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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现代 国际贸易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分析 了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基 

本因素．探讨基本因素的量化方法；首次根据理性微观经济主体的效应最大化原理 ，建立了一 

个包括国外实际收入、实际有效汇率、市场化进程和技术进步的四变量中国出1：2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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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以市场为导 向的经济改革 已取得了具大 

成功．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 

到9 以上，而外贸出口更以远高于此的速度快速 

增长．进 出口总额 l980年的381．4亿美元增长 

到1 996年的2 899亿美元，年均增长1 4 ．中国在 

世界贸易 中的排序从l 985年的第1 5位上升到l 992 

～ 1 996连续5年的第11位．按现行的人民币汇率计 

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进出 口总额与 GNP 

之 比)由 l978年 的 9．89 上 升 到 1 994年 的 

46．5 6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成员． 

中国出口增长的基本事实难 运用凯恩斯的 

出 口需求 理论加 以解释．因为凯恩斯 的出 口需求 

模型说 明，一 国的出口总量是由国外的实际收入 

和相对价格决定的．然而，在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 

长的过程 中，同期世 界产 出的年均增 长率 不足 

4 ．80年代后期以来 ，国外许多学者在凯恩斯的 

出口需求模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供给因素 

对 出口的影响，并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 了实证研 

究u’．结果表 明：即使在 贸易 自由化程度很高的 

国家(如美国、日本、西班牙等)，鼓励出口的政策 

导向对出 口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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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在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 

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内在激励机制． 

并进行模型化．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出 口增长 

及其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出口的形式由国家计划 

决定向由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资源结构)趋同的 

结果．这种趋同主要是由旨在引进市场机制的经 

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引发的；技 

术进步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首先论述了出口增长理论研究的现状． 

分析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外汇外 贸体制改革 

及技术进步对出 口增长的影响，给出定量描述 

上各因素的参数化方法，最后建立可用于实证分 

析的模型框架．与国内外学者的同类研究相比，本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根据微观经济主体的 

效应最大化原理建立出 口增长模型．而以前的出 

口模型直接应用 Keynes宏观经济理论． 

1 出口增长理论的研究现状 

二战结束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国际资 

本流动迅速增长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下，国 

际贸易获得 了巨大发展 ，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远 

远超过世界产出的增长速度．工业制成品在贸易 

品中所占的 比例超过初级产品．并出现了大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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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品．有形商品贸易与无形商品贸易密切结台 ， 

各类 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得到了发展 ，世界贸易和 

各国贸易依存度都在提高．继大西洋地区之后 一太 

平洋地区正在成为新的世界贸易 中心．国际贸易 

已成为各类 国家x,t~b关系的重要基础和纽带． 

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经济影响的日趋 

显著 ．引起 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80年代后 

期以来 ，国外许多学者对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 了 

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这类研究的基本假设 

是 ．进口品与本国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支 

持该假设的基本事实是，两种贸易 【进 出口)方式 

共存；即使用同 货币表示同一商品的价格．在不 

同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异．鉴于此，很多有关出 口 

增长趋势的研究使用了不完全替代模型 ．基本 

的出口需求模型具有如下形式 ： 

X = X (R，Y (1) 

其中，Y表示出口总量；R是实际有效(贸易)汇率． 

它被用来反映相对价格对 出 口的影响；Y 是 国 

外的实际收A，通常用国外的实际GDP表示． 

许多学者对模型(1)的对数线性形式进行了 

实证研究．他们重点强 调国外收入和相对价格对 

出口总量的影响．典型的结论是：进出口的价格和 

收人弹性是相当稳定的，并且显著大于1 ．然而 

Madsen和 Damania对该结论的可靠性提出了质 

疑 ．指出，“出口的长期收人弹性大于 l”是遗漏了 

重要的解释变量和动态方程的错误界定的综台反 

映．解决这两个 问题 的方法是 ：①应用 Krugman 

假设来推广出口需求模型(1)．②使用协整与误差 

修正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 

Krugman认为．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 

家而言．随着经济增长 ．通过扩大生产工业制成品 

的种类来增加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因此 ，关于出 

口品种类的某种测度变量应被包括在出 口方程 

中 ．但是．Krugman假设受到许多贸 易学家 的 

强 烈批评．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是．Krugman的分 

析只强调了出1：3品种类一个因素．而忽略了刺激 

出 口增长的其它重要决定 因素．例如 ．1wata建议 

应考虑国际储蓄和投资形为变化的影响，这两个 

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一国的出口和汇率 ：Shatz指 

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传统解释可能更有效 ； 

最 早发现 Krugman假设 的 Thirlwall认 为，出口 

增长更有可能是由需求因素决定的，而受供给方 

面的约束可能较少 ．总之．尽管 Krugman假设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有关供给因素对出口有 

重要影响的观点还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 同．并已 

应用于实证研究 】． 

一 般地，出口模型不仅要反映出口需求因素 

(即国外收人和相对价格)．而且要包括有关 出口 

供给变量．即 般的出口需求模型形式是 

X — X (R．Y ． ) (2) 

其中s是出口供给因素的某种测度变量．其余变 

量定义同(1)． 

需要特别强调指 出的是 ，Spencer、Brander和 

Moreno等人认为：科技进步状况对出口增长具有 

重要的激励作用．这是因为科技进步不仅可以提 

高出 口品的国际竞争力和附加值 ，而且还能扩大 

市场份额．从而促进 出 口增长．由于科技投 入越 

高，科技进步越快．所以他们建议将科技投入作为 

出口增长的解释变量 。“j． 

Madsen和 Damania认为，在 以前的许多实证 

研究中一直接以解释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形式进 

行回归．由于这些变量通常包含单位根(菲平稳)， 

所得出的结果在 Granger的意义上很可能是“伪” 

结论．因此他们建议：对一般的出口模型应使用协 

整与误差修正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 

2 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出口的影响 

分析 

中国的由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激励机制 的变化 

构成了出1：3商品结构与资源结构之间趋同的先决 

条件；另外一一个重要条件是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 

外汇外贸体制和政策的改革与调整，即汇率台理 

化与贸易 自由化 ；市场化程度决定着贸易改革与 

贸易自由化进程；技术进步又构成了出口商品结 

构变化的技术基础． 

2．1 体制变迁、贸易改革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 

关系 

体制变迁、贸易改革与 自由化同出口商品结 

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国际贸易理论 ．一国 

与其他国家的相 对要素的丰裕程度 ，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然而 ，体 

制因素可以割断出口商品结构与比较优势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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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在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 

体制下，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背离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因为在这种 

体制下的贸易主要被用来服务于计划，而不是作 

为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源泉． 

中央计划体制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外经济活 

动的限制，使其无法充分获取来自贸易的好处．其 

原因是，受计划制约的生产与贸易活动缺乏降低 

成本 的动力．因此 ，建立在资源有效配置基础上的 

比较优势也就无法实现．从理论上讲，伴随着市场 

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可以改变贸易形式 

与资源结构的背离，使两者逐步趋同，其速度和规 

模将会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而这又同经济体 

制改革的步伐相联．由于贸易形式与资源结构的 

结台或趋同．一定会导致贸易量 的增加和贸易结 

构的改变．因此，市场化程度同经济的国际化程度 

是紧密相联的． 

可将中国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市场化的提 

高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① 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 

产品份额增加，而 由计划安排的产品份额逐步缩 

小 ： 经济 中所有制成分多样化 ；@ 政府调整 

和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宏观经济活动的机制发生 

变化；④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及管理条例 

的颁布、 

市场化的加深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和个体的 

行为．市场竞争．成本与经济效益已逐渐成为经济 

活动 的准则、当这一准则被应用于对外经济活动 

中时．便有了前面所提到的出口商品结构与资源 

结构之间趋同的基础．这种由体制改革而导致的 

激励机制的变化对 贸易活动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 

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原因．然而．这种由体制改革 

所导致的激励机制的变化仅仅是 贸易形式与资源 

结构之间趋同的先决条件之一．另外一个重要条 

件是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的 

改革与调整．这就是贸易 自由化的内容． 

有了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激励机制，为什么 

还要实行 贸易 自由化 呢?因为对一个具有高度保 

护的国家来说，由保护所造成 的市场扭 曲妨碍 了 

该国丰裕要素向其 国际 比较优势的转化，从而也 

妨碍 了_该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是伴随着复关和加人世贸 

组织 (WTO)的进程而 不断深人 的．在这 个进程 

中，中国的关税保护程度逐步降低，平均关税率从 

1 992年前的47．2 降低到1 992年底的36．4 ，而 

后又降低 到1 994年 的35．6 和1 995年的35．3 ． 

继1 996年4月降低到23 之后，1 9g7年10月又进一 

步下降到1 7 ．而且中国政府已承诺在未来的一 

至两年 内再降至1 5 ．这说明中国贸易 自由化的 

进程已显著加快． 

保护程度的降低起到了两种作用：一是促进 

了竞争机 制的确立 ；另一个是减少了国内外价格 

之间的差距，从而降低了市场扭曲的程度，增加了 

市场化程度．这两种作用使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 

的利用 ，从而增加 了经济效益 ：反映在对外 贸易 

上，则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产品市 

场份额的扩大．这主要是因为 ，这时的出口贸易商 

品的构成更加如实地反映了国内的要素或资源结 

构．这就是上述贸易形式与比较优势趋 同的含义． 

由贸易形式 与资源结构趋同所导致 的实际比较优 

势的实现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如下好处： 出口数 

量与市场份额迅速增加 ，贸易依存度也迅速增加， 

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强； 

②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民福利迅速增加；⑧满 

足了由于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 

国内需求．这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① 

比较优势的实现还使中国成为对外资极具吸 『力 

的国家之一 ；⑤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促进或带动了 

经济的增长 ，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 

的调整，这 同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有着直接 的关 

系：@ 贸易的发展对经济还产生着重要的“问接” 

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采取国际通行惯例．对企业 

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提高人的素质 

和实行现代化的管理等、上述好处主要是由体制 

变革、贸易改革与自由化所产生的结果． 

2．2 市场化程度与渐近式贸易改革 

自7O年代求期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种“渐近 

式”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有其经济的、社会 

的、体制的和文化上的背景 ．同时也决定 了中国所 

采取的渐近式贸易改革的方式．采取这种贸易改 

革方式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市场化程度问题．可以 

说，体制改革促进 了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市场化进 

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改革 的深入．贸易可以 

在缺乏市场条件下发生 ，但是这种贸易一定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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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效率的．不仅如此，市场化程度低，市场不完全 

或市场扭曲还会对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不 

利影响．从而制约贸易改革与贸易 自由化的进程 

具体来说，关税、配额、外汇管制、出口补贴等 

贸易政 策都是市场不完全或市场扭曲的结果(主 

要指商品市场) 换句话说，由于市场不完全，企业 

缺乏平等竞争的条件，因此要求政府的干预和保 

护．保护性贸易政策又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维持 

市场扭曲的作用．当然政府有其理由对某些行业 

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 与此同时，保护性贸易政策 

还会影响到出口产品的构成 ，这种影响是通过贸 

易体制与政策对要素市场的作用而实现的． 

由贸易体制与政策所维持的商品市场的扭曲 

必然要影响到要素市场的运行．国内与国际价格 

体系之间的联系由于关税或其他限制贸易的措施 

而削弱 了．这种价格上的背离，影响到有关行业的 

要素密集度，相对要素价格以及相对要素之比(如 

劳动力对资本之比)．从而影响着产品和贸易构 

成．以及生产技术的选择． 

在这种条件下，所观察 到的贸易产品中所含 

的要素密集度恰恰是被扭曲了的要素市场的结 

果 因此，贸易商品构成也就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国 

际比较优势．此外，市场的扭 曲不仅仅影响到产品 

的相对价格．它还影响到要素在生产部门之间的 

流动．这 自然妨碍了资源或要素在生产部门之间 

的有效配置．因此，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的改变将 

会影响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运行．通向贸易 

自由化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将使市场化程度不断提 

高．提高市场的开放程度使企业在更加平等的市 

场上进行竞争．其结果必然使国内市场价格逐步 

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价格结构的 日趋合理，将导致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贸易产 品结构的 

改善与效益的提高．这同以上所述的贸易商品形 

式同资源结构之间趋同是一致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 

程．从而决定了贸易体制改革与贸易自由化进程 

中的渐近式特点 

2 3 市场化进程的参数表示方法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制 

度给定，即制度因素是一个外生变量 这是由于作 

为其背景的市场制度的基本结构已经成熟，比较 

稳定．但是．对处于巨大社会变迁和市场化进程中 

的中国经济来说 ，制度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重 

要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因素．必须将其作为一个 

内生变量加以考察．这也许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分 

析不 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征 ．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 以来的中国经济具有计 

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特征 中国渐近改革的 

累积结果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换言之．通过市场 

配置资源的比例不断增加；而计划分配的比例相 

应下降．并且 ．一些过渡性 的改革措施也随着改革 

的 日益深化 ．被市场化进程平滑掉．例如 ．改革期 

间曾一度盛行 的国内价格和人 民币汇率的 双轨 

制”，已退出中国的经济舞台．鉴此，可将整个宏观 

经济 系统分解成两个子 系统：市场化子系统和非 

市场化子系统．“市场化”这一术语在此处是指这 

样一个过程：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比例在不 

断增加．如上所述．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 

展 ，不仅总产值增加，而且市场化经济成分也会增 

加 考虑到这一点．将实际 国民收入 (1v)定义 为 

y一 + (1一 ) ．这里 ^是市场化经济的比例 

市场化进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经济发展 

程度和经济制度或结构的变化 就中国而言，这两 

个因素都在变化．这使得测算市场化参数 ^变得 

非常困难．文[9：给出=广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一 

种是直接估计 ^．但 由于市场化(货 币化)进程非 

常复杂，涉及到许多因素，所 以很难找到一个估计 

量来模拟整个国家的全部市场化过程 鉴于数据 

的可得性问题，即使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式．要估算 

出 亦非易事 另一方法是用一个可观测变量来 

替代 ．本文使用文：9]提出的用城市人口比例来 

近似 中国的市场化 (货 币化J过程．使用这一方法 

除基于文[9]的思想外．还考虑到如下事实：由于 

农村引人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 

促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这支劳 

动大军中的很大部分直接进^中国经济较为发达 

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的“三资”企业． 

这部分廉价劳动力直接构成了该地区出口产品的 

比较优势． 

2 4 三资企业的作用 

三资企业出现在1 979年．中国1 979年通过 r 

中外合资企业法之后．就对外资敞开了大门 外资 

的进入不仅带来 了国内短缺的资本品，而且在传 

播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起到 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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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以外商独资．或国内与外资股份合作形 

式引进的外资．往往还给中国带来一些出口渠道， 

这对出口增长无疑起到了推进作用．但是 ，过分夸 

大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作用是没有证据 

的．对其作用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在1 987年以前，三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业 

绩尚不突出．而l 98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从1 978年 

的1O0亿美元发展到400亿美元，对外开放不仅已 

经起步，而且 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这一期间 

的三资企业对出口并没有很显著的贡献，1 987年 

三资企业的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1 ．直到 

1 990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才 

首次超过10 ．达到12．6 (当年的出口总额已是 

621亿美元)．当然．三资企业随后的发展速度是较 

快的．到1 995年，三资企业出口品在全国出口总额 

中的比重已接近40 ． 

中国的进出口额在8O年代已呈现出了相当高 

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外向型发展的势 

头．而那时的三贤企业在出口方面的作用还相当 

微弱．因此 ，中国整个进出 口的发展不是由三资企 

业推动的 ，不能认为三贤企业在改革的早 期就对 

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外出口有较大 

推动．而只能说明，当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三资企业才承当起后起之秀的角色 ． 

过高地估计“三资”企业作用的另一个原因． 

是在统计上忽视了优惠政策所造成的戴“三资”企 

业帽子的问题．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各级政府均制 

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成为一些国内 

企业争相争取 的目标．在政策管理不 明确、概念不 

清楚的情况下 ．许多纯粹的国内企业也戴上了“三 

资”企业帽子．这在统计上产生了两方 面的效果 ： 

一 方面，“外资”或“合资”企业的贡献加大；另一方 

面，国内其它企业的贡献份额减少．这自然夸大了 

三资”企业的业绩． 

根据以上分析．并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 中国在 

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出口增长机制 ．所以在后面 

的建模中．不将三资企业作为中国出口增长的主 

要决定变量． 

2．5 比较优势与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数据分析 

本节用《中国统计年鉴》(1 999)中的海关出口 

商品分类金额．计算出我国自1 980年以来的出口 

商品构成(表1)，简要地说明我国自1 980年 来比 

较优势的变迁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海关统计按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eat[on)．其 

一 位分类为： 

初级产品： 

sITC0 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如 

谷物、肉类、水产品、蔬菜及水果) 

SITCJ—— 饮料及烟草食 品(如茶叶、咖啡、 

罐头、糖、香烟) 

sITc2——非食用原料(如原木、棉花、蚕丝、 

羊毛、化纤、药材、矿砂) 

SITC3—— 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如 

煤 、原油 、成品油) 

SITC4一 动、植物油脂及蜡 (如花生、食物 

油) 

工业制成品： 

SITC5—— 化学 品及有关产 品 (如药 品、化 

肥 化工原料、鞭炮烟花) 

s【Tc6——轻纺、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 

品 

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8——杂项制品 

SITC9 其他未分类产品 

表1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单位 ： ) 

年 份 SITC0 l SITC1 SITC2 S1TC3 SlTC4 l SITC5～9 

l 980 1 6 47 1 0．43 9．44 23．62 0．33 l 49 70 

1 981 13 29 0．27 8．85 23．76 0．40 l 53 43 

1 982 1 3 03 0．43 7．41 23．81 0 35 l 54 98 

1983 1 2．84 0．47 8．51 20．99 0．47 56．72 

1984 1 2．36 O．42 9．26 23．06 0，55 54，34 

1985 1 3．90 0．38 9 70 26．08 0．49 49．44 

1986 1 4．38 0．38 9 40 l1．90 0．37 63．j7 

】987 1 2．12 0．44 9 26 11．j2 0．2l 66． 5 

1988 l 2 40 0．4 9 8 96 8．31 O．1 6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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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年 份 l SITC0 SITC1 『SITC2 l SITC3 SITC'1 l SITCS~9 
1 989 1 11 70 1 0．50 、 8 O2 1 8 22 0．1 6 1 71 0O 

1990 l 10．64 l 0．55 5．70 『 8．43 J 0．26 f 74．41 

1991 10 06 l 0 74 4．85 6 62 l 0．21 77 53 

1 992 9．78 『 0 85 I 3．70 5．53 1 0 16 79 98 

1 993 9．15 0．98 l 3 33 4．48 1 0 22 81．83 

1 994 I 8．28 O．83 l 3 1 I 3．36 0 1 I 83．71 

1 995 l 6．69 0．02 2 94 l 3 S O．31 l 85 j6 

1 996 l 6．77 j 0．89 0．68 I 3 93 0．25 l 85 48 

1997 6．06 l 0．57 2．29 3．跎 1 0．35 『 86．90 

1998 5 78 l c．53 J 1．91 2．82 l 0 17 88．79 

198O年，中国出口商品份额最高的产品为农 

业密集型产品(36．1 )，其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15．2 )．那时．制造业产品只占中国总出VI的 

49．7 ．到1 998年 ，中国出口商品份额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农业和矿业产品的份额大幅度下降．而劳 

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份 额迅速上升 (分别为56． 

8 和28．8 )．其中制造业产品出口已占总 出口 

的89 ，比t 990年提高了l4个百分点，接近或超过 

许多新兴工业化经挤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同期的市场份额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 

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同类产品总出口的比重从 

1 978年2．3 上升到1 993年的1 7 6 ．资本密集型 

产品从0．3 上升到2．2 ．整个制造业产品的份 

额从0．6 上升到6 左右 最值得注意的是服装 

业的出口．其份额从1965年的3．1 ，上升到 1 975 

年的4．5 ，而后又上升到1 985年的1 3．3 和1 992 

年的2O 5％，名列出口榜首．而粮食的出 口份额 ． 

则从1 975年的8．9 ，下降到了1992年的1．2 ，反 

映了上述比较优势变化的趋势． 

以上数据清楚地显示 出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出 

VI商品结构的变化．结果表 明，中国在农业和矿产 

等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正逐步削弱，迅速地 

获得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 ；中国在资 

本密集型产品上 的比较优势也呈上升的趋势 ，尽 

管就指数来说仍然是较低的． 

2 6 技术进步对出口的影响 

如上所述，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表明 ．一国 

的科学技术进步状况对其出 口增长有重要影响 

科学技术进步不仅能降低其传统工业的生产成 

本，而且能促进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壮大．从而在深 

度和广度上增加出 口．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 

的比较优势呈上升趋势的基本事实也证实了这 · 

点．本文采用中国科技成果和专利文献的增长率 

来表示技术进步 ，记为 D． 

3 中国的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历程及 

有效汇率的测算：“ 一 

研究中国出口问题的一个难点还在于区分官 

方汇率与有效 (贸易)汇率．因此 ， 下简要回顾自 

改革开放以来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和汇率政 

策的演变． 

3．1 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和汇率政策 

的演变 

l973年以前 ，中国采用一种钉住美元 的固定 

汇率制度．由于1 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 

1 9 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主要西方国家从 

1 973年3月开始从固定 率转为浮动汇率制 中国 

官方汇率也因此转向浮动，实际上是与一篮子货 

币挂钩．从1 984年底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一种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制度又持续到l985年l0 

月底结束．跌那 后 ．中国于1 986年7月 ，1 989年l2 

月和l 990年“月进行了几次间断的官方汇率贬 

值 在l991年4月到l994年1月之间，中国又恢复实 

行了管理浮动．从lg 94年1月开始．中国将官方牌 

价与市场调剂价并轨 ，形成了一个由市场决定并 

由政府管理调节的新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官方汇率并不总 

是有效汇率．1 978年以前，中国的外贸完全由几家 

国营外贸公司所控制 进出口由国家计划决定．在 

这一体制下，汇率被长期高估，而且在外贸中的作 

用并不重要．固为出口亏损可 以靠进 口盈利来补 

贴．如果整个外贸公司都发生亏损 ．中央政府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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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贴．1979年以后，中国将外贸权力下放，允 

许一些地方政府 ．主管部门和企业从事出口活动． 

由于这些机构和企业不能同时经营进 口和出口． 

而且还必须根据市场原则 自负盈亏，高估的汇率 

就成为发展外贸的障碍．i98l@-1月 ．中国开始采 

用内部结算价(2．8元／i美元)来对外贸进行结算． 

这一内部 汇率是按 当时的出 口平均换汇成本加 

l0 利润来确定的．这一内部汇率一直被固定使 

用到1 984年12月30日才被取消．因为到那时出口 

换汇平均成本 已超过2．8元．早在1 979年 ．国务院 

决定实行外汇留成制度．这一制度允许创汇单位 

有权使用上缴给国家的外 汇的一部分．1 980年 l0 

月．中国银行在l2个 城市开办了外汇调剂业务． 

1981年8月以后 ．留成额度也可在调剂市场买卖 

但在调剂市场上有最高限价．此外上面所说的内 

部结算价也降低了调剂市场的重要性．】986年10 

月，国务院颁布了允许外资企业进入调剂市场并 

按市场价进行交易的规定．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 

调剂市场的发展．从那以后，在计算中国的有效汇 

率时．必须考虑调剂价的存在．从1 994年1月1日以 

后．调剂价和官价并轨． 

中国的外汇黑市汇率不适用于外贸．它只与 

私人外币持有者有关 在研究中国的有效汇率时， 

只考虑官方汇价、内部结算价和调剂价． 

3．2 中国的名义与实际有效汇率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 来中国的有效汇率可 

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 ：1 978年1月1日 l980年12月 

31日：官方 汇率 {l981年1月】日一1984年 l2月31 

13：内部结 算价 ；1985年1月1 13—1986年12月3】 

13：官方汇率 ；1 987年1月113一l993年12月3113： 

官方汇率和调剂价的加权平均值；l994年1月1 13 

以后 ：官方汇率． 

在1 987年和1 993年之间调剂价的权数依时期 

和留成 比例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根据国际货 币基 

金组织所做的一个粗略的估计 ．1987年】月1日 

至 1 990年12月3】13期 间，调剂价权数为0 44．在 

】99】年1月l13至1 993年12月3】期间，调剂价权数 

为0．8 基于上述 分析 ，可计算 出不 同时期的 (名 

义)有效汇率(E)和实际有效汇率(R)．实际有效 

汇率的计算公式为 

R 一 (3) 

其中 是外国(美国)批发价格指数，尸是中国零 

售价格指数 

4 中国的出口增长模型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与外国(由世 

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的产品都是可 

贸易品，每个国家有代表性的家庭部追求跨时效 

用函数最大化．每个家庭在追求终身效用函数最 

大化目标时要受收入预算的制约．用现在和未来 

对商品消费来定义家庭效用函数．进一步说．进入 

效用函数 的变量是 ，对国产品的消费(c)和对进 

口品的消费(c )．0是贴现率．假定为正常数．则 

本国有代表性家庭的跨时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r 

U ： l (C． )exp( Oft s))dt (4) 
J r 

其中u 表示在时刻 S时本国家庭的跨时效用函 

数 ．是瞬时效用 “(c．． )的贴现和．函数 ()是 

瞬时效用函数．“(·)是家庭消费的非负、凹形增 

函数．“*”表示相应的外国变量． 

假设本国消费者要在时刻 一 0时使家庭效 

用最大．即 

max￡， 一 l (c，C )exp(一 出)at (j) 
J  ̈

效 用最大化行为要受工资收入 的约束．预算 

约束条件为 

PC + P(P C )一 W L — Y (6) 

式(6)表示本国有代表性家庭用工资收入(Ⅳ，』) 

购买两种商品：1) 给定本国价格( )购买以人 

民币标价 的本 国产 品(c)．2)以给定外 国价 格 

(P )购买 以外汇标价的进 口品(c )．e是汇率 ， 

定义为单位外币折合的人民币数． 

类似地．外国消费者要在时刻 一0时使家庭 

效用最大 ，即 
^  ‘一  

maxU 一 l (e，c )exp(一良)dr (7) 

为简化起 见．本研究只计 算双边 实际有救汇率．从理论上讲． 

用 贸易权数加权计算的多边宴际有散 汇率 比积边实际有救 

汇率更接近于实际有效汇率概忠 本文中所用的积边有效汇 

率只涉1碹贸易品中 美元计价的贸易相关部丹．考虑到中国 

出口贸再结算中的80 ～84 以美元计价，8 一l 糟 

币计价 日元等其它赁 币结算的出 口额扳 占2％一3 ”】 

并由丁香港实行糟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率制 因此．所使 

用 的双边 实际有教 汇率值与理论定 义的贸易权数加权值 已 

相 当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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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相应的外国变量．例如c表示外国 

居 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 ，而 (1．则表示 

外国居民对外国商品的消费需求．同样 ．外 国家庭 

的预算约束表示为 

；P、C + P-C·： W L一一 y一 (8) 

其中 ；是汇率 ． 一 1／ ． 

本文使用最大化原理推导最优均衡条件．哈 

密尔顿函数可表示为 

H — f．)exp(一 0t)+ 

aEY一一 ( )一芦 ] (9) 

外国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一阶条件是 

aH = 0．即 

H 意 一ae p t10) 

基于效用函数的可分性假设 ．可将对外 国中 

国出口需求的最优条件表示为价格(P．P。)、汇率 

f )和外国总支出(世界 GDP，即Y )的函数 

己一f(e。 ， 一，Yt) (11) 

式【111中c是外国居 民对中国出口商 品的消费 

需求．即为模型(1)中的X；根据有效实际汇率的 

定义．可将国内外价格和汇率结合为单变量：实际 

有效汇率(尺)．可见．基于微观经济原理建立的出 

口模型与基于Keynes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出 

口模型一致． 

根据 国外学者的经验 ，出口模型不仅要反 

映出口需求因素(即国外收^和相对价格)，而且 

要 包括 有关出 口供给变量．即一般 的 出口模 型 

(2)．基于以上分析．初步确定影响 中国出 口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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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mechanism of China S exports growth—modeling 

W EI W eAxian 

Institute of Financ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characte 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exports growth in China and builds the country’s exports 

mode1．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maximization of objective functions by rational agents．Foreign real in— 

come．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marketization and technical process are included in the mod e1． 

Key words： export；market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technical 

process；intertemporal utilit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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