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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制度质量影响出口贸易效率的异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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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外贸政策"贸易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变化!加上不同的制度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
和程度不同!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
模型和非效率模型!采用$一步法%测算$"""($"1;年中国对!;个样本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
易效率和潜力!分析发现,中国出口贸易效率呈现倒$_%型趋势!当前处于低位!出口增长空间巨
大!且国别和地区差异明显# 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样本经济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
的影响具有制度异质性和地域异质性!进口经济体的市场化水平"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出口贸易效
率显著正相关!而政治环境"投资自由度则表现出负相关性!且在不同的子样本中存在差异# 因
此!中国应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空间格局!以有效提高
出口贸易效率#

关键词"制度质量&出口贸易效率&出口贸易潜力&增加值贸易&贸易摩擦&一步法
中图分类号"C:;3)1$#C1$%##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13:;<=1!1%$"$"&"!<""2!<1!

一$引言
进入$1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额不断创出新高#$"""0$"1:年从$ ;2$亿美元增加到$$ 3!!亿美元#年

均增速1!)2E#在世界总出口中的比重也由!)2E增加到1!)1E& 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
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给国际贸易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受到影响#特别
是自$"1=年!月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持续下滑!$"12年前11个月同比
下降$!E"#稳外贸压力增大& 为了稳定对外贸易并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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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 $"12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业互补%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开
拓一批重点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日益拓展和深化#国际贸易核算转向增加值口径!A'Q98'9 IU,(#

$"1$"

*1+

& 不同于传统的贸易总值核算#增加值核算以进口国最终消费中包含的源于出口国创造的价值量
为标准来衡量增加值贸易额#避免了由于国际分工细化和中间产品频越国界而导致的贸易品价值国别转移
和中间品价值重复核算等问题#从而能更准确地刻画双边贸易规模#并成为当前HP/和/MN.等国际经贸
组织主推的国际贸易核算方法!葛明等#$"1:"

*$+

& 中国增加值出口对?.̀ 的贡献率在$"1"0$"1;年呈现
倒_型特征!见图1"#在$"1;年为1=)=E#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增加值出口增速为=)$E#低于中国加入
HP/初期的水平#也低于?.̀ 增长速度& 可见#中国还需要深挖出口贸易潜力#以促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增
长和结构优化&

图1#$"1")$"1;年中国的?.̀ $出口额和增加值出口额增长及其占世界份额
##注.数据源自$"13版世界投入产出表QUUW.44YYY6Y7'R6'Ĵ#依据葛明和林玲!$"13"的方法核算得出*!+

&

Ia%XIa% R̂W分别表示出口额%增加值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F和Y分别表示中国和世界#F4Y表示中国所占世
界的比重$柱形图对应左纵坐标轴#单位.百万美元$折线图对应右纵坐标轴#单位.E&

那么#如何识别和实现出口贸易的潜力) 从制度质量和环境差异的视角来看#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
文化!历史传统%风俗文化%沟通习惯等"%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政府行政效率%经济发展平
稳性%市场机制有效性等"以及经济社会制度!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税费征收制度等"等方面存在诸多
差异#国际贸易的开展需要支付相应的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风险防范成本#从而造成实际贸易额与贸易潜
力值之间存在差异#即出现了'消失的贸易( !PJIS(IJ#$""""

*;+

& 这种现象在国际经济学中通常用'贸易效
率(来刻画& 本文中贸易效率定义为实际贸易额占贸易潜力的比重!

#贸易效率越低#则意味着贸易增长空
间越大&

影响国际贸易效率的因素很多#单从进口国来讲#其制度环境无疑会对双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一般
来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越高#则其宏观经济运行越稳定#市场机制越完善#要素流动和贸易活动
越自由& 那么#进口国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出口国出口效率的提高吗) 理论上是不确定的& 国家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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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文献中#贸易潜力有不同的含义& 本文的贸易潜力指理论上!理想状态下"可实现的贸易总额#并非理论值与
实际值之差!未实现的贸易额"或理论值与实际值之比&



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制度质量越高#对国家利益的扩张和保护越有效& 一般来讲#当一个国家推行贸易自由
化时#其制度质量与对贸易伙伴对其出口的促进作用正相关$而当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时#其制度质量与
对贸易伙伴对其出口的阻碍作用正相关& 当贸易产品具有互补性时#进口国制度质量越高越能有效促进出
口国对其的出口$而当贸易产品具有竞争性时#进口国制度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阻碍出口国对其的出口& 同
时#不同领域或类型的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 因此#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出
口贸易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时空异质性%产业异质性和制度异质性& 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构建数理模型从
制度异质性的角度分析进口国制度质量提高对出口国出口贸易规模影响的不确定性#并基于中国的出口贸
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国内学者普遍基于海关统计的商品贸易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来测算和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潜
力和贸易效率& 从地域范围看#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孙金彦等#$"13$王亮等#$"13"%]NM̀ 伙伴国
!周曙东等#$"1="%东盟国家!屠年松等#$"13"%中东欧国家!侯敏等#$"1:"%澳大利亚!张燕等#$"1%"%巴
基斯坦!高志刚等#$"1%"等经济体*%<11+

$从产业领域看#包括农业!刘宏曼等#$"1:$潘伟康等#$"1="%制造
业!李晓钟等#$"12"等*1$<1;+

&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环境和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效率的影
响#如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和通讯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龚新蜀等#$"13$张奕芳等#$"1="%铁路运输时间
的节省及运输距离的减少!龚静等#$"13"%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进!周俊#$"1:"%经济自由度和政治民主度
的提升!谢文心#$"1:"%关税壁垒的降低与取消!王瑞等#$"1:"等*1%<$"+

& 但相关研究在核算贸易效率时多
采用时不变模型!>,UUI8IIU,(#122$"

*$1+

#测度结果不能反映贸易效率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与现实情况存在较
大出入$同时#普遍忽略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价值转移和价值折返的影响#致使贸易价值核算存在估
计偏误$另外#在分析贸易非效率影响因素时常采用'两步法(模型!

#而该方法是建立在影响因素与引力模
型变量不相关的基础上的#过强的假设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存在误差& 鉴于此#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增加值
核算方法测算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并运用'一步法(进行模型估计!>,UUI8IIU,(#122%"

*$$+

#以期能更客观
地描述和把握中国对样本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潜力以及进口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
16数理模型推导

##本文借鉴[,JU和+''JI!122""以及王涛生!$"1!"的研究*$!<$;+

#构建包含国际分工和贸易摩擦异质性的
数理模型#分析进口国制度质量影响出口国出口贸易额的理论机制&

假设只有出口国和进口国两个国家%一种贸易商品& 出口国的需求函数为0!/"l)/

h1K!1h

!

"

#收入函数为
5!0"l)

1h

!

0

!

& 其中#0为出口数量#/为商品价格$

!$

!"#1"#为贸易商品在进口国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外
生变量)n"#为进口国市场规模&

进口国的制度环境作为宏观层面生产%分配和交易的规则安排#会影响出口商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
形式以及面临的交易摩擦和成本& 出于量化研究的需要#本文依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公布的各种制度环
境指数提出制度质量的概念#其赋值区间为

$$

*"#1+#该值越大意味着制度质量越高& 但是#不同类型的制
度2对交易摩擦程度

%$

*"#1+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取决于制度的调整方向是否能促使出口国的出口商
更好地发挥国际竞争优势& 令

%

2

lP!

$

2

"#如果进口国2类制度的质量提高有利于降低出口国的出口交易成
本%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发挥竞争优势#则

)%

2

K

)$

2

o"$反之#则大于"&

为了分析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出口贸易额变动的影响#假定出口商的生产资料转移成本不变#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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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出口效率值#再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



临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变$参与国际分工的工人数量3

$

*"#(+#(为最大值$生产仅投入劳动要素#U

3

!

$

#

%

#

H"表示第3个工人在专业化分工任务H

$

*"#1+上的劳动投入& 出口商的生产函数为.

0C!

$

/H"

%

&

(

3C1

U

3

!

$

#

%

#H

[ ]
"

上式中#H为分工标准化指数#反映中间交易的次数和商品的专业化水平#

$

反映制度质量对生产销售
规模变化的效应& 在生产交易过程中#假定商品本身的物化成本在转移过程中保持不变#不考虑通胀和损
耗的影响& 商品总成本由生产成本#

>

和交易成本#

H

构成#其中#

>

为员工劳动报酬#在单位劳动报酬为常
数L的条件下#生产总成本#

>

lL

&

(

3l1

U

3

!

$

#

%

#H"$假设各个阶段参与分工的劳动者数量为常数(

"

#则(l

(

"

/H#劳动要素的投入为1lU

3

!

$

#

%

#H"$因而##

>

lL/(

"

/H/1#同时#0l(

"

/

$

%

/H

%

b1

/1& #

H

表示生产
交易过程中除了#

>

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比如信息搜集%商务谈判%广告宣传%存储物流%风险规避%各类税
费等#是分工程度H的增函数#即#

Z

H

!H"n"#分工越细%中间环节越多则#

H

越大& 出口商的利润最大化函
数为.

L,a

H#1

3)

1h

!

(

!

"

$

!%

H

!

!

%

b1"

1

!

hL(

"

H1h#

H

!H" 5

分别对分工程度H和劳动投入1求一阶导数得.

)

1h

!

(

!

"

$

!%

!

!

%

b1"H

!

!

%

b1"h1

1

!

hL(

"

1h#

Z

H

!H"l"

)

1h

!

(

!

"

$

!%

H

!

!

%

b1"

!

1

!

h1

hL(

"

Hl"

于是#获得H和1的唯一均衡解.

#

Z

H

!H"l)

%

L

h

!

K!1h

!

"

$

!%

K!1h

!

"

!

1K!1h

!

"

H

*

!

!

%

b1"h1+ K!1h

!

"

1l#

Z

H

!H" KL(

"

%

l!)K(

"

"L

h1K!1h

!

"

$

!%

K!1h

!

"

!

1K!1h

!

"

H

*

!

!

%

b1"h1+ K!1h

!

"

由于0l(

"

$

%

H

%

b1

1l)!

!

KL"

1K!1h

!

"

!

$

H"

%

K!1h

!

"

#在出口商利润最大化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制
度质量

$

对出口国出口贸易额0的影响可通过求偏导数得到.

)

0K

)$

l)!

!

KL"

1K!1h

!

"

H!

$

H"

*

%

K!1h

!

" +h1

%

K!1h

!

"

在上式中#)n"#!

!

KL"

1K!1h

!

"

n"#Hn"#!

$

H"

*

%

K!1h

!

"+h1

n"#*

%

K!1h

!

"+n"#故
)

0K

)$

n"#即贸易量是制度质量
的单调增函数& 但是#由于进口国不同类型制度2的质量

$

发生变化时#对交易摩擦系数
%

的影响方向不
同#令

%

2

l

%

!

$

2

"#则有.

)

0K

)$

2

l)!

!

KL"

1K!1h

!

"

!

$

2

H"

%

!

$

2

" K!1h

!

"

*1K!1h

!

" + *

%

Z!

$

2

"(9!

$

2

H"b

%

!

$

2

" K

$

2

+

当
%

Z!

$

2

"o"时#

%

Z!

$

2

"(9!

$

2

H"b

%

!

$

2

"K

$

2

n"#此时
)

0K

)$

2

n"#即进口国制度改善有助于增加出口国的出
口额& 而当

%

Z!

$

2

"n"时#由于进口国第2类制度质量
$

的提升增加了出口国出口商品的交易成本#此时
%

Z

!

$

2

"(9!

$

2

H"o"#

%

!

$

2

"K

$

2

n"#那么*

%

Z!

$

2

"(9!

$

2

H"b

%

!

$

2

"K

$

2

+的符号就不确定& 进一步令
%

Z!

$

2

"(9!

$

2

H"b

%

!

$

2

"K

$

2

l"#临界值为
%

!

$

2

"lOK(9!

$

2

H" #常数On"& 因而#当
%

!

$

2

"oOK(9!

$

2

H" 时#

)

0K

)$

2

o"#此时进口
国制度质量的提升反而不利于出口国出口规模的扩大& 所以#进口国制度质量的提高能否促进出口国出口
规模的扩大#还需要具体分析&

$6实证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在贸易潜力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贸易额与贸易效率完全正相关#而贸易潜力主要受引力模型中产出增

加值%最终消费额%双边距离等核心要素以及短期内不变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因而#针对特定的国家#上述模
型中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基本等价于制度质量对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这种影响主
要表现为两种机制.一是制度质量本身对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二是制度质量作用于交易成本进而对出口
贸易效率的间接影响& 在大部分情况下#进口国制度质量的提升会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出口国出口贸
易效率$但是#也存在进口国某类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增加贸易摩擦风险#从而降低出口国出口贸易效率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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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因而#不同类型的制度质量变动对出口贸易效率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如何#还需要通过实证模型来进行
检验&

借鉴>,UUI8I和N'I((7!122%"的研究*$1+

#本文构建如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9 [$U

234

l

!

"

b

!

1

(9 J=<

24

b

!

$

(9 =$()

34

b

!

!

#'H"

23

b

!

;

#'H>

23

b

!

%

(9 =%V

23

b;

234

h:

234

其中#2和3分别表示出口方和进口方#4表示年份#

!

为待估参数#;

234

为随机扰动项& 理论上讲#出口方
经济总量!J=<"%进口方需求规模!=$()"%贸易距离!=%V"等引力因素以及共同语言!#'H>"%共同边界
!#'H""等短期内不发生变化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出口方出口贸易潜力的大小!DJL8UJ'9 #̂$"":"

*$%+

& :

234

为出
口贸易非效率项#其大小反映了出口贸易非效率的程度& 出口贸易非效率程度受到进口方制度质量的影
响#参考已有研究对制度质量的界定!刘宏曼等#$"1:"

*1$+

#本文实证分析重点关注进口方宏观经济稳定性
!$#V""%政治环境!<'>%"%市场竞争自由度!<5%["%对外贸易自由度!"5)="%国际投资自由度!%H[$"%国
内税制竞争力!")U"等因素对中国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构建如下随机前沿非效率模型!

"

为待估参数".

:

234

l

"

"

b

"

1

$#V"

34

b

"

$

<'>%

34

b

"

!

<5%[

34

b

"

;

"5)=

34

b

"

%

%H[$

34

b

"

3

")U

34

b

&

234

进而#采用'一步法(分析中国对各样本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以及出口对象的制度质量对中
国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

!6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H0/.#$"13 年版"的相关数据进行出口增加值核算#该数据库包含

$"""0$"1;年;!个国家和地区%3个产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数据"

#但由于部分国家的制度质量指数等数
据缺失#无法满足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建模要求#最终选择了!;个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 同时#为了进一步
探究不同类型贸易对象的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划分了发达经济体%欧盟
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和亚太经济体;个子样本!见表1"& 中国对!;个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额%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其他经济体的国内消费总值采用葛明和林玲!$"13"的方法计算*!+

#贸易距离用中心城市之间的
最短航线距离来衡量!数据源自.78U,9FIN,FV(,U'J网站"#以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共同边界根据世界地图
确定#共同语言根据NM̀00网站以及+I(7UT等!$"1;"的研究确定*$3+

#两者均为虚拟变量#是取1#否取"

#

$宏
观经济稳定性指数%政治环境指数%市场竞争自由度指数%对外贸易自由度指数%国际投资自由度指数%国内
税制竞争力指数等数据取自>X.的宏观数据库%竞争力数据库和风险数据库等#取值范围为" g1"#该值越
大#则表示制度质量越高&

表1#进口经济体样本$数字代码及其分类
经济体 代码 经济体 代码 经济体 代码 经济体 代码
澳大利亚 1 西班牙 11 日本 $1 瑞典 !1

奥地利 $ 芬兰 1$ 韩国 $$ 土耳其 !$

比利时 ! 法国 1! 墨西哥 $! 中国台湾地区 !!

保加利亚 ; 英国 1; 荷兰 $; 美国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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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的所有变量均输入CJ'9U7IJ;)1软件中#经过检验确定最终保留的变量后#由软件直
接得出中国对不同样本经济体分年度的出口贸易效率值#该值处于" g1之间&

;!个国家和地区包含$=个欧盟成员国和1%个世界主要经济体#?.̀ 总量约占全球的=%E#包括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发展中国家#地域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

理论上讲#有共同语言和共同边界有助于贸易双方的文化交流和货物流通#减少贸易障碍#促进出口实现&



续表O

经济体 代码 经济体 代码 经济体 代码 经济体 代码
巴西
加拿大

%

3

希腊
匈牙利

1%

13

挪威
波兰

$%

$3

发达经济体 1 g;%3 g13%12 g$$%

$; g$=%!" g!1%!! g!;

瑞士
捷克

:

=

印度尼西亚
印度

1:

1=

葡萄牙
罗马尼亚

$:

$=

欧盟经济体 $ g;%: g13%12 g$"

$; g$=%!" g!$

德国 2 爱尔兰 12 俄罗斯 $2 亚洲经济体 1: g1=%$1 g$$%!!

丹麦 1" 意大利 $" 斯洛文尼亚 !" 亚太经济体 1%% g3%1: g1=%$1 g$!%$2%!! g!;

三$实证分析结果
16模型检验

##首先#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适用性以及贸易效率是否存在时变性进行检验& 基于似然比方法的检验
结果表明!见表$"#所有样本均在1E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模型不适用(的零假设#在%E的显著性水平
上拒绝了'贸易效率不随时间变化(的原假设& 然后#对解释变量的适宜性进行检验!见表!"#在随机前沿
引力模型中#'共同边界(变量拒绝了系数为"的原假设#予以保留$而'共同语言(变量未通过检验#予以剔
除& 在出口贸易非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中#仅有'国内税制竞争力(变量接受了'变量在模型中不适宜(的零假
设#予以剔除$其他五个变量均通过了似然比检验#在模型中予以保留&

表$#时变随机前沿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模型 检验内容 ["假设 有约束条件
(9 G

"

无约束条件
(9 G

1

@]

统计量 自由度 1E临界值结论

全样本 模型适用性
'

l

(

l

)

l" h1%=)2 1$2)% %:3)= ! 1")% 拒绝
效率时变性

)

l" =$)= 1$2)% 2!); $ =)$: 拒绝

亚洲经济体模型适用性
'

l

(

l

)

l" 3)2= 1;)3 1%)1 ! 1")% 拒绝
效率时变性

)

l" 1")3 1;)3 = $ 3)%!$)%E" 拒绝

发达经济体模型适用性
'

l

(

l

)

l" h11!)1 21)$ ;"=)3 ! 1")% 拒绝
效率时变性

)

l" =3)$ 21)$ 1" $ =)$: 拒绝

欧盟经济体模型适用性
'

l

(

l

)

l" h;$): :")= $$: ! 1")% 拒绝
效率时变性

)

l" 3:)= :")= 3 $ %)1;!%E" 拒绝

亚太经济体模型适用性
'

l

(

l

)

l" h;%); 113)! !$!)3 ! 1")% 拒绝
效率时变性

)

l" $!)2 113)! 1=;)= $ =)$: 拒绝
##注.@]lh$!(9 G

"

h(9 G

1

"#自由度为约束检验量的个数$

'

l

*

$

:

K!

*

$

;

b

*

$

:

"#

*

:

%

*

;

分别表示非效率项和随机扰动
项的标准差&

$6随机前沿模型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确定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应用CJ'9U7IJ;)1软件对%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

表;所示& 总体样本中值为")3=#且通过1E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贸易非效率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十分
显著$从分样本看#这种影响在亚洲经济体和亚太经济体样本中更为显著#而在发达经济体和欧盟经济体样
本中贸易非效率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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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解释变量可行性检验

变量 ["假设 有约束条件
(9 G

"

无约束条件
(9 G

1

@]统计量自由度 1E临界值结论

共同边界 !

!

l"

h2%)= h=! $%)3 : 1:):%% 拒绝
共同语言 !

;

l"

h=!)1 h=$)2 "); = 12)!=; 接受
宏观经济稳定性 "

1

l"

h2%)1 h=$)2 $;); 3 13)": 拒绝
政治环境 "

$

l"

h11$)3 h=$)2 %2); 3 13)": 拒绝
市场竞争自由度 "

!

l"

h2!): h=$)2 $1)3 3 13)": 拒绝
对外贸易自由度 "

;

l"

h1$3): h=$)2 =:)3 3 13)": 拒绝
国际投资自由度 "

%

l"

h2$ h=$)2 1=)$ 3 13)": 拒绝
国内税制竞争力 "

3

l"

h=!)$ h=!)1 ")$ : 1:):%% 接受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生产能力的提升和样本经济体需求规模的增加均能显著促
进中国增加值出口的扩大#且外部需求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这一作用在发达经济体样
本中尤为显著& !$"贸易伙伴与中国的空间距离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抑制作用十分显著#因而降低运输物
流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仍是促进国际贸易的有效手段& !!"共同边界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拥有共同边界
有利于双边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等#有助于加强信息交流%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增加值贸易
的实现&

随机前沿非效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总体样本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中国增加值出口
的贸易非效率#但该作用在子样本中缺乏显著性#且系数值有正有负& 由于中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口的
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因而对其宏观经济波动并不敏感& !$"样本经
济体的政治环境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政治稳定性越高%政府服务效率越高
的经济体#越容易对中国的出口设置贸易壁垒!

#这一特征反映出政治环境与贸易保护的密切相关性& !!"

样本经济体的市场竞争自由度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市场体制较完善
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较高& !;"样本经济体国际贸易自由度的增加整体上有利于中国增加值出口
贸易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和亚太经济体中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 !%"样本经济体的国际投资自
由度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在亚洲经济体和欧盟经济体样本中该影响为
负#而在亚太经济体中为正& 其原因在于中国在不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存在差异#其对出口贸易的
带动作用也不同&

为验证非效率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为因变量#采用C?@d方法分析样本
经济体制度质量因素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所示& 所有样本中#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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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越来越高#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
威胁#因而一些发达经济体频频设置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劳工壁垒等!如美国频繁使用的'$!$条款(和'!"1条款"以保护本国
企业和市场#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开展#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效率&

在亚洲经济体和欧盟经济体样本中#回归系数虽为正值但显著性水平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亚洲经济体样本量较少和欧
盟各国采用统一贸易政策所导致的回归误差&

这里虽然是采用'两步法(#但出口贸易效率是基于'一步法(获得的#与已有文献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获取'单调性(

出口贸易效率有所差异$应用C统计量和H,(R检验的@]估计量检验面板数据的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异方差#结果显示两种情
况均在#因而采用C?@d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一致#且与表;中的符号几乎完全相反!表;中的因变量是出口贸易非效率"#显著性水平也与表;几乎完
全一致#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样本 亚洲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欧盟经济体 亚太经济体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引力
模型

常数项 h=)!2 h12)$; h%)=3 h;)32 h:)=% h1$)2! h1)1" h"):; h2)1! h$")%3

出口方经济总量 ")%3 $:)"$ ");3 1$):% ")%% $$)=; ")%2 $;):! ")31 $1)23

进口方需求规模 1)"1 ="):3 ")=1 1%);! 1)"1 :")%" 1)"" :!)%" ")=; %;)%1

共同边界 ")1= $)!% ")$% h%)%% 0 0 0 0 ")": 1);1

贸易距离 h");3 h1%)$= h")$2 h11)!" h")%1 h1;):! h1)!: h=)21 h")12 h=)21

非效率
模型

常数项
宏观经济稳定性
政治环境

市场竞争自由度
对外贸易自由度
国际投资自由度

1)!!

h")"!

")$"

h")1!

h")$"

")1"

%)=2

h$)":

3)==

h!):2

h=)2;

!)%;

h1);!

h")"1

")=3

h")2%

"):$

h");$

h");"

h")"%

1);=

h!)!=

$)1"

h")2:

1)$%

")"1

")1:

h")1!

h")1:

")";

!)=;

")=1

%)$$

h!)%=

h%)!:

1)$!

")2:

h")"$

")$%

h")1%

")"!

h")12

;)$!

h")=!

;)23

h!)32

1)=1

h3)$:

")=1

")"!

h")"%

h")!!

h")!3

")31

$)":

"):"

h");$

h;)":

h%)=1

;):"

*

$

")"= 1;)%% ")"% 1):2 ")"2 1!):$ ")"3 11)$1 ")": ;)!2

'

")3= $)!% ")=3 %)2= ")!% 1)!; ")1" ");; "):! 3)%%

对数似然值 h=!)"1 0 ;2)%% 0 h:=)$: 0 =)1% 0 !;)1! 0

@]统计量 1%1)2 0 =%)1! 0 32)3! 0 1"1):; 0 1%=)!3 0

表%#样本经济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增加值出口效率的影响
总体样本 亚洲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亚太经济体 欧盟经济体

常数项
")$$%

!!!

!;)!%2" ")!:3

!!!

!:);"2"

")1!3!1)3%2"

")":2

!!

!$)2"$"

")1;!!1)!:%"

宏观经济稳定性
")"1!

!

!$)%$%"

")"":!1)":2"

")"1!

!

!$)%1:" ")"13

!!!

!=)2:$"

")""3!1)!32"

政治环境
h")";2

!!!

!h;)";;" h")1"1

!!!

!h2)1":" h")"%:

!!!

!h!)3"2" h")"$:

!!!

!h%)"=1" h")"3!

!!!

!h%)""$"

市场竞争自由度 ")""3!")!:%"

")"!=

!!

!!)"$:"

")"$%!1)%!:"

")"1;

!!

!$)3=:"

")"1=!1)=$3"

对外贸易自由度
")":=

!!!

!2)"==" ")1"!

!!!

!1$)$13" ")"3=

!!!

!3)$3!" ")"2:

!!!

!1=)$=!" ")"=!

!!!

!2)"$3"

国际投资自由度 h")"$!h1)%:$"

h")"!!

!

!h$)12$"

h")"1!h")33:"

h")";"

!!!

!h%)":1"

h")""=!h")32!"

样本数 !"3 ;% $%$ 22 $":

##注.

!

%

!!

%

!!!分别代表变量系数通过1"E%%E%1E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U值&

!6出口贸易效率与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如图$所示#$"""0$"1;年#中国对各组样本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平均值均呈现倒'_(型发展趋势&

加入HP/后#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持续攀升#年均增幅!E#$""3年达到峰值%2E#凸显出中国对外开
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是#$""3年后#尤其是$""=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中国增加值出
口贸易效率出现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下行周期#不少国家和地区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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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措施#增加了国际贸易成本$而后#由于各经济体利益的博弈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国对样本经济体
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趋于平稳&

图$#$""")$"1;年中国对五组样本的平均增加值出口效率

从子样本的比较来看.!1"中国对发达经济体样本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略低于总体样本#说明中国对
发展中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高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 !$"中国对欧盟经济体样
本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总体上最低#主要是由于欧盟经济体大部分属于发达国家且其贸易体制具有高度
一致性& !!"中国对亚洲经济体样本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开始是高于总体样本的#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
下行趋势明显#转为低于总体样本#并与欧盟经济体样本持平&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亚洲经济体多属于发
展中国家#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较为相近#商品生产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存在更多的竞争性!

&

!;"中国对亚太经济体样本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最高#均值达到%=E#远高于总体样本和其他几个子样
本& 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需求具有互补性#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特别是泛太平洋
海域的美国和加拿大等&

具体到各个经济体而言!见图!"#在$"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高于:"E的进口国包括印尼%荷
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四个国家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分别为;1;亿美元%

!=!亿美元%31=亿美元和31:亿美元#且分属于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 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在3"E

g:"E之间的进口国有俄罗斯%墨西哥%巴西等& 中国对这些新兴经济体仍有较多的出口机会#特别是对俄
罗斯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高达2!$亿美元&

从贸易潜力来看.!1"最高的是美国#中国对其出口贸易潜力高达% %3;亿美元#出口贸易效率为%2E&

尽管现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但要清晰的看到#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巨大的出口市场空间有待
于深入开发& !$"其次是日本#中国对其出口贸易潜力为! 1!!亿美元#但出口贸易效率只有;$E& 可见#

加快推进东亚或者亚洲经济体一体化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是德国#中国对其出
口贸易潜力为1 ;!"亿美元#出口贸易效率为%$E& 中德之间具有广阔的经济合作空间#双边贸易关系良
好#并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方面取得广泛共识#为双方国际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超过1 """亿美元的国家还有印度%韩国和英国#但出口贸易潜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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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近年来#印度始终是对中国商品发起'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均较低#分别为!$E%;3E和;2E#还有巨大的出口增长空间& 另外#中国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国
家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也比较大& 鉴于欧盟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一致性#中国需要加强与欧盟的贸易
合作#积极推进中欧自由贸易谈判#提高贸易效率#拓展欧盟市场&

图!#$"1;年中国对各样本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与出口贸易潜力
##注.出口贸易潜力和出口额的单位为亿美元#数值对应右纵坐标$出口贸易效率!$"1; 年"和效率均值
!$"""0$"1;年的均值"为比值#数值对应左纵坐标$横坐标为各经济体的代码!见表1"&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表明#由于不同的制度对双边贸易摩擦的影响方向不同#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

口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制度异质性.当制度质量与贸易摩擦负相关时#进口国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
进出口国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而当制度质量与贸易摩擦正相关时#进口国制度质量提高对出口国出口贸
易效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存在门槛值"&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采用'一
步法(估计$"""0$"1;年中国对!;个样本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和出口贸易潜力#并检验样本经济
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样本经济体消
费市场的扩大#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且外部需求的影响更为明显$双边空间距离对中国出
口规模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拥有共同边界则可以促进出口& !$"样本经济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贸
易非效率的影响具有制度异质性和地域异质性& 样本经济体市场竞争自由化程度%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

则越有利于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潜力的完全实现$而较好的政治稳定性%体制有效性和投资自由度水平则
抑制了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在不同的子样本中#样本经济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
非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0$"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呈现倒'_(型趋势#目前总体水平较
低#出口贸易增长空间巨大#且国别和地区差异明显& 其中#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较高的进口国有印
尼%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增加值出口潜力较大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印
度%韩国和英国等&

分析表明#中国增加值出口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供开发#并有多样化的地域结构可供调整& 但是#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动#特别是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为使得世界经济发展蒙上阴影#全球经济秩
序也遭遇重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与贸易伙伴一道#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构建全
面开放#为国际贸易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以促进贸易效率的提高和贸易潜力的实现& 对中国来
讲#要提高出口贸易效率#还需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空间布局& 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
生产要素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产业结构和全球价值链的优化等路径#提高中国
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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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进一步降低
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并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和出口贸易国别!地区"结构.!1"积极推进亚洲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NM̀ "尽快落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强与印度
尼西亚等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 !$"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增进与欧洲国
家间的政治互信和经贸联系#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开发与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出
口贸易潜力#提升与西班牙%荷兰等其他欧盟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深度拓展欧洲市场& !!"加强与金砖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的经贸联系和互利合作#充分发挥产
业结构互补性高%需求结构相似性大的优势#开发出口市场潜力$但同时也需要着力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壁
垒过多等问题#比如印度就频繁对中国商品提起'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措施& !;"积极促进与美国等重要
贸易伙伴的经贸联系#美国是中国出口贸易潜力最大的国家#虽然近来双方贸易摩擦不断#但是通过政策沟
通%凝聚共识%管控分歧#进一步提高双边贸易自由化水平仍是双方的最优解#如此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双
方市场潜力#提升双方贸易效率&

总之#中国应扛起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交流平台#加强政府间的沟通协调#降低双边关税税率#减少非关税壁
垒#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和摩擦#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加强与贸易伙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缩短贸易
商品运输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加速'%?(网络的研发和应用#提升互联网速度和体验#减少交易时间
和信息成本& 加强与贸易伙伴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制度衔接#以有效规避文化%风俗和制度等市场交易
风险$同时加强国内出口商品的品牌%文化和质量建设#促进行业协会的发展#完善出口商品信息和市场信
息的公开共享机制#避免同质商品的过度竞争而导致'反倾销(调查& 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不断完善市场经
济体制机制#鼓励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贸易效率#为世界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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