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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国内

外学术界对我国出口贸易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数量

转移到了技术和质量上来" 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

之一便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我国出口

技术结构的研究!而国内外学者的初始研究都得

到了一个几乎相似的结论*我国的出口技术结构

迅速提升!甚至已经超过了经济发展应有的水平"

为此!国内外学者的后续研究开始关注我国出口

技术结构快速提升的原因"

我国企业多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到由主要发

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

于整个体系的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

端,/*WL,*.9-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张杰!刘志

彪!等!!""$-" 这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

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比例

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从 #G$I 年的 #$[上升到了

目前的 MM[左右!珠三角地区部分年份的这一比

例甚至达到了 $"[以上,朱诗娥!杨汝岱!!""G-"

为此!很多学者认为*加工贸易是造成我国出口技

术结构迅速提升!甚至出现异常的根本原因" 如

O;;72&lS.-3-&;,!""$-认为加工贸易是造成我

国出口技术结构迅速提升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

加工贸易!我国的出口技术结构呈现出一种稳态

式,?>.'/&?>8/&-慢进0D.+32>*-,!""F-研究后指

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量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

家!而这种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推动了中国出口技

术结构迅速的提升" 当然也有学者经过实证得到

了不同的结论!如f+lU+,!""G-通过国别层面的

数据实证研究后发现*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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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0c.-3lc&5,!""$-的实证

结果甚至显示*加工贸易不仅没有提高我国的出

口技术结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固化)和

(削弱)的作用"

归纳前人研究不难发现*现有学者关于加工

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作用的研究!多从国别对比

层 面 进 行 , 如 _*9,5e! !""I0 ?72*>>! !""I0

O;;72&lS.-3-&;!!""$0f+lU+!!""G0等-" 我国

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均衡!出口多由东部省份

完成!且国内区域间人均收入相差较大!更为重要

的是!我国的加工贸易多位于东部省份!因此!基

于国别层面研究加工贸易对我国的出口技术结构

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存在一定偏差" 因为

在大国条件下!加工贸易对一国不同的区域和产

业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陈晓华!

黄先海!!"#"-" 鉴于此!笔者运用国内省级区域

金属制品,a?N-出口数据和人均 SRT数据!首次

从省级区域和亚产业双层面出发!对我国特定产

业的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度!以降低区域发展差

异带来的有偏影响" 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五个层

面研究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的影响!以

揭示加工贸易对不同区域和亚产业出口技术结构

变迁的效应及其区别"

二%产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和产业的选择

现有研究多表明中国出口技术结构迅速攀升

出现在近几年!为此!笔者在数据选择上采用的是

本世纪的年度数据0由于省级层面出口数据和加

工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不强!目前仅能获得

!""!'!""$ 年的出口和加工贸易数据" 出口与

加工贸易的数据均来自国研网和海关统计数据

库!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统计

数据库" 由于宁夏和西藏地区部分年份的数据缺

失!因此!笔者仅搜集了 !G 个省份的数据" 另外

加工贸易的数据源自国研网!具体为*区域层面的

加工贸易数据为中国省级区域金属制品各亚产业

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出料加工#加工贸易设备进

口和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等贸易值的总和!亚产

业层面加工贸易值为我国金属制品亚产业层面的

上述值的总和"

金属制品产业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原材

料产业!其产品种类多#应用领域广#产业关联度

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务院有色金属振兴规划!!""G-" 另外金属制

品的加工贸易占出口的比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该比例已从从 !""! 年的 M!(GG[上升到了

!""$ 年的 IF("N[" 可见选用金属制品产业作为

研究对象!既能体现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变迁!又能

较好反映加工贸易的出口技术结构变迁效应" 根

据a?编码!整个金属制品划分在两章!共 #" 种!

分别为*贵金属制品#钢铁#钢铁制品#铜及其制

品#镍及其制品#铝及其制品#铅及其制品#锌及其

制品#锡及其制品和其他金属制品"

"二$亚产业层面的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

分析

目前测度一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方法有很多!

如 a.+;Y.-- , !""M - 的复杂度指数法 ,@XV*,>

;*V25;>57.>5*--#%5-3&,l\,&5-5-,#GFG-的出口相似

度,@XV*,>?5Y5/.,5>8-系数法#U.//,!"""-的国别出

口分类法以及樊纲和关志雄等,!""I-的显示性

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等" 考虑到 a.+;Y.-- 模型

模型能够(保证使一些贫穷的小经济体出口被赋

予足够的权重) ,_*9,5e!!""I-!为此!笔者采用

a.+;Y.--,!""M-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变迁进行

测度"

a.+;Y.--,!""M-研究指出!同样的产品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生产!其所包含

的技术含量往往高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生

产的产品!此其构建产品层面出口技术结构的测

度方法如,#-式" 由于本文还需研究亚产业层面

加工贸易对亚产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笔者在

,#-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式!两式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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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其中F,P=7F

Y

为金属制品 Y的出口技术结

构,具体到 a?N 位码-!F,P=7

1

为中国金属制品

亚产业1的出口技术结构,具体到 a?! 位码--!

K

9A

为A省Y产品出口总额!O

A

为 A省的金属制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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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出口额!7

A

是省份A的人均 SRT!K

1

是中国金

属制品亚产业 1出口总额" F,P=7

1

值越高说明

亚产业 1的出口技术结构越高!即产品的技术含

量越高" 则根据,#-式和笔者所搜集的数据!可

得我国金属制品各亚产业出口技术结构,见表

#-"

表 #C!""!&!""$ 年中国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构指数J元

!""! !""H !""N !""M !""I !""F !""$ 增加值

贵金属制品 ## IG" #H M!H("M #M M$"(MM #I "#F(F! #F I$F(MG !# $"#(HF !! "!I(#M #" ###(HF

钢铁 G !"H(#H# ## MFH(G$ #! $##(FG #M #!!($! #F MIN(I# !" F!F(#M !N HMG(MF ## M!N("!

钢铁制品 #H N"H("M #I #$H(#M #G HNN(NG !# HIG(HH !N !!H($H !F FG$(HM !N GMI(II #N HGM(H

铜及其制品 G $##(I!! ## #G!(## #I IHF(FG #$ $MF(IF !N !!H($H !G MG$(GN !I #"N(NF #G F$F(H!

镍及其制品 $ NF!(F!N F FM"($I# ## MIH(G! ## !F$($# #N MG"(#$ !N INF(HF !H !$N(H! #I #FN(IM

铝及其制品 F MIN(!IN G F"M(MGH ## GF"(N #H $NM(NG #I MH"($G !# NH!(IN !F !F#(HN #H $I$(H$

铅及其制品 F NFM(MI# F M#M(!"N $ M$I(FM G $H"("HN ## IN$(I$ #I IFF(HI #$ $$!(FI G !"#(FGG

锌及其制品 F !$M($"H $ $G#(##G ## ##M("! #H "##(F! #F F!$(GN !H HIN(IH HM #G"("# #I "F$($H

锡及其制品 I H!#(II# I MG$(HG F I#M(H!! $ NF!(#"M G H$#(FMM ## FG"(MH #$ FN$(HG M NI$($F

其他金属制品 F FFG(IMI G HH!("!H F I#M(H!! ## F#$(G# #H $NG("# #I NG#(HM !" I$#("H $ F##(IGN

CCC资料来源*根据国研网#海关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通过a.+;Y.--,!""M-模型计算而得"

C注*由于 !""$ 年的值波动较大!表中增加值为 !""F 年与 !""! 年之差"

CC由表 # 可知!!""!'!""F 年" 中国的金属制

品出口技术结构都呈现递进式上升趋势" 其中绝

对值增加最大的是铜及其制品!增加了 #G F$F(H!

元!其次是镍及其制品!增加了 #I #FN(IM 元0出

口技术结构上升程度最小的是锡及其制品!

!""!'!""F 年间仅增加了 M NI$($F 元" 从排名

上看!!""!'!""F 年中国出口的金属制品中!钢

铁制品与铜及其制品出口技术结构最高!而锡及

其制品与铝及其制品的出口技术结构一直较低"

与前 I 年相比!!""$ 年的出口技术结构值波动较

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金融危机爆发

后!金属制品亚产业内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受到

的冲击不同" 部分亚产业出口技术结构值出现明

显的下降!如钢铁制品#铜及其制品与镍及其制

品!这表明金融危机对这些亚产业的高技术含量

产品产生较大冲击!使得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减

少!进而导致出口技术结构值下降0也有部分产业

出口技术结构显著上升!如钢铁#铝及其制品#锌

及其制品与锡及其制品等!这表明金融危机对这

些亚产业的低端产品!即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产生

了较大冲击!使得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比例上

升!进而提高了亚产业的整体出口技术结构" 仅

有贵金属和铅及其制品的出口技术结构并未呈现

明显的波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金融

危机对贵金属和铅及其制品内部各系列产品的冲

击是均匀的!并没有向高技术产品或低技术产品

倾斜"

为进一步了解金属制品各亚产业出口技术结

构的分布与发展趋势!我们对 !""!'!""$ 年金属

制品亚产业出口技术结构进行了 \&,-&/密度估

计,如图 #-!结果显示*!""!'!""$ 年间!密度估

计的峰值呈不断下降且右移趋势!曲线从相对狭

窄变得(矮)而(宽)" 这表明*首先中国金属制品

出口技术结构呈整体上升趋势0其次金属制品各

亚产业的出口技术结构差异在加大!产品的多样

性在增加0最后从峰数上看!!""F 年与 !""$ 年的

GH

第 # 期CCCCCCCCCC陈晓华,加工贸易对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图 #C!""!&!""$ 年金属制品亚产业层面出口技术结构的\&,-&/密度估计图

\&,-&/密度估计曲线呈现类似正态分布或对数正

态分布状的明显(单峰)! 即各行业的出口技术结

构向着一个唯一的均衡点收敛!并不存在多重均

衡点" 可见!虽然最近几年行业间的出口技术结

构差距在拉大!但并未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三$省级层面的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

分析

由a.+;Y.--,!""M-模型的第二部分可知*在

计算出国家层面的各亚产业出口技术结构值后!

将亚产业值加总到区域层面!则可测算出省级区

域产业层面出口技术结构"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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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其中*;0

A$

是 $年省区 A的金属制品出口技术

结构!这里的权重是亚产业1在省区A中出口商品

总额中的份额" 在表 # 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运用

,H-式可得我国内地的 !G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 年的出口技术结构指数" 笔者将这

!G 个省区的出口技术结构指数!按区域划分进一

步求均值" 可得表 !"

表 !C!""!&!""$ 年我国省级区域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构J元

!""! !""H !""N !""M !""I !""F !""$ 均值

北京 ## H#$(HG #H FG"(HG #M NNM(#$ #F I#F(FM !" H$$(M! !H M"H($ !I N$!($$ #$ HIH($N

福建 ## H!#(IF #H $M#(HG #M FMM(FF #F #H#(I! #G H""(H$ !H #HF(!! !M F!G(GI #$ "H!(MF

广东 ## F#M(HG #H GG#(G# #I I#G($N #$ "M#($G !" NG$(N! !N NNF(H! !I HIM(G# #$ $#!(GM

海南 #" !#N($I #! !"N(HF #H !IF($ #M F!G(GM #F FNM(GI !" GN"("F !N IN$("N #I HGH("#

河北 #! !IM(! #M "#M($M #M FGG(HN #F F"N(H !" "$I(HN !! GFG(MF !M #HN($G #$ N!I(M

江苏 ## $FM(I$ #N H"N #I "HG(#F #$ "HF($ !" GHM($ !N NMN(IN !M MIF(MF #$ FNN(GM

辽宁 #" HI"(#! #! M#F(G# #H F$I(F# #I #F$(GI #$ G#F(#H !! MNG(F$ !N F"H(#F #F ""#(GF

山东 ## IIM(MM #H I#$(MG #N GI#("I #F ##!(H# #G FN$(F !H N!F(NG !M $FN("! #$ "M$(!N

上海 ## !H"(IN #H I#"(NM #M $!I($N #$ "N$(FI !" HHN(NI !N !$N(F! !I #I$ #$ M""(MM

天津 #! !!M(GM #N NG#(#$ #I $G#("# #G #GG(#! !# HM#($F !H $#!(MF !M "FF(#! #G ""I(G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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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H !""N !""M !""I !""F !""$ 均值

浙江 #! "NN(F #N NFM(#N #F N!F(!N #G HH$(N$ !! !$$(N !I "MF("G !M FMM(GI #G I!I(F!

东部均值 ## NFI(! #H $"I(NF #M I!" #F IM"("G !" #NM("G !H MGG(N$ !M MG#(MG #$ !IG($N

安徽 #" F"N(IM #H ""I(I$ #M $"$(#$ #F HGG(#H !# #N"(F !H !GN(FF !M MNI($H #$ #!$(F#

河南 $ NHM(N# #" "I$(H #! M"F(!H #N M!#("! #F $MH(!N !! HMM(FH !I "$H("N #M GFN($M

黑龙江 G MH"(!#$ ## HF#("M #N !"!(I! #I "#F("F #$ G$#("G !! HGG(## !N M"G(GF #I F#M($F

湖北 G GIN(HG! #! HNN("I #N ""N(IG #M $"$("# #$ HGG(NN !# GF#(G !M NMH(GM #I $NG(NG

湖南 G HGF($HN ## !$N(NF #! MF$("I #N FGH(## #F FG$(H# !# N$N(!G !N !HM(!! #M GH$(FI

吉林 G "GG(GF! ## HHG($# #H #FM(N# #I N"I(N! #F $M$(!! !# FHH(!F !N $I#(N #I HMH(M

江西 G G#"(#MI ## F"G(FH #H G$N(GH #M !I"($$ #$ HM#(#I !# #N$("G !M GMH(G$ #I I#I(GG

山西 G MIN($F# ## N$H("# #! FM# #M NH#(M# #$ !#M(IN !# "IG(MI !H $$F(!G #I "MF(MM

中部均值 G MFM(GHF ## MFM($G #H I!I(M# #M F"N(IM #$ MFN(F! !# GH!("G !M "II(NI #I MFG(NF

甘肃 $ "FN(I$F #" "#!("# #! !!M(FM #H $GH(#I #I INF(IF !" G!F(HH !H #G!(#F #N GGI(##

广西 G #FF(N$# #" FF$(MH #! "#M(HN #N !NH(M #I $MH(FG !" IF$(NH !M !#I(HF #M MII(!#

贵州 G "HH(NI# ## "H#("! #! N!"(F #N IMG(!! #F HG"(I$ !" IIF(I$ !N N!I(#M #M II#(!F

内蒙古 G "#"(#IH #" $GH(M! #! F#F(N! #M MMI(H #F GH#(NI !# !N$(MI !M $I"(I# #I #FN

青海 $ NMI(IIM #" H!!(M# ## G"M(FM #H $!"(IF #I HII(!H !# "N$(GG !N HG!(HM #M #$F(MG

陕西 #" MHM(#G #! !HH("N #N !"!(# #M $G$(NG #G MMN(G! !! ##G(#N !N II#(NI #F "!G(#G

四川 G $G"(FG! ## M#!(N$ #H N!$(FI #I !!G(HF #G M$N(I$ !N #$!(MG !N G#N($M #F #"I(!!

新疆 $ "H#(IG! #! "#!(MG #H !$I("$ #$ N#!(!N #G GN!(NI !H IH!(G !N FN"($H #F #M#(!I

云南 $ !G#(M#! G FI#(#F ## N$F(IH #H FMI(!N #I N$#(GN #G "$H(NI !M $H"("N #N GMI

重庆 $ FNH(#HH #" IFH(G# #! MMI($F #N GI#(!H #F M$H(MN !# MHF(NN !M HNI(FF #M G#N(F

西部均值 $ G!N(NFF #" G!H("$ #! I!N(IN #M #NH("N #F $HH(FN !# M#!(IM !N $M$(#I #M GFN(!M

全国均值 #" "F!("$ #! #GI($I #N "HF(#G #I !N$(G# #$ G#N($F !! N#G(G# !M #GH($! #F "##(GM

CC由表 ! 可知*从全国层面上看!金属制品出口

技术结构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出口技术结构均

值从 !""! 年的 #" "F!("$ 元上升到了 !""$ 年的

!M #GH($! 元!上升幅度高达 #M"(#N[!这表明我

国金属制品的出口技术含量有了较大的提升" 从

区域层面上看!东部地区金属制品的出口技术结

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部地区稳居第二!且各区

域间出口技术结构均值的差异性呈出扩大的趋

势" 以以东部均值与中部之差为例!该差值从

!""! 年的 # G""(!I 上升到 !""$ 年的N !!M(#H!

增加了一倍多" 从具体省份上看!经济水平较高

的省份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构较高!这也符合了

a.+;Y.--,!""M-的研究!即产品在经济水平较高

的区域生产!其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从省级区域

的出口技术结构值上看!浙江的均值最大!其次是

天津和广东" 从排名上看!!""!'!""H 年天津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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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构最高!!""N'!""F 年为浙

江!而 !""$ 年则为北京!且其他省份的排名也常

发生变动!这表明我国金属制品出口省级区域间

竞争较为激烈"

图 !C!""!&!""$ 年金属制品省级区域层面出口技术结构的\&,-&/密度估计

CC为了进一步了解 !G 个省级区域出口技术结

构的实际分布状况及趋势!笔者对省级区域的测

度结果进行\&,-&/核密度估计,见图 !-" 估计结

果显示*!""!'!""$ 年的密度估计曲线一直向右

移!可见省级区域的出口技术结构在考察范围内

呈现显著的提升趋势0从密度估计曲线的峰数上

看!!""I 年起出现明显的(多峰)状况!!""F 年有

明显的(两峰)!!""$ 年虽然只有一明显的 (主

峰)!但在(主峰)右侧出现了一个(小峰)!这表明

区域出口技术结构向着多重均衡点收敛!并且多

重均衡收敛具有连续性!各省级区域金属制品出

口技术结构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即 (领

头)省份向高水平均衡点收敛!而其他相对落后

省份向低水平均衡点收敛"

三%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采用大规模引进零件和资本品!

再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使得

加工贸易迅猛飞涨,姚洋!张哗!!""$-" 于是很

多学者认为加工贸易对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变迁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出口技术结构迅速提升的根

本原因" 但笔者以为在大国条件下!加工贸易对

一国不同的区域和产业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可能

不尽相同" 本部分从金属制品高技术亚产业和低

技术亚产业,具体划分方法为*金属制品 #" 个产

业中!!""!'!""$ 年出口技术结构均值较高的 M

个产业类为高技术产业!均值相对较低的 M 个产

业为低技术产业-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五个层

面!就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进行实证

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选取

如果从单个省级区域或亚产业视角!研究加

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 一方面忽略了不

同省份可能存在的相似性!且效率较低,马兹晖!

!""$-0另一方面需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而目前

能获得的省级和亚产业层面数据相对有限" 面板

数据模型具有(能有效利用存在相似关系的数

据!扩大回归样本容量)的特点,高铁梅!!""F-!

为此笔者选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从我国加工贸易与出口变迁的历史进程上

看!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作

用!而出口技术结构变迁对加工贸易也可能产生

一定的反作用!即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采用普通面板数据模型!

可能导致实证检验出现低效力甚至是错误的结

论!由此得到的估计结果及其经济含义也将是扭

曲的,欧阳志刚!!""F-" 为此!实证模型必须能

够校正这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和 125.-3

,!"""-在对面板EU?模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校正内生性的三种估计模型!即偏差修正

EU?, '5.;L7*,,&7>&9 EU?!:EU?-#完全修正 EU?

,0+//8Y*9505&9 EU?!%]EU?-和动态EU?,98-.Y57

EU?!REU?-!其还进一步指出动态 EU? 要比另外

两种方法更优越" 因为动态 EU? 考虑了超前

,/&.9- 和滞后,/.3- 值!在协整关系确定的情况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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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有效地减少伪回归 ,韩民春#樊琦!

!""F-" 为此!笔者选择面板数据的动态 EU? 模

型来研究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 具体

模型如下*

+

1!$

G

#

1

J

"

K

1$

J

#

:

AGR:

.

1A

%

K

1!$JA

J3

1$

,N-

CC其中.

1A

为误差修正系数!:为滞后阶数!

"

即

协整估计向量!+为出口技术结构!K为加工贸易"

根据已获得的省级区域和亚产业两个截面数据的

数量以及时间长度!我们借鉴 \.*和 125.-3

,!"""-与韩民春和樊琦,!""F-关于动态 EU? 模

型的基本研究!在亚产业层面的研究上我们取 :

h#!在省级区域的研究上我们取:h!"

"二$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在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前!需对面板数据进

行单位根检验!以确认实证结果是否稳健" 根据

面板数据检验参数的不同!单位根检验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对于所有的个体而言参数都相同!即

所有的面板包含共同的单位根!如 UU1检验及

a.9,5检验0另一类为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单位

根!即允许跨截面变化的出现!如 T̂? 检验和

%5;2&,LTT检验等" 在综合考虑不同检验类型和

检验工具特点的基础之上!笔者采用 UU1检验和

%5;2&,LTT检验来检验出口技术结构和加工贸易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H" 结果表明高技术产

业和东部地区的各变量均为 ,̂#-过程!低技术产

业#中部和西部的单位根检验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表 HC不同出口技术结构和区域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检验方法 UU1 %5;2&,LTT 单位根

高技术

U-6? #(!HM$ $, "($G# F- #!(GIF !, "(!!M M- 是

RU-6? PNF(#!" I,"(""" "- !I("MH $,"(""" "- 否

U-)S P"(NHH MF,"(HH! H- F(!"" GM,"(F"I H- 是

RU-)S PI(IN" F","(""" "- !!(#!N $,"("#" "- 否

东部

U-6? !(IGG G$,"(GGI M- F(#NM !$,#(""" "- 是

RU-6? P#"(H!$ N, "(""" "- M#(IGI I,"(""" H- 否

U-)S H(MFF !!, "(GGG $- #!(!#" ! , "(GM! G- 是

RU-)S P#(NHI IG,"("FM N- N!(NMM I#,"(""M F- 否

注*括号内为概率!括号外为相应的统计量!概率值 m"("# 表明在 #[的显著性条

件下拒绝单位根原假设!概率值m"("M 表明在 M[的显著性条件下拒绝单位根

原假设!概率值m"(# 表明在 #"[的显著性条件下拒绝单位根原假设!R为一

阶差分0考虑到篇幅的有限性!笔者仅给出了高技术结构产业和东部地区的单

位根检验结果"

"三$协整检验

运用面板数据动态EU?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是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为此我们在面板

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之上!对五个层面的变量进一步作面板协整检验!以考察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

系"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采用T&9,*-5,#GGG- 和\.*,#GGG- 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间的协

整关系" 同时考虑到本研究中的检验工具需具备较好的小样本检验特性!笔者结合邵军和徐康宁

,!""F-关于面板协整工具的研究!对 T&9,*-5,#GGG-和 \.*,#GGG-的检验工具进行了筛选!最后选定

T&9,*-5,#GGG-的T.-&/=#T.-&/TT#T.-&/OR%#S,*+V TT#S,*+V OR%统计量和\.*,#GGG-的OR%统计

量进行协整检验" 所有检验的原假设都是(不存在协整关系)!即如果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变量间存在长

期的协整关系,黄先海#陈晓华0!"#"-" 表 N 报告了各层面出口技术结构和加工贸易变量的协整检验结

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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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高技术产业#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统计量均在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

设!而低技术产业的各统计量至少在 M[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西部地区仅有 T.-&/OR%统计量

在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变量均在 #[水平上通过检验" 可见各层面的两个变量之间均存

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表 NC不同层面出口技术结构和加工贸易的协整检验

高技术 低技术 东部 中部 西部

T.-&/

##(M"# MH

!!!

!M($$G "G

!!!

#G!($#$ G

!!!

#F!(N$N I

!!!

#!G(NMF I

!!!

T.-&/TT

PI(F"H GN$

!!!

P#(FF" !"!

!!

PI(I!$ H$F

!!!

PH(MHN $NM

!!!

PH(#!I MMI

!!!

T.-&/OR%

PN("#N !$N

!!!

P#(FHF FFN

!!

PM(N$I F$F

!!!

P!(!MG HMF

!!

!(M"M FI#

!

S,*+V TT

PN(FNI FHN

!!!

P!($F# GIH

!!!

PF(G!M F#I

!!!

PN($!F ##M

!!!

PM(HGG M#I

!!!

S,*+VOR%

PM(H"# MFM

!!!

P#(GM" !!!

!!

PM(!N# !M#

!!!

PN(MNI FH#

!!!

PN(#NG G!"

!!!

\.*OR%

PM("M# HFN

!!!

PN(#MM #I"

!!!

H(""I M#!

!!!

P!(MI! !NH

!!!

P!(H$I $MF

!!!

注*T&9,*-5,#GGG-的 M 个检验变量滞后项选择采用 ?72W.,d法则自动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 M!窗宽采用

D&W&8Lc&;>法自动选择!最大窗宽为 H0\.*,#GGG-OR%统计中!低技术和西部地区 %检验的滞后项选

为 N!其余均为自动选择"

!!!表示通过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示通过 M[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示通过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下同"

"四$估计方法的选择与回归结果

一般而言!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有固定效应模型, 05X&9 &00&7>- 和随机效应模型, ,.-9*Y&00&7>-之

分 ! 而这两种估计方法的具体选择可用通过 a.+;Y.- 检验和似然 %统计来判别" 表 M 报告了各层面

面板数据动态EU?模型选择的判定结果*高技术产业#东部地区的a.+;Y.- 检验和似然%统计均在 #[

的显著性水平上表明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他层面的检验至少在 M[水平了通过了固定效应模型的检

验!因此五个层面回归均宜采用固定效应" 为进一步提高动态 EU? 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笔者采用 SU?

,1,*;;L;&7>5*- c&532>;- 法和c25>&LV&,5*9稳健法来校正各省级区域和亚产业间的异方差,即截面的异

方差-及时期异方差带来的影响" 最后得到动态EU?回归的结果,见表 I-"

表 MC不同出口技术结构和区域估计模型判定

高技术 低技术 东部 中部 西部

a.+;Y.- 6&;>

##($G! "$$

,"(""F $-

G($"" F!!

,"("!" H-

NF(N"G "I$

,"(""" H-

#G(#HF !HM

,"(""N M-

#H(G!! ##G

,"(""I !-

似然%统计
I(FMN #FG

,"(""" I-

F(FHGI GF

,"(""" "-

I#(IH# H!H

,"(""" "-

!"$(#$" N#

,"(""N $-

$F!(!NI !

,"(""" "-

模型的判定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括号内为概率!括号外为相应的统计量0亚产业层面在 4 h# 情况下检验!区域层面在 4 h! 情况下

检验"

CC由表 I 可知*五个层面回归结果的拟合度均

大于 "(G!并且回归方程 %检验均显著均通过了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各层面回归结果都具

有较高的可信度" 从产业层面的具体系数上看*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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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金属制品产业加工贸易的系数达到了

"(!"# $$!且通过了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

明加工贸易对高技术水平金属制品产业的出口技

术结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0低技术产业加工贸

易的回归系数为 P"("H" "MH!也通过了 #[的显

著性水平的检验!可见加工贸易对低技术水平的

金属制品产业出口技术结构具有负作用" 从区域

层面的具体系数上看!各区域加工贸易的系数均

通过了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仅有东部地区

的系数大于零,为 "(NFN !$H-!中部和西部地区

的回归系数均小于零 ,分别为 P"(!!F F#M!

P"(!$N M!I-!可见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较

高的区域,东部-具有较强的推进作用!而对出口

技术结构相对较低的区域,中西部-具有明显的

负作用"

综上可知*加工贸易仅对东部地区和高技术

亚产业的出口技术结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而对中#西部地区以及低技术亚产业的出口技

术结构具有显著的负作用!西部地区的负作用略

大于中部地区0并且加工贸易对东部金属制品产

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高技术产

业!中西部的负作用明显大于低技术金属制品产

业" 这一结论同时也说明了我国金属制品产业的

国内分布现状!即高技术的金属制品产业多位于

东部地区!低技术的金属制品产业多位于中西部

地区" 可见对于大国而言!加工贸易对于不同地

区和产业的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是不一致的!这

证实了前文的推测" 另外!一国出口技术结构升

级主要源于高技术含量产业和发达区域的出口技

术结构提升!而加工贸易对二者都具有显著的正

作用!可见!加工贸易对我国整体出口技术结构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IC不同层面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影响的动态EU?回归结果

高技术 低技术 东部 中部 西部

1

M(NFF HFI

!!!

,N(#!I H!$-

$($NH $#$

!!!

,F(MN" $!-

"(MNI F!N

!!!

,H(!MN F!F-

M(M!! !$I

!!!

,H(M#$ #FI-

N(I"! #HM

!!!

,N"(!G# !M-

E(ST

"(!"# $$"

!!!

,H(#GI N$M-

P"("H" "MH

!!!

, PN(MF! M$I-

"(NFN !$H

!!!

,N(M#I M#M-

P"(!!F F#M

!!!

, P#!(!G" #M-

P"(!$N M!I

!!!

, PN$(NN# !G-

%

E(ST

$

P"("MN I$#

, P#(!MI IH$-

"("M# F$#

!!!

,#"(NHM HI-

P"(HG# ##F

!!!

, P$(#F" #FF-

P"(!#$ N!#

, P"(HHM #"I-

P"(HFM NIN

!!!

, P!M(IF$ NG-

%

E(ST

$P#

P"("I! NH#

!!!

, PH(##$ GFG-

"("NH M!!

!!!

,F($!N I"N-

P"(H#" FHM

!!!

, PN(#MH M$!-

P"("H! F!M

!!!

,I(!$$ HMF-

P"(!FG $MG

!!!

, P#!(M"H NI-

%

E(ST

$b#

P"(""H NHF

, P"(!HH MI$-

"("#F NHI

,#(HIG N$I-

"("!" #NF

,"(#HN I$!-

"(##! #$H

!!!

,N(MF# G!H-

P"("FH GM

!!!

, P$(MM" $FM-

%

E(ST

$P!

' '

P"(""$ "NG

!

, P!("FN H""-

"("MG HG!

,"(IH" NNM-

"("#I GHF

,!("!! G!"-

%

E(ST

$b!

' '

P"(!#G !M"

!!

, P!($MN $!"-

"(#"! ##I

,!("$M $FM-

P"(#H" N$#

!!!

, PG(HGF !$$-

UP,

!

"(GNI N#H "(GNM $M" "(GGH N!# "(G$H N#! "(GG# !HN

%P;>.>5;>57 !N(!$N N$(N## #GG(#GH #FH(NGH N #$$(!#H

注*根据\.*和125.-3,!"""-的研究!面板数据动态EU?回归中!只需要关注水平变量,即U-)S-的回归系数便知一变量

对另一变量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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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内省级区域 !""!'!""$ 年金属

制品出口数据!运用a.+;Y.--,!""M-模型从亚产

业和省级区域层面对我国金属制品的出口技术结

构进行了测度!并进一步运用 \&,-&/密度估计分

析了其分布状况" 在此基础上!运用 \.*和

125.-3,!"""-的 EU? 模型研究了加工贸易对各

层面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得到的结论

与启示主要有*

首先!我国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构较高的省

份多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中西部区域的

出口技术结构相对较低" 其中最高的三个省市分

别为浙江#天津和江苏!而且历年东部区域的出口

技术结构均值均大于中西部区域" 这一研究结论

印证了a.+;Y.--,!""M-和 _*9,5e,!""I-等的观

点!即同一产品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生产!其技

术含量和生产率较高!与此同时!该产品往往拥有

较高的出口技术结构"

其次!我国最近几年的金属制品出口技术结

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亚产业和省级区域内

部的出口技术结构差异性在扩大" 省级区域层面

的\&,-&/密度曲线存在多个收敛均衡(峰)!即出

现明显的两级分化0而产业层面虽未出现两极分

化!但其\&,-&/密度估计曲线呈现(矮)和(宽)的

特点" 这都表明亚产业和省级区域两大层面内部

的出口技术结构差异正在扩大" 出口技术结构差

异性的扩大意味着产品的多样性在增加!这有利

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多层次)竞争!进而减

少(内耗)" 但两极分化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

并不利!为此应加快中#西部地区金属制品产业转

型升级的速度!同时加大对低技术产业的扶植力

度!以扭转目前区域间两极分化局面!并在出口技

术结构得到升级的同时!降低亚产业间出现两极

分化的可能"

最后!虽然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金属制品出

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但对不同亚产业和省级区域

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的作用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表

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效应" 亚产业层面动态EU?

回归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对高技术含量的金属制

品产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低技术含量的金

属制品产业具有显著的负作用" 区域层面回归则

表明*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相对较高的东部

省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力甚至超过了

对高技术产业的平均水平-!而对出口技术结构

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区域具有显著的负作用" 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加工贸易具有较强的

资源集聚功能!东部地区和高技术产业拥有更高

的边际报酬!其对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力远胜于中

西部和低技术产业!使得低端资源留在中西部和

低技术产业!因此中西部和低技术产业的加工贸

易只能维系于更为低端的环节!从而出现两极分

化的倾向" 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完善了 O;;72&和

S.-3-&;,!""$-#f+ 和 U+,!""G-以及 c.-3和

c&5,!""F-等人关于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作

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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