈 正 比#而 与 它 们 之 间 的 距 离 呈 反 比’
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

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 !Z2+*G)3).*’.G3"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

力因素’
接着#H)**4/+*** !<=%%"又将人口变量加入引力模型’另外#T2+*K45

!<==>"强调了像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具有陆地相连性等地理运输的便利#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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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4S.2+P)55)+2C !<==="*V+55!<==="*Z+/)2)G+ !<==="和F.(*
!#$$<"还考虑了经济一体化措施*贸易保护*贸易管制等制度因素对双边贸

易的影响’这些变量可以被分别归结为助力和阻力因素两类#它们的加入大

大丰富和拓展了引力模型的内涵与应用范围’尽管表述形式比较简单#但是

自#$世纪%$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在国际贸易实证研究中获得了相当的

成功#它被广泛应用于测算贸易潜力*鉴别贸易集团的效果*分析贸易模式

以及估计边界成本等领域#并较好地解释了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
所以#这是 %经济学中 仅 有 的 明 了 而 又 显 著 的 实 证 发 现 之 一& !H4+/42+*C
H4L)*G.(*#<==!"?’下面#我们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推出我们分析的一般

和动态模型’

? 当然#引力模型也曾遭到一些批评和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一度认为缺乏理论基础#但在

:*C42G.*!<=>="*J45;/+*和 I21B/+*!<=?!"*Y42BG32+*C!<=?!*<=?="以 及 Q4+2C.2AA!<==!"和‘+/4G
,8:*C42G.*!<=>=##$$""等学者的不断发展下#引力模型的理论根基已日渐稳固#并由此催 生 了 大 量 的

新的引力模型文献’另一个是批评模型的构造方法#集中表现为对横截面分析法的质疑#然而随着%时空

数据&!N+*45Q+3+"分析法的兴起#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二"一般产业内贸易模型

如果我们释放上述简化模型中的一些假定#那么所得的新模型就称之为

一般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一些产业内贸易的动机被解释为生产要素的相对

丰富#而另一些产业内贸易则是以交换有差异产品为动力’各国在产业内贸

易中的份额可以按如下公式计量(

OOZGP 5)$6)<5*SPQNG+’GTPQN
P+’PS6)#/)*!5*PQN

G#5*PQNP"

6)"/+D!5*PQNG#5*PQNP"69GPU !""

!!OOZGP是G国和P国双边贸易的谷洛贝尔4洛伊德 !P21S45@H5.6C"指数#

’G 和’P 分别是所对应国家的人口数#因此PQN+’ 代表人均值’这一模型

预计)<($#)##$以及)"($’
为了便于直接验证#模型可以变形为(

OOZGP 5)
"
$ 6)"<5*SPQNG+’GTPQNP+’PS

6)"#5*!PQNG6PQNP"6)""5*5<T2PQNG+!PQNG6PQNP"3#

T2PQNP+!PQNG6PQNP"3#669GPU !&"

!!模型在=<对国家数据的基础上#对从<=>$$<=?<年 的 每 一 年 度 都 分 别

做了回归#得到的结果与预测结果相吻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占产业内贸

易的比重和生产要素差异度之间存在着的负相关关系 !参见附录二"’
然而#在这一模型中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模型假定了在不同的跨地区经济体之间回归参数是不变的 !横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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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稳定性"#同时#还有同方差的假设’这些都无疑是要求过高的条件’如果

我们回顾 J1//45G和H4L)*G(1的测试#就会有 很 有 趣 地 发 现(当 把 成 对 国

家间的虚拟变量也考虑在回归过程中时#(# 的值就会在一个相当大的区间里

波动 !从$W!#&到$W=%!"#并且一些参数也会随之改变’在一般模型中#产

业内贸易中大 部 分 的 可 变 因 素 都 是 用 %国 家 对&间 的 误 差 项 来 加 以 解 释 的’
例如#在样本中#如 果 德 国 和 奥 地 利 在 生 产 禀 赋 方 面 较 日 本 和 英 国 更 相 似#
那么通过这一模型便可得出德奥间有着更大的产业内贸易量’然而相对于日

本和英国远隔千山万水#德国和奥地利则是邻国#或是德国和奥地利同属一

个关税联盟#恐 怕 这 些 因 素 比 生 产 要 素 的 相 似 性 更 有 说 服 力’还 有#制 度*
文化*政治方面的差异也是影响贸易的重要方面’

地理因素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产业内贸易 !I21B/+*#<==<)

I,+3.*#‘8+*CF8I.231/##$$#),L4*433#F8‘8+*CV8I45542##$$#"’拥

有共同国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会以同质商品为主#在这些数据上#这类贸易

被归类为产业内贸易’对于那些有着很长共同国界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加拿

大来说#这一因素显得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模 型#在 这

个模型中#相对于产业之间的 贸 易#距 离 !在 模 型 中 体 现 为 运 输 成 本"对 产

业内贸易有着更大的消极作用 !简单地将运输成本这一要素放到国际贸易的

模型中会减少所有种类的贸易"’在 一 个 垄 断 竞 争 的 模 型 中#在 边 际 情 形 中#
面对增长的运输成本#消费者将放弃某一种商品所带来的效用’如果有差异

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大于同类商品间的替代弹性#距离上的减少将在更大程度

上促进产业内贸易#而非产业之间的贸易’
第二#一般模型没有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型越来越弱化’= 具

体地说#在前七年中#代表生产要 素 差 异 的 系 数 呈 现 负 值 而 且 统 计 显 著 !在

模型 !""和模型 !&"中"#但 是 随 后 就 不 再 显 著’同 时#在 两 个 模 型 中(#

一直下降#分别从<=>$年的$W#%%和$W#!&降至<=?<年的$W$"=和$W$"&’
现在#我们面临另一个困惑#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什么原因导致模型逐步弱

化#即产业内贸易日益不明显’J45;/+*试图将这一减弱趋势解释为由不同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汇率变化数据的失真引起的结果’事实果真这么简单吗/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动态模型的研究#得出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细节’

= 在他的论文中#J45;/+*提到了他的模型在某一个时间段落中准确度一直在降低#但是没有进一步分

析和解释’

第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因为所谓的政治因素等#可 能 将 影 响 产 业

内贸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更为精确的模型来检验它’但很遗憾#我们并没

有得到 J45;/+*的详细数据资料以及有关回归的详细结论’因此#我们也就

不能判断他的模型是否是构造性错误 !F;4-)A)-+3).*,22.2"还是数据的问题’
但是至少从 J1//45G和H4L)*G.(*的模型中我们知道#国家间的地理距离是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从纯数学和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同时注意到 J45;/+*的

模型中较低的(# 值#很自然我们会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模型’

!三"动态模型去测试产业内贸易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包含 更 多 因

素的产业内贸易模型(

OOZ5T1*-3).*.A!N’PQN!_"#PQN!_"#

VQOFZ!̂ "#Zc!_"#ZORY!̂ ""8 !!"

这里(

N’PQN(人均PQN !表示消费偏好")

PQN(经济体规模的一个替代变量)

VQOFZ(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 !经过加权"<$)

Zc(贸易环境#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

ZORY(贸易的不均衡量)
括号里的符号是我们提前预测的正负符号’

<$ 方便期间#我们取各国家首都!首府"之间的地理距离’

我们将这一模型回归到一组有%?个由工业化国家 !R+*1A+-312)*B’.1*@
326"从<==$$#$$$年的数据组中’因为估计一个线性或者非线性方程#都可

以导致OOZ的值超出$和<之间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可能出现小于$或大于

<的情况’所以我们运用了指数方程模型的形式(

OOZE<+!<_4D;!T7d""# !%"

这里的d是所有解释变量 !包括常数"的一个矢量集合#7是相对应的系数’
估计结果如表#所示(

表#!以模型!%"为基础的静态模型回归结果!<==$年和#$$$年"

年份 常数 N’PQN PQN VQOFZ Zc ZORY (#

<==$年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年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注("""#""和 "分别是<#!和<$X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值为对应的*值’下同’

模型 !%"经变形后可得到(

H E5*!OOZ+!<^OOZ""E7dU !>"

!这里的H 如以前的定义#但是现在它的范围变化为^g(H(_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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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利用一个存量调整模型 !G3.-K+Ce1G3/4*3/43(.C"去看一下究

竟哪些因素在决定OOZ的变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的 动 态 形 式’假 定

我们在时间*处的理想预期H 为H"#那么实际和预期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表

述如下(

H*TH*T< 5/!H"
* TH*T<"# !?"

这里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调整速度 !:Ce1G3/4*3U+34"#经 过 简

单变换(

H*TH*T< 5T/H*T<6)<d*T<6)#!d*Td*T<"U !="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虚拟假定(
虚拟假定<()#E$8说明影响OOZ的因素变化对H 的变化没有效果)
虚拟假定#()<E)#8说明滞后一期的系数和差分变量系数没有区别’
经过模型回归估计#在!X的显著性水平上#虚拟假定<被拒绝而虚拟假

定#没有拒绝’所以#我们就可以只运用以下的限制模型就可以得到(

H*TH*T< 5T/H*T<6)d*U !<$"

表"!以模型!<$"为基础的动态模型回归结果!<==$年到#$$$年"

常数 /̂ N’PQN PQN VQOFZ Zc ZORY (#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在静态模型里面(!<"从<==$年到#$$$年期间#
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没有大的变化#如果进一步作邹氏检验 !’JcV34G3"
或者虚 拟 变 量 检 验 !Q1//6@L+2)+S54"#没 有 发 现 结 构 性 变 化 !F321-3124
’(+*B4")!#"然而#PQN系数的不显著性#说明在%?个国家的贸易体系里#
经济规模 !F-+54.A,-.*./)4G"对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同时#N’PQN#
我们用来 衡 量 更 多 商 品 消 费 多 样 性 的 指 标 !/.24C)L42G)A)4C;+3342*.AC4@
/+*C"#虽然还是显著#也和OOZ有正的相关性#但是随时间的变化越来越减

弱)!&"贸易伙伴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它们的贸易环境 !经济开放程度"#
都对它们之间发生产业内贸易有显著影响) !!"贸易不平衡<==$年不显著#
而#$$$年显著’

在动态模型里面(!<"调整系数 !大约为$W&"说明调整的速度是中等和

温和的 !R.C42+34")!#"PQN的系数依然不显著#表示现有的PQN水平对

产业内贸易的持续变化几乎没有影响)!""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动态模

型里面#N’PQN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了7说明这个系数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有所

不同#长期影响减弱)!&"可以随通讯*交通以及其他科技的进步#贸易伙伴

之间的地理距离在长期里对产业内贸易影响减弱)!!"贸易不平衡在长期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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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显著水平#也就是对产业内贸易有长期影响)!%"贸易不平衡依然对产业内

贸易影响显著’
以上的很多发现#都和新贸易理论不相符合’事实上它给我们带 来 了 更

多的思考和疑问’

五!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 %新贸易理论&中常提到的几个证 据#在 这

一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将他们的理论模型建立在这样一个已成惯例的事实之上(
世界贸易的一大部分以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发生于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这

是强调报酬规模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在世界经济中重要作用的一个关键性经验

理由’然而#本文试图对这一观点提出若干质疑’通过比较计量模型的结果#
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和 %新贸 易 理 论&的 若 干 观 点 不 相 符 合#需 要 %新 贸 易

理论&重新反思自己的证据’

附录一

#$世纪=$年代欧洲国家*北美*日本等进口出口情况统计

!每年平均值)亿美元)按<==!年价格折算"

化工品

出口自(

进口自(

欧洲国家 北美"" 日本 其他国家 世界

欧洲国家 <&< <! > "= #$%
北美" <! <" ! #$ !%
日本 & " << <=
其他国家 <$ ! " "& !"
世界 <>$ "> <! <$& ""&

机械以及运输设备

出口自(

进口自(

欧洲国家 北美"" 日本 其他国家 世界

欧洲国家 &#= !% <$ <"# %"=

北美" !! =< <! ?= #%$

日本 !& ?# =? #&"

其他国家 &# !> << <$& #<=

世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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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制造品

出口自(

进口自(

欧洲国家 北美"" 日本 其他国家 世界

欧洲国家 "?= "% <$ ?< !#>

北美" "# &% << &$ <"&

日本 <# <! "> %%

其他国家 ?= ?< "$ <&? "!&

世界 !## <>? !# "$% <$?<

总制造品

出口至(

进口自(

欧洲国家 北美"" 日本 其他国家 世界

欧洲国家 =%$ <$? #> #!# <">#
北美" <$# <!$ "# <&= &!$
日本 >$ <$< <&> "#=
其他国家 <&< <&" && #?! %#%
世界 <#>" !$# <$# ?"" #>>%

!!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加拿大和美国

资料来源(\9R.*3(56Y15543)*.AF3+3)G3)-G8<==$$#$$$’

#$世纪=$年代欧洲和日本间的商品贸易

!每年平均值)亿美元)按<==!年价格折算"

亿美元
占欧洲PQN

的比例

占日本PQN
的比例

欧洲出口 日本出口 日本+欧洲 欧洲出口 欧洲进口 日本出口 日本进口

化学品 %%"" "?%! $8!? $8$? $8$! $8<< $8<?

运输 "#!< <!""& &8># $8$& $8<= $8&# $8$=

其他机械 %>=% "?=<< !8>" $8$= $8&= <8$% $8<=

纺织品 <$$> >?= $8>? $8$< $8$< $8$# $8$"

钢铁 #>! %#= #8#= $8$$ $8$< $8$# $8$<

非铁类金属 >!% $8$< $8$#

其他金属制品 &## >?" <8?% $8$< $8$< $8$# $8$<

服装 <"&= <>$ $8<" $8$# $8$$ $8$$ $8$&

其他制造品 %!%# =&<! <8&" $8$? $8<# $8#% $8<?

所有的制造品 #>$!< %=?=% #8!? $8"& $8?= <8=$ $8>&

食品#材料及能源 &!%< <%?? $8"> $8$% $8$# $8$! $8<#

所有商品 "<%<# #8#% $8&$ $8=< <8=! $8?%

!!资料来源(\9R.*3(56Y15543)*.AF3+3)G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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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美国和日本间的商品贸易

!每年平均值)亿美元)按<==!年价格折算"

亿美元
占美国PQN

的比例

占日本PQN
的比例

美国出口 日本出口 日本+美国 美国出口 美国进口 日本出口 日本进口

化学品 &>$? "#?# $8>$ $8$= $8$% $8$= $8<"

运输 ?%? #<>#% #!8$" $8$# $8&< $8!= $8$#

其他机械 <"%$= !&%!$ &8$# $8#% <8$" <8&= $8">

纺织品 #"< %!& #8?" $8$$ $8$< $8$# $8$<

钢铁 <<< <="& <>8&# $8$$ $8$& $8$! $8$$

非铁类金属 <$<$ $8$# $8$"

其他金属制品 "#" <#%? "8=" $8$< $8$# $8$" $8$<

服装 !<& <#> $8#! $8$< $8$$ $8$$ $8$<

其他制造品 %$>& <$"#= <8>$ $8<< $8#$ $8#? $8<>

所有的制造品 #>&&? ="=>$ "8&# $8!# <8>? #8!% $8>!

食品#材料及能源 <?"?? #!<= $8<& $8"! $8$! $8$> $8!$

所有商品 &!?"% =%&?= #8<< $8?> <8?# #8%" <8#!

!!资料来源(\9R.*3(56Y15543)*.AF3+3)G3)-G#<==$$#$$$’

#$世纪=$年代欧洲和日本间的商品贸易

!每年平均值)亿美元)按<==!年价格折算"

亿美元
占美国PQN

的比例

占欧洲PQN
的比例

美国出口 欧洲出口 欧洲+美国 美国出口 美国进口 欧洲出口 欧洲进口

化学品 <#?"% <"?"# <8$? $8#& $8#% $8<? $8<%

运输 #&#% !??& #8&" $8$! $8<< $8$> $8$"

其他机械 &?>%? &&?=& $8=# $8=# $8?! $8!> $8%#

纺织品 <<?? #$"> <8>< $8$# $8$& $8$" $8$#

钢铁 ">< #==& ?8$> $8$< $8$% $8$& $8$$

非铁类金属 ?"$ <%<= <8=! $8$# $8$" $8$<

其他金属制品 <<"$ <?%& <8%! $8$# $8$& $8$# $8$<

服装 !?$ <%&# #8?" $8$< $8$" $8$# $8$<

其他制造品 <>"$= ##<=> <8#? $8"" $8&# $8#? $8##

所有的制造品 ?!&"? =%=%" <8<" <8%# <8?" <8#" <8$=

食品#材料及能源 ##$<= <#>>% $8!? $8&# $8#& $8<% $8#?

所有商品 <$>&!> <$=>"= <8$# #8$" #8$> <8&$ <8">

!!资料来源(\9R.*3(56Y15543)*.AF3+3)G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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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模型 !""的估计结果

年份 )< )# )" (#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 $8?<#"

$8$%&

<=?< $̂8$$%
!̂ $8">$"

$8$#>
!<8%?%"

$̂8$#$
!̂ <8#?""

$8$"=

模型 !&"的估计结果

年份 )"< )"# )"" (#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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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 )"# )"" (#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 $̂8$$!
!̂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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