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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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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0年以来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中日双边贸易带来了契机也

加剧了两国的贸易竞争 ,从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入手探讨中日双边贸易的性质

和贸易分工 ,以对中日贸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有个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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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内贸易 ( Intra - industry Trade)是与产业

间贸易 ( Inter - Industry Trade)相对的一个概念 ,指

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即进口又出口同产业商品的

现象。如中国向日本出口某种品牌的衬衣 ,同时又

从日本进口某种 T恤衫的贸易活动。产业内贸易

的特点是同一产业内商品的相互交换 ,贸易具有双

向性。产业内贸易的商品不仅包括产成品贸易 ,还

包括商品的半制成品、零部件在两国间的贸易。本

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 》① ( SITC)

的分类标准 ,将分类号前三位数字相同的商品作为

同产业商品 ,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开始于佛得恩 (Ver2
doorn, 1960)对“比荷卢同盟 ”集团的形成对三个成

员国贸易产业内贸易情况经验性的统计和直观推

断。20世纪 70年代中期后 ,经济学家从商品的差

异性和规模经济入手 ,提出技术差距、商品的异质

性以及商品的生命周期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产业内

贸易的发生。其中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贝尔 (H. G.

Grubel, 1975)和劳埃德 ( P. L. L Ioyd, 1975)作了开

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 ,提出了至今仍最为权威的产

业内贸易的测定指标 ( GL指数 )并对欧共体的产

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测量 ;迪克西特 (A. K. D ixlt,

1977)和斯蒂格利茨 (J. E. Stiglitz, 1977)在《美国经

济评论 》上发表了《垄断竞争与最优商品多样化 》,

建立了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商品垄断生产的报酬

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模型 (简称“D - S”模型 ) ;

克鲁格曼 ( P. R. Krugman, 1979 )在《规模经济、垄

断竞争和国际贸易 》一文中 ,将 D - S模型应用到

国际贸易的分析中 ,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国

际贸易的模型等。从 20 世纪后期开始 ,对产业内

贸易的研究又集中在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H IIT)与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V IIT)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是指不同质量的相似性物品同时出口和进口。而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质量相似 ,只是在特性或属

性上不同的物品的双向贸易。就中日两国产业贸

易研究的主要有 : 木村福成 ( Kimura Fukunari,

2001)对日本在海外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的销售情

况进行研究 ,发现 :海外直接投资在生产过程分离

以及垂直产业内贸易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森田

恭二 ( Kyoji Fukao, H ikari Ishido and Keiko Ito,

2003)通过以日本电子机械产业对东亚直接投资

的面板数据对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及其决定因

素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

亚垂直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汪斌 (2002)计算了

1985 - 1999年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

及类型 ,指出中日贸易总体上仍以垂直分工为主、

局部向水平分工发展。孙丽 (2004)指出中日两国

贸易结构由垂直向水平分工发展 ,两国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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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 》商品 SITC的分类法 ,把贸易商品分为 10类。其中 0～4类为传统产品与初级产

品 ; 5～9类属于工业制成品 (5类为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 6类为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 7类为机械及运输设备 ; 8类为杂

项制品 ; 9类为未分类的商品 )且 5类和 7类商品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 6类和 8类商品为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 ;

第 9类为非常规商品。其中第 5类至第 8类大致可称为制造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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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趋同化发展的态势。佟家栋 ( 2005 )提出

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依旧是垂直分工和产业

间贸易为主的格局。

一、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
现有产业内贸易理论中 ,经济学家们从不同

角度论述产业内贸易的原因。既有国家层面的影

响因素 : 1. 人均国民收入。相似的收入水平容易

产生相同或相似的需求模式与消费偏好 ,从而为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

根据林德 (L inder, 1961)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如

果两国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 ,其需求结构越相似 ,

对对方的产品需求也越大 ,两国之间潜在的产业

内贸易就必定会越大。2.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

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相关。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越

高 ,制造业发展水平就越高 ,制造业在其国民经济

的地位就越重要 ,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制造

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制造业的产

业内贸易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贸易双方国内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 ,以及双方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提高。所以 ,产业内贸易水平会随着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3. 国家规

模。当一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较大时 ,提供了广

泛的市场活动空间 ,也为企业在规模经济下加强

对差异化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从而促进了产业内

贸易的发展。4. 一体化程度。一般而言一体化水

平越高 ,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大。人们的需求模式

和消费行为在一体化程度日益密切的文化和经济

交往中发生变化 ,为差别化商品生产提供了需求

条件 ,也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各成员国间的流动 ,从

而扩大了产业间投资规模 ,使产业内分工与交换

得到发展。5. 地理因素。两国距离越远 ,运输成

本就越高。远距离会导致价格的上升 ,从而抑制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所以距离越远的国家间的产

业贸易水平越低 ,反之距离越近的两国产业内贸

易水平就越高。

而大部分经济学家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焦点

放在产业层次上 :如直接投资 ,如果外资进入是追

求规模经济和商品多样化 ,投资会促进两国产业

内贸易的发展 ( Grubel&L loyd, 1975) ,而若其进入

的动机是想将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不同的

分割 ,即进行垂直产业分工 ,就会对产业内贸易的

发展带来阻碍 ,从而带来更多的是产业间贸易而

不是产业内贸易 (Markusen, 1995)。此外 ,产业层

次中的商品特征、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结构成为

论述产业内贸易产生的核心原因。

二、中日两国制造业贸易概况
(一 )中日两国制造业贸易额迅速上升 ,贸易

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1990年以来 ,中日两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

双边贸易额飞速增长 ,从 1990年的 129. 34亿美

元上升到 2007年的 2629. 24亿美元。据日本财

物省统计 ,在 1990年 - 2003年期间 ,日本的对外

贸易总额仅增长 63% ,而同期对中国贸易增加

36. 3倍。1993年 ,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 ,此后连续 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4年以来 ,日本虽落后于欧盟和美国 ,成为中

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则超过美国 ,成为日

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中 ,制造业商品成为中日贸易的主体商品。

其中 ,制造业所占比重则从 1990年的 49. 75%大

幅上升到 2006年的 91. 66%。其二 ,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商品 ( SITC5 + SITC7 )逐渐构成了中日贸

易的半壁江山 ,所占比重从 1990年的 21. 24%稳

步提高到 2004年的 61. 29%。而劳动密集型商

品贸易 ( SITC6 + SITC8)的比重经过一个上升后 ,

然后缓慢下降。说明 ,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

的升级 ,制造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两国的制造业

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具体变化如下图 :

(二 )中国两国制造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产

业内贸易在曲折的发展中前进

1990年以来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指数经

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 ,先从 1990年的 0. 38

上升到 2002年的 0. 47,后曲折上升 , 2004年达到

最高 0. 49 (见图 2)又缓慢下降。说明两国制造业

贸易依旧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但产业内贸易从总

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中

日制造业贸易发展的主导趋势。其中 ,资本技术

密集型产业 ( SITC5 + SITC7 )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最高 , 1996年至 2004年产业内贸易水平 ( GL指

数 )不断提高 ,均表示为产业内贸易形态 , 2005年

后又表现为产业间贸易。而劳动密集型指数

( SITC6 + SITC8)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 ,但产业

内贸易水平缓慢前进。可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

平与两国的政治关系紧密联系。1992年实现了

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中国 , 1998年中日建立起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中

日制造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贸易水平得

到了空前的提高 , 2005年至 2006中日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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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 ,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两国的产业内贸 易水平开始回落。

图 1　1990 - 2006年中日制造业贸易关系结构变动表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联合国 COMTRADE数据库 : http: / /unstats. un. org/unsd /com trade /dqBasicQuery. aspx, SITC (Rev. 3)

表 1　1990 - 2006年以来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趋势表

资料来源 :联合国 COMTRADE数据库 , SITC (Rev. 3)按照 G - L指数①计算

三、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
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变量分析

为了具体研究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中

的具体影响因素 ,建立模型。模型选取从 1990年

至 2005年共 16年的数据 ,选取了人均收入水平差

异、规模经济效应、经济开放度和直接投资效应四

个变量 ,依靠 EV IEW S5. 0的计量工具对模型进行

最小二乘法回归。

其中 , IITi 为中日两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

指数。

D PC Ii 为中日国人均收入差 ,从需求的角度影

响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根据前文理论

分析 ,中日人均收入差别越大对中日制造业产业内

贸易程度起促进 ,预期符号为正。

SEi 为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能力 ,本文选用

年度内大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反映我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时间变化

若该指数不断上升 ,说明我国的规模经济水平在不

断提高 ,规模经济的提高能促进中日制造业产业内

贸易得发展。该指数从供给的角度决定了中日制

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程度 ,预期的符号为正。

O Pi 是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开放度 ,用中日贸易

总额与中国 GDP的比重来衡量 ,中日贸易额在中

国 GDP的比重越高说明中国经济对日本越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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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0 ≤GL ij ≤ 1,若 GL ij = 100% ,则所有的贸易均为产业内贸易。且 GL ij越接近 100% ,则产业内贸易水平程度较

高 ,亦即两国贸易之商品同构型高 ;反之 ,若越趋近于 0,则代表该产业垂直分工程度较高 ,属单边贸易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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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分析已指出中日贸易的自由程度加深促进

了中日产业间贸易的开展 ,阻碍了制造业产业内贸

易的提高 ,预期符号为负。

FD Ii 表示外资进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

素 ,本文选用每年日本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而直

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作用一直处于争论中 ,

投资是会促进贸易还是会抑制贸易一直没有一个

具体的结论 ,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符号为不

确定。
(二 )建模回归分析

根据选定的变量 ,建立模型如下 :
ln GL i =α +β1 ln D PC Ii +β2 ln FD Ii +3β ln O P i +β4 ln S E Ii

+εi (1)

运用 OLS方法 ,对 (1) 式进行回归 ,结果如下 :

ln GL i = - 4. 50 - 0. 07 ln D PC Ii + 0. 31 ln FD Ii - 0. 36 ln O P i

+ 0. 34 ln SE i (2)

t ( - 1. 97) ( - 0. 34) (7. 58) ( - 4. 57) (1. 46)

P (0. 07) (0. 00) (0. 00) (0. 17) (0. 73)

R
2

= 0. 86　�R2
= 0. 87　F = 17. 1　DW = 2. 24

该模型中该模型中规模经济系数 S Ei 的 P值

0. 73过大 , t值无法通过 1%显著性检验。去除规模

经济变量再次进行回归 ,如下 :

ln GL i = - 3. 40 - 0. 2 ln D PC Ii + 0. 30 ln FD Ii - 0. 32

ln O P i (2)

t ( - 1. 51) ( - 3. 14) (7. 12) ( - 4. 15)

P (0. 15) (0. 00) (0. 00) (0. 17) (0. 73)

R
2

= 0. 87　�R2
= 0. 80　F = 20. 17　DW = 2. 29

虽然方程所有变量的 t统计值都通过 1%显著

性水平的检验 , 而且在 Durb in - W atson检验中 ,

5% 的临界点下 , k = 3, n = 16查表得 d1 = 0. 98,

du = 1. 54。因为 0. 98 = d1〈DW = 2. 29〈4 - du = 2.

46,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结果显示模型回归非常成功。从单个变量来

看 ,所有的变量均有 1%的显著水平检验 ,说明方

程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从模型整体来看 ,

修正后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0. 9,说明回归直

线与样本观察值的拟合程度比较好 ,且经过剔除变

量后拟合程度得到进一步改善。修正后的回归方

程的显著性检验为 20. 17,比原有的方程 ( 3 )的

17. 1有较大的提高 ,说明方程的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影响的显著性得到提高。根据回归结果 ,结

合我国的国情和中日两国贸易的情况 ,我们可以得

其他因素对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作用的

结论 :

1.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与中日人均收

入差有明显的负相关 ,说明中日人均收入差距的加

大阻碍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根据 2006年世界

银行统计中日人均收入差由 1990年的 26640美元

提高 1996年的 41230美元 ,后缓慢减少到 2005年

为 32810美元。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化说明符合林

德的需求理论 ,说明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2.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与中日两国市

场规模差异和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无相关

性 (在第一次回归中变量的值为 0. 73,表示该变量

系数为零的概率为 73% )。说明了中日制造业产

业内贸易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制造业规模经济的

效益 ,而是根源于中日的经济发展差异和资源禀赋

的不同而产生的比较优势效益。这主要是由于中

国工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在 1990年后虽然有所提

高 ,但到 2005年也仅为 0. 28。说明中国制造业的

生产规模相对于日本制造业来说仍是不经济的 ,这

使得中国工业规模经济水平在一定小范围的提高

对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3.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与日本在中国

的实际投资有正相关性 ,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促

进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水平分工 ,借助中国制造业

加工贸易的发展、离岸组装和生产国际一体化等因

素促进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4.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与中国对日本

的经济开放度有负相关性。中日贸易自由度的提

高 ,减少了两国贸易障碍 ,更加便利双方比较优势

产品贸易。两国比较优势产品的不同 ,促进了两国

产业间贸易的开展。从 2002年中日制造业各大类

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低于 2000年的事实说

明 ,中国入世后 ,中日贸易更加自由化更加促进了

两国产业间贸易的开展。

四、促进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

对策探讨
就目前中日制造业贸易发展现状看 ,主要是中

国向日本出口低质量的产品从日本进口高质量的

商品。这种进口可以缓解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和

消费结构的落后 ,对我国制造业商品的生产起到一

种带动作用。但长期看会导致中日制造业之间的

技术差距继续扩大 ,贸易的利益更多向日本倾斜 ,

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成长和进步。而水平型产业

内贸易则是两国同等质量产品的相互交换 ,有利于

我国学习日本先进的制造业技术 ,推动国内制造业

产业结构升级和进步、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扩

大 ,提高我国制造业商品的竞争优势和附加值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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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产业内贸易的利益向我国倾斜。所以 ,必须把水

平型产业内贸易作为中日制造业贸易发展的取向 ,

以高质量的制造业商品占领日本市场。
(一 )制定和优化相关产业政策 ,提高对规模

经济作用的认识

从产业内贸易理论可知 ,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

易 ,尤其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原因和基础。

而由于市场长期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

使各地重复建设 ,生产力布局与企业组织结构不合

理 ,我国制造业企业处于小而分散的状态 ,大多还

未达到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阶段 ,处于规模不经济

状态或是规模经济太小 ,也导致规模经济效应在中

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抑制

了中日制造业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开展。

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采取适

当的政府干预措施 ,打破地方行政性垄断 ,因地制

宜 ,合理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 ,合理优

化产业组织结构。同时 ,对某些具有巨大规模经济

效益的商品或产业作为目标加大扶持力度 ,成立大

型企业集团 ,鼓励同行业的跨省、跨地区兼并 ,彻底

改变企业组织结构散、乱、差的局面 ,使一些有必要

追求规模效益的幼稚产业相对集中 ,最终以规模经

济为基础参与国际市场的产业内贸易竞争。
(二 )推进“科技兴贸 ”战略 ,提高对日出口商

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的竞争 ,产业或商

品的科技含量决定了每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分

工地位和世界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正是

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 ,决定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

易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产业内贸易的利益

大部分归于日本。

鉴于此 ,我国政府应大力贯彻“科技兴贸 ”战

略 ,通过产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组织调

整等手段 ,以科技发展带动我国制造业成长 ,改善

贸易条件。通过制造业技术的提高 ,推动中日技术

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提

高我国制造业商品的附加值和技术优势、出口创汇

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总体竞争水平。同时 ,提倡

并创造条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形成高技术产

业群体 ,培育一批高技术产品出口重点企业。鼓励

企业增加对高技术产业的投入 ,重视培育高技术人

力资本 ,不断创造和发展除了劳动力优势外的新的

比较优势 ,实现向新的比较优势的转化。
(三 )重视商品差异化的创造 ,实施品牌战略

在不完竞争市场条件下 ,产品差异化的存在使

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条件来生产、出

口全部制造业商品。在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现

实中 ,我国大部分是为日本商品提供原料、加工 ,处

于价值链的最低端 ,利润空间非常小。鉴于此 ,应

提高企业对品牌的认识 ,引导企业在中日产业内贸

易中不仅仅只是作为日本商品的原料的提供者和

加工者 ,更多的是出口高科技、高质量的中国品牌

的商品。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品牌 ,发展原有的品

牌 ,注意自己商品与其他企业商品的差异化发展。

产品差异化的内涵相当广泛 ,除了产品的生产环节

可以产生差异化 ,如档次、款式和商标等方面。还

包括在销售环节上的差异 ,如广告、包装和售后服

务等。最后 ,通过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中日制造业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通过这种水平型贸易的

方式 ,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国内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升级 ,发展具有

竞争力的本土商品。
(四 )提高利用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质量 ,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受到政治等因素

的影响投资速度有所下降 ,据商务部网站报道 ,

2006年世界对华直接投资 (不包括金融类 )实际金

额 630. 21亿美元 ,同比增长 4. 47% ,同期日本对

华投资却罕见地下降了 30%。因此 ,提高日资的

使用质量 ,将日本对我国的水平型投资作为引资的

重心 ,提高日资对我国制造业在规模、技术、管理和

人才方面的促进和引导 ,增强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

的竞争力和出口能力 ,提高中日制造业水平型产业

内贸易。
(五 )加强中日双方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 ,减

少贸易摩擦 ,实施互利共赢得开放战略

中日建交 30多年来 ,两国在经济发展、要素禀

赋以及产业分工方面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使得两国

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双边贸易额大幅度增加 ,

经贸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但是 ,中日贸易摩擦的升

级严重干扰了中日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一方面

随着中日经济依赖度的提高 ,任何的贸易摩擦都会

给中日双方带来巨大的贸易损失 ;另一方面随着两

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 ,新的贸

易摩擦是不可避免。两国应面对历史和现实 ,中日

双方只有在合作、信赖的基础上 ,立足于长远的发

展 ,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协调竞争机制 ,积极利用

W 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中日贸易出现的摩擦和

纠纷 ,尽量避免采取限制措施。此外 ,中日双方应

加强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 ,减少贸易摩擦 ,建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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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的建设性的经贸合作关系 ,实施互利共赢得

开放战略 ,为两国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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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 tra - industry Trade in M anufactur ing Industr ies
between Ch ina and Japan

YU M in
( School of Econom ics, L im ing U niversity, Q 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Since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 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has brought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for the Sino - 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but also a more challenging world market for the two coun2
tries. The article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a comp rehensive theoretical and emp irical analysis and some regres2
sion models to demonstrat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in intra - industry trade in manufacturing in2
dustr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assumes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de2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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