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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专业化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
***基于中国.日本.美国和A=K 国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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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本文选取中国.日本.美国和 A=K!包括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英国"#" 个国家为样本$通过面板分析实证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和经济周期协动性之间的关

系# 实证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B@"深化了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动性$且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较为显著%产业内贸易!__6"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正相关%产业结构相似度!_@".双边直接投资

强度!NR_"和双边贸易强度!6_"与经济周期协动性负相关#

关键词!垂直专业化%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相似度

中图分类号!N"$K*#D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HK!L"MG%"!"#$$"&L"""KL"%

DD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垂直专业化

生产与贸易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垂直专业化

生产与贸易使得生产分散在各个国家进行!产品

生产链将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产链上

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链某个

环节的冲击将通过生产链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

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经济周期的

协动性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课题!国内外众

多学者如 +711-79'*N-/.\70W '.:-7cX*Y,<7

"#GG%#%6,:: 20/-\ WA-58>/. Z5.8,,O"!""##%

b7-]7-?Q*Q-(]707?/0*"!""!#%Xc/.3,@35. W

T(.J,. Z/.)"!""&#%+/-\,N5:-P(8"!""&#%2/-0,<

2,-?5.3/<"!""M#% @7].7PX/07P05LF̂8/. "!""##%

+7/. _P]<"!""&#%宋玉华和高莉"!""K#%熊豪和

李天德和王岳龙"!""G#%陈乐一和李星"!"#"#%

程慧芳和岑丽君"!"#"#等已经从贸易强度%产业

内贸易%产业结构相似%NR_等角度对经济周期的

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然而现有的绝

大部分研究并没有考虑垂直专业化在经济周期传

导中的角色!垂直专业化对经济周期传导的影响

到底如何-

考虑到 !" 世纪 G" 年代以来的中%日%美三角

贸易形成了以日本和四小龙为零部件供应方!中

国为最主要加工装配基地和出口平台!向美国%欧

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贸易格局!本

论文将以中国%日本%美国和 A=K"包括比利时%

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 个国

家为样本进行面板分析来实证考察垂直专业化和

经济周期协动性之间的关系$ 本论文的数据来源

于 !""" 年和 !""M 年 FA2R非竞争性投入产出

表%联合国2F[6Y'RA数据库和联合国 E/?5,./0

'88,(.?<[/5. '))-7)/?7<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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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的基本思想与变量说明

"一$基本思想

为了检验垂直专业化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

响!我们构建了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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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其中!

!

*;!1

衡量1时期国家*和国家;之间双边

经济周期的协动性+>!

*;!1

衡量1时期国家*和国家

;之间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

*;!1

为控制变量!衡量

其他影响因素+

$

*;!1

是误差项$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

要发现了四个影响经济周期的因素!包括双边贸

易强度9@

*;!1

%双边产业内贸易 @@9

*;!1

%产业结构相

似度@!

*;!1

和双边直接投资强度AB@

*;!1

!我们把这四

个因素都包括在控制变量?

*;!1

中$

"二$样本说明

FA2R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包含 !G 个FA2R

成员国和 ## 个非 FA2R国家 "地区# #GGM 年%

!""" 年和 !""M 年每个具体产业的进口投入品和

国内投入品的情况$ 本文选定 #" 个国家为研究

的样本!分别为中国%日本%美国和 A=K"包括比

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

之所以选取这 #"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一是考虑

到自 !" 世纪 G" 年代以来!随着垂直专业化生产

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和

四小龙为零部件供应方!中国为最主要加工装配

基地和出口平台!向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出

口最终产品的三角贸易模式$ E,-535\,T/P/.,!7?

/0*"!"###指出!观察世界 &H 个国家和地区双边中

间品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

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德

国和法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需求中心!如图 # 所示+

二是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 因此!以这 #" 个

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可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垂

直专业化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之间的关系$

"三$指标的衡量及说明

#*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衡量及说明

对于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检验!最常见的

方法是采用相关系数检验!包括皮尔森相关系数%

肯达尔相关系数以及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等指标$

这种方法操作简单!结果明了!众多学者采用相关

系数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进行分析"如;/d?7-W

X,(O/-5?</<!!""$#$ 本文中 *国和 ;国双边经济

周期协动性是采用*国和;国年真实QRV周期成

图 #D!""M 年亚洲中间产品与劳务出口主要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E,-535\,T/P/.,!7?/0"!"###

说明,A=K 分别是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英国+细箭头表示贸易伙伴国在该国的全部出

口额中所占份额超过 #M`!粗箭头表示贸易伙伴

国在该国的全部出口额中所占份额超过 !"`$

分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来衡量$ 年真实 QRV的周

期成分通过使用 b,:-58\LV-7<8,??"bV#滤波对年

真实QRV的趋势成分进行处理后获得$ 因为周

期研究往往牵涉时间序列的趋势问题!因此需要

对原始数据的趋势项进行处理!常用方法除了bV

滤波处理之外!还有对数一阶差分处理以及 ;V

滤波处理$ 本文利用 A>57c<H*" 软件对 #GG"(

!""G 年各国真实 QRV剔除趋势成分保留周期成

分!周期成分走势如图 ! 所示$

图 !D#GG"(!""G 年中%日%美和A=K 真实QRV

周期成分走势图

数据来源,联合国 E/?5,./0'88,(.?<[/5. '))-7)/?7<R/L

?/]/<7

QRV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E/?5,./0'88,(.?<

[/5. '))-7)/?7<R/?/]/<7!该数据库提供了美元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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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以 !""M 年为基年的各国真实 QRV数据!故

不需特殊处理$

!*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衡量及说明

垂直专业化分工兴起于 !" 世纪六七十年代!

是指商品以垂直生产链的形式分散在多个国家中

生产!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某个或某几个环

节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贸易现象$ 垂直专业

化分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国向他国进口中间品

作为本国产品的投入品!并利用进口的中间品生

产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第三国再将进口品当作

中间品投入!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产品出

口至最终目的地为止$ 因此!垂直专业化程度可

以定义为出口商品中所含进口投入品占总出口的

份额$ R/>,: b(PP70<!7?/0*"!""## 研究表明!

垂直专业化使全球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

重大大上升$

*国对;国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

度可以用*国出口产品中所含的从 ;国进口的投

入品来衡量!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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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其中!/*!;0和/D!%0分别代表国家和部门+C

是部门的数量+)

*;

D%

表示在国家*生产一美元部门%

的总产出所要从 ;国进口的部门 D的投入品数

量+?

*

%

表示*国部门%的出口数量$

以矩阵形式表达上述公式将更为简洁!@@'?

*;

的矩阵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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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 # gC维单位向量!记为
%

e"#!

#!1!##+.

*;为 CgC维国家 *从国家 ;的进口中

间投入消耗系数矩阵!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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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

D行第%列的元素 ,

D%

表示 %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

出需要投入的 D部门的进口中间品的量+"_f

B

*

#

f#为标准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其中 _为 CgC

维单位矩阵!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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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CgC维国

家 *的 国 内 投 入 消 耗 系 数 矩 阵! 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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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 D行第 %列的元素 E

D%

表示 %

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出需要投入的D部门的国内

中间品的量+?

*是Cg# 维国家 *的出口向量!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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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的是!.

*;中的每个元素对应于

上述的 .

*;

D%

+B

*的每个元素 -

*

D%

表示在国家 *每生

产一美元部门%的产出所要的部门 D的国内投入

品数量+?

*的每个元素对应于上述的?

*

%

$

本文中!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度指标借

鉴A-582*TE)"!"#"#对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测

度指标的构建!即*国和;国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

的测度指标为两国总出口中所含双边进口投入品

的密度!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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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

*;

<

@@'?

*;

=@@'?

;*

?

*

=?

;

DD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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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国和

;国总出口$

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数据来源于FA2R非

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其中国内投入消耗系数矩阵%

出口向量可以从投入产出表中直接获得$ 然而!

FA2R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只包含每个国家总的

进口投入消耗系数矩阵!为了构建双边进口投入

消耗系数矩阵!我们需要两点假设,"## &按比例

进口假设'!即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使用的 *部门中

间投入品中!进口投入品的比例在各个部门间是

一样的+

!

"!#如果对于某行业的产品!可以分解

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那么可以假设!中间产品

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产品中进口与

国内生产的比例$

如果用:

.

*

和:

B

*

表示*部门的最终产品中进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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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2R国家的(进口的中间产品流量矩阵)在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将进口中间品区分的办法就是采用这种(按比

例进口假设)$采用类似处理方法的文献很多$如R/>5: b(PP70<7?/0*!!""#".平新乔等!!""M"和彭水军!!"#""#



口和国内生产的数量!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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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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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部门的中

间产品中进口和国内生产的数量!由假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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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部门的中间

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比例等于 *部门的总进口F

"总产出 h进口 f出口#$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加

拿大钢铁总进口中 !"G来源于美国!对于加拿大

任何使用钢铁为中间投入品的部门!我们也同样

假定进口投入品的 !"G来源于美国$

因此!双边进口中间投入消耗系数矩阵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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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式中!H

*;为CgC维对角矩阵!每个对角元素

表示国家*部门D的产品总进口中国家;的份额!

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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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的总进口投

入消耗系数矩阵!其数据可以直接从 FA2R投入

产出表中获得$ 为了构建对角矩阵 H

*;

!我们根据

盛斌"!""!#对 FA2R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部门

分类中 !& 个产品生产部门!重新进行了集结!得

到了每个产品生产部门对应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订正 $"@_62!YAB$#的部门代码"

$

$*双边产业内贸易的衡量及说明

为了能够反映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学者

们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

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 世纪 H" 年代以来!V*+*

B7-:,,-. "#GH"#%[*[583/709"#GH!#%;*;/0/<</

"#GHH#%b*Q*Q-(]7UWV*+*U,9:"#GKM#等学者

分别提出并建立了各自的度量指标$ 其中!b*Q*

Q-(]7UWV*+*U,9:"#GKM#提出的Q-(]70LU0,9:指

数是到目前为止使用最为广泛的产业内贸易度量

方法$ 因此本文将使用标准的格鲁贝尔L劳埃德

产业内贸易指数"QLU5.:7d#来衡量双边产业内

贸易!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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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其中!?

D

*;

表示*国部门 D对 ;国的出口额!.

D

*;

表示*国部门D从;国的进口额$ @@9

*;

指数取值范

围为)"!#*!@@9

*;

指数越接近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

度越高!越接近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双边产业内贸易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2F[6Y'RA数据库中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订正 $

"@_62!YAB$#!我们根据联合国 2F[6Y'RA数

据库中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订正 $"@_62!YAB$#中

的贸易数据对FA2R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部门分

类中 !& 个产品生产部门重新进行了集结$

&*双边贸易强度的衡量及说明

对双边贸易强度的测度!本文借鉴 +711-79'*

N-/.\70W'.:-7cX*Y,<7"#GG%# 中双边贸易强

度的计算公式!即分别用国家*和国家;的贸易总

额在两国 QRV总额中的占比来衡量!具体公式

如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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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8

*

=2B8

;

DD其中!?

*;

表示*国对;国的总出口额!.

*;

表示*

国从;国的总进口额$ 2B8

*

和2B8

;

分别为*国和

;国的总产出$ 该指数值越大! 表明双边贸易强度

越高$

双边贸易强度衡量指标中的贸易数据来源于

联合国 2F[6Y'RA数据库中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订正 $ " @_62! YAB $ #! 我 们 根 据 联 合 国

2F[6Y'RA数据库中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订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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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产品生产部门包括农.牧.林.水产业$采掘业$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品.皮革.鞋类$木材.木

制品$纸.纸浆.纸制品印刷出版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制药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专用设备制造业$办公用品及计算

机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电视.通信设备制造业$医学.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业$汽车.拖车$造船及船坞修

理业$航天业$铁路及其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

如读者需要FA2R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中 !& 个产品生产部门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订正 $!@_62$YAB

$"的对照表$可向作者索取#



"@_62!YAB$#中的贸易数据对 FA2R非竞争性

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中 !& 个产品生产部门重新

进行了集结$ QRV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E/?5,./0

'88,(.?<[/5. '))-7)/?7<R/?/]/<7!该数据库提供

了美元计价的各国现年QRV数据$

M*产业结构相似度的衡量及说明

在产业结构相似度的衡量方面!本文借鉴

+7/. _P]<"!""&#构建的产业结构差异指数来衡

量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

*;

<

"

D

!

*D

I!

;D

DD其中!!

*;

和 !

;D

代表 D产业在国家 *% ;的增加

值中的权重$ @!

*;

指数值越大!国家 *和国家 ;之

间产业结构差异越大!即相似度越低+反之!@!

*;

指

数值越小!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

产业结构相似度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E/L

?5,./0'88,(.?<[/5. '))-7)/?7<R/?/]/<7$ 数据库

将QRV分为 K 个主要产业的增加值,"## 农%牧%

林和渔业"_@_2'L;#+"!# 采掘业%制造业和公用

事业"_@_22LA#+"$#制造业"_@_2R#+"&# 建筑业

"_@_2QLb#+"M#批发%零售%饭店和旅馆"_@_2QL

b#+"H# 交通运输%贮存和通信业 "_@_2_#+"K#其

他活动,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其他"_@_2+LV#$

H*双边直接投资强度的衡量

中国 !""! 年才开始系统地统计对外直接投

资数据!!""$ 年正式发布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4$ 由于按国别分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资料缺乏!本文选取中国实际利用各国直接投资

金额来间接反映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直

接投资强度!计算方法类似于 +711-79'*N-/.\70W

'.:-7cX*Y,<7"#GGK#进口强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AB@

*;1

<

AB@@(J,6-

*;1

AB@@(J,6-

*1

=AB@@(J,6-

;1

DD由于其余 G 个国家 NR_数据的可获得性!双

边NR_强度的计算类似于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

公式如下,

AB@

*;1

<

AB@@(J,6-

*;1

=AB@K31J,6-

*;1

AB@

*1

=AB@

;1

DD其中!AB@

*;1

是1时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双

边直接投资强度!AB@@(J,6-

*;1

是1时期国家*实际

利用国家;的NR_量!AB@K31J,6-

*;1

是1时期国家*

对国家;的直接投资!AB@

*1

是 1时期国家 *的 NR_

流入流出总量!AB@

;1

是1时期国家;的NR_流入流

出总量$ 指数值越大!表明双边NR_强度越大$

中国实际接受各国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历年

3中国统计年鉴4!其余 G 个国家的 NR_数据来自

FA2R!中国及贸易伙伴国 NR_流入%流出总量来

自=E26'R的 NR_数据库!其中比利时 !""" 年

数据无法获取!用 !""! 年的数据来代替$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时间

序列和横截面的两维特性!模型设定的正确性直

接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因此!本文首先进

行面板数据异方差检验!然后再进行误差相关性

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异方差并且方差之间存在相

关性!见表 # 和图 $$

图 $D残差和残差滞后一期相关关系图

表 #D面板数据异方差检验结果

d??7<?$

[,:5157: Z/0: ?7<?1,-)-,(Oc5<737?7-,<\7:/<?585?95. 15d7:

71178?-7)-7<<5,. P,:70

b", <5)P/"5#

i

! e<5)P/

i

! 1,-/005

835! "&M#D eDDH*M7h$!

V-,] j835!D eDD"*""""

为了修正异方差和自相关性!本文采用 @?/?/

软件中的广义线性模型d?)0<进行实证检验!其命

令为,d?)0<8,--><55?5?5<1:5!检验结果如表 ! 所

示$ 中国%日本%美国和 A=K 国共有 #" 个国家!

两两排列形成组合!比如中美和美中表示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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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合!总共 G" 个组合!即本文的样本总数 为 G"$

表 !D垂直专业化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

2-,<<L<78?5,./0?5P7L<7-57<NQU@ -7)-7<<5,.

2,7115857.?<,D)7.7-/05̂7: 07/<?<4(/-7<

V/.70<,DDD3,P,<\7:/<?58

2,--70/?5,.,D .,/(?,8,--70/?5,.

A<?5P/?7: 8,>/-5/.87<DD eDDDD #DDDDDE(P]7-,1,]<DDD eDDDDG"

A<?5P/?7: /(?,8,--70/?5,.<e " E(P]7-,1)-,(O< e G"

A<?5P/?7: 8,7115857.?< e H 65P7O7-5,:< e #

Z/0: 835!"M# e #$$*GM

U,)05\7053,,: e fMM*G$!$H V-,] j835! e "*""" "

8,-- 2,71* @?:*A--* ^ Vjk̂k )GM` 2,.1*_.?7->/0*

>! "*&%! KKK K "*HGH MH! G "*HG "*"!% f"*!H# "H" # #*&!& %"#

@@9 "*$%% %G& G "*!MG HG$ % #*M" "*"$& f"*#!" "GM K "*%GK %%M &

9@ "*#G# #"# $ $*$!# #$K "*"H "*GM& fH*$#% !"% H*K"" &#

@! f"*%$G GMK ! "*#K# H%H ! f&*%G "*""" f#*#KH &MH f"*M"$ &M% &

AB@ f"*!"M M## ! "*GKM $$$ % f"*!# "*%$$ f!*##K #$ #*K"H #"%

l8,.< "*$%H #&! M "*!!& $G# $ #*K! "*"%M f"*"M$ HMH & "*%!M G&# &

DD由表 ! 估计结果可知$

第一!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周期

协动性正相关!并且较为显著$ 这说明随着两国

垂直专业化生产与贸易关系的不断深化!它们之

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会得以强化!即两国经济周

期更具有相关性$

第二!双边产业内贸易"@@9# 与经济周期协

动性正相关!并且较为显著$ 这表明产业内贸易

在各国经济周期协动性中所起的的作用不容

置疑$

第三!双边贸易强度"9@#与经济周期协动性

正相关!但不显著$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两

国贸易往来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两国经济周

期更具协动性$

第四!产业结构差异指数"@!#与经济周期协

动性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产业

结构差异指数"@!#值越小!两国之间产业结构差

异越小!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两国经济周期协动

性程度则越强!因为两国不同的产业结构使得他

们在面临产业冲击时!周期的反应不同$

第五!双边直接投资强度"NR_#与经济周期

协动性负相关!但不显著$ 可见!中国%日本%美国

和A=K 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NR_#更倾向于是贸

易替代型的!NR_的增加会替代部分贸易!从而对

短期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负效应$

第六!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

产业结构相似度"@!#是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首

要因素!其次是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产业

内贸易"@@9#%双边直接投资强度"AB@#!双边贸

易强度"9@#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力最小$

四%结论与启示

本章依据 !""" 年和 !""M 年FA2R非竞争性

投入产出表%联合国 2F[6Y'RA数据库和联合

国 E/?5,./0'88,(.?<[/5. '))-7)/?7<R/?/]/<7对

有较多垂直专业化分工联系的中国%日本%美国和

A=K 进行面板分析!实证考察了双边垂直专业化

程度%双边贸易强度%双边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

相似度以及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

的影响$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几点

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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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重内需市场$ 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

深会强化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国家间

经济的相关性!使世界各国经济融为一体!同时也

大大加剧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随着中

国不断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体系!中

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强!外部市场一旦发

生变化对中国的波及程度将不断加深$ !""%(

!""G 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对

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

中国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应努力扩大内

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住房%教育等各

项公共福利措施!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

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有效防止外部冲击$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作为东

亚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的制造中心以及最终产品

出口平台!其面向世界的最终产品出口多数为劳

动密集型!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质性较高!可

替代性较强!一旦劳动力等投入要素成本增加!国

外消费者将很容易转向其他国家的产品$ 因此!

中国必须寻找新的核心竞争要素!加大对研发的

投入!将产业水平向上推进!建立自身新的比较优

势!降低产品的可替代性$

第三!有选择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稳步实施

&走出去'战略$ 由于外资对于核心技术的转让%

中方技术人员的培养以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中心

并不是很积极!这使中国经济日益依赖于国外跨

国公司!在世界产业链和国际贸易链上充当的角

色仅仅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生产基地!完全失去

了发展自身技术潜力的机会!结果造成中国抵御

外来风险的能力减弱!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外

方撤资或者转移生产基地!中国经济发展很容易

陷入衰退的境地$ 因此!要有选择地利用外国直

接投资!稳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资企业实

行国民待遇!取消处于产业链低端和&三高'产品

的优惠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培养技术力量!将产业链向高端转移!从而促使跨

国公司更多依赖于中国的发展!不会在经济衰退

期轻易撤资+把严重消耗资源的产业转移到国外

其他具有能源优势的地方!这不但有利于中国抵

御供给冲击!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 近些年来!中

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得到了快速

发展$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一方面缓解了中国与

众多发展中国家争夺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市场的

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世界经济波动向中国传导

的几率大大增加$ 中国在从贸易中获益的同时!

应注意防范世界经济波动通过产业内贸易渠道对

中国经济造成冲击!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与世界各国的协调程度$

&参考文献'

&#' 2/-0,<2,-?5.3/<*_.?-/L_.:(<?-96-/:7$@O785/05</?5,. /.:

;(<5.7<<29807<5. '@A'E&['*[/.(<8-5O?$ !""M*

&!' R/>5: b(PP70<$+(. _<355$X75L[( T5*637E/?(-7/.:

Q-,c?3 ,1B7-?58/0@O785/05̂/?5,. 5. Z,-0: 6-/:7&+'*

+,(-./0,1_.?7-./?5,./0A8,.,P58<$!""#$M&+KMLGH*

&$' A-582*T*E)*V-,:(8?5,. N-/)P7.?/?5,. /.: ;(<5.7<<L

898072,P,>7P7.?&+'*+,(-./0,1_.?7-./?5,./0A8,.,PL

58<*!"#"$%!!#"+#L#&*

&&' +/-\,N5:-P(8*637A.:,)7.75?9,1?37FO?5P(P2(--7.L

89'-7/2-5?7-5/$ _.?-/L5.:(<?-96-/:7/.: A[=7.0/-)7L

P7.?&+'*2,.?7PO,-/-9A8,.,P58V,0589$!""&$!!!#"+

#L#!*

&M' +711-79'*N-/.\70$'.:-7cXY,<7*637A.:,)7.75?9,1

?37FO?5P(P 2(--7.89'-7/2-5?7-5/&+'*A8,.,P58

+,(-./0$#GG%$#"%+#""GL#"!M*

&H' Xc/.3,@35.$T(.J,. Z/.)*6-/:7_.?7)-/?5,. /.: ;(<5L

.7<<29807@9.83-,.5̂/?5,. 5. A/<?'<5/&Y'*X,-7/_.L

<?5?(?71,-_.?7-./?5,./0A8,.,P58V,0589Z,-\5.)V/O7-$

!""$$E,*"$I"#*

&K' [/-5/..7;/d?7-$[583/70X,(O/-5?</<*R7?7-P5.7.?,1

;(<5.7<<298072,P,>7P7.?+/Y,](<?'./09<5<&+'*

+,(-./0,1[,.7?/-9A8,.,P58<$!""M$M!+##!L#MK*

&%' E,-535\,T/P/.,*;,[7.)/.: X55835-,N(\/</\(*

N-/)P7.?/?5,. /.: 23/.)7<5. ?37'<5/. 6-/:7E7?c,-\

&Y'*AY_'V,0589;-571$E,*!"##L"#*!"##*

&G' 6,:: 20/-\$A-58>/. Z5.8,,O*;,-:7-</.: ;(<5.7<<29L

807<&+'*+,(-./0,1_.?7-./?5,./0A8,.,P58<$!""#$MM+

MGL%M*

&#"' 程慧芳$岑丽君*NR_.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

性研究&+'*经济研究$!"#"!G"*

&##' 陈乐一$李星*国际经济周期理论新进展&+'*经济

$#

第 & 期DDDDDDDDDDDDDDD钟惠芸+垂直专业化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



学动态$!"#"!$"*

&#!' 彭水军$刘安平*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

&+'*世界经济$!"#"!M"*

&#$' 平新乔*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

&Y'*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E,*

2!""M""M$!""M*

&#&' 宋玉华$高莉*世界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机制&+'*

世界经济研究$!""K!$"*

&#M' 王中华*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再度

量&+'*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H' 熊豪$李天德$王岳龙*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

济影响的贸易传导机制研究***以东盟为例基于面

板数据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论坛$!""G!$"*

&#K' 李文兵*结构转变与我国经济圈周期的微波化&+'*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G*

"责任编校!朱德东$

!"*"+,-)&.7.(",+-($#"!"0+($&.9"(%"".A",($-+051"-$+0$B+($&.+.4;-&.&2$-8:-0"

(((APO5-58/0'./09<5<;/<7: ,. 235./! +/O/.! ?37=.5?7: @?/?7</.: A=K

mbFEQb(5L9(.

"H#,(/L#$3 C$6),%4(*506+*17! A3;*,( H#,(/L#$3 $H#""&! :#*(,#

?9*(,+-(,

635<O/O7-(<7<O/.70/./09<5<?,P/\77PO5-58/0<?(:9,1?375.?7-/8?5>7-70/?5,. ]7?c77. >7-?58/0<O785/05̂/?5,. /.:

78,.,P5889807]983,,<5.)?7. 8,(.?-57</<</PO07<<(83 /<235./! +/O/.! ?37=.5?7: @?/?7<! /.: A=K 5.80(:5.);70)5(P! Q7-L

P/.9! N-/.87! _?/09! E7?37-0/.:<! @O/5. /.: ?37=.5?7: X5.):,P! /.: ?377PO5-58/0-7<(0?<<3,c?3/?>7-?58/0<O785/05̂/?5,.

:77O7.<?375.?7-/8?5>7-70/?5,. ,178,.,P5889807]7?c77. ?378,(.?-57<c3507?37O,<5?5>7-70/?5,. ]7?c77. ?37?c,5<<5).5158/.?!

/.: ?3/?5.?-/L5.:(<?-9?-/:75<O,<5?5>709-70/?7: ?,78,.,P58898078,,-:5./?5,. c35075.:(<?-5/0<?-(8?(-/0<5P50/-5?9! P(?(/01,-L

75). :5-78?5.>7<?P7.?5.?7.<5?9/.: P(?(/0?-/:75.?7.<5?9/-7.7)/?5>709-70/?7: ?,78,.,P58898078,,-:5./?5,.*

@": %&,4*,

>7-?58/0<O785/05̂/?5,.+ ?-/:75.?7.<5?9+ 5.?-/L5.:(<?-9?-/:7+ 5.:(<?-5/0<?-(8?(-7<5P50/-5?9:7)-77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