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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减让对就业的影响 :

理论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王苍峰　王　恬
3

　　摘要 : 本文首先理论研究了关税减让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 ,然后采用中国入世前

后 1999 - 2004年制造业 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中美双边关税减让对中国制

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 ,中美双边关税减让都提高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就业 ,并

且这一正面影响在低技术行业更为明显。由于关税水平能够反映贸易保护的程度 ,因此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国内外贸易保护程度加大会减少中国就业 ,而贸易自由化则会增加

中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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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为了配合国内经济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下简称入世 ) ,中国不断下调

关税税率。从图 1中可以看出 ,算术平均实际关税税率 (Average App lied Tariff Rates, unweighted)由 1992年的

41%逐步降低至 2001年的 15. 4%。2001年底入世后 ,按照关税减让表继续大幅度降税 ,到 2005年我国已经履

行了绝大部分入世承诺的降税义务。2007年 ,我国进一步调整降低了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 ,算术平均实际关税

总水平为 8. 7%。① 那么 ,这种较大幅度的关税减让是否对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就业产生了冲击 ?

图 1　中国算术平均实际关税的变化情况 (1992 - 2007)

本文首次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关税数据②,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 ,实证分析我国加入

W TO前后的 6年中 (1999 - 2004年 ) ,关税减让对我国制造业 28个行业就业的影响。其创新之处在于 :首

先 ,采用垄断竞争模型说明了双边关税减让对一国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其次 ,采用了中美双边关税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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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了国内外双边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

由于美国关税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贸易保护 (或贸易自由化 )的变化程度 ,因此 ,本文的实证

分析也就能够说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变动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影响。这对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应对趋于增

加的国外对华贸易保护措施 ,促进国内就业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中以下第二部分为关税变动与就业的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为相应的理论分析 ;第四部分为实证方法和

数据说明 ;第五部分为具体的实证分析 ;最后为结论部分。

二、文献回顾

作为一项贸易政策工具 ,关税的增减反映了一国贸易保护的程度 ,这种变化很可能对一国进出口、产出

和就业等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具体到劳动市场上 ,关税变动对就业有什么影响 ? 理论研究方面 ,传统的贸易

理论说明了国际贸易的跨行业就业效应。本国关税减让导致国内进口竞争行业收缩 ,外国关税减让将导致

本国出口行业扩张。结果是本国劳动力从进口竞争行业流向出口行业 ,进口竞争行业失业增加 ,出口行业就

业增加。

当今 ,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主要的贸易模式 ,同一行业同时存在着产品的进出口 ,情况又会怎样 ?

B rander(1981)和 Venables(1985)引入细分市场的古诺模型用来说明行业关税变动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本

国关税减让降低了进口成本 ,进口竞争加剧 ,本国企业销售额减少。外国关税减让 ,使得本国出口成本下降 ,

增加了本国企业出口额。由于通常情况下 ,企业产出变动会引起相应劳动需求的变动 ,因此这一模型意味着

本国关税减让降低了本国就业水平 ,外国关税减让提高了本国的就业水平。

此外 ,就行业内部而言 ,不同类型的企业很可能对关税减让有不同的反应。Melitz (2003)说明了在存在

出口市场进入成本时 ,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产出下降甚至退出市场 ,而生

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出口 ,产出增加。这意味着行业内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会减少劳动需求 ,而生产率较

高的企业将会增加劳动需求。

实证研究方面 , Gaston和 Trefler ( 1997)研究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对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发现在

1989 - 1993年期间加拿大工人就业减少了 ,但是源于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影响只占 15%。Trefler (2004)发现

在 1988 - 1996年期间 ,进口关税减让幅度较大的加拿大行业中 ,就业减少了 25% ,其中大约有 2 /3的减少量

可归因于进口关税减让。LaRochelle - Cote (2007)采用 1988 - 1994年加拿大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 ,国内关

税减让对就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其劳动需求减少得更多。而且 ,美国关税减让有提

高加拿大就业的效应。Dutt、M itra和 Ranjan (2009)利用 1990年国别截面数据分析时发现 ,一国贸易保护程

度越大 (用算术平均关税等四个指标来反映贸易保护程度 ) ,本国失业率越高。在采用 1985 - 2004年国别

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则发现 ,短期内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一国失业率 ,但长期内失业率下降了。总之 ,大多数

实证分析都表明本国关税减让有减少本国就业的作用 ,而外国关税减让有提高本国就业的作用。

国内相关研究则主要采用贸易量构造的指标衡量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俞会新和薛敬孝 ( 2002)检

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 1995 - 2000年 34个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 ,出口对工业就业有促进作用 ,

进口则对工业就业没有明显影响。周申和杨传伟 (2006)使用了投入产出法考察了 2002年我国 23个工业品

部门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发现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可以促进就业 ,但与发展中国家进

行贸易对就业影响不显著或产生负面影响。盛斌和马涛 (2008)在采用 1996 - 2005年中国 31个生产中间品

的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时发现 ,中间品出口对劳动需求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但中间品进口则明显抑制了劳动

需求。刘杨 (2009)采用我国制造业 5个行业中 28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 ,贸易自由化使

我国制造业中生产效率居中的持续出口企业显著地增加了对技能型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文献分析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时 ,采用的多是反映贸易量的指标。采用关税等贸易政

策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则几乎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① 笔者认为 ,这可能是由于行业关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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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rrison和 Revenga (1995)、Tybout(2000)及 Trefler(2004)认为 ,在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实证文献中 ,采用最能直接反映贸

易政策变动的指标如关税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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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难获取和处理的原因造成的。

三、理论分析

这里将借鉴 Head和 R ies(1999)的思路 ,从 D ixit - 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出发 ,首先分析关税减让对企

业产出的影响 ,然后再分析关税减让对国内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

(一 )消费者行为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效用由 CES(不变替代弹性 )的效用函数表示 :

U = ∑
m

i =1
q

(σ - 1)
σ

i

σ
(σ - 1)

其中 U表示消费者的效用 ; i = 1, ⋯, m 表示消费者共消费 m 个品种的同类产品 ; qi表示消费者对第 i个

品种的消费量 ;σ是常数 ,就是不同品种之间不变的替代弹性 ,且σ > 1。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

∑
m

i =1
pi qi = E

其中 pi表示第 i个品种的价格 ; E表示可用于消费的收入水平。通过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我们可以从上

述消费者问题 (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条件 )中解出最优消费量 :

qi =
E

∑
j

p
1 -σ
j

p
-σ
i (1)

从上述最优消费量的表达式可以看出 ,收入 E越高 ,该品种价格 pi越低 ,消费者对第 i个品种的消费量

越高。

假设 A国企业在服务于本国市场的同时 ,产品还出口到 B 国。并且 ,为简化分析 ,假设国内生产不同品

种的企业其生产函数都是一样的 ,即企业生产技术相同 ,但生产不同的花色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省略掉上

述等式中的下标。那么 ,国内企业的产出可以有内销和出口两部分组成 :

qA = qAA + qAB
(2)

这里 , q
A
表示 A国企业总销量 ; q

AA
表示 A国企业在国内的销量 , q

AB
表示 A国企业对 B 国的出口量 ,即在

国外市场的销量。根据式 (1) ,可得到企业内销量和出口量的具体表达式 :

qAA =
EA

n
A

p
1 -σ

AA
+ n

B
p

1 -σ

BA

p
-σ

AA

q
AB

=
EB

nA p
1 -σ

AB + nB p
1 -σ

BB

p
-σ

AB

(3)

在上面第一个等式中 ,分母中的 n
A
和 p

AA
分别表示 A国企业的数目 (即产品种类 )和其国内市场价格 ; n

B

和 p
BA
分别表示 B 国企业的数目和其产品在 A国 (出口到 A国 )的市场价格。E

A
表示 A国可用于消费的收入

水平。在第二个等式中 , pAB和 pBB分别表示 A国产品在 B 国的市场价格和 B 国产品在其国内的市场价格。

E
B
表示 B 国可用于消费的收入水平。

(二 )企业行为

假设企业的利润函数采用如下形式 :π = pq - cq。

其中 , c为企业不变的边际成本。将式 (1)代入上述利润函数 ,再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得到企业

销售价格为 : p = cσ / (σ - 1)。

可见 ,企业在边际成本上加成定价 ,加成比率为σ / (σ - 1)。

(三 )关税对企业产出的影响

假设关税采用从价税 ( ad valorem tariff)形式 ,以τ表示。那么 A国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其产品在 B

国的市场价格 (A国企业出口的到岸价格 )之间的关系 ,以及 B 国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其产品在 A国的市场价

格之间的关系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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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σ - 1

c
A

= p
AA

=
p

AB

1 +τ
B

;
σ

σ - 1
c
B

= p
BB

=
p

BA

1 +τ
A

(4)

那么 ,利用式 (2)、式 (3)中的第一个等式和式 (4)中的第二个等式 ,在企业数目不变的情况下 ,可得到 A

国企业总产出 q
A
对本国进口关税变动的反应函数为 :

5qA

5 (1 +τ
A

)
=

5q
AA

5pBA

·
5p

BA

5 (1 +τA
)

=
EA

nA p
1 -σ

AA + nB p
1 -σ

BA

2 p
-σ

AA
· (σ - 1) n

B
p

-σ

BA
· p

BB
> 0 (5)

由 (5)式可知 ,当市场上企业数量不变时 ,垄断竞争模型表明 , A国进口关税提高使得该国市场保护程度

更高 ,这将会增加国内企业的产出 ; A国关税减让引起国内市场更为开放 ,进口竞争加剧将会减少国内企业

产出。同理 ,可得到 :

5qA

5 (1 +τB )
=

5qAB

5pAB

·
5pAB

5 (1 +τB )
< 0 (5′)

(5′)式说明 , B 国进口关税减让导致该国市场更为开放 ,这将会增加 A国企业的出口。因此 A国企业产

出增加。

(四 )关税变动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

进一步 ,假设 A国企业生产函数为 : qA = F (LA )。

那么企业劳动需求函数可表示为上述生产函数的反函数 : LA = f ( qA , z)。

上述劳动需求函数中 ,右侧括号中的最后一项 z表示影响劳动需求的其他因素。对上式两边取全微分 ,

得到 :

dLA =
5f

5 (1 +τA )
d (1 +τA ) +

5f
5 (1 +τB )

d (1 +τB ) +
5f
5z

dz (6)

其中 ,
5f

5 (1 +τA )
=

5f
5qA

·
5qA

5 (1 +τA )
> 0;

5f
5 (1 +τB )

=
5f

5qA

·
5qA

5 (1 +τB )
< 0。

由于 5f / 5qA > 0,即产量增加 ,就业增加 ;并且根据式 (5) , 5qA / 5 (1 +τA ) > 0,所以 5f / 5 ( 1 +τA ) > 0。这表

明 , A国进口关税τA下降 ,进口增加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降低了国内企业的产出 ,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劳动

需求。

同理 , 5f / 5 (1 +τB ) < 0。这表明 , B 国进口关税τB下降 ,使得 A国企业面临的国外市场更为开放 ,出口增

加 ,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

对等式 (6)两边同除以 LA ,得到 :

　　　
dLA

LA

=
5f / 5 (1 +τ

A
)

LA

d (1 +τA
) +

5f / 5 (1 +τ
B

)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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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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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

=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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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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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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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 +τA
)

+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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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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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d (1 +τ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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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f
5z
·

z
f
·

dz
z

=θAA

d (1 +τ
A

)

(1 +τA
)

+θAB

d (1 +τ
B

)

(1 +τB
)

+θz

dz
z

(7)

其中 ,θAA =
5f

5 (1 +τA
)
·

1 +τ
A

f
,θAB =

5f
5 (1 +τB

)
·

1 +τ
B

f
,θz =

5f
5z
·

z
f
。

θAA可看作 A国企业对本国进口关税变动的劳动需求弹性。由于 5f / 5 (1 +τ
A

) > 0,因此θAA > 0。θAB可看

作 A国企业对 B 国进口关税变动的劳动需求弹性。由于 5f / 5 (1 +τ
B

) < 0,因此θAB < 0。

这样 ,等式 (7)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对数微分形式的表达式 :

d lnLA =θAA d ln 1 +τA +θAB d ln 1 +τB +θz d 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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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τA和τB较小时①,上式可以近似表示为 :

d lnLA≈θAA ·dτA +θAB ·dτB +θz d lnz (8)

从 (8)式可知 , A国关税减让 ,即τA下降 ,国内市场更为开放导致进口竞争加剧 ,国内企业产出下降 ,最

终会降低劳动需求 (因为θAA > 0) ; B 国关税减让 ,即τB下降 ,导致 A国企业面临的国外市场更为开放 , A国出

口品价格下降 ,出口增加 ,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由此 ,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

本国关税减让 ,导致进口竞争增加 ,降低国内企业产出 ,会降低国内劳动就业 ;外国关税减让 ,导致外国

市场更为开放 ,本国出口增加 ,会增加本国劳动就业。在以下的实证分析中 ,我们将采用我国制造业行业数

据来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 )实证方法说明

如果以 CHN (中国 )表示 A国 ,以 USA (美国 )表示 B 国 ,那么根据理论方程 ( 8 ) ,可得到如下的实证方

程②:

ΔlnL it =β0 +β1ΔTariff
CHN

it +β2ΔTariff
USA

it +λΔX + v
it

(9)

其中 ,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行业 i和年度 t,被解释变量 lnL 是制造业行业的就业量 ,前两个解释变量

Ta riff
CHN

和 Tariff
USA
分别表示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的关税水平。采用这两个变量是为了说明中美关税减让所

引起的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

在实证模型中进一步纳入一组控制变量 X,包括行业产出、资本存量、平均工资 ,目的是控制这些变量对

行业就业的影响。上述实证模型右侧最后一个变量 v为随机干扰项。

(二 )数据说明

这里以 1999 - 2004年我国制造业 28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选择 1999 - 2004

年时间段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 》中没有 1998年的三资行业数据 ,因此无法从各行业的总量数据计算出

1998年内资行业的数据 ,也就无法研究内资企业对关税减让的反应。没有采用 2005年之后的数据是因为

世界银行的最新行业关税数据统计到 2004年。此外 ,由于我国在 2001年 12月 1日加入 W TO ,而样本期为

1999 - 2004年 ,所以分析这一时间段能够较好地说明入世前后关税减让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L表示制造业行业的就业量。全行业的就业量以《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各期中“国有及规

模以上 ”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表示。中美两国的关税变量 Tariff
CHN

和 Tariff
USA
以算术平均实际

关税 ( Simp le App lied Tariff)表示 ,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

在控制变量中 ,行业产出 lnY以增加值表示 ,各年度的名义增加值根据相应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

为 2000年不变价。固定资本存量 lnK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指标。

行业平均工资 lnW 采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的平均劳动报酬指标。由于没有

三资企业的相应指标 ,因此无法得到内资企业的平均劳动报酬 ,因此在分析内资企业就业效应时 ,以全行业

平均劳动报酬来近似表示内资企业的平均劳动报酬。

外资变量 FD I以《中国统计年鉴 》三资企业销售收入在全行业中的比重表示。在上述变量中 ,内资企业

指标用全行业指标减去三资企业指标来表示。

五、实证分析

表 1列出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和关税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从中可知 ,在 1999 - 2004年的 6年时间里 ,

我国制造业行业的就业量增加了 10. 58% ,但是内资行业的就业量则同期下降了 3. 61%。我国制造业总体

平均关税在同期降低了 45. 54% ,而美国制造业的总体关税则同期降低了 7. 04%。因此 ,伴随着中美两国制

造业行业的关税减让 ,我国制造业全部行业的就业量在同期是增加的 ,但内资行业就业量则是减少的。那

么 ,中美两国关税减让对我国制造业就业量的影响具体如何 ,在以下的实证分析中 ,我们将采用面板数据的

计量方法对此问题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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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 x趋近于零时 , ln (1 + x)≈ x。

理论分析通常采用微分形式 ,但是实证分析中则采用差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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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 1999年 2004年 1999 - 2004年变化率

L
全行业就业量 (包括三资企业 ,万人 ) 164. 98 182. 44 10. 58%

内资行业就业量 (万人 ) 138. 23 133. 24 - 3. 61%

Tariff
CHN 我国进口算术平均实际关税 0. 202 0. 110 - 45. 54%

TariffUSA 美国进口算术平均实际关税 0. 071 0. 066 - 7. 04%

　　资料来源 :就业量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各期 ;关税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 ,并经笔者计算。

(一 )对包括外资在内的全行业的实证分析

表 2是关税减让对我国制造业行业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表 2 　　关税减让与制造业就业 (包括外资 )
ΔlnL

(1)
所有行业

(2)
高技术行业

(3)
低技术行业

常数项 - 0. 030333 (0. 013) - 0. 0543333 (0. 016) - 0. 018 (0. 028)

关税变量
　　ΔTariff

CHN - 0. 420333 (0. 212) - 0. 309 (0. 219) - 0. 8213333 (0. 381)

　　ΔTariff
USA - 0. 1753333 (0. 063) - 6. 224 (5. 667) - 0. 2273333 (0. 110)

控制变量
　　ΔlnY 0. 4633333 (0. 111) 0. 371333 (0. 154) 0. 5383333 (0. 199)

　　ΔlnK 0. 4463333 (0. 111) 0. 5523333 (0. 081) 0. 215 (0. 177)

　　ΔlnW - 0. 6903333 (0. 205) - 0. 4933 (0. 338) - 0. 7503333 (0. 272)

　　ΔFD I - 0. 804333 (0. 327) - 0. 738 (0. 532) - 0. 266 (0. 404)

Hausman Test 7. 76 (0. 256) 3. 36 (0. 763) 9. 77 (0. 135)

FE或 RE RE RE FE

组别 28 14 14

样本数 140 70 70

R
2 0. 459 0. 414 0. 556

　　注 : 3333 、333 、33 和 3 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的显著水平。估计系数后面括号中的标准差为调整异方差后
的稳健 ( robust)标准差。Hausman Test括号内是 p值 ,当 p值大于 0. 15时选用随机效应 (RE, Random Effect)模型 ,否则选用固
定效应 ( FE, Fixed Effect)模型。

从第 (1)列实证结果来看 ,我国进口关税变量 Tariff
CHN

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异于零并且为负值 ,这

说明关税减让引起的进口竞争不仅没有抑制制造业行业的劳动需求 ,相反却明显地提高了制造业行业的劳

动需求 ,促进了就业。

再从美国关税变量 Tariff
USA来看 ,其估计系数也在统计上显著且为负 ,这说明美国关税减让所引起的市

场开放给我国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出口机会 ,我国企业通过出口增加产量 ,最终增加了劳动需求。

在控制变量中 ,产出 ln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产出增加引起就业增加。固定资本存量 lnK的估计

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表明资本和劳动投入是互补的。行业平均工资 lnW 的估计系数则显著为负 ,这与劳动

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相符 ,即工资上升 ,企业劳动需求下降。外资变量 FD 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外资存

在降低了劳动需求。由于外资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 ,因此这一结果也很可能说明了技术水平的提高降

低了总体的劳动需求。

考虑到技术水平不同的行业 ,关税减让可能对其有不同的影响。这里将 28个行业按照研发强度 (R&D

Intensity)大小分为高技术和低技术两组行业。表 2中后两列就是对这两组不同技术类型行业的实证结果。

从第 (2)列可知 ,对高技术行业来说 ,中美双边关税减让的影响不再显著。从第 (3)列可知 ,对低技术行业来

说 ,中美双边关税减让都会明显增加我国制造业行业的劳动需求。

就控制变量来说 ,后两列的实证结果略有不同。产出 lnY增加都会明显提高劳动需求。从资本变量 lnK

来看 ,资本的增加只对高技术行业的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表明资本与熟练劳动是互补的 ,增加资

本投入就要增加熟练劳动的投入。从工资 lnW 来看 ,低技术行业所对应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考虑到熟

练劳动的供给曲线要更为陡峭 (劳动的工资弹性较小 ) ,即工资大幅度的变动仅会引起熟练劳动供给的较小

变动 ,那么工资变动时 ,尽管企业劳动需求增加 ,也不太可能雇用到足够多的熟练劳动 ,所以工资变动对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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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行业的就业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在低技术行业 ,非熟练劳动的供给曲线较为平坦 ,工资较小幅度的变动就

会引起非熟练劳动供给的较大变动。那么 ,工资下降时 ,企业劳动需求增加 ,就可以雇用到足够多的非熟练

劳动。因此 ,对低技术行业来说 ,工资下降会明显增加就业量。

(二 )对内资行业的分析

与外资企业相比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内资企业的反应。因此这里以内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表

3中的实证结果与表 2对应各列的实证结果类似 ,只是第 ( 2 )列对高技术行业的实证结果略有差异。从第

(2)列来看 ,我国进口关税变量 Ta riff
CHN所对应的估计系数在这里变得显著且为负 ,这说明高技术行业的进

口关税降低有助于增加这些行业的劳动需求。

表 3 　　关税减让与制造业内资行业就业
ΔlnL

(1)
所有行业

(2)
高技术行业

(3)
低技术行业

常数项 - 0. 0623 (0. 041) - 0. 0983 (0. 064) - 0. 017 (0. 032)

关税变量

　　ΔTariff
CHN - 0. 450333 (0. 200) - 0. 54333 (0. 324) - 0. 6763 (0. 419)

　　ΔTariff
USA - 0. 2253333 (0. 066) - 2. 202 (0. 180) - 0. 2363333 (0. 086)

控制变量

　　ΔlnY 0. 6013333 (0. 210) 0. 60633 (0. 321) 0. 5183333 (0. 195)

　　ΔlnK 0. 430333 (0. 216) 0. 518 (0. 371) 0. 210 (0. 206)

　　ΔlnW - 0. 675 (0. 366) - 0. 668 (0. 773) - 0. 8123333 (0. 293)

　　ΔFD I 0. 040 (0. 903) 0. 176 (1. 132) - 0. 105 (0. 487)

Hausman Test 1. 27 (0. 973) 1. 49 (0. 960) 8. 66 (0. 194)

FE或 RE RE RE RE

组别 28 14 14

样本数 140 70 70

R2 0. 176 0. 153 0. 522

　　注 :同表 2。

总之 ,表 2和表 3的实证结果都说明 ,中美两国关税减让都会增加我国制造业的就业 ,这种就业促进效

应在低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很可能说明关税减让更有利于增加低技术工人的就业。

(三 )进一步的解释

在理论分析中 ,我们论证了外国关税减让将会给本国提供更为开放的国际市场 ,本国出口增加 ,最终会

增加劳动需求。在实证检验中 ,我们同样发现美国关税减让会明显地增加我国制造业的劳动需求 ,提高就业

量。因此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进一步 ,由于我国在技术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

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并且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 ,那么美国关税降低将会降低我国

企业的出口成本 ,强化了我国在该类产品的比较优势 ,结果出口增加 ,最终会促进我国制造业劳动就业量的

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进口关税减让的就业效应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反 :理论分析说明了本国关税减让使

得国内进口竞争增加 ,这会降低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 ,企业最终会减少劳动需求。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

却表明 ,我国关税减让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 ,特别是低技术行业的劳动需求。

为何针对我国进口关税的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不一致 ?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释

说明 :首先 ,这里的行业数据统计范围是“国有及规模以上 ”企业 ,并不是全部制造业企业的统计数据。在一

个行业中 ,既有处于竞争优势的企业存在 ,也有居于劣势地位的企业存在。国内市场开放 ,进口竞争加剧很

可能对后者产生冲击效应 ,降低了这类劣势企业的市场份额 ,甚至将这类企业挤出市场 ,从而降低了劳动需

求。但与此同时 ,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很有可能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上继续得到发展 ,从而增加劳动需

求 ,甚至可能吸纳劣势企业所释放的劳动力 ,促进就业。也就是说 ,这里存在着行业内的劳动重新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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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国进口关税减让会增加“国有及规模以上 ”企业的劳动需求 ,增加就业。

其次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的对外贸易现状是加工贸易占将近一半比重。我国进口关税下降 ,恰恰

能够降低加工贸易中进口原材料的成本 ,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 ,提高行业的产出 ,这会增加相应的劳动需求

特别是对非熟练劳动的需求 ,因此进口关税减让就会提高制造业行业的劳动就业。王迎新 ( 2006)也认为 ,

中国“入世”后关税减让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 ,增加了就业量 ,这与我们的实证分析相吻合。

六、结论

关税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国贸易保护的程度。本国关税减让 ,进口竞争加剧 ,很可能降低本国企业产

出 ,进而降低劳动需求 ,减少就业量。那么 ,我国大幅降低关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 ,相应制造业行业

的就业量减少了吗 ?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中美关税减让对

我国制造业劳动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 ,中美关税减让带来的双边市场开放都能够明显地促进我国制造业

行业的就业。特别是对低技术行业来说 ,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

其一 ,那种认为进口关税减让提高了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 ,将对我国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的观点在这里没

有得到支持。或许对某些竞争劣势企业来说 ,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减产甚至停产 ,减少了劳动需求。但是就

整个行业来说 ,并不存在这种负面影响。只要企业能够努力提升生产技术 ,不断提高组织管理的经验知识 ,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 ,就能够在进口竞争加剧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自然就不会降低劳动需求 ,不会减少

劳动就业。

其二 ,美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将有利于我国企业增加出口 ,增加劳动需求 ,促进就业。相反 ,美国

贸易保护程度加强 ,不利于我国企业出口 ,有可能引起我国失业增加。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我

国出口下降 ,就业面临外来压力。而近期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贸易保护程度有加大的趋势 ,对我国的

某些出口产品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 ,这无疑对我国出口和就业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因此 ,如何采取相应举

措 ,化解国外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 ,保持出口稳定 ,缓解就业压力 ,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三 ,从政府角度来说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引起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但是我国还应积极实施进口贸

易自由化政策 ,降低企业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原材料成本 ,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 ,从而促进就业。并且 ,我国进

口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 ,也有助于缓解国外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因为国外实施贸易保护 ,我们

也要针锋相对地采取进口贸易保护措施予以报复。因为这种恶性循环的贸易战对我国这样的出口大国并没

有好处 ,相反还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出口 ,减少国内就业。

此外 ,由于文中只是采用关税水平反映贸易保护程度 ,且数据仅涉及 1999 - 2004年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

能够充分反映当前其他贸易政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如果将来出现新的数据并采用更为合理的实证方法 ,

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克服文中的这些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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