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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文化贸易成为社会各界探讨的热点。2011
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建设成支柱型

产业，即文化产业的产值要占到 GDP 总产值的 5% 以

上，这充分表明了文化产业由新兴产业向主导产业的转

型，也预示着文化贸易竞争力即将在国家竞争力中占有

重要的份额。由于文化这一生产要素的特殊性，文化贸

易竞争力提升，不仅仅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推动力，更

重要的是国家竞争力结构升级的催化剂和长期动力。
因此，如何提高文化贸易竞争力成为政府界、理论界、企
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下文中将创造性的运用在竞争力

分析领域具有权威性的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对提升文

化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探讨。

二、文献综述

1． 文化贸易文献综述

与文化贸易的蓬勃发展和潜在的重大影响相比，对

于文化贸易的学术研究显得十分贫乏和不足。对于这

方面的学术研究，西方国家也是刚刚起步。最早的是

Frey 和 Polnmerehne( 1987) 从心理学和公众选择的视角

探讨了文化贸易［1］，但并没有涉及贸易本身; 到 2005 年

Marvasti 等人更多地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讨论文化贸

易的效应和文化贸易竞争力［2］。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

文化贸易的研究刚刚起步，并且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
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由于文化贸易这一研究对象属

于交叉学科，很多变量难以衡量，给研究带来了诸多困

难。学术界最初关注这一领域的有李怀亮( 2005 ) ［3］、
阎玉刚( 2007) ［4］等学者，他们对文化贸易概念的基本

界定及分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对我国文化贸易的现

状进行了描述性的解析。在概念分类逐渐明晰之后，梁

昭( 2010) 的研究为文化贸易统计体系的建立开辟了道

路［5］，为文化贸易的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某些

学者仍然致力于对文化贸易的定性研究，如对经济危机

形势下的文化贸易发展的新判断 ( 阎玉刚，2010 ) ［6］。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去解释文化

贸易的相关问题，如研究核心文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 李薇、靳静，2010) ［7］。创意产品贸易决定因素及对

双边总贸易的影响的研究( 戴翔，2010 ) ［8］ 等。而对文

化贸易竞争力这一特定领域的研究最早始于 2005 年康

小明、向勇的《产业集群与文化产业竞争力》一文［9］，之

后高丽峰、田佳卉( 2010) 等学者对中美文化贸易竞争

力进行了对比［10］。
2． 竞争力理论文献综述

在讨论某种产业的竞争力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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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Michael Porter) 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钻石模型”
是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波特指出对某一产业影响最

大、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生产要素、需求因素、相关与支持

产业以及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四种基本要素［11］。波特

之后，有不少学者对钻石模型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意见。
例如，邓宁认为需要将“跨国商务活动”作为与机遇和

政府并列的第三个外生变量［12］。有韩国学者提出了国

际竞争力的九因素模型等［13］。
综合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到: 第一，对文化贸易的

研究应该建立在明晰的概念界定和可靠的统计数据之

上，但是前人的研究方法单一、统计量标准不统一，甚至

没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第二，对文化贸易竞争力的研究

稍嫌表面化，停留在对竞争力强弱的一般定性判断与初

步统计比较上。对影响一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深层原

因的分析却较少，而且现有的文献大多基于统计分析指

标进行测算，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竞争力因

素的研究并不多。第三，波特钻石模型的演进关注点集

中于产业的影响要素，而鲜有将影响要素与产业发展阶

段相结合的讨论。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更加科学地选取文化贸易的统计性指标，结合我国文化

贸易发展现状，运用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对文化贸

易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 另一方面，认识到我国文化贸

易发展的阶段性和动态性，对经典钻石模型进行改进，

将改进后的动态钻石模型运用到文化贸易竞争力的研

究中。

三、动态钻石模型及文化贸易

竞争力理论分析

1． 钻石模型理论的创新和演进

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的提出，对分析一国某

种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和保持有很强的说服力:“一个国

家为什么能在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答案

必须从每个国家都有的四项环境因素来讨论。这些因

素可能会加强本国企业创造国内竞争优势的速度，也可

能造成企业发展停滞不前。”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

支柱型产业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即四个环

境因素［14］。此外，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因素也在提升

产业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在分析中国文化贸易竞争优势时，发现经典钻

石模型不能适用于现实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钻石理论中的生产要素按专业程度可以分为

一般性生产要素( 公路系统、融资、受过大学教育而上

进心强的员工) 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技术型人力、先进

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领域) ，研究中发现，这两种要素

与文化贸易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就目前我国文化贸易

的发展阶段来看，主要受到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推动。
第二，模型中的需求条件除了谈到国内需求也谈到

了开拓海外市场，但也提到外需对内需的“示范效果”
是有前提的，即本国需求必须更先进、更精致，否则不会

形成预期中的竞争优势，这说明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两

种需求市场的侧重应该是不同的。
第三，相关支柱型产业的发展对新产业有“提升效

应”，但近几年通信产业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并没

有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反而由于版权等问题抑制了

电影、电视等产业的发展。这说明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初

期，相关支柱产业并非对新兴产业具有正效应，这种正

效应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通畅的产业传导机制

上的。
第四，我国文化产业的微观主体除了私营文化企业

之外，还有大批的文化事业单位及具有国家性质的大型

文化企业，如中影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等，这些企业

是现阶段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支柱，但从长期来看，

这不利于形成良性的业内竞争。
根据以上四点可以看到，钻石模型的应用，不但要

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有所改动，还要根据产业的发

展阶段进行相适应的演进，因此，在下文中将提出与我

国文化贸易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动态钻石模型。
2． 动态钻石模型理论的提出和应用

上文中提到的钻石模型不能适应文化贸易竞争力

的分析，主要是因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

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弱导致的。在运用模型之前，应该

看到研究对象发展的阶段性，使模型能够动态适应这种

发展阶段。为了使钻石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我国文化

贸易竞争力，提出动态钻石模型( 见图 1) 。

图 1 动态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如图中所示，动态钻石模型将根据产业发展非成熟

与成熟两个阶段将四个影响因素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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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成熟阶段主要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如一般性生

产要素与国内市场的影响，由于市场不完善，相关产业

不能发挥其正效应，而业内竞争并非竞争力的主要提升

动力，某些大的国家性垄断企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将动态钻石模型运用到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解释中，

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成熟性导致其影响因素发

挥效力的不同。

四、基于动态钻石模型的文化贸易

竞争力实证研究

下文的实证研究首先运用统计分析解释文化贸易

竞争力的强弱，从而体现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阶段，然

后运用计量分析建立模型对影响文化贸易竞争力的短

期及长期因素进行分析。
由于文化贸易的统计口径不统一，下文中文化贸易

的数据统计量在相关研究中的统计标准不同。本文结

合前人的研究，根据国际标准———2005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的《1994 至 2003 年特定文化产品和服务国

际流通情况》［15］以及国内标准———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关于文化贸易的统计，选取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广告宣传、电影音像这五大

产业的数据为基础测算文化贸易竞争力，数据来源主要

是国家版权局与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这五大产业是我

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既避免了选取某些硬件产业

高估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也能够完整地代表我国文化

产业发展的现状。
1． 统计分析

( 1) 显示性指标

①TC 指数

TC 指数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

的比重。其优点是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波动的

影响，作为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

之间进行比较。TC 取值范围为 ( － 1，l) ，当值接近 0
时，说明比较优势接近平均水平; TC ＞ 0，说明比较优势

大，且越接近 1，竞争力越强; 反之，则说明比较优势小，

竞争力越小。TC = ( Xij － Mij ) / ( Xij + Mij ) ; 其中: Xij为 i
国 j 产品的出口，Mij为 i 国 j 产品的进口，Xij －Mij为 i 国 j
产品的净出口，Xij +Mij为 i 国 j 产品的进出口总额。

由图 2 可以看出，我国文化贸易 TC 指数均小于零，

说明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弱。1998 ～ 2002 年，我国的

文化贸易竞争力经历了一个下降的阶段，这是由于世界

文化贸易的大发展导致我国文化进口增多，与此同时，

图 2 我国服务贸易 TC 指数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我国文化产业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导致文

化贸易竞争力下降。2002 年之后，我国文化贸易 TC 值

由降转升，国家对文化贸易的关注及鼓励政策出台。如

2003 年 9 月，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

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②出口优势变差指数

出口优势变差指数( P 指数) 指将某产业或产品的

出口增长率与该国或该产品所属行业的出口总额增长

率进行比较，以确定一定时期内哪一产业或产品具有较

强或较弱的出口竞争力。P ＞ 10 属强竞争优势，0 ＜ P ＜
10 属弱竞争优势，－ 10 ＜ P ＜ 0 属弱竞争劣势 P ＜ － 10
属强竞争劣势。j 产品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 P = ( Gj －
Go ) 100，Gj为某国 j 种产品出口增长率，Go为某国出口总

额增长率。我国服务业自 1998 年之后，P 值大体处于 0
到 10 范围内，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在大部分年份的表现

为弱竞争优势( 见图 3) 。

图 3 我国文化贸易 P 指数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 2) 分析性指标

①开放程度

文化贸易开放度是一国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该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

开放程度，体现了一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

程度。开放度 = ( EX /GDP) 100%，EX 为文化贸易出口

额，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伴随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文化贸易开放度在逐步提高( 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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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国文化贸易开放度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②我国核心文化服务贸易出口额

由于文化贸易的统计口径不统一，文化贸易出口额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从国际标准———2005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1994 ～ 2003 年特定文化产品

和服务国际流通情况》来看，我国文化贸易出口甚至已

经超过日本，成为文化贸易强国。这是因为统计过程中

不仅包含了核心文化贸易产品也包含了相关文化贸易

产品。既包含商品贸易也包含服务贸易，这并不能反映

我国文化贸易出口的真实情况，因为只有具有高附加值

与高发展动力核心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才是文化产业

真正的发展。这里我们根据国内标准———商务部服务

贸易司关于文化贸易的统计以及国家版权局关于图书

版权出口的统计，选取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专有

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广告宣传、电影音像这五大核心

产业的数据为基础测算文化贸易竞争力，数据来源主要

是国家版权局与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这五大产业是我

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既避免了选取某些硬件产业

高估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也能够完整地代表我国文化

产业发展的现状。

图 5 我国核心文化服务贸易出口额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7 ～ 2009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目

表》计算而得。

从图 5 中可以看到，我国文化贸易出口额不断提

高，而且近年来提高的幅度很大( 除 2009 年由于金融危

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导致文化出口下降外) ，

说明我国文化贸易的发展势头良好。

2． 计量分析

( 1)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建立

通过统计分析指标可以得出，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

弱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根据动态钻石模型理论，文化贸

易主要符合以下规律: 主要影响因素为短期因素，如一

般性生产要素与国内市场的影响，长期因素如专业性技

工及国外市场与其相关性不大; 由于市场不完善，相关

产业不能发挥其正效应; 业内竞争并非竞争力的主要提

升动力，某些大的国家性垄断企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了验证以上规律，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选

取了以下 6 个变量:

①文化贸易出口额( EX) : 由于文化贸易竞争力难

以衡量，选取文化贸易出口额为替代变量，作为因变量。
②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FI) : 融资属于一般

性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反映一般性生产要素

对竞争力的作用。
③人力资本( HC) : 人力资本的提升反应了专业性

生产要素对竞争力提升的长期推动作用，这里的人力资

本用从事文化产业的职工工资表示。
④我国人均 GDP ( GDP_PC) : 我国人均 GDP 增长

可以反应国内购买力，从而反映国内需求。
⑤我国主要文化贸易伙伴 GDP 总和( GDPW) : 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贸易的统计数据可得到，我

国的主要文化贸易伙伴为美国、中国香港、荷兰、日本和

英国，将主要贸易伙伴的 GDP 总量进行加总，来反映国

际市场的需求量。
⑥相关支持产业( IT) : 近几年，我国 IT 业的发展为

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上升空间，但由于市

场不完善，也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壁垒，文中用我国

使用宽带的人数来反映 IT 发展成果的普及率，从而验

证相关支持产业对文化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作用。
以上数据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7 ～

2009 年。
关于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波特提出激烈的

国内竞争是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最有力的刺激因素。
而本文的观点是当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是垄断竞争

的，某些大的文化集团以及国有企业起着“领头羊”作

用，这种市场机制就目前来说，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在我

国文化贸易竞争力较弱的阶段是有利的。比如近几年

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多是大投入大制作的产品，

比如《建国大业》等，这些大集团大制作，推动着电影产

业的发展，同时也吸引更多的投资流向电影产业。由于

市场结构的数据不易获得，本文仅进行定性分析，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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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作为决定文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
关于机遇和政府两个因素。不可否认，近几年是全

球性文化知识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文化贸易面临

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种发展趋

势，频频出台扶持文化贸易发展的政策，所以在本文的

实证过程中假定这两个因素为正，即有利于文化贸易竞

争力的提升。
为了更清晰明了地表达动态钻石模型在文化贸易

竞争力这一问题中的应用，以及文化贸易竞争力发展阶

段与不同影响因素的关系，将上文中选取的变量反映在

下图中，见图 6。

图 6 模型表示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根据动态钻石模型运用以上变量建立模型如下:

EX = α + β1FI + β2HC + β3GDP_PC + β4GDPW
+ β5 IT + μ ( 1)

EX = α + β1FI + β2GDP_PC + β3 IT + μ ( 2)

其中方程( 1) 代表不区分长期与短期因素，观察所

有因素对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方程( 2) 代表短期因素对

竞争力提升的作用，下面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两个模型的

解释力。
( 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计量经济模型应当建立在变量为平稳序列的基础

之上，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非平稳性，如果直接

建立回归模型会引起虚假回归，导致计量结果的可信性

大大下降。因此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确定其

平稳性及单整阶数。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检验结果可知，变量水平序列和一阶差分序

列都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

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直接用非平稳的原变量建立计

量模型会存在虚假回归问题，估计结果也毫无解释意

义，所以需要进行协整分析。
( 3) 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的前提是时间序列为同阶单整，通过 ADF

表 1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 c，t，k)
ADF 统计

临界值

1% 5% 10%
结论

EX ( 0，0，0) 1． 940425 － 2． 77193 － 1． 97403 － 1． 60292 不稳定

D1( EX) ( 1，1，1) 3． 06079 － 5． 29538 － 4． 00816 － 3． 46079 不稳定

D2( EX) ( 0，0，1) － 2． 46853 － 2． 84725 － 1． 9882 － 1． 60014 稳定

FI ( 1，1，0) － 1． 8793 － 4． 99228 － 3． 8753 － 3． 38833 不稳定

D1( FI) ( 1，0，0) － 2． 5938 － 4． 20006 － 3． 17535 － 2． 72899 不稳定

D2( FI) ( 1，0，2) － 2． 83401 － 4． 42060 － 3． 25980 － 2． 71130 稳定

HC ( 1，0，0) 4． 054103 － 4． 12199 － 3． 14492 － 2． 71375 不稳定

D1( HC) ( 1，1，1) － 2． 97594 － 5． 29538 － 4． 00816 － 3． 46079 不稳定

D2( HC) ( 1，0，1) － 3． 91532 － 4． 4206 － 3． 25981 － 2． 77113 稳定

GDPW ( 1，0，0) － 0． 47381 － 4． 12199 － 3． 8753 － 2． 71375 不稳定

D1( GDPW) ( 1，2，2) 0． 175965 － 5． 52186 － 4． 10783 － 3． 51505 不稳定

D2( GDPW) ( 1，0，1) － 3． 40909 － 4． 4206 － 3． 25981 － 2． 77113 稳定

GDP_PC ( 1，1，2) 2． 233676 － 5． 29538 － 4． 00816 － 3． 46079 不稳定

D1( GDP_PC) ( 0，0，2) 2． 155721 － 2． 84725 － 1． 9882 － 1． 60014 不稳定

D2( GDP_PC) ( 0，0，0) － 2． 22112 － 2． 81674 － 1． 98234 － 1． 60114 稳定

IT ( 1，0，2) 2． 24667 － 4． 29707 － 3． 2127 － 2． 74768 不稳定

D1( IT) ( 0，0，0) 1． 134565 － 2． 79215 － 1． 97774 － 1． 60207 不稳定

D2( IT) ( 0，0，0) － 2． 05211 － 2． 81674 － 1． 98234 － 2． 77113 稳定

注: ( 1) 检验形式( C，T，K)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期数; ( 2) “D1”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D2”表示变

量的二阶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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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所有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检验是

否存在协整关系。对于模型( 1 ) 用 OLS 法进行协整回

归，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EX = － 6． 222627
( － 0． 569936)

+ 0． 019639FI
( 3． 090706)

+ 0． 000255HC
( 0． 724587)

－ ( 2． 95E － 05) GDPW
( － 0． 349658)

+ 0． 010181GDP_PC
( 2． 131473)

－ 0． 000673IT
( － 2． 271791)

+ μ ( 3)

R2 = 0． 994667 Adjusted-R2 = 0． 990858
从模型( 1) 的结果式( 3) 来看，方程拟合优度虽然

很高，但是系数显著性不高，尤其是 GDPW 与 HC 两个

变量，对 EX 的解释力不强，这也恰好可以说明传统的

钻石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文化贸易竞争力。
对于模型( 2) 用 OLS 法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如下协

整方程:

EX = － 9． 242099
( 3． 962797)

+ 0． 020696FI
( 2． 398459)

+ 0． 010851GDP_PC
( － 2． 311216)

－ 0． 000603IT
( － 3． 208385)

+ μ' ( 4)

R2 = 0． 993686 Adjusted-R2 = 0． 991581 D． W． =
2． 259160

从模型( 2) 的结果式( 4) 来看，模型拟合优度良好，

且所选的 5 个解释变量都通过了 a = 0． 05 的 t 检验。最

终确立文化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模型为模型( 2) 。
( 4) 残差检验

在协整回归的基础上，对残差序列 U'做单位根检

验，ADF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残差检验结果

ADF 统计量( % )
T 统计量 P 值

－ 3． 753587 0． 00184

1 － 4． 121990

显著性水平 5 检验临界值 － 3． 144920

10 － 2． 713751

由表 2 可知，残差序列 U'的 ADF 检验统计量为

－ 3． 753587，小于 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 3． 144920，因

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这表明变量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 5) 模型结果分析

①计量方法检验模型 ( 1 ) 的解释力较差，而模型

( 2) 的解释力较好，说明动态钻石模型适合文化贸易竞

争力的研究，即在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较弱的现阶段，

影响因素主要是一般性生产要素和国内需求两个方面，

支持产业没有发挥正效应，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②对文化产业竞争力影响最大的是文化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模型显示，FI 每提高 1%，我国文化贸易的

出口额将增加 0． 02%。，这说明资本投入仍然是当前文

化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 FI 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资

本，还具有其独特的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效应。
③影响因素为我国人均 GDP。出口总 额 每 提 高

1%，将使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 0． 01%。正如波特

的钻石理论所言，国内市场是企业冲刺的动力，全球竞

争乍看之下减少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实则不然。国内

市场深深影响了企业认知与诠释客户的能力。
④IT 作为相关支撑产业并未发挥其正效应，而是

产生了 － 0． 0006%的负效应，这也与当今文化产业与 IT
业的发展状况相符合。由于市场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IT 的发展同时带来的盗版侵权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文化

产业的发展，这说明相关支持产业发挥正效应应该以完

善的市场和通畅的产业沟通渠道为前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试图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较弱; 第二，在文化贸易竞争

力较弱的阶段，“动态钻石模型”中的短期要素对竞争

力的影响效应大，长期因素效应不明显。从统计分析的

几个指标来看，我国的文化贸易发展迅速，开放度逐年

提高，但整体竞争力较弱，仍处于弱竞争优势或竞争劣

势。从计量分析来看，依照“动态钻石模型”的 3 组基

本要素确定的 3 个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即固定资产投资

额、我国人均 GDP、宽带普及率对现阶段中国文化贸易

竞争力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短期要素在目前文化贸易

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的

探索，不能否认，某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如人力资本、海外

市场、相关产业支持、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给文化

贸易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这些要素在目前并没有发

挥其应有的效应。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要素是我国文

化贸易竞争力从量变到质变的“瓶颈”，说明我国在远

期生产要素的应用上还有待发掘。为了提高文化贸易

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1) 创建文化产业新型融资平台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资本推动阶段。文化产

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证明，中国要做大、做强文化产

业，首要解决的就是融资问题。政府的扶持鼓励也必不

可少，2010 年 4 月，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文化部、广

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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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

第一个金融全面支持文化产业的指导性文件，将运用鼓

励银行信贷政策、直接融资政策以及保险政策等手段大

力扶持文化产业。越来越多的融资方式和平台，正在助

推着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
( 2) 促进国内文化需求市场结构升级

培育良好的国内市场，能提供企业发展、持续投资

与创新的动力，并在日趋复杂的产业环节中建立企业的

竞争力。而人均收入的上升是提升精神需求规模与结

构的前提，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是突破文化消费瓶颈的

关键。
( 3) 疏导相关产业的扶持渠道

如何发挥相关产业的扶持作用，其关键在于健全的

市场机制，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们应采取政

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

合运作的方式，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使得产

品价值能多途径、多渠道地得到释放。
( 4)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开拓海外市场

文中提到的两个长期因素———人力资本与海外市

场，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推动作用，这说明我国在长期

因素的培育与应用中还存在问题。文化贸易人才匮乏

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瓶颈之一。要

加快中国文化出口的步伐，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此

外，应鼓励中国企业借用国外知名文化产品，使国际化

内容与中国化形式相结合，降低文化出口过程中的“文

化折扣”，尽快打开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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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rate and is expected to appreciate． The continuous appreciation of the Yen and improv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of Japa-
nese export enterprises benefit the choice of Yen，but the expansion of interest differential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is bad for
that．

Dollar Standard and the Puzzle of Sino-US Trade Surplus
He Guohua Chang Xinxin( 33)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theory，the home currency depreciation would increase net export． However，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es a lot rather than reduces accompanied with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RMB
foreign exchange rate in 2005，which is called“the Puzzle of Sino-U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Redux Model's analytical meth-
od———Dynamical General Equilibrium Method，this paper analyses Sino-US trade surplus with a dollar standard pricing under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Model． After simul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es，the paper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dollar
standard is the very important reason for explaining“the Puzzle of Sino-US Trade Surplus”． The higher the influence of dollar
standard，the weaker the pass-through effect of RMB and the smaller the effect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on current account． With
the asymmetric influence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the effect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on current account may reverse under a
dollar standard．

Foreign Demand Shock and the Volatility of China's Exports: An Analysis based on Dynamic Stochastic Partial Equilib-
rium Model

Tang Yihong Lin Faqin( 39)

The paper tries to simulate Chinese export cycle from 2006 to 2010( monthly data) based on dynamic stochastic partial equi-
librium model of the representative exported firm． Introducing foreign demand shock，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explain
the volatility of China's exports，and the model successfully simulates the cycle of China's exports from 2006 to 2010，especially
the substantial impact on China's export of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caused by the US subprime crisis in 2008． Therefore，for-
eign demand shock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raining factor．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economy healthily and sus-
tainably，we should put the key on domestic demand and try to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Study on China's Cultural Trade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Dynamic Diamond Model
Fang Hui Shang Yanan( 44)

The cultural trade is a trans-boundary sub-discipline． It is related with both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industry，cultural trad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ructure transfor-
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culture trad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compare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of cultural trade in China is weak． The paper tries to develop the Diamond Model theory of Pot-
ter，and to set up a dynamic diamond model according to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ge． It is exactly the kind of innovative thinking
upon which the cultural trade was buil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Determinants of Steel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un Meng Zhang Bin( 51)

To research on intra-industry trade ( IIT) and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steel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1990
～ 2009，this paper first chooses the G-L index and GHM to make classified measurement on the level of IIT，it concludes that the
level of IIT in two countries appears wavy increase and the main IIT model is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 VIIT) ． Then we make
cointegration tests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on IIT，horizontal，vertical IIT and the determinants by using time-series analysis
respectively． The paper advances that we should optimize export products structure，enhance steel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the a-
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n the base of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fter Decade of Accession to WTO
Ma Cuiping Xiao Haifeng Wang Jinfeng( 57)

Through Trade Integrated Index ，Grubel-Lloyd Index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Similitude Index，Dispersion Index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from 1996 to 2010．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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