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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397983 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在过去的三十

多年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

易的贡献功不可没。如何通过计量建模，准确的研究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发

展的贡献，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论文首先较系统的介绍了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其

次，针对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基于全国

31 个省（市、区）1997-2010 年的面板数据，同时利用非参数面板模型和空间

自回归模型两种不同的模型，全面地分析了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比较分析。 后，对主要的结论进行

总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论文的主要结论有：（1）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产

出弹性均为正值，其中固定资本和出口贸易的产出弹性较大，显示出我国的经

济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本投入和出口贸易拉动的，与前些年国家采取的经济发

展战略相符合。（2）出口产出弹性关于出口、固定资本、人力资本、进口都具

有倒“U”型特征；进口产出弹性关于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出口都具有“U”

型特征。（3）相邻省域的 GDP 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出口

贸易和进口贸易对本地 GDP 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不同省份它们影响的力度

是不一样的，而且相邻省份的对外贸易对本地区的 GDP 具有削弱倾向。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1）采用非参数面板模型，克服了参数模型存

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和模型设定约束，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和分析结论的可

靠性；（2）不仅分析了多个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考察了这些因素之间的

相互影响作用；（3）采用时空数据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了变量

的空间特征，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使计量结果更可靠。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产出弹性；非参数面板模型；空间自回

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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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has been taken,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nomy. In 2010, China’s GDP reached 39.7983 trillion Yuan and 

is the second position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30 years, foreign trade, especially 

export trad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refore, how to build models by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ssue.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impacts 

of physical capital stock, labor capital, export trade and import trade to GDP are 

positive. The influence order from small to large is import trade, labor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stock and export trad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is we know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as mainly driven by physical capital stock and export 

trade. It is consist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a few years ago. (2) The trends 

of output elasticity of export trade with respect to physical capital stock, labor capital, 

export trade and import trade are inverted “U” types. The trends of output elasticity 

of import trade with respect to physical capital stock, labor capital, export trade and 

import trade are “U” type, “U” type, “U” type and inverted “U” type respectively. (3) 

GDPs of adjacent provinces promote each other. The impacts of physical capital 

stock, labor capital, export trade and import trade to local GDP are positive. The 

intensity of their affects vari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trade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has weakened tendency to the local GDP. 

The possible innovative points of this paper are: (1) By using non-parametric 

panel data model, we overcom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ulticollinearity and the 

model set constraints of the parametric model, and improve the goodness of fit of the 

model. (2) We not on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hysical capital stock, labor capital, export trade and import trade, but also 

investigat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influence factors. (3) By using spatial 

tempor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we overcom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data in 

time series analysis. 

Keywords: Import Trade and Export Trade; Economic Growth; Output 

Elasticity; Non-parametric Panel Data Model; Spatial Tempor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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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与宏观经济

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使得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外贸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论断得到

了较好的验证。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消费和投资。但是从长远角

度来看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不仅体现在量上，更体现在质上。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对外贸易在

引进新产品、新技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促

进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速我国制度的市场化转型和国际经济接

轨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出口导向型的战略政策，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出口创

汇为主要目标的对外贸易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尤其是成功加入 WTO 之后，我国的

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

现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随着近几年美国经济下滑，世界经济发展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许多

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和贸

易保护措施的 大受害国，出口贸易环境严重恶化。 

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的增大，使得外汇存款造成的货币增长大幅度提高，

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美国财长诺斯、鲍尔森，前联储主席

格林斯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人民币汇率偏低的问题，要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的增加提高人民币汇率。 

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加大。据统计，2005 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63.9%。在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下，增强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经济发展的必

要手段，而一味追求产品出口创汇则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过去，我国外

贸政策主要放在规模与速度的增长上，追求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使企业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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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多出口，多创汇，少进口，节约使用外汇，从而导致出口商品供给的急剧

增加，价格迅速下降，贸易条件恶化。 

进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当前出口导向的政策不仅对

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了很多问题，而且大量的出口导致我国资源外流，降低了社

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适当增加原产设备，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这

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技术水平

及资源使用率，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我国应该积

极发展增加进口的策略，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次序健

康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以往的出口策略将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破坏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以在

开放经济中，一国应该实行进口、出口并重的积极贸易政策。绝大多数的发展

中国家都认识到出口对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外汇储备的作用，所以各国都

实行了许多鼓励本国出口的措施，但是对进口却采取了种种限制政策，忽视了

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比较中性的贸易政策，在积

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出口的外汇来进口本国所需的各种紧缺资源和

技术，不应该拥有太高的外汇储备，以免延缓本国的经济发展。出口不仅是拉

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增加外汇储备的源泉，也应该是扩大进口的外汇基础，因

此我们应立足国情正确看待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因此，研究如何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及其之间的

相互关系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我们可以基于公开的数据，利用各种统

计方法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究其间的联系，以便于制定合理的发展政策。 

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是非常好的研究课题，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年以 9.4%的增长率令世

界震惊。同时，中国在贸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长。从 1980 年到 2010 年，

中国的贸易水平从 380 亿美元增长到 7460 亿，30 年间几乎增长了 20 倍，远高

于同期的世界增长水平。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更是飞

速发展。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 GDP 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次于美国，排名

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扩大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诸多益处，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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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速达到 31.4%。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往世界各地，提高了进口国居民

实际收入水平，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对于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经济理论界有较为一致的观点，

即经济开发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家中

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问题的。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

余产品出口”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包含

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 初思想。其“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

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

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

这样对外贸易为一国提供了利用过去未能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机会，为

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而且，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

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的

本国需要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他说：“我

们完全有把握相信，自由贸易无需政府的注意，也会给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葡

萄酒，我们也可以有把握的相信，自由贸易总会按照我们所能购买的或所能使

用的程度，给我们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于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银。” 

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他认为，

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并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

动力是资本积累。随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

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

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

转移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

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化倾向，促使经济增长。 

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交换

与生产的关系。从本质的意义上讲，生产决定交换，在一定条件下，交换也能

对生产发生反作用，有时会对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 

较为系统的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

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指出：国际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

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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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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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又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

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

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

易对经济的带动问题。其中较为著名的是 D.H.罗伯特逊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

提出来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20 世纪 50 年代，R.纳克斯

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 19 世纪国际贸易的性

质时指出，19 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的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 适当配置的手

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

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

口增长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思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理

论。其理论要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

调外贸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贸易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 

70 年代，克拉维斯提出了对外贸易不是增长的“发动机”，而只是增长的“侍

女”的著名见解。他明确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国内其他因素决定，

外部需求只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额外刺激，这种刺激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重要性；外贸既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还不一定必

然对经济增长有益。但自 70 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那些对外贸

易发展较快，实行外向型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倡导“出口导向”。而后，巴拉萨等人利用跨国家的横截面数

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许多回归分析，

并得出了“外贸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和斯文森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把技术变动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促进

关系将保证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新贸易理论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海尔波曼则认为，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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