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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对中国出口增长的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借鉴 Ｈｕｍｍｅｌｓ、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５）的三元边际

分解方法，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 ＨＳ６位码的５０００多种产品数据，发现中国的贸易增长以数量拉动

为主。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ＦＤＩ对三类贸易增长均有显著正影响，出口来源地相对中国的

技术创新水平对三类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地理距离、汇率、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增长的影响存在

较大差异，自由贸易区的创造效应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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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２０多年，中国的贸易发展令人瞩目。２００９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２０１３年，中国首次

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商品贸易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

我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３％，其中２００４年

的出口增长率更是高达３５．４％。然而，２０１２年起，

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下降，中国也不能幸免，２０１５

年的出口贸易增长率为２．８８％。经济冲击及伴随

的出口波动使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

自十七大以来，国家就建议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

式，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拓展对外贸易，从贸易大国

向贸易强国转变。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纲

要中曾重点强调，要积极推动出口贸易从单纯的数

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价格和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

优势转型。如何进一步促进贸易增长、长级贸易增

长模式成为当前国内外的热门话题。中国的贸易增

长如何变化？出口扩张主要依靠价格、数量还是种

类拉动？影响三类增长的因素又是哪些？本文将对

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更深入了解当前中国贸易

增长的基本格局，为我国增长模式的升级提供参考

意见。

１　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分析

１．１　总出口规模及增长率变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发

展迅速。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出口规模从１４８８亿美元

增长到２６６１亿美元，翻了将近一倍；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后，出口贸易快速发展，２００７年的商品出口贸

易额突破一万亿美元，在２００８年更是达到１．４万亿

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的中国出口贸易额

大幅下降，增长率为１６％，这是自１９９５年以来中国

出口贸易出现的第一次负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出

口贸易规模迅速回升，平稳发展；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

国的贸易出口再一次出现负增长，且连续两年持续

下降；２０１７年，出口贸易有所恢复，但仍略低于２０１５

年的出口规模。

从出口增长变化来看，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率

与世界出口增长率的变化存在一致性。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出口增长主要经历了４次大幅下降，分别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６年。其中，２００９年的出口

贸易降幅最大，为１６．０１％，略优于世界出口增长率

（２２％）。得益于成功加入 ＷＴ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是

中国经济贸易迅速发展的６年，并由此拉动了我国

出口贸易更快更好发展，２００４年的出口增长率达到

２０年来的最高值，高达３５．３９％，远高于世界增长率

２２％。近几年，出口贸易增长一直处于减速状态，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更是出现了连续两年的出口负增

长，这在中国近２０年的贸易发展史中均属于罕见

现象。

１．２　不同产业的出口增长分析

本文根据ＨＳ９２２位数据将所有产品按要素密

集度分为四类：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具体分类如表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中国出口规模及增长率变化（来源：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根据同一时期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及增长情

况，可以将中国各要素密集度产业的出口增长大致

分为四个阶段：

（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这是一个各个产业都保持

平稳发展的时期。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规

模最大，以８％左右的年均增长率稳步上升。出口

规模最小的为资源密集型产业，且增长变化也最为

平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规模处于中间

水平，其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

出口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的实施，东南沿海城市

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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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产业分类标准

要素密集度 ＨＳ９２２位代码 产品类型

资源密集型 ＨＳ１２７ 活动物、植物产品、食品、矿产品

ＨＳ７１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

劳动密集型 ＨＳ４１７０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木制品、纸制品、纺织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鞋帽、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

ＨＳ９４９６ 家具、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部件，杂项制品

资本密集型 ＨＳ２８２９ 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

ＨＳ３１４０ 肥料、塑料及橡胶制品

ＨＳ７２８４ 金属制品、机械器具及其零件

ＨＳ８６８９（不含８８） 机械交通设备、车辆船舶等

技术密集型 ＨＳ３０ 药品

ＨＳ８５、８８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ＨＳ９０９３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武器及零件

来源：参考陈万灵、杨永聪（２０１４）的分类，作者整理所得，不含 ＨＳ９７和９９

　　（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后，为中

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了更好的机遇，中国各类产

业的出口贸易开始快速增长，增长率均为正值且是

四个时期中平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资本密集型产

业的出口增长最为迅速，其出口规模于２００３年成功

超越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业并

一直保持至今。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为核反应堆、

锅炉、机械器具及其零件（ＨＳ８４）等。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出口增长速度位列第二，其出口规模于２００７年

超过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产业，且

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的差距逐年加大。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规模在此期间虽也得到了快速扩

张，但增长速度最为稳定且明显小于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率始终最

低，出口规模增长不明显，与其他类型产业的出口规

模差距越来越大。

（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各产

业出口规模在２００９年均有大幅下降，降幅达到

１９９５年以来的最低值。统计发现，出口下降幅度最

大的前三类产品分别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矿砂、矿

渣及矿灰（ＨＳ２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钢铁（ＨＳ７２）、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及其零件等交通信号设备

（ＨＳ８６）。仅一年之后，各产业的出口规模又恢复正

常，且在随后的几年保持增长。其中，资源密集型产

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最为明显。

（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低迷造

成外部需求不足，从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增长放缓。

２０１５年，航空器及零件（ＨＳ８８）的出口规模大幅扩

张，其出口增长率高达３１％，弥补了技术密集型产

业其余产品的出口下降，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

长率为正（３．９５％），其余三大产业的增长率均为负。

其中，资源密集型产业２０１５年的出口下降幅度最大

（２３．７３％），主要原因在于天然或养殖珍珠等

（ＨＳ７１）、矿物燃料等（ＨＳ２７）、矿砂、矿渣及矿灰等

（ＨＳ２６）出口规模的锐减；２０１６年，四类产业的出口

均出现增长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负增长率最高

（８．８％），其中陶瓷制品（ＨＳ６９）、石料、石膏等

（ＨＳ６８）出口下降明显。

图２　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出口规模变化（来源：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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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出口规模增长率变化（来源：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统计）

２　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析

得益于Ｈｕｍｍｅｌｓ、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５）的研究，国内

外学者广泛接受了贸易沿着三元边际增长的事实。

三元边际反映了一国的贸易增长路径，为出口增长

的推动力理解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文主要借鉴产

品层面的三元边际定义（扩展边际指的是新产品的

出现或产品种类扩张；集约边际指的是出口贸易增

长中现有产品出口额的增长，包括价格边际和数量

边际）及测算方法进行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

贸易的三元边际分析。

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前十大出口伙伴进

行出口增长分析，这十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占据了中

国出口总额的５９．１％，足以证明这些国家（地区）在

中国双边贸易关系中的重要性。用Ｒ语言编程，计

算得到十个国家（地区）的扩展边际（犈犕）、价格边

际（犘）和数量边际（犙）及增长率，具体见表２。

根据表２可知，中国数量增长型的贸易增长模

式对主要贸易伙伴都成立，即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地

区）的出口增长仍以数量拉动为主。中国对十大贸易

伙伴的出口中，数量边际增长幅度远高于扩展边际和

价格边际增长之和，对英国、印度和荷兰的出口而言

尤为如此。１９９５年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数量边际为

０．０２５，至２０１５年该值上升到０．１５１，增长幅度高达

５０４．９％，相比之下，扩展边际和价格的增长几乎可忽

略不计；中国对印度和荷兰的出口数量增长也十分迅

速，增长幅度分别为２６０．０９％和２４８．３７％。

就扩展边际来看，中国出口到前十大贸易伙伴的

出口种类相对齐全，其中出口到中国香港的扩展边际

值最高，在１９９５年就已高达０．９５４，２０１５年的扩展边

际值几乎接近１，说明广度增长对中国和中国香港的

双边出口增长的贡献潜力有限。在十大贸易伙伴中，

中国对印度的早期扩展边际值相对较低，为日后中国

对印度的出口贸易扩张留下了较大的增长空间。

表２　中国与前十大贸易伙伴的三元边际

贸易伙伴
１９９５年

犈犕 犘 犙

２０１５年

犈犕 犘 犙

增长率／％

犌犈犕 犌犘 犌犙

美国 ０．８５６ ０．７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９６２ ０．９１８ ０．２４５ １２．３９ ３０．４９ １３５．８９

中国香港 ０．９５４ ０．８３８ ０．４３４ ０．９９２ ０．８９３ ０．５５０ ３．９６ ６．５２ ２６．７６

日本 ０．８８７ ０．７８９ ０．１６１ ０．８６４ ０．８８９ ０．３３９ ２．５６ １２．７７ １１０．８８

韩国 ０．８５２ ０．７０９ ０．０９４ ０．９０７ ０．８１８ ０．２８７ ６．４９ １５．３５ ２０５．１６

德国 ０．７５５ ０．６９２ ０．０４６ ０．８８２ ０．８８６ ０．１２６ １６．８１ ２８．０８ １７５．５０

越南 ０．７７２ ０．７４３ ０．１６４ ０．９３８ １．０１４ ０．３１４ ２１．５３ ３６．４９ ９１．９７

英国 ０．７４３ ０．６５５ ０．０２５ ０．８６１ ０．７９０ ０．１５１ １５．８３ ２０．７５ ５０４．９０

荷兰 ０．６０２ ０．６８２ ０．０３６ ０．９１１ ０．７８５ ０．１２７ ５１．２２ １５．０４ ２４８．３７

印度 ０．５６２ ０．９２９ ０．０５５ ０．８４３ ０．９７２ ０．１９８ ５０．０７ ４．６４ ２６０．０９

新加坡 ０．８２２ ０．６７２ ０．０６８ ０．９６６ ０．９３７ ０．１６９ １７．４７ ３９．４０ １５０．１４

来源：作者利用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数据库计算所得

　　就价格边际来看，中国的出口价格始终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且增长幅度有限，目前难以成为出口增

长的主要推动力。比较而言，早期中国对德国、英

国、荷兰、新加坡的出口价格较低，仅０．６左右，对印

度、中国香港的出口价格较高，２０１５年出口到各地

的价格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相比于别的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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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出口价格，仍有较大距离。

３　贸易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三元边际的视角

３．１　构建模型

贸易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结合现有文

献，并借鉴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钱学锋、熊平（２０１０）等的

做法，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ｌｎ犈狓狆狅狉狋犻，狋＝α０＋α１ｌｎ犵犱狆犻，狋＋α２ｌｎ犳犱犻犻，狋＋α３

ｌｎ狌犾犮犻，狋 ＋α４ ｌｎ狉犲犲狉犻，狋 ＋α５ ｌｎ狉犱犻，狋 ＋α６ ｌｎ

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犻，狋＋α７ｌｎ犱犻狊犻，狋＋ε犻，狋

其中：因变量犈狓狆狅狉狋犻，狋代表不同类型的贸易增

长（犈犕犻，狋，犘犻，狋，犙犻，狋）；犵犱狆犻，狋表示经济规模；犳犱犻犻，狋表

示中国实际利用各国的外商投资；狌犾犮犻，狋表示单位劳

动力成本；狉犲犲狉犻，狋表示双边实际有效汇率；狉犱犻，狋表示

研发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犻，狋表示金融发展水

平；犱犻狊犻，狋表示双边距离，用两国首都间的距离表示。

考虑产品价格和数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因此

在价格增长和数量增长的模型中也分别加入了数量

和价格边际作为解释变量。需要说明的是，自变量

除了实际利用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犳犱犻）、双边距

离（犱犻狊）及一系列虚拟变量外，其余指标均采用各国

对中国的相对指标形式出现。

３．２　数据来源

贸易增长模式（犈犘、犘、犙）的三个因变量用

Ｈｕｍｍｅｌｓ分解方法计算所得，所用贸易数据（１９９２

年ＨＳ６位码）来自ＣＥＰＰＩＩ的ＢＡＣＩ数据库；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ＦＤＩ为历年各国投资

流入的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ｒｅｅｒ）来自国际清

算银行（ＢＩＳ）；金融发展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各国的距离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数

据库。

３．３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针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中国出口到３９个贸易

伙伴国的三元边际进行回归。由于模型中存在双边

距离等不变量，所以不考虑固定效应。分别使用随

机效应或混合效应进行估计，计量结果如表３所示

（混合回归方法通常并不是面板数据回归的最优选

择，仅作参考）。

从表３可以看出，以相对经济规模为代理变量

的进口国需求、单位劳动力成本及ＦＤＩ对三元边际

有显著促进作用。双边距离对扩展和数量边际有较

大负影响，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为正。这是因为两国

距离越远，运输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出口种类和数

量，另一方面会表现出更高的出口价格，因此对价格

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

汇率对扩展边际有较大的正影响，而对数量边

际有较大负影响，原因在于人民币升值引起出口企

业内部竞争更激烈，迫使其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研

发新产品，促进出口多样化，但人民币升值相对地提

高了出口成本，已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受抑制，

且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成本降低，强化了投资和贸

易的替代作用，抑制了出口数量增长。出口来源地

相对于中国的研发支出越高，即中国的研发支出越

少，越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对价

格边际有较大的正影响，对数量边际的影响显著

为负。

表３　中国出口到主要国家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ｌｎ犈犕

混合效应 随机效应

ｌｎ犘

混合效应 随机效应

ｌｎ犙

混合效应 随机效应

ｌｎ犘 ０．０１５１（０．７４０） ０．０１３２（０．８０２）

ｌｎ犙 ０．０７２９（０．７５７） ０．０５８１（０．５１２）

ｌｎ犵犱狆 ０．０１１４（１．０４２） ０．０５５４（３．５７７）０．０２０９（２．６８６） ０．００６３（０．３７８） ０．００８４（２．１２２） ０．０１４８（１．３１２）

ｌｎ犳犱犻 ０．０２２３（１４．５１２）０．０１３２（７．２１８） ０．０００６（０．２３０） ０．００６１（１．６２９） ０．０１５８（１６．２１３）０．００７０（４．５０２）

ｌｎ狌犾犮 ０．０１５（４．５６８） ０．００６９（１．３１２） ０．００８２（１．７７７） ０．０１０７（１．３４５） ０．０１２６（４．２２５） ０．０２１５（３．８２３）

ｌｎ狉犲犲狉 ０．００４８（１．３９１） ０．００６６（０．７４６） ０．００４１（０．８６９） ０．００９５（０．７２１） ０．００６４（４．１３１）０．０１１９（２．２０７）

ｌｎ狉犱 ０．０５３４（５．０１１）０．１８０６（１１．４６５）０．０４３３（３．２７７）０．０４８５（１．７８９）０．０７５５（８．２２６）０．０７４８（６．４９６）

ｌｎ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 ０．１７５３（７．９６５） ０．０３７１（１．３５２） ０．１０３５（６．１８６） ０．０７３６（１．５１２） ０．０１８９（１．１９４） ０．０００８（０．０３１）

ｌｎ犱犻狊 ０．００７７（０．７７０） ０．０１４９（０．４９２） ０．０５７４（４．６８１） ０．０６４０（２．１０３）０．０３３３（６．８４２） ０．００９４（０．４２９）

狊犺狅犮犽 ０．０１３４（２．１１９）０．０００７（０．１５８） ０．０１４８（１．３９３） ０．０１０９（１．０８６） ０．００１４（０．１９１） ０．０２６１（４．２１４）

犇犲狏犾 ０．０２８２（２．５１９） ０．０５３１（２．１１３） ０．０７０９（５．２２９） ０．０４４３（１．２４９） ０．０１５８（２．５６１） ０．０５０４（３．０４３）

犆狅狀狋 ０．００１９（０．１２７） ０．００７２（０．１６６） ０．０５２６（７．８７９） ０．０４９５（２．９６６） ０．０４７９（９．５１９） ０．０２２３（１．０２８）

犉犜犃 ０．０２９０（２．９２２） ０．０２３６（０．７８９） ０．０２６８（２．２１５） ０．００２５（０．０９４） ０．０５６６（９．３８０） ０．０７８０（４．３８４）

犖犉犜犃 ０．０４４５（５．４２９）０．０５６０（２．１３４） ０．００６８（０．４５０） ０．００２４（０．０７５） ０．０８５２（３７．１１８）０．０８１２（７．８７０）

犮 ０．３０４５（２．８８７） ０．５９５８（２．０６６） ０．１４４６（１．１３７２） ０．０６７９（０．２２８） ０．１９６４（４．３３５） ０．０９０６（０．５１５）

犖 ７０２ ７０２ ７０２ ７０２ ７０２ ７０２

犚２ ０．４９０ ０．３３０ ０．３４３ ０．４５４ ０．６０７ ０．４３４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狋统计量

（来源：作者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运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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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冲击、地理邻近、国家发展水平等虚拟变量

对不同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外部冲击的影

响均为负，对数量边际的抑制效应最明显。地理邻

近和国家发展水平对三元边际的影响为正，表明中

国对发达国家或者邻近国家的出口增长更具潜力。

自由贸易区的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出口数量的

增长上，而转移效应则表现为抑制出口产品种类和

数量的增长。最后，出口数量的剧增会通过供求关

系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

综上可知，进口国需求是对扩展边际增长促进

作用最大的因素，本国研发创新不足则是抑制作用

最明显的因素；对于价格边际来说，出口来源地相对

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出口价格增长越

明显，而出口数量的扩张对价格增长的抑制效应最

突出；影响数量边际的众多因素中，自由贸易区的创

造效应对其积极影响最大，自贸区的转移效应对数

量边际的抑制效应最明显。

４　结论及建议

４．１　结论

（１）中国在过去２０多年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扩

张，早期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进入２１世纪

后出口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就产业出口增长波动来

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最快，资源密集

型产业的增长最缓慢，但极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２）中国的贸易增长是三元边际共同拉动的作

用，其中数量边际增长对总出口增长的贡献相对较

大。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由出口产

品种类增加引起；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后，出口贸易

大幅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得益于出口数量的急剧

扩张。

（３）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

创新、金融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等。自由贸易区的创

造和转移效应对中国的贸易增长意义重大，其中创

造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数量边际的增长上，而转移

效应表现为抑制出口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长。

４．２　政策建议

我国应尽快改变出口增长路径依赖，逐渐过渡

到以价格增长或广度增长的贸易增长模式中去。本

文提出以下建议：１）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

侧改革是推动我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按“既要创造新供给，又要调整供给结构”的思路，利

用新技术、新产业创造新供给；２）积极融入多边贸易

体制、完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和便利化的进程，降低交易成本；３）提高外商直接投

资的实际利用率，适当放宽外资企业行业的进入条

件，有选择地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来我

国进行投资；４）推进出口市场的多样化建设，分散出

口风险，鼓励企业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如

适当增加对东亚、非洲等地区的出口，慢慢将出口贸

易方向从少数的发达市场转移至更多的发展中国

家，增强出口模式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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