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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外贸交易地位

与比较效益变化实证研究
Ξ

徐　强

　　摘要 : 2001-2004 年间 ,在 HS2大类下中国大部分商品进口价格指数高于出口价格

指数 ,同时计量表明 ,出口过程量增价跌明显 ,进口量价关系不明显。以 HS4贸易高规模

类别为样本的计量分析表明高规模出口类别中的“量增价跌”态势呈波浪式加速发展态

势 ,而高进口规模类别中原存的程度不高的“量增价跌”关系则有所消退 ;全部、一般、加工

贸易高类样本的区分则反映出我国部分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商品虽然交易地位起点

低 ,但其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却可能正趋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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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理论基础与数据选择

我们选择从商品进出口价格比较、数量增长对

价格增长的影响两方面来研究我国商品外贸的交易

地位和比较效益。前一方面较简单 ;关于后一方面 ,

我们拟根据我国海关现行统计分类 ,组构类别样本 ,

主要通过 OLS线性计量 ,同时也结合各类商品进出

口价差观察 ,进行判断和推论。

(一) 理论基础

我们应对 OLS方程的计量和检验参数的经济

学涵义进行必要交代。对一个由若干商品类别组成

的样本来说 ,记 Pex为出口价格指数 ,Qex为出口数量

指数 ;P im为进口价格指数 ,Qim为进口数量指数。

1. 出口数量对出口价格的影响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 ,我们用本国类进口价格 Pim

作为本国出口价格 Pex的参照 ,以此为基础我们对样

本变量同时进行关于方程 Pex =b 0 +b 1Qex +b 2 Pim ,

Pex =b 0 +b 1Qex的计量并进行数量价格分析 ,并可得

到作为计量参数的 b0、b1 和作为检验参数的Sig (tb
2
) 、

R2
adj。

(1) b0。b0 是由市场环境决定的“基准价格指

数”。在计量方程 Pex =b 0 +b 1Qex下 ,它反映排除数

量影响的全部基准价格 ,“量增价跌”下高于样本平

均出口价格 ,“量增价升”下低于样本平均价格 ;在计

量方程 Pex = b0 + b1Qex +b 2 Pim下 ,它反映排除数量

影响和由进口价格所表达的基准价格之外的部分基

准价格。从出口方角度来看 ,基准价越高则外贸交

易地位和比较效益越好。

(2) b1。b1 是数量增长对价格影响的绝对弹性 ,

b1 符号反映影响方向。b1 为正表示“量增价升”,从

出口方角度来看 ,“量增价升”表示基于原有基准 ,交

易地位和比较效益正处在动态的改善之中 ;b1 为负

表示“量增价跌”,“量增价跌”表示基于原有基准 ,交

易地位和比较效益正处在动态恶化之中。b1 绝对

值大小表示这种动态变化的时期幅度 ,也反映了变

化速度。

(3) Sig (tb
2
) 。Sig (tb

2
) 量值状况可一定程度用

来说明进口价格 Pim能否用做出口价格参照。

(4) R2
adj。在计量方程成立具有统计显著性和

b0、b1 表达的数量价格关系已得到确定的情况下 ,

R2
adj反映样本全部价格数量关系能够用表达式关系

解释的程度。

2. 进口数量对进口价格的影响

与研究出口过程相仿 ,我们对研究进口的样本变

量同时进行关于方程 Pim =b 0 +b 1Qim +b 2 Pex ,Pim =

b0 + b1Qim的计量 ,并得到计量参数 b0、b1 和检验参

数 Sig (tb
2
) 、R2

adj。

(1) b0。在计量方程 Pim =b 0 +b 1Qim下 ,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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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数量影响的全部基准价格 ;在计量方程Pex =

b0 + b1Qex + b2 Pim下 ,它反映排除数量影响和由出口

价格所表达的基准价格之外的部分基准价格。从进

口方角度来看 ,基准价越低则外贸交易地位和比较

效益越好。

(2) b1。与出口类似 ,作为影响绝对弹性 ,b1 的

正负分别表达着“量增价升”和“量增价跌”。从进口

方角度来看 ,在同样其他条件下 ,“量增价升”表示基

于原有基准 ,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正处在动态恶化

之中 ;“量增价跌”则表示基于原有基准 ,交易地位和

比较效益正处在动态改善之中。b1 绝对值大小表

示这种动态变化的时期幅度 ,也反映了变化速度。

(3) Sig (tb2
) 。Sig(tb2

) 量值状况一定程度说明

出口价格 Pex能否用做出口价格的参照。

(4) R2
adj。R2

adj反映样本全部价格数量关系能够

用表达式关系解释的程度。

(二) 数据选择

中国海关总署从 2002 年 6 月开始以季度为频

率 ,按新修订的分类和统计方法按季统计和发布商

品贸易的进出口分类价格指数。所采用分类方法包

括 :按《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 HS) 的 HS2位分

类和 HS4位分类 (分别简称 HS2、HS4分类) ;按《国

际贸易标准分类》的 SITC3位分类 ;按广义经济分类

的 BEC分类。我们通过对比使用数据分析 ,认为在

HS2、HS4分类下的数量和价格指数最能反映数量价

格关系 ,并予以采用。本研究具体数据来源包括 :

(1) 中国海关总署 :《中国对外贸易指数》(2002、

2003、2004 年各年的第 4 期) 。(2) 中国海关总署 :

中国商品对外贸易分类规模数据库 (2004 年 ,电子

版) ;其中指数类数据均来自 (1) ,规模类数据均来自

(2) ,文中不再另做说明。

二、从全部 HS2类别进行观察

海关 HS2大类法将商品分为 22 类。我们对第

21(艺术品/ 收藏品/ 古物) 、22 类 (特殊/ 未分类商

品)不拟考察。跨此时期 ,全部 22 类商品进口、出口

价格指数分别为 112.01% 、119.60% 。图 1 所示

2001-2004 年间前 20 类商品出口价格指数与同类

进口价格指数的对照 ;横轴表示 HS2分类号 ,纵轴

表示价格指数。图中所示 ,除相对特殊和个别的类

别外 ,有 17 类商品进口价格指数高于出口价格指

数。实际数据显示 ,平均进口价格超出平均出口价

格 20% 的 HS2类别包括有第 1 类 (动物/ 其产品 ,超

24% ) 、第 2 类 (植物/ 其产品 ,超 39.2% ) 、第 6 类

(非塑橡化学品 ,超 25.3% ) 、第 7 类 (塑料/ 橡胶 ,超

24.5% ) 、第 8 类 (皮/ 革 ,超 25.7% ) 、第 13 类 (矿材/

陶瓷/ 玻璃/ 其制品 ,超 28.7% ) 、第 19 类 (武器/ 其

零附件 ,超48.2% ) 、第 20 类 (家具/ 玩具/ 杂制品 ,超

55.1% ) 。

图 1 　2001-2004 年间中国 HS2分类下前 20
类商品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对照

HS2分类数据还显示 ,2001-2004 年间 ,除第

21、22 类外 ,第 14 类 (珍珠/ 贵金属/ 其制品) 、19 类

(武器/ 其附件) 价格数量特征与其他类目也不同。

考虑到其商品性质差异 ,我们将这 2 类也从所拟组

构的计量样本中剔除 ,即以其他共 18 类商品的价格

指数与数量指数的变化关系进行计量。以 Pext表示

200t 年相比上年的 Pex ,以 Pexts表示 200t 年相比 200s

年的 Pex ,其余类推。

(一)P ex为因变量

我们以 2002、2003、2004、2001-2004 年的各指

数值作为样本对象进行计量 ,并发现所有 b1 均为

负。我们以下列出计量效果较好的方程及其计量参

数 (CT表示共线性容忍度) 。

1.P ex =b 0 +b 1Qex +b 2 Pim

Pex3 =135.477-0.387Q ex3 +0.157P im3

R2
adj =0.371;D.W.=1.745;CT=0.916;

Sig (F,t b
0

,t b
1

,t b
2
) =0.018,0.001,0.013,0.477

(1.1 )⋯⋯⋯⋯⋯⋯⋯⋯⋯⋯⋯⋯⋯⋯⋯

Pex14 =75.735-0.074Q ex14 +0.385P im14

R2
adj =0.410;D.W.=2.601;CT=0.645;

Sig (F,t b
0

,t b
1

,t b
2
) =0.008,0.030,0.305,0.042

(1.2 )⋯⋯⋯⋯⋯⋯⋯⋯⋯⋯⋯⋯⋯⋯⋯

2.P ex =b 0 +b 1Qex

Pex3 =156.518-0.416Q ex3

R2
adj =0.356;D.W.=1.882;Sig ( F,t b

0
,t b

1
) =

0.005,0,0.005 (1.3 )⋯⋯⋯⋯⋯⋯⋯⋯⋯

Pex4 =126.631-0.154Q ex4

R2
adj =0.088;D.W.=1.978;Sig ( F,t b

0
,t b

1
) =

0.124,0,0.124 (1.4 )⋯⋯⋯⋯⋯⋯⋯⋯⋯

Pex14 =142.17-0.167Q ex14

R2
adj =0.264;D.W.=2.095;Sig ( F,t b

0
,t b

1
) =

0.017,0,0.017 (1.5 )⋯⋯⋯⋯⋯⋯⋯⋯⋯

(二) Pim为因变量

我们同样以 2002、2003、2004、2001-2004 年的

各指数值作为样本对象进行计量。我们发现 ,与 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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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的方程相比 ,Pim为因变量的方程 Qim的计

量系数 b1 正负不定 ;同时 ,统计显著性、自相关程

度、共线性程度等计量参数中都有 1 项或多项远不

符合要求。我们以下列示其中两个计量参数相对较

好的方程。我们看到 ,两方程解释程度都很低。

Pim3 =72.891-0.126Q im3 +0.518P ex3

R2
adj =0.065;D.W.=1.805;CT=0.598;

Sig (F,t b
0

,t b
1

,t b
2
) =0.237,0.010,0.268,0.095

(1.6 )⋯⋯⋯⋯⋯⋯⋯⋯⋯⋯⋯⋯⋯⋯⋯
Pim14 =11.698+0.098Q im14

R2
adj =0.033;D.W.=1.325;Sig ( F,t b

0
,t b

1
) =

0.226,0,0.226 (1.7 )⋯⋯⋯⋯⋯⋯⋯⋯⋯

我们对关于全部 HS2大类的观察做以下总结。

(1) 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表现出相关性。

各包含对方作参照价格的计量方程 Sig( tb
0
) 小于

0.3 ;因此 ,对 HS2分类价格而言 ,进口 (出口)价格一

定程度可用做出口 (进口)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指数的

参照。(2) 2001-2004 年间 ,除第 9 (木/ 编织品/ 其

制品) 、14 (珍珠/ 贵金属/ 其制品) 、19 (武器/ 其附

件) 、21 (艺术品/ 收藏品/ 古物) 、22 类 (特殊/ 未分

类)等相对特殊和个别的大类商品外 ,其余大类商品

都是进口价格指数高于出口价格指数。(3) 以不同

时间上主要 18 商品大类为样本的计量表明 ,各类商

品出口数量增长对出口价格指数具有明显负向影

响 ,即明显表现出在一定价格基准下的“量增价跌”,

但各类商品进口数量增长程度对进口价格指数没有

表现出明显、持续的单一方向影响。

三、从 HS4高规模类别进行观察

为观察贸易数量价格关系与类别贸易规模的关

系 ,我们拟选取 2004年 HS4各类商品中贸易规模居

前列者 ,依价格指数可获得性 ,并适当照顾尽量获取

计量参数相对较好的方程 ,以前后基本相续的 9 小类

组成样本开展计量、观察和分析。通过试探式计量发

现 ,就按 2004年贸易规模对 HS4各类别排序并依序

以高规模类别组构样本进行分析而言 ,由于 2001-

2004年间贸易高速增长 ,2004年能抽取 2 个样本并得

到相对有意义的计量结果 ,我们分别用 A、B 为主符

号来表示这两个样本 ;而 2003、2002年则只能抽取到

一个样本 ,我们分别用 C、D 为主符号来表示这两个

年份的样本。以下展现排序、计量和分析过程。

(一) HS4出口高规模类别分析

2004年 ,位居全部出口规模前 30 位的 HS4类

别号分别是 (按类出口总金额由大至小排列) 8471、

8473、8525、8529、8542、6204、8517、8521、8504、9013、

6110、6403、4202、9403、8516、9503、6402、8528、8609、

6203、3926、9405、6104、8415、8708、5407、9401、8522、

2710、2704, 我们从中抽类并组构 A0、B0、C0、D0 样本 ;

位居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前 30 位的 HS4类别号分别

是 (按加工贸易出口总金额由大至小排列) 8471、

8473、8525、8529、8542、8521、9013、8504、8517、8609、

8528、6403、8516、9503、8522、8534、9504、6204、2710、

8519、3926、8544、9403、8527、8541、8901、4202、8507、

8415、7601, 我们从中抽类并组构 A1、B1、C1、D1 样本 ;

位居一般贸易出口规模前 30 位的 HS4类别号分别

是 (按一般贸易出口总金额由大至小排列) 6204、

6110、5407、2704、2701、6104、6402、4202、9403、9405、

8708、6109、6203、4203、7207、3926、8481、6302、5208、

9404、6103、8542、7202、9401、8711、8415、7208、8517、

7326、6202, 我们从中抽类并组构 A2、B2、C2、D2 样本。

所有样本类别构成和所属年份、对应 (2004 年) 子样

平均总出口额 (AE)如表 1 所示。

表 1 　　HS4出口高规模类别分析样本类别组成和特征列示
样本 A0 B0 C0 D0 A1 B1 C1 D1 A2 B2 C2 D2

年份 2004 2004 2003 2002 2004 2004 2003 2002 2004 2004 2003 2002

样
本
构
成

8471 9403 8471 8471 8471 9503 8471 8471 6203 6110 6204 6204

8529 8516 8473 8473 8529 8522 8473 8473 4203 5407 6110 6104

6204 9503 8529 8525 8521 9504 8529 8525 7207 2704 2701 6109

8517 6402 6204 8529 8504 6204 8504 8529 6302 2701 6104 6203

8521 8528 8517 6204 8517 2710 8517 9013 5208 6402 6402 4203

8504 8609 8504 8517 8609 9403 8528 8504 9404 4202 4202 7207

6110 6203 6110 8504 8528 8527 6403 8517 7202 9403 9403 6302

6403 9405 6403 9013 6403 8901 8516 6403 9401 8708 8708 5208

4202 8415 4202 6110 8516 4202 9503 8516 8711 6109 6109 9404

AE2004 135.0 53.0 152.8 171.4 129.6 49.0 148.9 168.1 30.7 50.0 55.0 39.3

　　注 :AE2004表示样本每一子样对应的 2004年平均出口总金额 ,即 AE= 样本全部出口总金额 ÷9。需注意 ,因计量所用的所
有指数都是各 HS4分类全部出口的指数 ,因此对按照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规模居前取样的下标为 1、2 的样本来说 ,AE 也指的
是子样全部出口的平均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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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方面以基本符号将样本区分为 A、B、C、

D 类 ,同时也按 0、1、2 的下标情况将样本归属到 O、

I、II类。我们对所有样本都进行关于方程 Pex =b 0 +

b1Qex +b 2Pim、Pex =b 0 +b 1Qex的计量 ,各自的计量参

数如表 2、表 3 所示。我们将表 1、表 2、表 3 结合起

来进行以下方面的分析。

1. 关于出口数量增长对价格指数的影响

除关于 2003 样本 C0、C1、C2 和关于 2004 样本B2

的方程外 ,所有关于出口数量指数对出口价格指数

影响的方程都表现出“量增价跌”式的负弹性影响。

其中 ,弹性绝对值最高的是关于“加工贸易居前”的

2004 样本 B1、关于“全部出口居前”的 2004 样本 A0 ;

弹性值越高方程其他计量参数也较好。另与方程

(1.1 ) 、(1.3 )对照 ,关于 2003年样本 C0、C1、C2 的计量

方程 (2.3 ) / (2.15 ) 、(2.7 ) / (2.19 ) 、(2.11 ) / (2.23 ) 表

明 ,与 2003年各出口 HS2大类普遍“量增价跌”同时

发生的是各 HS4高规模类别之间出现一定程度“量增

价升”;需注意 ,上述 6 方程常数项均“≤100.8”;因

此 ,准确地应说 ,2003 年中国商品出口价格行情整

体上大幅看跌 ,但 HS4高规模类别组成样本又一定

程度表现出低“市场基准价”下的“量增缓解价跌”。

2. 进口价格作为国际市场价格的参照意义

表 2 所示 ,关于 C1、C2的方程 (2.7 ) 、(2.11 ) 的 b2

为负 ,与作为价格参照的经济意义不符 ,我们将它排

除考虑。其他 b2 为正的方程 ,除关于 C0、b2 计量出来

的(2.3 ) 、(2.10 ) 中 Sig (tb
2
) >0.3 之外 ,其余方程

Sig(tb
2
) < 0.3, 因此 ,可以说 ,对所有反映出“量增价

跌”特征的方程而言 ,进口价格都能够一定程度用做

观察我国出口价格与数量关系中的国际市场价格参

照。

表 2 　　出口高规模样本关于方程 Pex =b 0 +b 1 Qex +b 2 Pim的计量参数

样本
类别

样
本 b0 b1 b2 R2

adj
Sig

F tb
0

tb
1

tb
2

CT D.W. AE2004
方程
编号

全部
出口
居前

A0 131.8 -0 .27 0.047 0.852 0.001 0 0.001 0.296 0.84 2.16 135.0 2.1
B0 102.7 -0 .117 0.122 0.432 0.077 0.001 0.290 0.110 0.83 1.88 53.0 2.2
C0 90.6 0.050 0.073 0.287 0.153 0 0.230 0.311 0.83 1.35 152.8 2.3
D0 64.9 -0 .002 0.391 0.509 0.050 0.011 0.139 0.044 1.00 2.52 171.4 2.4

加工
出口
居前

A1 126.6 -0 .27 0.110 0.786 0.004 0 0.005 0.078 0.92 2.16 129.6 2.5
B1 166.6 -0 .829 0.233 0.697 0.012 0 0.004 0.088 0.62 2.39 49.0 2.6
C1 100.9 0.123 -0 .115 0.189 0.225 0 0.148 0.217 0.96 2.13 148.9 2.7
D1 64.7 -0 .002 0.372 0.441 0.074 0.017 0.197 0.065 0.98 2.42 168.1 2.8

一般
出口
居前

A2 59.5 -0 .149 0.587 0.198 0.218 0.356 0.218 0.225 0.97 1.72 30.7 2.9
B2 99.0 0.128 0.003 0.182 0.231 0.026 0.100 0.99 1.00 2.47 50.0 2.10
C2 80.9 0.215 -0 .031 0.256 0.174 0.002 0.150 0.878 0.50 2.52 55.0 2.11
D2 129.9 -0 .066 -0 .197 0.186 0.227 0.005 0.102 0.493 0.96 1.37 39.3 2.12

　　3. 计量参数与子样平均出口规模 AE2004的关系

只有计量系数符号大体相同 ,又同属于 2004 年

的 A、B 类样本的比较才能较好地体现子样平均出

口规模对计量参数的影响 ;从表 2、表 3 看到 ,A0、B0 ,

A1、B1 的计量参数适合进行这种比较。从方程成立

的统计显著性、解释程度来看 ,子样平均出口规模明

显更大的 A0、A1 均表现出好于 B0、B1。从方程计量

出来的弹性值和常数项来看 ,样本 A0 常数项、数量

指数负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均高于 B0 ,样本 A1 常数

项、负弹性系数绝对值均高于 B1。通过比较大致可

以认为 ,同在 2004 年 ,子样平均出口规模 AE2004越大

的样本所表现出来的“更高市场基准”下的“量增价

跌”特征更明显、更强烈。

4. 一般贸易出口高规模样本表现出的区别

首先需注意 ,2004 年时 ,我国各 HS4分类全部

出口高规模者加工贸易出口也位居前列 ,而加工贸

易出口高规模者也是全部出口规模前列者。正如表

1 所示 ,一般贸易位居前列的 II 类样本子样平均总

出口额大幅低于全部贸易、加工贸易出口位居前列

的 O、I类样本。再观察 II类样本计量方程。表 2 的

Sig(tb2
)栏看到 ,一般贸易出口高规模样本不应引入

进口价格指数作为参照自变量 ,因此我们主要观察

表 3。须注意 ,2004 样本 A2、2002 样本 D2 的计量方

程 (2.21 ) 、(2.24 )表现出高常数项下的“量增价跌”,

2004 样本 B2、2003 样本 C2 的计量方程 ( 2.22 ) 、
(2.23 )表现出低常数项下的“量增减缓价跌”。需指

出 ,要区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出口的数量价格特

征 ,最好以各自独立的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

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作为对象分开分析 ;但我们

现在只能做到从样本个体选取上区分一般贸易高规

模类和加工贸易高规模类 ,指数数据却同时混有两

类出口 ,且在一般贸易高规模类中加工贸易出口所

占比重还可能大大超过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因此 ,

我们只能从上述计量参数差别中大致揣测 ,一般贸

易出口可能更倾向于出现“低基准价格”下的“量增

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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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出口高规模样本关于方程 Pex =b 0 +b 1 Qex的计量参数

样本
类别

样
本 b0 b1 R2

adj
Sig

F tb
0

tb
1

D.W. AE2004
方程
编号

全部
出口
居前

A0 139.5 -0 .292 0.845 0 0 0 1.61 135.0 2.13
B0 128.1 -0 .197 0.228 0.109 0 0.109 1.61 53.0 2.14
C0 96.3 0.068 0.264 0.090 0 0.090 1.48 152.8 2.15
D0 107.4 -0 .003 0.126 0.186 0 0.186 2.22 171.4 2.16

加工
出口
居前

A1 142.8 -0 .307 0.679 0.004 0 0.004 1.90 129.6 2.17
B1 169.2 -0 .593 0.560 0.012 0 0.012 1.74 49.0 2.18
C1 91.4 0.101 0.085 0.229 0 0.229 2.13 148.9 2.19
D1 106.8 -0 .003 0.113 0.198 0 0.198 2.71 168.1 2.20

一般
出口
居前

A2 135.8 -0 .180 0.103 0.209 0 0.209 1.90 30.7 2.21
B2 99.4 0.128 0.299 0.074 0 0.074 2.48 50.0 2.22
C2 79.3 0.200 0.360 0.052 0 0.052 2.57 55.0 2.23
D2 108.1 -0 .061 0.241 0.102 0 0.102 1.44 39.3 2.24

　　5. 计量参数与年份递进的关系

(1)

(2)

(3)

图 2 　根据 Pex =b 0 +b 1 Qex计量参数
绘制的计量系数的年份变化特征

如图 2 所示根据表 2 计量参数绘制的三种 (即

全部出口、加工出口、一般出口 ,简称全部、加工、一

般) 出口规模最高类样本的 R2
adj、b0、b1 计量结果随

年份变化 (2002、2003、2004 年情况分别表现为分属

于 D、C、A 类样本) 而变化的情况。(1) R2
adj。从图 2

(1)看到 ,撇开情况相对特殊的一般贸易高类不论 ,

就 2002、2004 年样本方程都表现出了明显“量增价

跌”特征的全部出口、加工出口高类样本而言 ,2004

年计量方程的解释程度相比 2002 年有了大幅提升 ,

其中全部出口高类样本是持续大幅提升。我们还结

合观察表 3, 还可进一步看到 ,此间对应计量方程的

统计显著性也大为改善。(2) b0、b1。观察图 2 (2) 、

2 (3) ,三类样本 b0、b1 表现出来的时间特性大体一

致。2002 年时 ,常数项 b0 幅度不大 ,都在 107 左右 ;

同时负弹性程度轻微 ,作为其量度的 b1 绝对值在

0.07 以下。2003 年时 ,幅度不大的常数项 b0 继续大

幅下降 ,均下降到 97 以下 ;同时弹性方向转正 ,O、I

类样本的正弹性分别为 0.07 、0.1, 而常数项下降幅

度最大的 II 类样本的正弹性值则高至 0.2 。进入

2004年 ,三类样本常数项 b0 均大幅回弹至 140 左

右 ,同时 b1 转向幅度明显的“量增价跌”特征 ,O、I类

样本弹性绝对值更高达 0.3 。

总的来说 ,2001-2004 年间 ,高出口规模 HS4

类样本数量影响价格关系的时间特性是 :随时间推

进和出口规模迅速增长 ,解释程度不断增加 ,基准

价、“量增导致价跌”的弹性值呈波浪式加速发展态

势。

(二)HS4 进口高规模类别分析

2004年 ,按 HS4分类各类商品中 ,位居全部进

口规模前 30 位的类别号分别是 (按类进口总金额由

大至小排列 ) 8542、2709、9013、8471、8473、2601、

8529、8479、8541、2710、8708、1201、2917、8534、3901、

2902、2905、8703、8536、8504、8802、3907、3903、8525、

7219、8532、7209、8517、7210、7403, 我们从中抽类并

组构 E0、F0、G0、H0 样本。位居加工贸易进口规模前

30 位的类别号分别是 (按加工贸易进口总金额由大

至小排列) 8542、9013、8473、8471、8529、8541、8479、

8534、3903、8536、8504、8532、8703、8522、3907、8507、

2709、8540、8477、3901、2710、8802、7403、8414、5407、

8525、9001、8544、4107、3902, 我们从中抽类并组构

E1、F1、G1、H1 样本。位居一般贸易进口规模前 30 位

的类别号分别是 (按一般贸易进口总金额由大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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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2709、2601、8542、2710、8708、1201、8471、2917、

2902、8529、2905、7219、3901、8479、8517、7404、4703、

2711、8802、7209、8525、2603、7204、5201、7210、7208、

1001、8703、1511、8541, 我们从中抽类并组构 E2、F2、

G2、H2 样本。所有样本的类别构成和所属年份、对

应的 (2004 年)子样平均总进口额 (AI)如表 4 所示。

我们一方面以基本符号将样本区分为 E、F、G、

H类 ,同时也按 0、1、2 下标情况将样本归属到 O、I、

II类。我们对所有样本都进行关于方程 Pim =b 0 +

b1Qim +b 2Pex、Pim =b 0 +b 1Qim的计量 ,各自的计量参

数如表 5、表 6 所示。我们将表 4、表 5、表 6 结合起

来进行以下方面的分析。

表 4 　　HS4进口高规模类别分析样本类别组成和特征列示
样本 E0 F0 G0 H0 E1 F1 G1 H1 E2 F2 G2 H2

年份 2004 2004 2003 2002 2004 2004 2003 2002 2004 2004 2003 2002

样
本
构
成

2709 3901 2709 2709 8471 8507 9013 8471 2709 2905 2709 2709
8471 2902 9013 8471 8529 2709 8471 8529 2601 7219 2601 2601
2601 2905 8471 2601 8479 8540 8529 8479 2710 3901 2710 8708
8529 8703 2601 8529 3903 8477 3903 3903 8708 8479 8708 1201
8479 8504 8529 8479 8504 3901 8504 8504 1201 8517 1201 2917
2710 8802 2710 8708 8532 2710 8532 8532 8471 4703 8471 2902
8708 3907 8708 1201 8703 8802 8703 8703 2917 2711 2917 8529
1201 3903 1201 2917 8522 7403 3907 8522 2902 8802 2902 2905
2917 8525 2917 3901 3907 8414 2709 3907 8529 7209 8529 7219

AI2004 124.5 44.0 139.3 119.6 67.5 76.1 116.7 67.5 118.8 44.5 118.8 102.0

　　注 :AI2004表示样本中每一个子样对应的 2004年的平均进口总金额 ,即 AI= 样本全部进口总金额 ÷9。与出口的 AE2004相
类似 ,因所有指数都是各 HS4分类全部进口的指数 ,因此对按照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规模居前取样的下标为 1、2 的样本来说 ,
AI 指的是子样全部进口的平均总金额。

表 5 　　进口高规模样本关于方程 Pim =b 0 +b 1 Qim +b 2 Pex的计量参数

样本
类别

样
本 b0 b1 b2 R2

adj
Sig

F tb
0

tb
1

tb
2

CT D.W. AI2004
方程
编号

全部
进口
居前

E0 254.1 -0 .467 -0 .634 0.198 0.218 0.011 0.121 0.234 0.92 3.07 124.5 2.25
F0 136.0 -0 .301 0.050 -0 .109 0.575 0.021 0.337 0.788 1.00 0.80 44.0 2.26
G0 134.1 -0 .048 -0 .017 0.326 0.129 0 0.054 0.834 1.00 1.00 139.3 2.27
H0 74.3 -0 .003 0.256 0.745 0.007 0.013 0.008 0.322 0.40 1.91 119.6 2.28

加工
进口
居前

E1 133.6 -0 .366 0.177 0.638 0.020 0.014 0.007 0.647 1.00 1.46 67.5 2.29
F1 178.2 -0 .493 -0 .024 0.073 0.336 0.012 0.158 0.901 0.96 2.61 76.1 2.30
G1 109.8 -0 .037 0.077 0.101 0.307 0.001 0.157 0.580 1.0 1.65 116.7 2.31
H1 94.8 -0 .002 0.035 0.774 0.005 0.002 0.007 0.858 0.50 2.22 67.5 2.32

一般
进口
居前

E2 244.1 -0 .463 -0 .511 0.151 0.258 0.013 0.130 0.299 0.89 1.99 118.8 2.33
F2 133.0 -0 .115 -0 .092 -0 .127 0.604 0.002 0.526 0.427 0.99 1.40 44.5 2.34
G2 110.1 -0 .042 0.178 0.437 0.075 0.002 0.061 0.318 0.94 1.49 118.8 2.35
H2 75.3 -0 .020 0.299 0.498 0.053 0.008 0.050 0.191 0.96 1.31 102.0 2.36

表 6 　　进口高规模样本关于方程 Pim =b 0 +b 1 Qim的计量参数

样本
类别

样
本

b0 b1 R2
adj

Sig

F tb
0

tb
1

D.W. AI2004
方程
编号

全部
进口
居前

E0 172.5 -0 .369 0.122 0.199 0.002 0.199 2.60 124.5 2.37
F0 142.9 -0 .306 0.038 0.290 0.004 0.290 0.77 44.0 2.38
G0 132.0 -0 .048 0.418 0.036 0 0.036 1.03 139.3 2.39
H0 97.3 -0 .002 0.739 0.002 0 0.002 1.67 119.6 2.40

加工
进口
居前

E1 151.2 -0 .367 0.678 0.004 0 0.004 1.40 67.5 2.41
F1 174.0 -0 .485 0.203 0.125 0.002 0.125 2.67 76.1 2.42
G1 118.9 -0 .037 0.185 0.137 0 0.137 1.50 116.7 2.43
H1 98.0 -0 .002 0.805 0.001 0 0.001 2.19 67.5 2.44

一般
进口
居前

E2 174.0 -0 .363 0.116 0.195 0.001 0.195 1.98 118.8 2.45
F2 120.2 -0 .104 -0 .083 0.553 0.001 0.553 1.06 44.5 2.46
G2 132.4 -0 .047 0.422 0.035 0 0.035 1.81 118.8 2.47
H2 103.6 -0 .022 0.414 0.037 0 0.037 0.82 102.0 2.48

　　1. 进口数量增长对价格指数的影响

观察表 6, 并对照结合观察表 5, 尽管其中关于

F2、F0 的统计显著性较差 ,但所有方程 b1 的符号都

表明进口数量增长对价格上升有负弹性影响 ,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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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价跌”。不过 ,也应注意到 ,特别是其中关于 II 类

样本的计量 ,不少方程D.W. 参数欠佳 ,因而这些方

程的统计显著性不具有完全的参考意义。

2. 出口价格作为国际市场价格的参照意义

观察表 5 中的 Sig(tb
2
) ,可看到除关于 E0、E2、H2

的Sig ( tb
2
) 小于 0.3 之外 ,其他所有计量方程的

Sig(tb2
)均大于 0.3, 这样 ,我们基本可以认为 ,对进

口规模高类而言 ,出口价格对进口价格的参照意义

较弱。

3. 计量参数与子样平均进口规模 AI2004的关系

我们比较同属于 2004 年的 E0、F0 ,E1、F1 ,E2、F2

样本 ,可发现 ,E0、E2 的 AI2004较 F0、F2 更大 ,同时前

者计量出来的 R2
adj、Sig ( F) 、D.W. 参数都较对应的

后者为好。

4. 加工进口与一般进口高类样本表现出的区别

观察表 6, 加工进口高类样本计量出来的 R2
adj、

Sig (F) 、D.W. 参数都较对应的一般进口、全部进口

高类为好 ,因此 ,加工进口样本“量增价跌”态势更明

显和突出。

(1)

(2)

(3)

图 3 　根据 Pim =b 0 +b 1 Qim计量参数
绘制的计量系数的年份变化特征

5. 计量参数与年份递进的关系

我们分别用各年各类进口额最高的 H、G、E 类

样本的计量参数对比来反映计量参数在 2002、2003、

2004 年间的变化情况。(1) 就反映解释程度的可决

系数而言。加工进口大类表现出 2003 年有所降低

而 2004 年有所回升 ,而全部进口、一般进口大类则

表现出持续大幅下跌。(2) 就常数项 b0 而言 ,三类

样本都是从 100 左右较大幅度地上升到 150～170。

(3) 就弹性值 b1 的绝对值而言 ,三类样本都是从

0.025 以下较大幅度地上升到约 0.37 左右。

总的来说 ,2001-2004 年 ,全部进口、一般进口

高规模类的数量价格关系中能够用“量增价跌”关系

来解释的部分大幅降低 ,但 2004 年加工进口高类仍

表现出 68% 的解释程度。对其中能够用“量增价

跌”的部分来说 ,越来越表现出“高基准价格”下的

“高负弹性”影响特征。

四、外贸数量高指数的 HS4类目分析

我们将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进行相互比较 ,并

以对比对方的价差是否超 10 和 -10 来衡量是否发

生明显的“量增价升”和“量增价跌”。我们将有关价

差对比分析结果总结为表 7。

表 7 　2002-2004 外贸数量高指数 HS4类目按数量价格关系的类别分布
类别 Qex高指数 HS4类 Qim高指数 HS4类

年份 2002 2003 2004 三年 2002 2003 2004 三年
Qex取类限值 ≥1120 ≥301 ≥385 ─ ≥1004 ≥1157 ≥377 ─
总共取类 (类) 30 25 25 80 30 25 25 80
明显量增价升者 (类) 8 8 3 19 9 13 8 30
明显量增价跌者 (类) 11 6 11 28 10 8 11 29
价差在 ( -10 ,10)者 (类) 4 6 4 14 5 4 7 16
价差数据缺者 (类) 7 5 7 19 6 0 4 10

　　1.Q ex高指数类

(1)取 2002 年 Qex ≥1120 的 HS4类目 30 类 ,其

中明显“量增价升”8 类 ,明显“量增价跌”11 类 ,其余

有 4 类价差位于 ( -10,10 ) 区间 ,另有 7 类价差数据

缺。(2) 取 2003 年 Qex ≥301 的 HS4类目 25 类 ,其

中明显“量增价升”8 类 ,明显“量增价跌”的 6 类 ,另

有 6 类价差位于 ( -10,10 ) 区间 ,有 5 类价差数据

缺。(3) 取 2004 年 Qex ≥385 的 HS4类目 25 类 ,其

中明显“量增价升”的 3 类 ,明显“量增价跌”的 11

类 ;另有 4 类价差位于 ( -10,10 ) 区间 ,有 7 类价差

数据缺。

2.Q im高指数类

(1) 取 2002 年 Qim ≥1004 的 HS4类目 30 类 ,其

中明显“量增价升”的 9 类 ,明显“量增价跌”的 10

类 ;另有 5 类价差位于 ( -10,10 ) 区间 ,有 6 类价差

数据缺。(2) 取 2003 年 Qim ≥1157 的 HS4类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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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其中明显“量增价升”的 13 类 ,明显“量增价跌”

的 8 类 ,另有 4 类价差位于 ( -10,10 ) 区间。(3) 取

2004 年 Qim ≥377 的 HS4类目 25 类 ,其中明显“量增

价升”的 8 类 ,明显“量增价跌”的 11 类 ,另有 7 类价

差位于 ( -10,10 )区间 ,有 4 类价差数据缺。

五、总结与启示

我们对本实证研究的主要结果做以下总结。

1. 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直接比较

2001-2004 年间 ,除相对特殊和个别 HS2类别

之外 ,我国大部分 HS2商品类别出口价格指数低于

进口价格指数。有 8 个 HS2 类别低的程度超过

20% 。

2. 出口数量增长对出口价格指数的影响

2001-2004 年间 : (1) 以 HS2类为样本的线性

计量表明 ,不同 HS2类别出口数量和价格关系之中

可用一定价格基准下的“量增价跌”关系解释的部分

为 26.4% 。(2) 以高出口规模 HS4类为样本的线性

计量表明 ,2002、2003、2004 三年方程参数分别表现

为低基准价、低负弹性 ,更低基准价、低正弹性 ,高基

准价、高负弹性 ,同时解释程度不断增加 ,这表明我

国高规模出口类别中的“量增价跌”态势呈波浪式加

速发展态势。(3) 以出口高增长率的 HS4类别进行

观察表明 ,2002-2004 三年列作观察对象的共 80 类

对象之中 ,除第 19 类进出口价格指数差数据缺之

外 ,单年出口、进口价格指数差低于 -10% 、高于

10% 的分别为 28、19 类 ,单年出口、进口价格指数差

低于 -50% 、高于 50% 的分别为 11、3 类。

总体上看 ,伴随我国出口数量增长 ,“量增价跌”

的程度、幅度在上升 ;同时 ,与高速增长和内外部竞

价导致本国出口价格迅速下降的商品类别相比 ,我

国出口商品中由国际市场外在需求迅猛增长导致出

口迅速增长并由此带动出口价格上升的类别显得较

少。

3. 进口数量增长对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

(1) 2001-2004 年间 ,以 HS2类为样本的线性计

量表明 ,不同 HS2类别进口数量和价格关系之间没

有表现出较明显的方向性影响。(2) 以高进口规模

HS4类为样本的线性计量表明 ,2002-2004 三年方

程参数表现为“基准价格”和数量影响“负弹性”绝对

值持续上升 ;同时 ,除加工进口高类外 ,数量价格关

系中能用这种“量增价跌”模式来解释的比重却越来

越小 ,2004 年全部、加工、一般进口高类的单变量解

释程度分别为 12.2% 、67.8% 、11.6% 。(3) 以进口

高增长率的 HS4类别进行观察表明 ,2002-2004 三

年列作观察对象的共 80 类对象之中 ,除 10 类数据

缺失外 ,单年进口、出口价格指数差低于 -10% 、高

于 10% 的分别为 29、30 类 ,单年进口、出口价格指数

差低于 -50% 、高于 50% 的分别为 7、7 类。

综合上述情况表明 ,高进口规模类别中“量增价

跌”关系有所消退 ,其他分类数据也没有反映出数量

增长对价格变化产生了明显的方向性影响。

4. 不同贸易方式的区别

一般贸易出口高规模类的出口量价可能更倾向

于出现“低基准价格”下的“量增价升”;而与全部贸

易、一般贸易进口不同 ,加工贸易进口高类的进口量

价中的“量增价跌”关系没有出现明显衰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做以下总结 :2001-2004 年

间 ,进出口差价关系初步表明我国商品交易地位不

利 ,比较效益较差 ;出口和进口 ———特别是出口 ———

的数量价格关系则说明我国商品外贸交易地位和比

较效益的不利状况还在恶化。全部、一般、加工贸易

高类的区分观察表明 ,可能我国部分以一般贸易方

式出口的商品虽基准价较低 (交易地位起点低) ,但

数量增长却正通过微弱的“量增价升”发展动态带动

所属类别商品国际贸易的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趋向

改善 ;同时 ,与一般贸易进口相比 ,我国加工贸易进

口过程中竞价地位恶化趋向表现得相对不够确定和

强烈。

在我们商品外贸数量上实现高速增长之后 ,如

何改善外贸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将是我们面临的重

大课题。从本文的实证研究所展现的情况来看 ,我

们初步推论 :出口方面应改善中方卖家交易集中度、

品牌影响力 ,通过增加产品独创性改善出口结构 ,适

度转变低价竞争观念等 ;进口方面应改善中方买家

交易集中度、培育中方大型跨国采购商家并强化它

们的询价能力。作为奉行追赶和模仿型发展战略的

大国 ,我国政府还应密切关注外贸外经、国际商务、

产业发展、区域经济等各方面情况 ,及时发现偏差和

纠正偏差 ,寻找和培植优势 ,以促使我国外贸交易地

位和比较效益不断改善。

注释 :

①本文计量系数和检验参数均通过 SPSS软件获得。所

列示检验参数中 Sig ( F) 、Sig (tb
I
) 均为拒绝回归方程、回归

系数的概率 ,以下不再另做说明。

(作者单位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

营研究部 　北京 　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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