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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进步是经济学上的重要话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保证经

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

论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发展加工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同

时，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为我国的加工贸易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本文就两者

的互动关系及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进行了分析与论证。 

本文综述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充分肯定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指出了当前我国加工贸易存在的弊端，比如：我国的加工

贸易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分享的只是

微薄的利润；地域分布不均；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等，认为我国加工贸易面临

着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然后本文介绍了我国技术进步的现状。本文也通过

DEA 方法计算 Malmquist 指数来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据此以判断我国技

术进步的现状及其水平。 

本文在论证加工贸易和技术进步之间相互促进关系的基础上，对相关变量

进行了协整检验和 Granger 因果检验，发现：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促进了中国

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促进了加工贸易进口，但加工贸易进口并不是我国技

术进步的原因。本文对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后，在充分论证和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

级和技术进步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加工贸易；技术进步；Granger 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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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suggest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ensuring economic growth. Comrade Deng Xiaoping proposed a famous thesis, that 

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ing trad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anwhile, with the enhanced technological level,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also faced with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d how to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processing trade exposed some drawbacks. Thus,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needs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Malmquist index to 

measur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  

Nex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processing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n through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author found that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export promoted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hin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facilitated the import of 

processing trade. However, processing trade imports are not the reasons for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explan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solutions of how to realiz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cessing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eywords: Processing trade; Technological advanc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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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科学技术是一国经济增

长的根本动力。而且，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

因素。近年来，技术全球化正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

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

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利用技术进步促进本

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利用加工

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同时利用技术进步促进

我国的产业升级。 

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历程，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贸易利

益分配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根据“双缺口”理论，加工贸易的发展能弥补发展

中国家资金和外汇的不足。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产业价值链已经形

成，而我国处于这一价值链的低端，分享的只是这一价值链中微薄的利益。要

改变这一格局，就必须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

我国的经济尤其是外向型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是我国政府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对策。经济发展规律也表明，经济下行

也为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如何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

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我

国对外贸易方式的优化升级，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外资进入门槛。长

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承接的是国外“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

的产业。随着国内资源的消耗，环境压力加大，经济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因

此，在以后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只有利用技术进步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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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减少“两高一资”型加工贸易的发展，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1.1.2 选题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工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在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

势、促进技术进步和本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全球化在

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比如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各

国生态和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期重视加工贸易和本国劳动力优势使其始终处于

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没有真正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实惠。 

因此，探讨我国加工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际贸

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

时，对于我国利用技术进步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利用加工贸易继续提升

我国的技术水平，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综述 

1.2.1.1 国外学者的研究 

Grossman 和 Helpman 在 1991 年合著的《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

中，详细分析了贸易、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作者认为，因为发展中国

家通过国际贸易利用了发达国家的知识存量，因此，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要高

于发达国家。他们将新增长理论融入到一般均衡模型中，运用 Lucas 的两部门

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和 终产品贸易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框架下，技术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产生传递和扩散。通过进口新的或更好

的中间产品，进口国的生产力就会通过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效应和技术传递效应

得到提高。这种传导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能够增

加 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其次，专业化生产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对

这些产品的学习和模仿，甚至开发出相似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而促进了技

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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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国外对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类

是宏观范围的研究，主要是以一国的截面数据，就对外开放和产出增长做实证

分析，而且大多数结论是肯定了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Sachs 和

Warner（1995）通过研究发现，开放度高的国家有着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

Coe & Helpman（1995）用永续盘存法加总得到的国内研发积累作为国内研发存

量的衡量指标，以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支出通过双边贸易份额的加权求和来表示

国外研发存量。然后以这两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

建立横截面模型，对 22 个 OECD 国家 1971-1990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

究发现，国外的研发存量对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在大国为 6%，在小国则

为 12%，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不仅国内研发支出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技

术水平，从研发水平高的国家进口，也有利于提高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之后一些学者沿用其研究方法，对不同的经济体做了类似的检验，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Hakura 等（1999）通过对 87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于发展

中国家，对外贸易确实是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且部门间贸易在技术转移

的过程中的作用要强于部门内贸易。Funk（2001）通过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TFP）与基于贸易伙伴国的以出口份额为权重的 R&D 支出有相关关系，

这一结论证明了在出口过程中存在“干中学”效应。之后，Wyn Morgan 和 Bruce 

Morley（2004）对法国和爱尔兰进行了相关研究，也得出这两国的出口促进了

其技术进步的结论。Awokuse（2007）以三个转型国家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出口和进口都促进了经济增长。Marin 和 Yamada 对美国、英国、日本和德

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促进了技术进步。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

一国对外贸易对本国的技术进步没有实际的影响。Arnade 和 Vasavada（1995）

对亚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生产率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

和出口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第二类是对行业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考虑贸易政策变量对一国某个

行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Harmse 和 Abuka（2005）对南非制造业的研究表明，

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竞争和学习效应，有利于南非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第三类是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以一国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对外贸

易对企业的产出或技术进步的影响。Keller 从微观厂商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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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并且中间产品间的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

作用更加明显。但有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企业的出口并不一定提升其

产出率水平。 

也有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是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进步做了一系列研究。Helpman 和 Hoffmaister（1997）利用 1971——1990

年间 22 个工业化国家和 77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

家的外溢效应。他们以 CH 模型为基础，建立了 CHH 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发

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国的 R&D 投入和来自这些国家

的机械设备的进口贸易显著正相关，即发达国家的 R&D 投入可以通过贸易途

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并且效果是明显的。Jaumotte（1998）的研究也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量越大，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越快。 

除此之外，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

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得出正面结论的有 Perkins（1997），他对我国

沿海省份的企业改革和出口绩效进行了分析，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

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之后，Wei 和 Liu（2006）对中国制造业样本的研究发现，

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存在显著的 R&D 技术溢出和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并且

来自欧美等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 Fu（2005）通过研究得出了不同的

结论。他就中国 26 个制造业行业 1990-1997 年的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发现出口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各行业生产率的增长。 

1.2.1.2 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 FDI 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而近几年来对国际贸

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在理论分析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海

闻（1995）和李平（2002）。他们对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和机理进行

了分析。之后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

向。第一个方向是单纯地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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