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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收入差距关系到国民福祉。在过去的

几个世纪里，国际经贸往来成为普遍的现

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关

贸总协定的签订，贸易自由化取得了空前

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

同时，国际分工也在发生根本变化，产业

间分工逐渐演变成产业内分工为主，进一

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生产工序被分散到

各个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向垂直专业化

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技

术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福利的重要

手段。目前有关国际贸易、国际分工、技

术进步与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多数以一

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作为研究对象，通常把

技术进步作为中间变量，即国际贸易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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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通常情况下

是把技术作为一个中间变量，即国际贸

易、国际分工通过影响技术作用于收

入差距，对于在垂直分工日益盛行，

各国生产联系日益紧密的新情况下，

技术变化怎样通过国家间的生产联系

影响收入差距则没有涉及。Costinot	 et	

al.（2013）建立了一个具有多个国家和

多个生产阶段的模型，通过求解均衡条

件下不同国家分工模式的变化，阐述了

技术变化通过垂直专业化影响国家间收

入差距的机制。该模型具有突出的优点

和良好的扩展性，为国际垂直分工、技

术变化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研究提供了

一个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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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分工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作用于收入差距。

在国际生产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一国的

技术变化会影响整个生产链条，进一步影

响生产链条上各个国家的工资收入。因此，

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对三者的关系进行讨论。

研究综述
国际经贸往来、国际分工与收入差距

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提出

的Heckscher—Ohlin 模型。Heckscher

和 Ohlin 提出，在一个具有两个要素禀

赋不同的国家、生产两种要素密集度不

同的商品的经济中，在同位偏好、技术

相同、规模收益不变、完全竞争和要素供

给不变的条件下，国际贸易能够使一国密

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商品相对价格上升，

该国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商品而进

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商品。Stolper 和

Samuelson在Heckscher—Ohlin 模型的

基础上提出，某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会

提高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而降低相对价格下降的商品所密集使用的

生产要素的价格，国际贸易使一国充裕要

素的价格上升，稀缺要素价格下降，两种

要素的价格差距缩小，即所谓的Stolper-

Samuelson定理。该定理阐明了国际贸易

影响一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机制，但没有涉

及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真正开始分析国际

贸易分工与国家间收入差距关系的是要素

均等化定理，该定理在Stolper-Samuelson

定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因为一国的充

裕要素正好是另一国的稀缺要素，两个国

家间相同要素的价格差距也随之缩小。

此后的研究主要沿着 SS 定理，结合

产品价格、技术变化等传导机制进行。但

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现的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

工资差距扩大的事实对这类研究提出了挑

战。这时的研究又开始沿着两条主线进行：

一是引入异质性。首先是在异质性企业理

论的框架下结合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分析熟

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变

化。例如，Yeaple（2005）提出出口企业

拥有更低的成本，能够通过技术变革扩大

贸易流量并增加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一

步扩大其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其

次是把异质性扩展到劳动力身上。Yeaple

（2005）把劳动力分成高技能劳动力、中

等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三类，提出

国际贸易会扩大前两者的工资差距，但会

缩小后两者的工资差距。二是结合国际分

工形式的变化进行研究。例如，Feenstra

和 Hanson（1995）在连续统模型的基础

上，假定经济中具有熟练劳动、非熟练劳

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并假设资本和两种劳

动的替代弹性相同，提出中间投入品生产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是发达国家资本

使用成本增加，而发展中国家资本使用成

本降低，这样就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垂直专

业化的范围，一方面把发达国家推向了更

高级的生产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转移到发

展中国家的生产阶段的熟练劳动的密集度

比原来的要高，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熟练劳动的需求都增加，这会提高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

资。但是 Jones 和 Kierzkowski（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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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却得出了和 Feenstra 和 Hanson

（1995）不同的结论，提出国际外包对熟

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作用依赖于该国熟练

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禀赋状况以及外

包行业的要素密集度。

而国际贸易对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影

响，大多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实

证分析，理论研究较少。

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化和工资差

距，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国际贸易的技术

创新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来进行讨论的。

技术创新效应提出技术具有技能偏向性，

技术与高技能工人的结合高于与低技术

工人的结合。国际贸易通过加大国际竞

争，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增加R&D投入，

保留其核心业务，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

去，这样一方面提高了高技术工人的需

求，引起本国高技能工人相对工资上升，

另一方面外包出去的非核心业务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技术，会增加发展中

国家高技术工人的需求，发展中国家高

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也会提高。技术溢

出效应提出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

机器、设备，通过学习、模仿使发达国

家的先进技术得以扩散，先进技术的扩

散也是偏向熟练劳动的，因此会增加熟

练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其相对工资。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国际分工、技

术变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通常情况

下是把技术作为一个中间变量，即国际贸

易、国际分工通过影响技术作用于收入差

距，对于在垂直分工日益盛行，各国生产

联系日益紧密的新情况下，技术变化怎样

通过国家间的生产联系影响收入差距则没

有涉及。Costinot	et	al（2013）建立了一

个具有多个国家和多个生产阶段的模型，

通过求解均衡条件下不同国家分工模式的

变化，阐述了技术变化通过垂直专业化影

响国家间收入差距的机制，为国际垂直分

工、技术变化与国家间收入差距的研究提

供了一个新的框架。下文拟对其进行介绍

和简要评述。

模型阐释及验证分析
（一）基本假定

假设多个国家参与生产，每个国家用

c∈ C≡ {1，...，C} 表示。只有一种生产

要素——劳动，以及一种最终产品。劳动

的供给是给定的，不允许跨国流动。Lc 和

Wc 表示国家 c 的劳动禀赋和工资。生产

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连续阶段 s ∈ S ≡ [0，

S]。在每个生产阶段中，生产一单位中间

产品需要使用一单位前一阶段生产的中间

产品和一单位劳动。假设中间投入品 0 是

无限供给的，价格为0。产品S为最终产品。

假设生产中会发生错误，每个国家

的错误发生率为一个固定的泊松比率

λc>0，错误发生率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

的技术特征，代表任何一个生产阶段的全

要素生产率（以下称 TFP）。当某一生产

阶段的中间产品生产发生错误时，这个阶

段的中间产品将会全部损失掉。如果国家

c的公司使用q（s）单位的中间产品和q（s）

ds 单位的劳动，它在 s+ds 阶段生产的中

间产品的数量为：

Q（s+ds）=（1-λc）q（s）	 	（1）

由（1） 式 可 得 q’（s）/q（s）	

=-λc，表明沿着价值链，国家 c 以固定

比率 λc 损失中间产品。国家 c 按照 λc

严格递减的顺序排列，因此，序号 c 越高

的国家 TFP 越高。假设市场为完全竞争，

商品可无成本地交易。用 p（s）表示中

间投入品 s 的价格，假设最终产品为计价

物，即 P（S）=1。

（二）均衡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在世界的价格为

给定的情况下，均衡时所有国家最大化其

利润，并且所有市场都出清。利润最大化

要求对于所有的 c∈ C，

P（s+ds） ≤（1+λcds）p（s）

+Wcds

P（s+ds）=（1+λcds）p（s）

+Wcds，对于所有的s’∈（s，s+ds）		（2）

（2）式表明	s+ds的中间产品的价格

要小于或等于它的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即

为了排除其它厂商的进入不能存在正利润。

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均衡要求，

，
对于所有的 s1 ≤ s2	 	 	（3）

	 ，对于所有的c∈C		（4）
（3）式表示生产阶段 s1 和 s2 之间中

间产品的数量变化必须等于这两个阶段中

所有国家因为犯错所损失的中间产品的数

量。（4）式表示 c 国所有生产阶段生产

用的总的劳动应该等于 c国劳动禀赋。

Costinot	et	al（2013）证明自由贸易

下条件下，满足上述基本设定时存在均衡，

即存在某个序贯生产过程，每个国家占据

这个生产过程的某些阶段，同时出错率越

低（即 TFP 越高）的国家越是处于生产链

条的末端。垂直专业化的模式可以按照从

生产链条底端至底端排列的各个国家生产

阶段序列（S1，...，Sc）表示。

用 Qc ≡ Qc（Sc）表示国家 c 所生产

的中间产品 Sc 的数量，pc ≡ p（Sc）表

示国家 c 的出口价格（同时也是国家 c+1

的进口价格），Nc ≡ Sc-Sc-1 表示国家 c

所占据的生产阶段，从（3）式和（4）式

可以得到：

	 ，对于所有的c∈C		（5）

，对于所有的c∈C	（6）

（5）、（6）两式表示自由贸易条

件下的均衡垂直专业化模式。（5）式表

明国家 c 的劳动供给量等于它所从事的从

Sc-1 到 Sc 的各个生产阶段的劳动需求量

的总和，这些劳动需求量依赖于国家 c 的

出错率 λc 和从国家 c-1 进口的中间产品

的数量。（6）式表明在国家 c 生产所损

失的中间产品的数量。

从	（2）式可以得到，

，对于所有的c∈C	（7）

	，对于

所有的c∈C																																						（8）

（7）式表明，国家 c 生产的单位

成 本（1+λcds）pc	+Wcds 等 于 国 家

c+1 生产的单位成本（1+λc+1ds）pc	

+Wc+1ds。（8）式表明国家 c 生产的最

后的中间产品的价格为从国家 c-1 进口的

中间产品和自身总劳动成本的函数。

（三）技术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Costinot	et	al（2013）将技术变化区

分为全局性的技术变化和区域性的技术变

化。全局性的技术变化包括生产复杂性增

加（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标准化两种

能够影响整个价值链上各个国家的技术变

化；区域性的技术变化则表示发生在某一

个国家能够增加该国的有效劳动和减少该

国错误发生率的技术变化。为了考察技术

变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定义某个

国家沿价值链攀升和国家间收入不平等程

度上升。如前文所述，垂直专业化的模式

可以用按照从生产链条底端至底端排列的

各个国家从事生产阶段序列（S`1，...，

S`C）表示，因此，将国家 c 沿着价值链

攀升定义为一个新的专业化模式（S`1，...，

S'C），与旧的模式相比，满足：S`c ≥ SC

并且，S'c-1 ≥ Sc-1。将一组国家 {c1，...，

cn} 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定义为一个新

的工资配置（W1，...，W`C），与旧的工

资配置相比，满足：W`c+1/W'C ≥ Wc+1/

WC。

1. 生产复杂性增加。生产复杂性增加

会导致整个价值链链条拉长，每个生产阶

国际经贸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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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产量减少。因为劳动供给必须与劳动

需求相等，各个生产阶段产量减少必定伴

随着每个国家所占据的生产阶段的数量Nc

的增加。由式（7）可得

，对于所有的 c<C				（9）
(9) 式表明Wc+1/Wc 随着Wc/pc 递减。

国家占据更多的生产阶段和进入更高的生

产阶段都增加了出口价格，即提高了中间

产品的价格，同时减少了中间产品的劳动

密集度，这样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

2. 标 准 化。 标 准 化 带 来 了 所 有

国家错误发生率的降低，可以表示为

λ’c ≡ βλ’c，对于所有的国家 c，其

中 β<1。所有国家错误发生率的降低会

增加总的产量和各个生产阶段的劳动需

求。由于劳动供给是一定的，劳动供给必

须等于劳动需求，总产量的增加就会被生

产较早阶段的产量减少所抵消。因此，穷

国会增加它们占据的生产阶段的数量Nc，

并将所有国家推向价值链的更高阶段。

3. 某一国有效劳动的增加。国家 c0

有效劳动增加会增加各个生产阶段的产

量。由于劳动供给必须等于劳动需求，

各生产阶段产量增加必定会导致除国家

c0 以外的其它任意国家 c ≠ c0 占据的

生产阶段的数量 Nc 减少，这种情况只能

在国家 c0 之前的所有国家 c ∈ {1，...，

c0} 沿价值链下降和国家 c0 之后的所有

国家 c ∈ {c0，...，C} 沿价值链攀升的条

件下才能实现。由于总的生产阶段数是

恒定的，国家 c0 占据的生产阶段的数量

Nc0 必定会增加。因此，处于价值链底

部的国家 c ∈ {1，...，c0} 间的收入差距

必定会缩小，但是处于价值链顶部的国

家 c ∈ {c0，...，C} 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化

却是非单调的。这样就能够找到一个国家

c1 ∈ {c0+1，...，C}，所有位于国家 c0 之

后和国家 c1 之前的国家 c ∈ {c0，...，c1}

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所有位于国家 c1 之

后的国家 c ∈ {c1，...，C} 间的收入差距

缩小。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沿着价

值链攀升，会提高他们占据的生产阶段生

产和出口的中间产品的价格，并降低其劳

动密集度，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占据的生

产阶段数减少，会降低这些中间产品的价

格和增加其劳动密集度。在这两种相反力

量的作用下，就出现了上述非单调的结果。				

4. 某一国错误发生率的下降。这里

仅限于分析某国 c0 的错误发生率 λc0 仅

发生微小的下降，而不改变垂直专业化

模式的情形。国家 c0 错误发生率 λc0 下

降会导致所有国家沿价值链攀升，增加

国家 c0 之前的所有国家 c ∈ {1，...，

c0} 间的收入差距，减少国家 c0 和国家

c0+1 间的收入差距，并能找到一个国家

c1 ∈ {c0+1，...，C}，所有位于国家 c0 之

后和国家 c1 之前的国家 c ∈ {c0，...，c1}

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所有位于国家 c1 之

后的国家 c ∈ {c1，...，C} 间的收入差距

缩小。

国家 c0 错误发生率降低对于处于价

值链顶部的国家 c∈ {c0+1，...，C} 的效果

类似于有效劳动供给增加的效果，但是对

于处于价值链底部的国家 c∈ {1，...，c0}

的效果却正好相反。这是因为，对于处于

价值链顶部的国家来说，国家 c0 错误发

生率降低会使得最终产品的产量增加，由

于劳动力市场必须出清，一方面处于价值

链顶部的国家占据的生产阶段数减少，另

一方面这些国家也会沿价值链攀升，在两

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处于价值链顶部的

国家间的收入呈现非单调的变化。而对于

处于价值链底部的国家来说，有效劳动增

加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劳动供给，而劳动需

求不变，国家 c0 错误发生率降低则是改

变了这些国家的劳动需求，劳动供给不变。

因此，处于价值链底部的国家会沿价值链

攀升，占据的生产阶段数也增加而产量减

少，这些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

简要评述
上述模型将垂直专业、技术变化和收

入差距的关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多国框架

下进行分析，为研究新的国际分工模式、

技术和收入差距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型

的贡献有五点：一、结合目前国际分工最

新的、越来越普遍的国际分工形式—垂直

专业化，阐明了技术变化通过国际分工影

响收入差距的机制；二、弥补了国际贸易

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研究不足

的缺陷；三、在将技术变化区分为全局性

技术变化和区域性技术变化的基础上，进

一步将全局性技术变化区分为导致产品质

量提高的生产技术复杂性增加和标准化，

将区域性技术变化区分为某一国有效劳动

的增加和某一国错误发生率的下降，突破

以往理论研究中仅假设技术具有技能偏向

性和有导向的技术变化的缺陷；四、模型

得出的区域性技术变化对处于价值链顶部

的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单调的结论为

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五、首次将全

要素生产率表示为生产中的错误发生率。

该模型的突出优点是：一、将参与价

值链分工的国家假设为一系列的国家，与

通常的假设只有南北两个国家的模型相比

更为贴近现实；二、模型推论技术变化对

于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通过求解分

工模式的变化，即各个国家在价值链上

所占据的生产阶段的变化，来分析对收

入差距的变化，论证严密；三、Costinot	

et	 al（2013）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加

入协调成本、多部件生产装配同时进行以

及生产阶段的异质性，使模型具有良好的

扩展性。

该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向以下方向扩

展：一、引入劳动的异质性，研究国家

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Costinot（2012）

将单一要素扩展至多要素情形，将研究

扩展到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是模型

只假设南北两个国家，与本文介绍的模

型假设存在较大的不同。二、发展中国

家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工资不能及

时变化调整劳动供求，劳动力市场变化

更多不是反映在工资的变化，而是反映

在失业率的变化上。因此，该模型可以

进一步拓展研究垂直化分工、技术变化

与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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