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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质量剖析 

喻志军 姜万军 

内容提要：如何科学地评价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的状况，是制定有效政策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型的 

前提条件之一。本文利用经济理论判断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中，选取并构造了 1980 

— 2010年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6个因变量和 9个 自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在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描述了改 

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总体状况的结构变化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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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Yu Zhijun&Jiang Wanjun 

Abstract：How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trade is one of the pre—requirement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e pattern．In this paper，we select 6 dependent variables of Chinese Trade Quality and their 9 

determinants related variables from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of the World Bank based on economic theoretical 

judgment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With above selected data，we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e quality since 1980 in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W e also giv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our 

analysis．We discusse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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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国内 

外对中国贸易状况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威 

胁论”⋯ 的观点也时有 出现。对此，2011年 12 

月，恰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10周年之 

际，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白皮书指出：自1978年以来， 

中国“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实现了对外 

贸易的跨越式发展”[3]，取得了诸多成就：①货物贸 

易总量跻身世界前列， 2012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 

额 38668亿美元，其 中，出口20489亿美元，进 口 

18178亿美元 ，出I：3排名世界第一，进 H世界第 

二；②货物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制成品贸易 

比重快速提升；③形成了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全方位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格局等等。但是，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贸易强国相 

比，中国出口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资源、 

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成本还比较高，企业国际竞 

争力、一些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实现由 

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 

进程，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 

因此，为了尽快实现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 

如何科学地评价中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是一个需要 

迫切研究的重要课题 。 

近年来，评价中国贸易状况和讨论中国贸易方 

式转型的文献比较丰富。如，樊纲等(2006)[5 3讨论 

了中国外贸品的技术分布；Koopman等(2008)E 6]系 

统讨 论 了 中 国出 口的收 益 和贡 献；裴 长 洪 等 

(2011)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角度，分析了我国外 

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商务部课题组(2012)I s]比 

较全面地归纳总结了加快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理论 

与实践；盛斌等(2011) 则比较系统地归纳总结了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加速北京外贸发展方式转型”(项 目批准号：09BaJG249)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监管力量与企业行为反应交互作用机理： 

理论与实证分析”(项目批准号：71173225)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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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 以 来 中 国外 贸 的发 展 历 程；喻 志 军 

(2009)̈ 从产业内贸易视角讨论了中国外贸竞争 

力评价；喻志军、姜万军(2008)̈ 深入探讨了中国 

贸易优势重构的路径选择；李钢(2010)̈ 给出了外 

贸发展转型的路线图。尽管相关文献很多，但系统 

明确地讨论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的文献并不多见。其 

中，Benkovskis等(2011)̈ 以欧盟新加入国家为对 

象，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加入欧盟对其出口产品质量 

改善的作用；Szczygielski等(2012) 主要探讨了出 

口单位价格作为反映出口质量指标的合理性和有效 

性。Liao(2011) 对相关的国外研究做了较好的 

总结。但是，我们尚未检索到从宏观角度，运用规范 

的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外贸总体质量的文献，这 

正是本文试图努力填补的空 白。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1．变量选择的依据。 

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如， 

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竞争优势、新贸易理 

论等)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均已证实：对外贸 

易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易整体水平的状况，即贸易质量的优劣，直接 

决定着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也就是说， 

对外贸易的整体水平越高、质量越好，其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反则反之。因此，在选取研究变 

量之前，有必要对贸易质量的涵义进行界定。 

究竟应如何科学地定义和准确描述贸易质量，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公认的一致看法。既没有 

公认的贸易质量定义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指标体 

系，更没有基于科学指标体系的数据库。依据本文 

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首先，对外贸易质量不仅仅 

是指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对进出口商品质量的研究 

只能反映与进出口产品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其次，它也不仅仅是指对外贸易发展的某个环节或 

方面，例如，产品质量标准，对产品质量标准的研究 

只能解决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制度规范与建设问 

题。本文的研究试图从宏观角度，探求对外贸易发 

展与经济运行关系基础上的总体贸易质量。 

依据经典理论对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关系 

的论证，我们认为：对外贸易质量是指在国民经济运 

行过程中对外贸易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其对一国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效果。如，参与国 

际分工的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获取 

超额回报的能力等等。从本质上，一国对外贸易的 

整体质量是一国经济发展实力的体现，是由一国制 

造业的竞争实力所决定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状况有所改观，可以认为 

是贸易质量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作用 

的程度 、效果较之前有显著提升，表明同期的经济增 

长模式及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发展较之前也有显著改 

变；如果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没有变化，甚至还有下 

降，就是贸易质量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或 

提升效果较之前明显不足，表明同期的经济增长模 

式及相关的制造业发展较之前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状况， 

来说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是否转变，与进出口相关 

的制造业水平是否提升，进而说明经济增长模式是 

否发生本质性变化。 
一

国的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及促进作用 

通过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方面体现。就出口贸易 

而言，商品出口增长具有乘数效应，会引起社会总需 

求的倍数扩张，导致生产扩大、就业增加，从而对经 

济增长形成强大的刺激和拉动作用。特别是在开放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从贸易规模角度，如果出口需 

求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有相对较高的份额，就意味着 

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贸易水 

平角度，如果在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 

的比重较高，则说明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更高层面拉 

动经济增长，因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更为积 

极的促进作用。就进口贸易而言，受传统“奖出限 

入”、追求“贸易顺差”等观念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进口增加会削弱出口扩张带来的收益。事实上，在 

开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口增长同样对经济增长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进口数量的增加，意味 

着可以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如资本、技术、自然资 

源等)；消费品进口的扩大可以增加消费者的福利， 

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进口增长还会带 

来竞争的示范效应，促使国内同类企业改进技术、提 

升生产水平、提高产出效益、刺激管理创新、促进社 

会有效供给能力的增强等。 

2．因变量选取。 

基于上述对贸易质量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对外 

贸易质量进一步近似量化为：整体上使一国获取贸 

易净收益的能力，它包括出 口收益与进 口收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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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我们假定一个国家出口 种商品，进口Ⅳ种商 

品，出口商品价格为 P 出口商品成本为 c 出口 

商品数量为 Q ，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为 P 进 

口商品成本(实际上是进口价格)为 C 进口商品数 

量为 Q 则贸易净收益可以表示如下 ： 

贸易净收益 =∑：．(P 一C )Q +∑ (P 
— Cu)Q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进口收益，它实际上是 

指进口贸易对进 口国经济增长的有益影响。据测 

算  ̈：1978—2007年，我国进 口贸易总额每增加 1 

亿美元，GDP平均增加 4．5亿美元；出口贸易总额 

每增加 1亿美元，GDP平均增加3．8亿美元；进口每 

增加 l亿美元还可以带动 1．3亿美元的出口增加。 

再有，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与其进口成本之差， 

可以理解为企业能用于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的实 

力，或拉动内需的潜力等等①。 

从贸易净收益的定义式(1)可以看出，对外贸 

易质量涉及出口和进 口两个方面，价格和数量两个 

维度。由于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在于中国对外贸易发 

展状况的动态变化是否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因此 

我们选择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口价格指 

数、进口数量指数作为反应对外贸易质量的代理变 

量。其中，在价格方面，出口价格指数可以近似反映 

出口获利能力的变化状况；进口价格指数可以近似 

反映进口商品的品质总体变化状况。 

为了描述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总体状况，我们从 

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个视角进行研究设计。所谓 

静态分析，是指以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 

口价格指数、进口数量指数作为因变量，分别从出口 

价格、出口数量、进口价格、进口数量四个维度，通过 

规范的统计方法，实证分析我 国对外贸易质量 的整 

体状况与结构变化特征。 

动态分析，则是通过构造动态贸易价格指数和 

动态贸易数量指数，从出口和进 口动态相互对比的 

视角，分析贸易质量在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的总体 

变化。反应两个维度的因变量是： 

动态贸易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 (2) 

动态贸易数量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口数量指数 (3) 

我们将如此构造的两个时间序列作为分析对 

象，从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动态地分析中国贸易质 

量的变化状况和特征。 

3．自变量选取。 

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国的贸易动力，来 

源于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可以获得超额的短期或长 

期额外收益，即，通过在超出国界范围内重新配置资 

源，能够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经济福利。 

而这种额外收益，取决于一国基于其自然或后天禀 

赋所形成的相对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最终表现是 

劳动生产率水平，而一国的总储蓄状况、居民家庭消 

费状况、政府支出状况、汇率状况、污染排放状况将 

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外 

贸易的总体质量。 

按照这一逻辑，我们首先依据经济理论判断，在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1200多项指标 

中选取其中能够反映对外贸易状况及可能成为贸易 

质量决定因素的有关变量 39项；然后，通过统计图、 

相关系数分析等描述统计，确定了其中比较重要的 

17项作为潜在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以 

动态贸易价格指数、动态贸易数量指数，以及出口价 

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 口价格指数、进口数量指 

数作为因变量，以选取的17个潜在解释变量作为自 

变量，借助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确定了针对动态贸易 

价格指数、动态贸易数量指数的7个重要影响因素： 

总资本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汇率指数、政府消费支 

出、家庭消费支出、劳动生产率、总储蓄；同时，运用 

同样办法，确定了针对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 

数、进口价格指数、进口数量指数的6个主要影响因 

素：总资本形成、汇率水平、家庭消费支出、政府消费 

支出、劳动生产率和总储蓄。扣除了重合的影响因 

素，我们总共选取了9个 自变量。 

为了验证这些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我们还进一 

步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分别确认 了上述解释变量对 

6个不同因变量的格兰杰 因果关系 。检验结果表明 

这些控制变量的选取结果是可靠的。 

为了准确刻画 1980—2010年间，反映中国贸易 

质量状况的6个因变量在时间轴上的变化状况，我 

们还进一步借助 Q-A未知分割点检验 (Quandt— 

Andrews unknown breakpoint test)和邹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在确定分割点的基础上，定义了7个时 

① 目前，科学定量地描述这些指标还存在较大困难，本文暂 

不对此展开讨论。 



· 28· 统计研究 2013年7月 

间哑变 量 DM90、DM93、DM99、DM2000、DM2003、 

DM2004、DM2005。上述所有因变量、控制变量和时 

间哑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汇总结果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来源 

名称 定义 来源 

动态贸易 贸易质量指数 =出口价格 作者计算 

价格指数 指数／进 口价格指数 

动态贸易 贸易数量指数 =出口数量 作者计算 

数量指数 指数／进口数量指数 

出口价格指数 出口价格指数，2000年 =100 WDI数据库 

出口数量指数 出口数量指数，2000年 =100 WDI数据库 

进口价格指数 进口价格指数，2000年 =100 WDI数据库 

进口数量指数 进口价格指数，2000年 =100 WDI数据库 

总资本形成 =总资本形成 总资本形成(％) WDI数据库 

总额／GDP总额 

二氧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 WDI数据库 

排放量／按 PPP计算的 GDP 

汇率水平 =官方汇率年度平 汇率水平 WDI数据库 
均值(人民币／100美元) 

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 汇率指数 WD1数据库 

指数，2005年 =100 

政府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 WDI数据库 

(％) 出总额／GDP总额 

家庭消费支出 家庭消费支出 =家庭消费支出 WDI数据库 

(％) 总额／GDP总额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对数)=ln(GDP总额 作者计算 
(对数) ／就业总人数)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标准化)：(劳动生产 作者计算 
(标准化) 率 一均值)／标准差 

总储蓄(％) 总储蓄 =储蓄总额／GDP总额 WDI数据库 

时间哑变量 1980—1989年 ：0； 作者设定 
90，DMgO 1990 —2010链 =1 

时间哑变量 1980—1992年 =0； 作者设定 
93，DM93 1992 —2010镞 =1 

时间哑变量 1980—1998年 =0； 作者设定 
99，DM99 1999—2010定 ：1 

时间哑变量 1980—1999年 =0； 作者设定 
O0，DM2000 2000 —2010矩 = 1 

时间哑变量 1980—2002年=0： 作者设定 
03，DN2003 2003—2010 拄 = 1 

时间哑变量 1980—2003年=0； 作者设定 
04，DM2004 2004—2010 拄 =l 

时间哑变量 1980—2004年 =0； 作者设定 
05．DM2005 2005—2010 钲 =1 

三、贸易质量静态分析 

(一 )出口和进 口变化趋势分析 

我 们 将 取 自然 对 数 的 出 口 价 格 指 数 

(LNEXVA)、出口数量指数(LNEXVL)、进口价格指 

数(LNIMVA)、进口数量指数(LNIMVL)，分别通过 

回归分析估计其随时间变化的方程，结果如下 (各 

方程的回归系数的P值均为 0．000)： 

LNEXK4 ：一303．31+0．15 YEAR (4) 

LNEXVL=一290．60+0．15$YEAR (5) 

LNIMVA =一281．62+0．14 YEAR (6) 

LNIMVL：一251．97+0．13 YEAR (7) 

借助 Q—A未知分割点检验结果，并结合邹检验 

(Chow—test)，我们确定了对于出口价格指数和出口 

数量指数时间序列，其可能的结构变化分割点在 

2004年；对于进口价格指数和进口数量指数时间序 

列，其结构变化的可能分割点为 2003年。进而，我 

们分别构造 DM2003和 DM2004两个时间哑变量， 

并将两个哑变量分别引入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 

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进口数量指数4个时间序列的 

估计方程(4)一(7)，具体的参数估计和有关检验结 

果见表 2。 

表2 贸易状况趋势和结构变化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出口价格指数 出口数量指数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常数 C —272．58 —44．56 —260．5l —54．96 

年份 O．14 45．13 0．13 55．7 

DM2003 

DM2004 0．46 6．94 0．45 8．78 

R平方 O．99 0．997 

调整 R平方 0．99 0．996 

D．W 统计量 1．32 1．86 

F统计量 2672．17 4092．19 

进口价格指数 进口数量指数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常数 C —245．17 —31．62 —227．59 —35．78 

年份 0．12 32．06 0．12 36．33 

DM2003 0，49 6．21 0．33 5．06 

DM2004 

R平方 O．99 0．99 

调整 R平方 0．99 0．99 

D—w 统计 量 1．35 1．28 

F统计量 1609．99 l9ll_53 

注 ：估计方法 ：最小二乘法 ，包括观祭值 31个 。 

根据表 2结果，我们可以从出口价格、出口数 

量、进口价格、进 口数量四个维度，静态地考察贸易 

质量状况。诸如 R平方、调整 R平方、D—w统计量、 

T统计量、F统计量等相关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上述 

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进口 

数量指数等4个时间序列的方程估计和检验结果具 

有较好的统计可信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4个时间序列，针对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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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和时间哑变量 DM2003、DM2004的回归系数均 

大于0，而且统计检验结果显著，这表明 1980—2010 

年 ，中国贸易质量的出 1：3价格和出El数量方面，随时 

间推移不断改善，从 2004年开始有显著改善；中国 

贸易质量的进口价格和进 口数量方面，随时间推移 

不断改善，从 2003年开始有显著改善。 

(二)控制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准确分析贸易质量的静态变化状 

况，我们需要控制一些重要影响因素。这里，我们结 

合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结果，选取了总资本形成 

(CAPFM)、汇率 水 平 (EXCG)、家庭 消 费 支 出 

(HUEXP)、政府消费支出(GOVCM)、劳动生产率 

(LNPRD)和总储蓄(SAVING)等 6个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具体实证分析过程如下。 

首先，分别将取对数的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 

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进 口数量指数作为因变量，分 

别与作为控制变量 的6个 自变量进行多元 回归 。结 

果如下，其中括号内数据为P值： 

LNEXVA = 一0．03 CAPFM +0．04，l=EXCG 

(0．005) (0．005) 

一 O．11 GOVCM 一0．14，l=HUEXP 

(0．000) (0．000) 

+2．08$LNPRD一0．10；I：SAVING 

(0．000) (0．000) 

LNEXVL： 一0．0l：Ic CAPFM +0．02$EXCG 

(0．077) (0．058) 

一 0．12 GOVCM 一0．15 HUEXP 

(0．000) (0．000) 

+2．17 LNPRD一0．13 SAVING 

(0．000) (0．000) 

LNIMVA =0．03：lc CAPFM +0．00 EXCG 

(0．001) (0．787) 

一 0．14 GOVCM 一0．15 HUEXP 

(0．000) (0．000) 

+2．28 LNPRD 一0．18 SAVING 

(0．000) (0．000) 

LNIMVL=0．03 CAPFM +0．02 EXCG 

(0．001) (0．052) 

一 O．10 GOVCM 一0．14 HUEXP 

(0．000) (0．000) 

+2．10 LNPRD 一0．17；I：SAVING 

(O．000) (0．ooo) 

然后，对多元 回归模型系数稳定性进行检验。 

借助 Q—A未知分割点检验，并结合邹检验 (Chow— 

test)，我们确定了对于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 

数、进口价格指数和进口数量指数时间序列，其结构 

变化的可能分割点(breakpoint)均为2000年。 

进而，我们构造时间哑变量 DM2000，并将此哑 

变量分别引入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口价 

格指数、进口数量指数4个时间序列的估计方程，具 

体的参数估计和有关检验结果见表3。 

表 3 引入控制变量和时间哑变量以后的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出口价格指数 出口数量指数 

回归系数 P值 回归系数 P值 

总资本形成 —7．18 O．0l —6．05 O．01 

汇率水平 —44．55 O．OO —38．54 0．00 

家庭消费支出 —28．59 0．OO —24．82 0．OO 

政府消费支出 —23．O8 0．OO —2O．38 0．O0 

劳动生产率(对数) 347．98 0．00 299．02 0．00 

总储蓄 —14．17 O．O5 —11．62 0．04 

DM2000 —26，O5 0．4 —4．53 O．85 

R平方 0．98 O．98 

调整 R平方 0．97 0．98 

D—W统计量 1．28 1．46 

进口价格指数 进 口数量指数 
自变量 

回归系数 P值 回归系数 P值 

总资本形成 —3．42 O．1O 一1．32 0．26 

汇率水平 —36．51 0．OO 一l8．43 0．0O 

家庭消费支出 —23．70 O．OO 一l3．88 0．OO 

政府消费支出 —2O．24 0．0O 一l2．83 0．0O 

劳动生产率(对数) 282．99 0．00 162．94 0．00 

总储蓄 一l2．57 0．O2 —7．06 O．O2 

DM2000 3．35 0．88 39．65 0．O1 

R平方 0．98 0．99 

调整 R平 方 O．98 O．99 

D．W统计量 1．55 1．8l 

注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 ，包括观察值 29个 。 

根据表 3的结果，可以发现上述回归分析方程 

的 R平方、调整 R平方、D．w统计量、P值等相关统 

计量的检验结果，都具有较好的统计可靠性。 

从出 口方面来 看，出 口价格指数和 出口数量指 

数针对时间哑变量 DM2000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且 

不显著，表明在控制了6个主要影响因素以后，出口 

价格和出口数量的状况，在 2000年前后，并没有显 

著变差。从进口状况看，在控制了6个主要影响因 

素之后，进口价格指数的时间哑变量 DM2000的回 

归系数大于 0，且不显著，表明进 口价格 (品质)状 

况，在2000年前后没有明显改善；进口数量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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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哑变量 DM2000的回归系数大于 0且显著，表 

明在控制了 6个主要影 响因素之后 ，进 口数量状况 

在 2000年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善。 

上述结果表明，在控制了6个主要影响因素以 

后 ，1980—2010年 ，中国贸易质量 的出口价格和 出 

口数量维度，没有发生结构性的重要显著变化；中国 

贸易质量的进 口价格 (品质)维度没有发生结构性 

的重要显著变化，而进口数量维度，从 2000年开始， 

发生了结构性的显著改善。 

四、贸易质量动态分析 

为了动态描述贸易质量变动，我们构造了两个 

指数：①动态贸易价格指数；②动态贸易数量指数 

(见公式(2)，公式(3))。根据描述统计分析，我们 

判定，这两个指数的时问序列服从正态分布。然后， 

我们进一步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新构造的两个 

指数的趋势和变化特征。 

(一)动态趋势分析 

我们首先分别对动态贸易价格指数(TADEX) 

和动态贸易数量指数(TADEX2)建立自回归模型。 

结果如下(参数的 P值均为 0．000)： 

TADEX：0．9821+[AR(1)=0．6988] (8) 

TADEX2=1．1604+[AR(1)=0．8738] (9) 

然后，运用Q-A未知分割点检验(Quandt·Andrews 

unknown breakpoint test)结果，并结合邹检验(Chow— 

test)来检验模型的系数稳定性。我们确定了对于动 

态贸易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其结构变化的可能分割 

点为 1990年。动态贸易数量指数时间序列的结构 

变化的可能分割点为2005年。进而，我们分别构造 

哑变量 DM90和 DM2005，引入 自回归模型 ，得到的 

参数和相关检验统计量，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R平方、调整 R平方、D—w 统 

计量、T统计量、P值、特征根统计量等相关统计结 

果令满意，表明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结果，均具有统 

计可靠性。 

在动态价格指数的模型中，哑变量 DM90的系 

数大于 0，而且 T统计量为3．16，P值为0．00，表明 

回归系数显著，说明贸易的动态价格状况在 1990年 

前后，有明显改善；同理，在动态数量指数的模型中， 

DM2005的回归系数大于 0且显著，表明在分割点 

2005年前后，动态贸易数量状况有明显改善。 

这表明，直观地看，1980—2010年，从出口和进 

表 4 动态贸易质量状况的 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动态贸易价格指数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值 

常数 C 0．81 l2．77 O．O0 

DM9O O．22 3．16 O．00 

AR(1) O．55 3．40 O．00 

R平方 O．62 

调整 R平方 O．59 

D—W统计 量 1．54 

F统计量 22．O7 

P值(F统计量) 0．00 

特征根 0．55 

因变量：动态贸易数量指数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值 

常数 C 0．95 22．07 0．O0 

DM2005 O．36 4．6O O．00 

AR(1) O．5l 3．14 0．O0 

R平方 0．80 

调整 R平方 0．78 

D—W统计量 1．97 

F统计量 52．92 

P值(F统计量) O．00 

特征根 O．5l 

注：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 ，包括观察值 3O个 。 

口动态对比的视角，贸易质量的价格方面从 1993年 

开始有显著改善；贸易质量的数量方面从 2005年开 

始有显著改善。 

(二)控制影响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动态贸易状况的变化，我们 

进一步结合经济理论分析和统计预分析，选择了总 

资本形成(CAPFM)、二氧化碳排放(CO2G)、汇率指 

数(EXIDX)、家庭消费支出(HUEXP)、政府消费支 

出(GOVCM)、劳 动生 产率 (LNPRD)和总储 蓄 

(SAVING)7个控制变量 ，分析动态贸易状况随时间 

变化的趋势和特征。 

首先，分别将动态贸易价格指数和动态贸易数 

量指数作为因变量，与上述7个控制变量进行多元 

回归。结果如下，其中，括号内数据为 P值 ： 

TADEX = 一0．05；Ic CAPFM 一0．14，Ic CO2G 

(0．000) (0．000) 

+O．00 EXIDX +0．04 GOVCM +O．05 HUEXP 

(0．002) (0．000) (0．000) 

一 0．52 LNPRD +0．12 SAVING 

(0．000) (0．000) 

TADEX2= 一0．05 CAPFM +0．04$C02G 

(0．000) (0．079) 

一 0．00 EXIDX +0．00 G0VCM +O．O】 HlI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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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791) (0．012) 

+0．10：l=NPRODY +0．05 SAV1NG 

(0．014) (0．000) 

然后，对多元回归模型系数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借助 Q—A未 知分割点检验结果，并结合邹检验 

(Chow—test)，我们确定了对于动态贸易价格指数时间 

序列结构变化的可能分割点为 1993年；动态贸易数 

量指数时间序列结构变化的可能分割点为 1999年。 

进而，我们构造了时间哑变量 DM93、DM99，并 

将哑变量分别引入上述两个时间序列的估计方程， 

具体的参数估计和有关检验结果见表 5。 

从表 5可以看出，两个 回归方程 的 R平方 、调 

整 R平方、D—w统计量等相关统计量的检验结果比 

较令人满意，表明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结果，均具有 

统计可靠性。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控制了7个影响因素以 

后 ，时间哑变量 DM93、DM99的回归系数均小于 0，而 

且均不显著，表明在控制了重要影响因素之后，动态 

贸易价格指数在 1993年前后没有明显变差；动态贸 

易数量指数状况，在1999年前后，也没有显著变差。 

这表明，在控制了7个主要影响因素之后，从出 

口状况和进口状况动态对比的视角看，1980—2010 

年的30年间，在价格和数量方面，中国贸易总体质 

量都没有发生结构性的重大改变。 

五、结论与建议 

1．静态分析结论。 

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我们认为：从表面看(添加 

控制变量前)，中国的出口贸易出现了显著性变化， 

这种变化似乎预示着，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较 2004 

年之前有明显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也呈现出从低端 

产品向高端产品转移的趋势等等，这与中国出口贸 

易发展现状的统计数据也是相吻合的；同样，从进口 

贸易的发展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从深层次研究来看(添加控制变量后)，中国的 

出口贸易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出口价格与出口 

结构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出口规模的扩张源于已有 

生产方式的叠加，也就是说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 

影响模式并未发生变化。从进 口贸易看，进口价格 

指数未发生变化，表明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与层次 

未发生显著改观，换句话说，中国进口商品中与控制 

变量密切相关的高价商品，如技术与设备等物资的 

进口还不是主流；而进口数量指数发生变化，说明进 

口数量扩张的趋势明显。 

2．动态分析结论。 

从动态分析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从表面 

上看(添加控制变量前)，中国的进、出口的贸易质 

量都有改变，似乎说明中国的出口收益能力、进口收 

益能力都有显著提高，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提升， 

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也必定在改变。但从深 

层次看(添加控制变量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质量均 

未发生实质变化：出口商品换取进 口商品的格局并 

未改善，获取超额回报的能力并未提升。说明对外 

贸易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未变，中国在国际分 

工格局中的地位及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未 

发生根本改观，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体现在数 

表5 引入控制变量和时间哑变量以后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动态贸易价格指数 因变量：动态贸易数量指数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值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值 

总资本形成 一O．05 —lO．35 O．OO 一0．O5 —7．69 0．O0 

二氧化碳排放 —0．14 —3．40 0．00 O．O3 1．6l 0．12 

汇率指数 0．00l 2．07 0．O5 —0．001 一2．04 O．O5 

政府消费支出 0．04 4．55 0．00 0．Ol 0．83 0．42 

家庭消费支出 O．05 6．44 O．O0 0．0l 2．93 O．0l 

劳动生产率(对数) —0．53 —5．0l 0．00 

劳动生产率(标准化) O．16 2．45 O．02 

总储蓄 0．12 9．59 O．OO 0．05 6．49 O．OO 

DM93 —0．0l 一O．13 O．9O 

DM99 —0．07 —1．05 O．3O 

R平方 0．96 95 

调整 R平方 0．95 0．93 

D．W统计量 1．72 1．43 

注：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包括观察值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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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而未体现在质量方面。 

根据表 3和表5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要想切 

实提高中国贸易质量，特别是改善出口与进口的获 

益能力，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型，至少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做出努力。 

(1)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从根本上改善中国贸 

易质量的核心。凡是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手 

段，都可以作为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型，提升中国贸 

易质量的有效路径。 

(2)长期来看，控制污染排放，有助于改善中国 

贸易质量状况 。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深化 ，环境 

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公众的普遍关注，低碳、环境友 

好等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3)近期看，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将有效改 

善中国动态贸易质量综合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分析主 

要集中在宏观层 面。未来 的研究可 以从产业层 面， 

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SITC)细分，对产业层面 

的出口价格、出口数量、进口价格、进 口数量进行静 

态和动态的分析，进一步刻画不同产业贸易质量的 

结构变动特征和产业间的相对贸易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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