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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演变对我国东部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口黄楚楚陈飞翔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52)

[摘要]从出口产业角度阐明比较优势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东部11省，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比较优势从低技术产品向高技术产品的动态演进，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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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出口

产品结构已逐步发生变化，出口的主要产品由劳动

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这是东部地区

经济发展表现较好，GDP增速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的

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深入探究我国比较优势模式演

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是有必要的。

一、分析模型

参考Redding的分析框架⋯，假设有两个国家(本

国和外国，外国用木表示)，每个国家都生产两种产

品，分别是低技术商品L和高技术商品H。劳动力是唯

一的生产要素，本国和外国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分

别用￡和￡‘表示，劳动生产率由A和A+表示。消费者的

收入等于其在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工资：俐(t)

-p(￡M(￡)，其中p(t)表示产品价格。

为简化分析起见，以下以国民福利效用来衡量

并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均符

合c066一Doz倒∞形式，那么居民效用为：M(c。，c。)=c：

c7，o杈1。
当本国出口结构模式不同时，居民福利水平表

现不同。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会通过三种效

应可能影响到国民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2]：

首先是出口效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附加

值更大，价格更高，随着本国高技术产品的净出口相

对于低技术产品的增加，本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通

过对外贸易盈利的能力得以提高，进而促进经济的

增长。

其次是投资效应。当一国比较优势从资漏唠动
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时，国内生产并

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部门快速发展，更多的本国资本

将会向高技术部门投资，同时还会吸引更多的外商

直接投资(FDI)。比较优势的变迁导致资源配置效率

得以提升，形成规模经济。

最后是收入效应。由于高技术部门的生产工序

更加复杂，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更高，因此高技术部

门工资更高。居民平均工资水平提升，有效地拉动了

国内消费需求。内需的扩大又会导致生产厂商规模

扩大，成本降低，作为一个良性循环对经济增长具有

正向刺激作用。

本国在低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时消费者福利为：

∞)=泓心汀Ⅲ书)等半]坤(1)
由于本国和外国对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投

入的劳动力分别为￡和￡’，生产率分别为A￡和AⅣ，那么

每个生产部门的产出为：l，。；A乒和比_A乒+，则低技

A，(f)￡术产品的相对供给为：尺|s=—兰。
A。(t)￡’

由于消费者将固定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低技术

和高技术产品，世界低技术产品对高技术产品的相

对需求籼肚，毒=南等。cH+cH
”r’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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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低技术产品的相对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

根据相对供给等于相对需求得到均衡状态下低技术

产品的相对价格为：

尝：去掣 (2)

pⅣ(￡)J书钆(￡)Z
一

将相对价格代入式(1)得到￡时刻本国消费者福

利为：

U(￡)邛[AL(f)]卢[A_l=，(￡)]’币(皇_)’币 (3)
￡

假设在f。时刻，国家开始对高技术产业进行政策

引导，使得该国在其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是具有发

展潜力的部门进行专业化分工，最初的比较优势被

逆转，本国在高技术部门获得比较优势。那么，本国

在高技术产业获得比较优势时消费者福利为：

扩(加科：(￡)掣]8[(1书)A：!，(f)]坤(4)
pL(￡)

此时，低技术产品相对’价格变为：

掣：丢掣； (5)

p：(t)1书A：(t)三+ 一

将新的相对价格代人式(4)，得到本国在高技术

产业获得比较优势时本国消费者福利：

扩(￡)：(J]p)[A：(t)r[A：(1)]-甲(g)8 (6)∥(￡)=(J]p)[A：，(t)]”[A：(1)]1。卢(鲁)” (6)

对比式(3)和式(6)，当本国在高技术部门具有

比较优势时，本国在高技术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超过

外国，同时，本国低技术产品部门的生产率相对于外

国有所降低。此外，根据式(5)，当本国高技术产业劳

动生产率有所提升时，高技术产品的相对价格将会

下跌，居民对于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将会扩大，居民在

高技术产品的消费比例将会升高，同时，在低技术产

品的花费逐渐降低，即：1书邛。假设两国规模相当，
那么本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从低技术部门转化到高技

术部门后，国民经济福利水平将得到提升。

二、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出口产业结构层次上的比

较优势模式演变将会促进经济增长。由此，本文采用

中国东部11省，直辖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建立

实证模型，从出口商品结构层面测度比较优势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选取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衡量比

ry一^∥、较优势，计算方法为：粥=专者)，其中，x、M分别～／1T』H

表示某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主要采用面板数

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建模，由于模型中各

地区人均GDP单位为元，衡量价值的绝对值，体量较

大，而各省出口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化J、勉、
化3、删)为计算得到的指数，取值范围在(一l，1)，故
为了提高模型的可计量性和准确性，对GD胶量取对
数处理。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n(GD只)=a+芦，7．cl。．卜艘粥2。坞7℃3。-卜级化1+占d
其中，下标f表示年份，i表示省份。东部jJ省值辖

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各项

变量具体解释如下：

G够。：t期地区i的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陀1，：f期出口农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衡量

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业

年鉴》。

粥2．：t期出口纺织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衡量
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纺织

工业发展报告》。

化3．：￡期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衡

量资本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工

业机械年鉴》。

孔14。：f期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

数，衡量技术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原始数据来自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年鉴》。

在对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之前，为避免模型设定

的偏差。首先对模型形式进行检验。

第一步，通过H肌sman检验判断应选择固定效应

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计算得到日=40．16933。
’

大于99％置信水平下断。分布临界值。故拒绝原假
设，即选择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加合理。

第二步，对模型构造F统计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

验判断模型应为不变系数、变截距、变系数中的哪一

种形式。

两个原假设如下：

H，：a，剐2_⋯剐^，，即真实模型为变截距模型
也：a，剐：=⋯=％且鼻，镀=⋯砥，即真实模型为

不变参数模型

首先检验日：，通过计算得到疋=11．74548，大于

95％置信水平下的盼布临界值，即拒绝何，，真实模型
不是不变系数形式。进一步检验日，，计算得到F，_

1．30587，小于95％置信水平下的盼布临界值，即接
受日，，真实模型为变截距形式。综上所述，选择固定

效应的变截距回归模型较为合适。

其次，为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

单位根检验。采用kvin，Un&Chu(LLC)检验法，原假

设为：被检变量不稳定。对本文2003_2011年东部11个

省值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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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面板回归方程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统计量 P值

ln(GDP) (I，T，1) 一8．23627 O．0000

TCl (I，T，1) 一9．29315 0．0000

TC2 (I，T，1) 一lO．5679 0．0000

T℃3 (I，T，1) 一4．85543 0．0000

TC4 (I。T，1) 一3．8醯68 0．0001

注：检验形式中，I表示存在截距项，T表示存在趋势项，1表示1阶滞后项。

表1显示，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在99％的置信

水平下拒绝被检变量不稳定的原假设，即所有回归

变量平稳。接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2 比较优势演变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效应

变截距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相关系数 标准差 t值

C 9．47lO 0．3554 26．6466⋯
Tcl 一0．3764 O．1849 —2．0358++

TC2 O．8948 O．4906 1．8239+

TC3 2．1545 0．4488 4．8008⋯
Tc4 O．0253 0．2955 0．0857

R2 O．785719

F统计量 22．00063

样本数 99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2为比较优势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

比较优势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资本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提升，带动了我国

东部地区一些新的要素禀赋优势的形成。我国机电

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吸引了大量FDI的流入，带动了

投资的增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扩大对

外开放，与国际高效率的企业运作方式接轨，通过跨

国企业在我国建厂带来的“干中学”和“技术外溢”效

应带来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同时，出口产业结构的

升级导致我国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扩大，在带

动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还提高了平均工资水平。

第二，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

品的比较优势，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显现。

近年来，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

品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出口量节节攀升。我国目前

高新技术发展较快，研究开发投入逐渐扩大，是我国

未来扩大贸易、发展经济的方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出

口的扩大，客观上形成和强化了市场需求对技术创

新的推动，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刺激政府重视研

发投入，使得国内多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得到政策

的鼓励和扶持。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和各类高技术

园区的发展，为地区高技术产业的进步提供了更好

的物质基础，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三，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的比较优势，对于地区经济的增长的影响正在弱化。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传

统行业，但是随着我国工资成本的快速增长，一些东

南亚国家具有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部分劳动

密集型产业正逐渐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世界工

厂”的地位正在逐年削弱。我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主要模式，是为跨国企业进行贴牌生产或外包代

工，这种生产方式附加值和利润率都较低，不利于我

国改善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还频频遭到国外市场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仲

裁，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第四，以农产品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

较，优势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仅海南、福建和辽宁3个省

份拥有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且呈现出逐年下

降的趋势。国际上在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土

地资源丰富的美国和巴西、气候适宜种植和养殖的

东南亚国家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效率水平低下，

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环节，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

多占用生产力资源，将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负效应。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出口产业角度出发建立理论模型，阐述

比较优势变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并通过采用中

国东都11省，直辖市2003—2011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比较优势从低技术产

品向高技术产品的动态演进，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当前是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应

当主动促进高端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的积累，

增加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研究开发投入经费，进一

步加速整体比较优势模式的转型，促进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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