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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变迁及协同均衡增长的长短期动态实证研究发

现 :各分类水平上的进出口结构数据生成过程都是非平稳性随机过程和随机季节过程的

叠加 ,各分类水平上的进出口结构 (除初级产品在零频率上 )之间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都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各分类水平上的进出口结构 (除初级产品 )之间

也存在短期双向因果关系。总体而言 ,各分类水平上的进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

态反馈机制 ,这是由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内在特征及其所处的特

定国际经济环境共同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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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对外贸易结构内在的异质性演化特征 ,导致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以及近年来贸易

顺差总量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但是在不同分类水平上各种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量和贸易余额发展态势却不

尽相同 ,各种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一方面 ,虽然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持续提高 ,

但是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却并不高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发展水平偏低。具体而

言 ,虽然经过 30年的发展 ,中国出口结构得到了持续优化 ,工业制品在全部产品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 ,目前

工业制品已经取代初级产品成为中国出口结构中的主打产品。但是从贸易方式来看 ,由于目前中国工业制

品的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 ,受要素禀赋特征和技术水平发展所限 ,国内企业出口的工业制品中以劳

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处于跨国企业在其全球产业链附加值创造能力最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 ,这种生产模

式既使得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 ( GDP)的贡献非常有限 ,也使得中国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低水平发展阶段难以

有效升级。另一方面 ,为满足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发展 ,中国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以能源和原料为

主 ,工业制品中以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为主。“奖出限入 ”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严格压缩消费品的进

口 ,导致消费品在进口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小 ,这与出口导向的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模式一起限制了国内需求的

增长。而内需不足导致主要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国内产业一旦遭遇外部需求的负向冲击或波动幅度加剧 (如

当前的全球经济萧条 ) ,就会通过进出口极大地影响其持续发展 ,从而将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引入国

内、破坏国内宏观经济的平稳均衡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进出口贸易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根源于国内产业生产结构和消费者需求结构之

间的非合理性发展。因此 ,进一步从贸易结构这一分量层面出发 ,现阶段中国外贸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是在考

虑产业生产结构和消费者需求结构协同发展前提下、以促进经济平稳高速增长和切实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为

目标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协同均衡演化模式。由此 ,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中国进出口结构变迁及其协同均衡

增长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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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在国际经济领域 ,最初对于一国进出口贸易之间潜在长短期关系的研究往往都是内嵌在对出口和 (或 )

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出口和 (或 )进口与其他经济变量 (典型的如本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 )之间潜在关系

的研究中 ,专门针对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直到最近才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兴趣。前期研究对象主要是
针对特定国家、尤其是较发达国家展开的 ,典型的包括 Husted (1992)、Gould和 Ruffin (1996)、Fountas和 W u

(1999)等对美国 , Bahmani - O skooee (1994)对澳大利亚 , Bahmani - O skooee和 Hyun - Jae (1997)对韩国的研
究。其中 , Husted (1992)利用 1967 - 1989年季度数据对美国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协整检验 ,结果表明美国进

出口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长期协整关系 ,这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是对进出口贸易长期均衡的短期偏离现象。
其后 , Gould和 Ruffin (1996)、Bahmani - O skooee (1994)、Bahmani - O skooee和 Hyun - Jae (1997)也得出了类

似的研究结论。但是也有例外 : Fountas和 W u (1999)进一步考虑了进出口贸易时序数据中可能存在的结构
突变点 ,利用 Zivot和 Andrews(1992)、Gregory和 Hansen (1996)提出的两种内生结构突变点检验方法对美国

1967 - 1994年贸易余额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单整检验 ,结论是美国进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其贸易
逆差是不可持续的。与上述针对特定国家的研究不同 , Augustine (2002)分别采用 Stock和 W atson ( 1988)、
Johansen (1995)提出的两种协整检验方法 ,利用 50个国家 1973 - 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对其进出口的长期

关系进行了大样本协整关系检验 ,检验结论表明 :首先 ,使用 Johansen方法 ,其中 35个国家的协整关系明显 ,

而使用 Stock - W atson方法 , 50个国家中除墨西哥外所有国家均存在协整关系 ;其二 ,大多数国家进出口之

间存在互相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其三 ,协整空间的稳定性具有区域性 ,中东、拉美和欧洲的协整关系更不稳
定。

与国外研究类似 ,国内相关研究最初也是包括在进出口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直到最近专
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开始兴起。典型的如任永菊 ( 2003)基于中国 1980 - 2001年年度数据 ,采用

Johansen协整检验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进出口关系的分析认为 :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协整关系 ,

而且在滞后期数为 1 - 2时进口是出口的 Granger原因 ,反之却不成立。刘富华和李国平 (2006)基于 1951 -

2003年年度数据 ,运用 E - G两步法的协整分析表明 :中国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 而且
Granger检验发现进出口之间还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最后 ,该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长短期

动态关系。王群勇 (2004)利用 1981 - 2003年间季度数据 (利用虚拟变量法消除时序数据的季节效应 ) ,基
于 Johansen协整检验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进出口长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 :中国进出

口虽然在短期出现过较大程度的偏离 ,但在长期内仍然维持着均衡关系 ,当进出口偏离二者的长期均衡关系
时 ,进出口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对这种偏离作出调整。陈柳钦和孙建平 (2004)进一步将贸易品分为初级产品
和工业制品两大类 ,利用 1983 - 2002年年度数据构建多元自回归模型简单分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间总量与

结构 (两分类水平 )关系 ,结果表明 :在总量水平上进出口之间正相关 ,而在结构水平上进出口结构之间也是
正相关。

综上所述 ,尽管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兴起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基于贸易总额的总量分析范式 ,个别
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分量研究也仅仅是基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两分类水平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传统时序分

析中的协整检验和 (向量 )误差修正模型。一方面 ,总量分析无法充分挖掘和利用高分类水平贸易数据中在
空间维上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从而忽略了高分类水平上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异质性 ;另一方面 ,传统时序分析

方法无法充分挖掘和利用高频贸易数据中在时间维上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从而忽略了在不同频率上进出口
贸易之间的多重协整关系。因此 ,采用新的计量方法从高异质性分类水平和多重时间频率上对中国进出口

贸易结构变迁及其协同均衡增长进行全面的动态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研究概述

与已有研究不同 ,本文利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SITC)二位数水平 (D igit - 2)下的中国进出口季度数据 ,

在对相关变量进行异质面板季节单整、协整检验基础上 ,构建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对不同分类水平上中国

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变迁及协同均衡增长的长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与上述研究相比 ,本文实证分
析特点如下 : (1)相关变量均使用季节未调整的实际数据 ,其原因在于 :一是大量研究 (Lee and Siklos, 1997;

Paulo and Rodrigues, 2002)证明季节调整方法造成了数据的信息损失、并扭曲了时间序列的动态性质 ,最终
导致对相关变量之间潜在关系的错误估计与推断 ;二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变量的季节性不再是确定性的 ,而呈

现出以含有季节单位根为特征的随机季节性 ,流行的季节调整方法 (如 X - 11及最新的 X - 12 ) 不足以消

71



除其季节性① (闫荣国和王文博 , 2006)。 ( 2)对于贸易结构 ,本文使用了 1997第 1季度至 2008第 1季度
SITC D igit - 2下 64种贸易品的季节面板数据 ,力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扩展现有研究 :一方面 ,从空间维

而言 ,由多个截面个体构成的面板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单位根检验的功效 ;另一方面 ,从时间维而言 ,

使用具有较长年度跨度的季度数据可以发现相关变量在年度和季度两个频率上的波动特征 ,而准确地刻画

进出口结构数据在不同频率上的长记忆性特征对于当前根据进出口结构各自数据生成特点制定相应对外经

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基于异质面板季节单整和协整检验 ,本文构建了异质面板季节误差

修正模型分析中国进出口结构变迁之间潜在的长短期动态关系。与单纯的时序误差修正模型相比 ,本文模
型可以在考虑各种产品进出口贸易异质性、进出口结构之间在年度和季度两个频率上可能存在多重长期协

整关系的前提下更加全面地分析中国进出口结构协同变迁的动态演化机理。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 :第四部分基于对进出口变量进行异质面板季节单整和协整检验结果构建面板

季节误差修正模型对不同分类水平上中国进出口结构变迁及其协同均衡增长的长短期动态演化效应进行实

证分析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四、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及其协同均衡增长的经验研究

(一 )变量选择与数据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 1997年第 1季度到 2008年第 1季度 SITC D igit - 2下中国 64类产品进出口贸易的

季度数据。对各变量时序数据预处理过程包括 :中国进出口分类产品贸易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 》,原始数
据为月度名义数据 ,计价单位是美元 ,本文首先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月度汇率将其转换为相应的本币值 ,

然后再用中国月度 CP I对本币名义值进行平减得到以 1997年 1月为基期的实际值 ,最后将本币月度实际值

转变为相应的季度值 ,并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消除数据中异方差的影响。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月

度汇率和月度 CP I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经过上述预处理的中国出口和进口变量分别

用 EX和 IM 表示。
(二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

本文选择 Husted (1992)和 Augustine (2002)基于开放宏观经济体系中代表性消费者的动态跨期效用最

优化模型提出的检验一国进出口贸易之间长期潜在关系的计量模型 :

EX t =α +βIM t +εt (1)

　　其中 , EX t 和 IM t 分别是一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根据时序计量经济理论 ,进出口贸易一般服从一次差

分平稳的单位根过程 I(1) ,如果一国进出口在长期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 (即一国外贸发展战略遵循进出口

均衡增长模式 ) ,则 (1)式中的残差项εt 应该是平稳的。同时为满足本文实证分析的需要 ,将 ( 1 )式进一步

细分为分类产品进出口额 ,则 (1)式变形为如下的异质面板数据模型 :

EX it =αi +βIM it +εit (2)

　　其中 , EX it和 IM it分别是一国第 i种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αi 是考虑到面板截面个体异质性的变截距

项。
(三 )异质面板季节单整检验

1. 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异质面板季节单整检验
O tero等 (2005, 2007)将针对单个季节时序的 HEGY检验②扩展到针对面板季节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提

出了 CHEGY - IPS方法③,该方法将 HEGY和 IPS④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 ,既克服了单个时序单位根检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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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具体内容见 W allis (1974)、Ghysels等 (1993)、Ericsson等 (1994) ,这些研究建议针对高频季节数据应该采用季节协整与

季节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

Hylleberg等 (1990)从时间维度 (即从低频年度数据扩展到高频季度数据 )将传统主要针对年度单时序数据的 ADF检

验方法推广到单时序季度时间序列 ,提出了检验时序数据中存在非季节性和季节性单位根的 HEGY方法。

基于面板单位根 IPS检验方法 , O tero等 (2005)将针对单个季节时间序列的 HEGY检验扩展到针对面板季节数据的平

稳性检验 ,提出了 HEGY - IPS方法 ;其后 , O tero等 (2007)利用 Monte Carlo模拟发现在异质面板数据存在截面相依性 (Cross

Section Dependence)这种更一般的情况下 , HEGY - IPS检验的实际显著性水平扭曲 ( Size D istortion)非常严重。为了克服这一

缺陷 , O tero等 (2007)提出了 CHEGY - IPS检验方法。

IPS方法是 Im等 (2003)提出的不同根 ( 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 Panel Unit Root Test)。从实

证研究实践来看 ,该方法要明显优于相同根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而且尤其适合动态异质面板数据 (Dynam ic Heterogenous

Panel Data)的检验 ,因此更为目前经验研究所倚重。



效偏小的缺陷 ,又能够进一步发现高频季度数据可能存在的季节非平稳性。首先对 SITC D igit - 2水平下中

国全部 64种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面板季度数据进行 CHEGY - IPS检验 ,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 : (1)中国全

部产品出口、进口结构均含有 (零频率 )非季节性面板单位根和 (π频率 )季节性面板单位根 ; (2)二者显然都

不含有π /2频率上的共轭季节面板单位根。根据 Hylleberg等 (1990)的季节单位根定义 ,并综合上述面板

单整检验结果可知 ,在充分考虑细分产品进出口贸易异质性的前提下 ,中国全部产品的出口、进口结构在零

频率和π频率上都具有长记忆性 ,即针对全部产品出口结构 (进口结构 )的随机冲击 ,不仅具有永久的持续

效应 (零频率上的长记忆性 ) ,而且会改变其季节波动模式 (π频率上的长记忆性 )。其季节波动模式都是随

时间推移而变动 (即时变 )的非平稳随机模式 ,二者潜在数据生成过程 (DGP)都是非平稳性随机过程和非平

稳性随机季节过程的叠加。

表 1 　　全部产品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 CHEGY - IPS检验
统计量 EX IM 临界值

CHEGY - IPS t1 - 1. 8554 接受 - 1. 5062 接受 - 2. 29 (10% ) - 2. 35 (5% )
CHEGY - IPS t2 - 1. 3404 接受 - 1. 4819 接受 - 1. 84 (10% ) - 1. 91 (5% )
CHEGY - IPSF2 5. 3845 拒绝 9. 7603 拒绝 4. 13 (90% ) 4. 35 (95% )
CHEGY - IPSF3 6. 3111 拒绝 11. 4800 拒绝 4. 12 (90% ) 4. 32 (95% )

　　注 : (1)为充分刻画 CHEGY - IPS模型的动态结构特征 ,本文将对面板数据中每一截面个体进行季节单整检验的最大滞
后期设为 7,并根据 A IC准则选择最佳滞后期 ; (2)确定项包括截据项、趋势项和季节虚拟变量 ; (3)本文面板季节单整检验的
临界值根据截面个数 (N )和样本容量 ( T)确定 (O tero等 , 2007) ; (4)文中所有 CHEGY - IPS检验均由作者使用 Eviews 5. 1软
件编程完成。

进一步 ,本文根据 SITC标准的两分类方法 ,将 64种产品根据加工程度的不同分为两大类 :初级产品 (包

括 5类 28种产品 )和工业制品 (包括 5类 36种产品 ) ,然后分别对两大类产品的进口、出口进行 CHEGY -

IPS面板季节单整检验 ,结果见表 2、表 3。由表可知 : (1)两类产品的出口、进口结构均含有零频率非季节性

面板单位根和π频率季节性面板单位根 ; (2)两类产品的出口、进口结构显然都不含有π /2频率上的共轭季

节面板单位根。由此可知 ,两类产品的出口、进口结构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都具有长记忆性 ,即针对这两类

产品各自出口结构 (进口结构 )的随机冲击 ,不仅具有永久的持续效应 (零频率上的长记忆性 ) ,而且会改变

其季节波动模式 (π频率上的长记忆性 )。其季节波动模式都是随时间推移而变动 (即时变 )的非平稳随机

模式 ,二者潜在数据生成过程 (DGP)都是非平稳性随机过程和非平稳性随机季节过程的叠加。

　　表 2 　　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 CHEGY - IPS检验
初级产品 (共 5类 28种产品 ,从 0类 - 4类 )

统计量 EX IM 临界值
CHEGY - IPS t1 - 1. 6732 接受 - 1. 9601 接受 - 2. 33 (10% ) - 2. 41 (5% )
CHEGY - IPS t2 - 1. 3807 接受 - 1. 2167 接受 - 1. 87 (10% ) - 1. 96 (5% )
CHEGY - IPSF2 5. 7657 拒绝 8. 9677 拒绝 4. 23 (90% ) 4. 51 (95% )
CHEGY - IPSF3 6. 3030 拒绝 10. 1030 拒绝 4. 22 (90% ) 4. 44 (95% )

　　注 :同表 1。

表 3 　　工业制品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 CHEGY - IPS检验
工业制品 (共 5类 36种产品 ,从 5类 - 9类 )

统计量 EX IM 临界值
CHEGY - IPS t1 - 1. 1634 接受 - 1. 4109 接受 - 2. 29 (10% ) - 2. 35 (5% )
CHEGY - IPS t2 - 1. 3304 接受 - 1. 4412 接受 - 1. 84 (10% ) - 1. 91 (5% )
CHEGY - IPSF2 5. 5966 拒绝 6. 7794 拒绝 4. 13 (90% ) 4. 35 (95% )
CHEGY - IPSF3 6. 2624 拒绝 8. 4790 拒绝 4. 12 (90% ) 4. 32 (95% )

　　注 :同表 1。

2. 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数据生成过程的经济含义解释

进一步 ,根据目前对面板单位根 (非季节性单位根和季节性单位根 )的前沿研究①和中国近年来经济实

际发展历程来看 ,本文认为中国进出口结构中存在面板单位根 (非季节性和季节性 )的原因在于 : (1)国内企

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协同进步。具体而言 ,在生产技术方面新的生产制造系统的采用 ,典型的如计算机

集成制造系统 (C IMS)和柔性制造系统 ( FMS)等 ;在管理技术方面新的生产管理方式的采用 ,典型的如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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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 (J IT)、敏捷制造 (AM )和精益生产 (LP)等。这些技术的采用都会不断改变企业的设计、生产和营

销方式 ,从而对企业原材料进口和产成品出口产生持续性的技术冲击。 ( 2 )中国外贸政策的持续性变迁。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深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

员之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政府必须根据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阶段、本国

宏观经济反周期管理的需要以及本国宏观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对进出口贸易管理政策 (典型的如出口退税

政策 )进行频繁的主动相机调整 ,这种调整必然会对外贸产生显著的持续性政策冲击。 (3)人民币实际汇率

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非平稳性随机波动。根据国际金融理论可知 ,影响一国进口需求的主要因素是 :本国国

民收入水平和本币实际汇率 ;而影响出口需求的主要因素是 :贸易伙伴国国民收入水平和本币实际汇率。一

方面 ,就人民币汇率而言 ,由于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动态变化 ,因此 ,尽管人民币名

义汇率在 2005年 7月汇改之前基本保持不变 ,但是其实际汇率水平却一直处于不断波动过程中 ,而且汇改

以后本币名义汇率快速升值进一步加剧了其实际汇率的波动幅度 ,而根据国际金融理论 ,本币实际汇率水平

和波动幅度会对中国各种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持续性货币冲击 ;另一方面 ,就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

国民收入水平而言 ,二者的数据生成过程会对中国进出口结构变迁产生持续性的需求冲击 ,苏振东等
(2008)的分析表明二者都含有零频率非季节性单位根和π频率季节性单位根 ,而且人民币实际汇率 DGP

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国内外市场需求这些外部冲击组合才使得中国进出口结构的季节和

非季节变化模式呈现出时变非平稳随机模式。综上所述 ,由于外部随机冲击 (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

民币实际汇率和国内外市场需求 )对中国外贸结构 (不论是全部产品的总量结构水平、还是初级产品和工业

制品的两分类结构水平 )变迁具有持久性长期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长期趋势水平 (零频率 )上、而

且体现在短期周期水平 (π频率 )上 ,这才导致中国进出口结构的非季节和季节波动模式都是时变非平稳随

机模式 ,二者潜在 DGP都是非平稳性随机过程和随机季节过程的叠加。
(四 )异质面板季节协整分析与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上述检验表明不同分类水平上进出口结构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都含有面板单位根 ,因此全部产品
(初级产品、工业制品 )的进出口结构之间可能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异质面板

季节协整检验方法对此进行检验。本文将 Hylleberg等 (1990)提出的针对单时序变量之间的标准季节协整

关系检验方法扩展到面板数据。具体而言 ,在上述面板季节单整 CHEGY - IPS检验方法的基础上 ,分别在

零频率和π频率上按照 EG两步法进行如下回归 :

1. 在零频率上 ,由 (2)式 ,全部产品 (初级产品、工业制品 )进出口结构之间的协整检验回归式为 :

EX1 it =α1 i IM 1 it +εit (3)

　　其中 , Y1 it = (1 +L ) (1 +L
2 ) Yit , L为滞后算子 ,且 Y = EX, IM。如果 (3)式的残差εit是平稳的 ,则 (3)式就

是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零频率上的面板协整关系式 ,εit平稳性的检验通过以下辅助回归式来完成 :

Δεit =λ1εi ( t- 1) + ∑
k

j =1

φijΔεi ( t- j) +θit (4)

　　其中 ,检验原假设λ1 = 0 (εit非平稳 )的 t统计量分布服从 AEG分布。对全部产品、初级产品、工业制品、

进出口结构之间的零频率面板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进出口结构之间的零频率面板协整关系检验
全部产品εit 初级产品εit 工业制品εit

t统计量 检验结论 t统计量 检验结论 t统计量 检验结论

- 8. 1662
333 平稳 - 2. 7893 非平稳 - 4. 7698

333 平稳

　　注 : (1)根据 Engle和 Granger(1987)、Engle和 Yoo ( 1987)的研究结论 ,本文确定进出口零频率季节协整检验临界值为 :

- 4. 12 (1% )、- 3. 29 (5% )、- 2. 90 (10% ) ; (2) 3 、33 、333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非平稳假设。

由表 4可知 ,在零频率上 ,全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的面板协整回归式的残差是平稳的 , ( 3)式就是全

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零频率上的面板协整关系式 ,这表明全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零频率上存在长

期面板协整关系 ,即在非季节频率 (零频率 )上二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且在零频率上全部产品的进出

口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类似由表 4也可知 ,工业制品的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零频率上存在长期

面板协整关系 ,即在非季节频率上二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而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

构之间在零频率上不存在长期面板协整关系 ,即在非季节频率上二者之间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长期双向

因果关系。

2. 在π频率上 ,由 (2)式 ,全部产品 (初级产品、工业制品 )进出口结构之间的面板协整回归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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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2 it =χ1 t IM 2 it +ωit (5)

　　其中 , Y2 it = - (1 - L ) (1 +L
2 ) Yit ,且 Y = EX, IM。如果 (5)式的残差ωit是平稳的 ,则 (5)式就是进出口结

构之间在π频率上的面板协整关系式 ,ωit平稳性的检验通过以下辅助回归式来完成 :

ωit +ωi ( t- 1) =λ2 ( - ωi ( t- 1) ) + ∑
k

j =1

ηij (ωi ( t - j) +ωi ( t- 1 - j) ) + ; it (6)

　　其中 ,检验原假设λ2 = 0 (ωit非平稳 )的 t统计量分布也服从 AEG分布。对不同分类水平产品进出口结

构之间的π频率面板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5 　　进出口结构之间的π频率面板协整关系检验
全部产品ωit 初级产品ωit 工业制品ωit

t统计量 检验结论 t统计量 检验结论 t统计量 检验结论

- 16. 8757
333 平稳 - 10. 5676

333 平稳 - 10. 7034
333 平稳

　　注 :根据 Engle和 Granger(1987)、Engle和 Yoo (1987) ,本文确定π频率季节协整检验临界值。

由表 5可知 ,在π频率上 ,全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的面板协整回归式的残差是平稳的 ,式 (5)就是全

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π频率上的面板协整关系式 ,这表明全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π频率上存在面
板季节协整关系 ,即在季节频率 (π频率 )上全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且二者之间存在

长期双向因果关系。进一步联系零频率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可知 ,全部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长期非季节频

率和短期季节频率上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由表 5也可知 ,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各自的进出口结构之间在π频率上存在面板季节协整关系 ,即在

季节频率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各自的进出口结构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且各自进出口结构之间存在长

期双向因果关系。同样 ,联系前述检验结果可知 ,工业制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长期非季节频率和短期季节频

率上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且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五 )异质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构建与短期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前述面板季节协整检验结果 ,本文可以进一步构建异质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不同分类水
平上进出口结构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以及两种结构之间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修正机制。同时 ,通过

对误差修正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前述面板季节协整检验的稳健性 ( Christopoulos and

Tsiona, 2004)。具体而言 ,将 Hylleberg等 (1990)提出的针对单时序变量之间的标准季节误差修正模型扩展

到面板数据 ,构建如下异质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 :

Δ4 EX it = ci + ∑
m

j =1

θjΔ4 EX it - j + ∑
m

j =0

ηjΔ4 IM it - j +λ1 ECM 1 it - 1 +λ2 ECM 2 it - 1 +ζit (7)

Δ4 IM it = c
～

i + ∑
m

j =1

θ
～

jΔ4 IM it - j + ∑
m

j =0

η
～

jΔ4 EX it - j +λ
～

1 ECM 1 it - 1 +λ2 ECM 2 it - 1 +ζ
～

it (8)

　　其中 EX it和 IM it分别表示全部产品 (初级产品、工业制品 )的出口结构贸易额和进口结构贸易额 ;且

ECM 1 it =εit = EX1 it -α1 i IM 1 it , ECM 2 it =ωit = EX2 it -χ1 i IM 2 it ,即模型中两个误差修正项分别是不同分类水平上

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长期关系式的残差。同时 ,如果λ1 = 0 ( i = 1, 2或 �λi = 0)的原假设被

拒绝 ,则说明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前述面板季节协整检验得到的长期因果关系是稳健

可靠的 ;反之则相反。如果ηj = 0 ( j = 0, ⋯, m 或 �ηj = 0)的原假设被拒绝 ,则说明进口结构变迁是出口结构变

迁的短期 Granger原因 (或者出口结构变迁是进口结构变迁的短期 Granger原因 ) ;反之则相反。为满足误差
项经典假设的要求 ,本文选择滞后期 m = 1,同时使用 GMM方法估计模型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结果见表 6。

表 6 　　不同分类水平下进出口结构之间的异质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
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 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

全部产品 初级产品 工业制品 全部产品 初级产品 工业制品
变量 Δ4 EX it Δ4 EX it Δ4 EX it Δ4 IM it Δ4 IM it Δ4 IM it

Δ4 EX it - 1 0. 3558333 0. 3318333 0. 3739333 0. 4900333 0. 4805333 0. 4399333

Δ4 IM it 0. 043833 - 0. 0006 0. 2118333 0. 059533 0. 0737 0. 0694333

Δ4 IM it - 1 - 0. 0142 - 0. 0116 - 0. 2022333 0. 0802333 0. 1502 0. 0538333

ECM 1 it - 1 - 0. 0324333 - 0. 0585333 - 0. 0801333 - 0. 0104333

ECM 2 it - 1 - 0. 2177333 - 0. 2521333 - 0. 2068333 - 0. 2781333 - 0. 3316333 - 0. 2056333

　　注 : (1)由于回归式 (7)和 (8)都是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因此面板截面中每一个体的截距都是不同的 ,为节省版面未列
出这些变截据结果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 (2) 3 、33 、333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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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在长期水平上 ,由表 6,首先 ,对于全部产品 (工业制品 )的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进口结构和出
口结构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 ( PSECM )而言 ,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的两个误差修正项 ( ECM 1 it - 1、ECM 2 it - 1 )

前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前述面板季节协整检验得到的全部产品 (工业制
品 )进出口结构之间在长期非季节频率和短期季节频率上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结论被进一步证实 ,即
其检验结论是稳健的 ,在零频率和π频率上全部产品 (工业制品 )的进出口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
系。

对于初级产品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两个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而言 ,在π频
率上的误差修正项 ( ECM 2 it - 1 )前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前述面板季节协整
检验得到的初级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在短期季节频率上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结论被进一步证实 ,即其
检验结论是稳健的 ,在π频率上初级产品进出口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 ,在短期水平上 ,就进口结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而言 ,全部产品的进口结构是其出口结构的短
期 Granger原因 ,即在短期内全部产品进口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其出口结构 ;进一步 ,在两分类水平上 ,初
级产品的进口结构并不是其出口结构的短期 Granger原因 ,而工业制品的进口结构却是其出口结构的短期
Granger原因 ,即在短期内初级产品进口结构的变化不会影响其出口结构 ,而工业制品进口结构的变化却会
直接影响其出口结构。结合近年来中国进出口结构变迁趋势 ,深入探究 ,本文认为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 :

(1)初级产品的进口并不是其出口的短期 Granger原因 ,但是工业制品的进口是其出口的短期 Granger

原因 ,结合全部产品分析结论 (全部产品进口是其出口的短期 Granger原因 ) ,我们发现 ,初级产品的进口在
短期内并没有促进其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 :初级产品从使用功能上来看主要包括两大类 ,作为满足国内需求
的日常消费品和作为工业生产投入的生产要素。对于消费者而言 ,中国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 ,虽然中国
目前食品类和非食品类日常消费品 (这些都是初级产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即初级产品中的第 0类“食品及
活动物 ”、第 1类“饮料及烟类 ”和第 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 ”)的自给自足能力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国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消费者偏好的多样
性和多变性都使得中国对此类产品的进口量和进口额水涨船高 ,但是此部分的进口都是为了本国国民的自
给消费 ,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非常微弱。而对于生产者而言 ,尽管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但是由于
中国经济 (特别是其外向型经济特征 )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和国内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 ,其对工业投入要素
(主要是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能源产品 )的需求与日俱增 ,仅仅靠国内自有的要素禀赋已经无法满足其作为

“世界加工制造中心 ”的庞大需求规模。因此 ,中国每年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用途
的初级产品 (主要是初级产品中的第 2类“非食用原料 ”、第 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这些是初
级产品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企业进口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初级产品 ,通过加工制造生产出工业制
成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 ,因此初级产品的进口会对工业制品的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综合上述两方面
因素可知 ,初级产品的进口不会对其出口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其显著促进了工业制品的出口 ,因
此这是全部产品的进口在短期内直接促进其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制品的进口在短期内促进其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 :其一 ,相当一部分工业制品是作为中间产品
进口到国内 ,这部分中间产品属于外资企业基于其全球生产价值链网络、以充分利用全球各国要素禀赋资源
为目的而从其位于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进口到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的资金技术密集型零部件和中间产品 ;

其二 ,还有部分以最终产品形态进口的工业制品是作为中国本土企业囿于自身的技术水平还不能生产的关
键性技术密集型生产设备。这两类工业制品的进口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能够生产出满足国际市场高端层次消
费需求、或者外资企业实现其全球生产、全球营销的国际化战略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由此工业制品的进口
在短期内也将促进其出口的快速增长。

(3)综合上述两方面分析结论可得 ,一方面 ,作为工业制成品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的初级产品和作
为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或者关键性生产技术设备的工业制品的进口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业最终制成品的产
出 ,进而直接促进了此类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 ,鉴于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会大幅提高此类产品
的附加值 ,相关加工机器设备的进口 (属于工业制品进口 )也将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产生直接促进作用。因此
总体上 ,中国全部产品的进口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其出口的增长。

在短期水平上 ,就出口结构对进口结构的影响而言 ,全部产品出口结构是其进口结构的短期 Granger原
因 ,即在短期内全部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其进口结构。进一步 ,在两分类水平上 ,初级产品的出
口结构并不是其进口结构的短期 Granger原因 ,而工业制品的出口结构却是其进口结构的短期 Granger原
因 ,即在短期内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不会影响其进口结构 ,而工业制品出口结构的变化却会直接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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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结构。结合近年来中国进出口结构变迁趋势 ,深入探究 ,本文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

(1)初级产品的出口并不是其进口的短期 Granger原因 ,其原因在于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主要是本国生
产的产品。而如前所述 ,其进口的初级产品一部分用于满足本国国民的消费需求 ,另一部分作为生产投入要
素用于工业制品生产 ,因此不同于工业制品 ,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会直接带动其进口的增长。同时 ,近年来 ,为
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中国的外贸政策不再鼓励初级产品出口 ,而且对于某些国内市场紧缺的原材料出口甚至
采取加征出口关税的措施加以限制 ;另一方面 ,考虑到工业制品出口快速增长的需要 ,中国对于国内短缺的
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则采取了鼓励政策 ,这种“限制出口 ”和“鼓励进口 ”相结合的政策组合也是初级产
品的出口在短期没有直接促进其进口迅速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2)工业制品的出口在短期内促进其进口增长的原因在于 :如前所述 ,工业制品出口越多 ,意味着中国
境内企业 (包括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 )为出口外销的生产量越大 ,相应地 ,作为其中生产投入的中间制成品、
零部件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设备的进口也将越多 ,由此导致工业制品的出口在短期内会促进其进口迅速增长。

(3)从总量水平上来看 ,全部产品的出口是其进口的短期 Granger原因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 ,工业制品
出口可以直接带动工业制品和部分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初级产品的进口 ;另一方面 ,尽管占比较小 ,但是初
级产品仍然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近年来与初级产品相关的产业持续性的技术升
级改造 ,其对国外技术密集型机器设备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 ,虽然初级产品出口不能
直接带动其进口 ,但是其出口的增加却会部分引致工业制品进口的增加。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 ,全部产品出
口增加也会带动其进口增加。

综上所述 ,在短期水平上 ,全部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变迁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进一步 ,在两分类水平
上 ,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变迁之间没有短期因果关系 ,而工业制品的进出口结构变迁之间则存在双向短期
因果关系。同时此处对于不同分类水平上进出口结构变迁之间短期因果关系产生原因的分析也同时适用于
上一部分的长期协整关系。

五、政策含义

针对当前中国的对外经贸和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本文实证分析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
(1)促进初级产品贸易结构和工业制品贸易结构之间的协同发展 ,构建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演化协同

机制。基于本文分析结论 ,一方面 ,尽管初级产品进出口结构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较弱 (仅在频率上存在长
期因果关系 ) ,但是作为工业投入要素 (能源与原料 )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对工业制品的出口在长短期都存在
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作为生产投入的中间制成品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设备的工业制品的进口也对工业
制品的出口在长短期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目前进口贸易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是持续加大中国经济
发展急需的此三类产品的进口量 ,进一步提升其在中国进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 ,以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持续
优化升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战略能源和基础资源的进口必须考虑中国进口的“大国效应 ”。经验表明 :

作为大国 ,中国加大此类产品的进口会直接引致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攀升 ,因此中国应该建立战略物资储
备基地制度 ,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长期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而对于中间制成
品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设备的进口 ,虽然与生产设备相比 ,资金技术密集型中间制成品的进口在短期对中国出
口贸易结构升级的效果非常显著 ,但是从长期来看 ,考虑到未来中国贸易方式转型的需要 ,切实加大技术密
集型生产设备的进口才是促进中国出口贸易从仅仅获得较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方式向获取较高附加值的一
般贸易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 ,因此相关部门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切实加大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引进力
度。

(2)考虑到中国全部产品、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链 ,未来一旦国
际市场中的外部需求萎缩 ,使得中国工业制品出口减少 ,则作为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工业制品以及作为基
础资源和能源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必然减少 ,而二者进口的减少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减少工业制品的出口 ,如此
则中国总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会形成相互影响的负反馈机制。同时不同分类水平上进出口贸易结构
数据生成过程在零和π两个频率上的长记忆性特征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负反馈过程 ,因此针对由美国次贷
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萧条很可能会使中国 2009年的进出口贸易 (尤其是出口贸易 )萎缩逐期传递 ,形成恶
性循环 ,最终使得净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从这一角度而言 ,中国必须实施包括适当提高相关产
品出口退税、降低相关产品进出口关税、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以及加强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等措施
在内的政策组合 ,切实保持 2009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力度 ,全力应对外部需求萎缩。

(3)大力推进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异质性升级战略。改革开放以后 ,通过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产
品的进出口实行差别性管理措施 ,中国实现了在外贸结构中具有核心国际市场贸易竞争力产品技术含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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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的动态渐进提升 ,外贸结构得到了持续性优化升级。当前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外贸结构升级进程 ,就必
须立足进出口结构现实情况 ,以贸易结构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有序均衡增长为根本目标 ,并综合考虑国

内外经济周期发展现状 ,综合运用各种外贸管理措施持续提升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国际竞争力水
平 ,加速此类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动态演化进程。与此同时 ,考虑到中国劳动力丰裕 (尤其是相比于其他发展

中国家熟练劳动丰裕 )这一要素禀赋特点 ,适当促进具有劳动技术密集型特征产品的国际市场贸易竞争力 ,

一方面可以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本国要素禀赋优势。通过上述措施最终实现中

国进出口结构的异质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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