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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的

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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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基于 1993年 1月~ 2009年 9月的月度数据,本文采用 Granger方法检验了国际初级产品

价格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传导机制;然后分析和定量研究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

明: ( 1)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承前启后,是整个传导链的核心因素; ( 2)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

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都非常显著,并且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经济的蔓延和渗透,这种负向影响的

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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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02年以来, 在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供给缺乏弹

性、美元大幅贬值以及市场预期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国

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逐渐走出低谷,开始一轮大幅上扬

行情,在 2008年 7月达到这轮上涨的顶峰。此后,由于

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急

转直下¹,于 2009年 2月创下 45个月以来的新低。伴

随着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从 3月

开始快速反弹,至 10月已经回升到 2007年加速上涨前

的水平。由于初级产品中有很多是工业原料,而这些原

料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国际初级产品价格

短时期内的剧烈波动必然会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

冲击。

中国从 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加速增长周期,恰

逢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周期。由于国内的能源和

原材料供应相对有限,导致中国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

依赖与日俱增,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初级产品贸易逆差规

模从 2002年的 207. 31亿美元迅速扩大到 2008年的

2844. 38亿美元º,并且在 2007年已成为世界铁矿砂、

氧化铝第一大进口国和原油第二大进口国»。在中国

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衡量国际间贸易利益分

配的关键指标,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却呈现出不断恶化

的态势。

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高涨期间,中国的进出口价格

也 /水涨船高 0,但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远高于出口价

格,因此贸易条件恶化几乎成为常态。国际金融危机期

间,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对中国进口价格冲击很

大,使得出口价格 /水落石出 0相对高于进口价格,整体

贸易条件暂时有所改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

建立在进出口价格同时下跌基础上的贸易条件改善是

很难持久的。随着全球经济逐渐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对

初级产品的需求必然增加,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将不可避

免地再次上涨,而中国的贸易条件也很可能会再度恶

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梳理国际初级产

品价格的传导机制,以期从中找出破解之道。

目前有不少文献在研究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影响

效应或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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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IMF发布的以美元计价、2005年为基期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指数

显示, 2008年 12月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为 98. 02, 比 7月的最高点

218. 99下跌了 55%。

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是根据5中国统计年鉴 20096公布的初级产
品出口额和进口额计算得到的。

付锋, 朱伟,张炳政. 大国崛起中国外贸 30年 [ J] .中国海关, 2008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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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影响各国贸易条件也是学界共识,但鲜有文献专门

探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贸易

条件。本文将做一些尝试性研究,首先采用 Granger方

法检验理论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经济中是否起作用,然后

采用相关分析、相对运动分析、结构分析和误差修正模

型来研究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在整

个传导路径中承前启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金

融危机之前,工业制品的贸易条件状况基本决定了整体

贸易条件状况; 但是金融危机强化了初级产品的影响

力,使得整体贸易条件与初级产品的相关性更强。国际

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

都非常显著,并且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经济的蔓延

和渗透,这种负向影响有所加强。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研究成

果,第三部分研究传导机制,第四部分深入分析传导链

上的关键因素,第五部分探讨影响效应,第六部分是主

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的贸易条件特指价格贸易条件,定义为一

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

格指数之比。按照 SITC将进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

工业制品,相应地可以分别计算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工

业制品贸易条件。

国际上对初级产品与贸易条件的研究多侧重于探

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商品贸易条件 (初级产品价格

与工业制品价格的相对比率 )的影响,如 G rilli和 Yang

( 1988)、Bleaney和 Greenaway ( 1993)、Bidarkota和 Cru2

cin i( 2000)、Kap linsky ( 2006)等。研究国际初级产品价

格波动对价格贸易条件影响的主要有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 2005),该分析报告认为, 2003年以来国际初

级产品价格持续高涨极大地改善了初级产品出口国澳

大利亚的贸易条件,从而刺激澳大利亚国内经济扩张。

国内研究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影响效应的文献,主要

集中在研究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

定性分析的有张小瑜和白明 ( 2008)、王雪坤和张晓静

( 2006)、毕吉耀 ( 2008)等,他们认为国际价格高涨对中

国经济的最主要影响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代

表性的定量研究成果有:赵革和黄国华 ( 2005 )分析发

现, CRB( commod ity research bureau)指数的波动 1个月

后体现在进口价格上, 2个月后体现在工业品出厂价格

上, 3个月后便体现为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L iu和

Tsang( 2008)研究发现,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10%在

3个月后将引起中国生产者价格上涨 1. 2%,进而会使

中国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上涨 0. 24%。伞锋和祝宝良

( 2004)的研究相对全面,他们采用计量模型研究国际

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进出口、通货膨胀、财政

支出、企业利润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但是贸易

条件不在被影响之列。最近的研究成果是李建伟和余

斌 ( 2009),他们估算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 2008年四季度和 2009年

一季度 GDP同比增速的降幅中, 分别有 18. 5% 和

14. 24%是由初级产品价格下滑带来的经济损失显现造

成的。

涉及到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影响的

文献有两类:一类是以研究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效应为主题,将贸易条件作为一个被影响的经

济变量来分析,如张小瑜和白明 ( 2008);一类是研究我

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作为一个

影响因素来分析,如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

( 2002)、赵玉敏等 ( 2002)和陈长缨 ( 2009)。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 ( 2002)和赵玉敏

等 ( 2002)分析了 1993~ 2000年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趋

势和变化原因,他们将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与其他 4个因

素 (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外贸与外汇体制改革、加工贸

易、外商直接投资 )一起归结为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

的主要因素,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价格发生

剧烈变化,从而影响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张小瑜和白明

( 2008)认为,中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加工环节,一方面

要承受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

方面出口定价能力有限, 无法通过涨价将成本压力转

移。这样,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

间,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福利减少。陈长缨 ( 2009)

将国际市场价格视为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一个重要因

素,认为 1993~ 2007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涨幅

大大快于工业制品,而我国的贸易结构却是以进口初级

产品出口工业制品为主, 这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

恶化。

虽然这些文献都认为国际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会

影响贸易条件,但对具体的传导路径鲜有论述,更没有

将这种影响效应量化¹。本文将从传导路径出发来定

#51#

¹ 这可能主要是困于数据的限制, 因为之前能够公开获得的进出口

价格指数仅限于 2005年正式编制出版的 5中国对外贸易指数6月刊。而

2008年公开出版的5中国对外贸易指数: 1993~ 20046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

将极大地方便中国对外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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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究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效应。

三、传导机制分析

研究传导机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国际初级产品

价格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中国贸易条件,这是深

入分析影响效应的基础。本节将从理论分析和 G 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两方面来着手研究传导机制。鉴于直接

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相关联的是中国的初级产品市场,

在考察传导路径的过程中区分初级产品市场和工业制

品市场将是很有必要的。

1.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和国内生产理论,国际市场初级

产品价格波动¹影响中国贸易条件主要有 3个切入点

(详见图 1所示 )。

图 1 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传导路径

注:本传导路径是笔者基于理论分析绘制而成, 箭头表示传导的

方向。

  ( 1)第一个切入点:初级产品进口价格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通过贸易途径会直接

推动中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上涨。

进口到国内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替代效应会导致

对国内同类初级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拉动国内初级产

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上涨。国内供应的初级产品,由于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国内初级产品销售价格

上涨,会带动中国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也 /水涨船高 0。

初级产品 (包括国内供应的和从国际市场进口的 )

价格上涨,会通过原材料购进和工业生产环节影响工业

品出厂价格,从而影响工业制品出口价格。

( 2)第二个切入点:初级产品出口价格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

际初级产品市场供不应求,需求的增加会直接拉动中国

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上涨。

( 3)第三个切入点:工业制品进口价格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如果成本能够沿着生

产链顺利传导,会推动国际市场工业制品价格随之上

涨,从而导致中国工业制品进口价格上涨。

通过这 3个切入点,国际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将传

导到中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工业制品贸易条件,进

一步会传导到中国整体贸易条件。

2.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基于 1993年 1月 ~ 2009年 9月的月度数

据。其中, 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源自 IM F P rmi ary

Commod ity Prices月度数据库,原始数据是以 2005年为

100的定基指数,将其转换为上年同期为 100的同比指

数。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 1993年 ~ 2004年的数据

来自5中国对外贸易指数: 1993~ 20046, 2005年 ~ 2009

年的数据源于 CEIC数据库。实证分析所用国际初级

产品价格指数和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均按美元计价,

以上年同期为 100。价格贸易条件根据公式计算得到。

指标名称及指标代码详见表 1。

表 1 指标及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指标代码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

价格指数
WPC I

中国工业制品

进口价格指数
IMPM I

中国初级产品进口

价格指数
IMPC I

中国工业制品

出口价格指数
EXPM I

中国初级产品出口

价格指数
EXPC I 中国进口价格总指数 IMPI

中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 TOTPC I 中国出口价格总指数 EXPI

中国工业制品贸易条件 TOTPM I 中国整体贸易条件 TOT

注:为便于分析和描述, 各指标代码基本沿用指标英文名称的首

字母缩写。

  图 1的传导路径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这种传导关系

在现实经济中是否存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分析传导机制的一个很好工

具,但它只适用于平稳序列或者存在协整关系的序列。

因此, G ranger分析的第一步就是检验序列的平稳性。

ADF单位根检验表明表 1中的所有变量都是 1阶

单整序列。下一步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由于协整检验对滞后区间的选择非常敏感,我们参考变

量组交叉相关分析的结果设定初始滞后长度, 通过

VAR模型系统的滞后长度判定准则来选定最优滞后期

间。然后采用 Johansen方法来检验该最优滞后期间内

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对于存在协整关系的序列组再进行

#52#

¹ 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包括上涨和下跌, 本文在理论分析传导路

径时主要以上涨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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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 / y 0表示左边变量是右边变
量的 G ranger原因, /? 0表示互为 G ranger原因。结果

表明:

WPCIy IMPCI, IMPCIyEXPCI, WPCIy EXPCI; IM 2
PCIy EXPM I, WPCI y EXPM I, WPCI y IMPM I; WPCI?

TOTPCI, IMPCI? TOTPCI, EXPCI? TOTPCI; WPCI y
TOTPM I, IMPM I? TOTPM I, EXPM I? TOTPM I; WPCI y
TOT, TOTPCIyTOT, TOTPM IyTOT。

这意味着 Granger因果关系证实了理论分析的传导

机制。也就是说图 1的传导路径不仅是理论分析的结

果,而且在实际经济过程中确实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四、传导因素分析

本节将通过相关分析、相对运动分析、结构分析等

深入研究传导路径上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

影响。

1. WPCI与进出口价格的相关分析

由于贸易条件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因此传导路

径的关键因素就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的进出口价格。

当期相关系数 (表 2)表明:

  中国初级产品市场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关联性很

表 2 传导因素的相关系数

WPC I IMPC I EXPC I IMPM I EXPM I TOTPCI TOTPMI

IMPCI 0. 9160 1. 0000

EXPC I 0. 7237 0. 8051 1. 0000

IMPM I 0. 3580 0. 5012 0. 4275 1. 0000

EXPM I 0. 5285 0. 6062 0. 7777 0. 4898 1. 0000

TOTPC I - 0. 7295 - 0. 7789 - 0. 3000 - 0. 3832 - 0. 2296 1. 0000

TOTPM I 0. 1951 0. 1326 0. 3771 - 0. 4730 0. 5353 0. 1347 1. 0000

TOT - 0. 4688 - 0. 5510 - 0. 1448 - 0. 5794 0. 0794 0. 7785 0. 637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的样本灵气计算所得。

强,但由于中国是初级产品净进口国¹,在国际初级产

品市场上没有定价权,很多时候只是国际价格的被动接

受者,因此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相

关性更高。

虽然中国进口的初级产品有 90%以上都是作为原

材料进入工业生产的,但由于中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加

工环节,很难将成本压力转嫁出去,因此工业制品出口

价格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相关系数并不高 (仅为

0. 6062)。

2.贸易条件与进出口价格的相对运动

贸易条件是由进口价格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的相

对运动决定的,表 3列出了初级产品、工业制品以及所

有贸易品的贸易条件与各自相应进出口价格指数相对

运动之间的对照关系。

对初级产品而言,贸易条件恶化的观测值占 68%,

并且主要表现为情形 5。初级产品进出口价格绝大多

数时候表现为同向运动 (情形 1、2、5、6,占总观测值的

89% ),但进口价格的波动相对更剧烈 (情形 2和情形

5),因此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与进口价格的负向关系更显

著 (表 2)。这表明进口价格的运动方向决定着初级产

品的贸易条件状况。

对工业制品而言,贸易条件恶化主要是进口价格上

涨而出口价格没有同步上涨甚至下降引起 (情形 5和情

  表 3 贸易条件与进出口价格的相对运动

出口

价格

进口

价格

贸易

条件

初级

产品

工业

制品

所有贸

易品

情形 1 下降 下降 恶化 22 14 19

情形 2 下降 下降 改善 32 5 12

情形 3 下降 上涨 恶化 13 59 42

情形 4 上涨 下降 改善 9 19 13

情形 5 上涨 上涨 恶化 101 67 85

情形 6 上涨 上涨 改善 24 37 30

注:笔者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计算所得。单元格中数字表示观测

值个数。

形 3,占贸易条件恶化观测值的 90% ) ;贸易条件改善则

主要由出口价格上涨促成 (情形 6和情形 4,占贸易条

件改善观测值的 92% )。这意味着工业制品贸易条件

主要由出口价格的运动方向决定。

对所有贸易品而言,整体贸易条件恶化同样主要由

进口价格上涨而出口价格没有同步上涨甚至下降引起

(情形 5和情形 3,占整体贸易条件恶化观测值的 87% ,

占总观测值的 63% )。进出口价格绝大多数时候表现

为同向运动 (情形 1、2、5、6,占总观测值的 73% ),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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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中国从 1995年开始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 并且初级产品贸易

逆差逐年扩大, 2008年逆差规模达到 2849亿美元, 而同年工业制品顺差额

为 580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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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价格的波动相对更剧烈 (情形 5和情形 2)。整体贸

易条件与进口价格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 - 0. 7144),

而与出口价格微弱正相关。这意味着进口价格的运动

方向基本决定了整体的贸易条件状况。

  3.贸易条件结构分析

整体贸易条件反映的是一国所有贸易商品进出口

价格的相对运动,它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工业制品贸

易条件的变动密切相关。可分 6种情形来考察贸易条

件的不同表现 (表 4)。

表 4 贸易条件结构

初级产品

贸易条件

工业制品

贸易条件

整体贸

易条件
个数¹

情形 1 恶化 恶化 恶化 97

情形 2 恶化 改善 恶化 19

情形 3 改善 恶化 恶化 29

情形 4 恶化 改善 改善 19

情形 5 改善 恶化 改善 13

情形 6 改善 改善 改善 22

注:笔者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计算所得。单元格中数字表示观测

值个数。

  从观测值所显示的贸易状况看, 1993年以来整体

贸易条件恶化主要由工业制品贸易条件恶化 (情形 1和

情形 3)所致º,整体贸易条件改善也主要由工业制品贸

易条件改善促成 (情形 6和情形 4)。在此意义上,我们

认为工业制品的贸易条件状况决定了整体的贸易条件

状况。

图 2 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与贸易条件

( 2007年 1月 ~ 2009年 9月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绘制而成。

  但是相关系数表明整体贸易条件与初级产品的相
关性更强 (表 2)。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国际初级

产品价格波动很剧烈,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动也很大

(图 2) ,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样本期间内数据结构突变

影响了贸易条件之间的相关性。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对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从 2008年 10月开始显现,特以

此为界分段考察 (表 5)。

  比较了 3个样本内贸易条件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

表 5 WPCI与贸易条件的相关系数

样本期间
WPC I

TOT TOTPCI TOTPMI

TOT

TOTPCI TOTPM I

1993M 1~

2009M 9
- 0. 4688 - 0. 7295 0. 1951 0. 7785 0. 6371

1993M 1~

2008M 9
- 0. 1792 - 0. 6338 0. 2743 0. 5383 0. 8286

2008M 10 ~

2009M 9
- 0. 8659 - 0. 7752 0. 2824 0. 9305 - 0. 010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计算所得。

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与工

业制品相关性更强;但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初级产

品的影响被强化。

4. WPCI与贸易条件的相关分析

从传导机制分析我们知道: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

涨,首先会带动中国的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上涨,从而导

致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会

推动工业制品出口价格上涨,进而改善工业制品贸易条

件。因此,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负相

关,与工业制品贸易条件正相关。

至于整体贸易条件, 全样本期间内 ( 1993M 1 ~

2009M 9)其与初级产品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国际初级产

品价格通过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传导对整体贸易条件

有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前样本期间内 ( 1993M 1 ~

2008M 9),整体贸易条件与工业制品的相关性更强,但

是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工业制品贸易条件的正向影响

远远小于对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负向影响,因此国际初

级产品价格对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是负向的。

不同样本期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强化

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的负向影响。

2009年三季度开始,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国际

初级产品价格也快速回升。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初级产

品价格这轮反弹对中国贸易条件可能产生的负向影响。

五、影响效应研究

误差修正模型 ( error correction model)既能反映变

#54#

¹

º

»

本文的样本数据共有 201个观测值,由于 2005年 11月和 2008年

10月的贸易条件结构表现异常,所以本表的观测值个数只有 199个。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 ( 2002)认为, 1993~ 2000年制

成品贸易条件的下降是导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 这与本文

的结论是一致的。

确切地说是 1993年 1月 ~ 2009年 3月, 整体贸易条件与工业制

品贸易条件的相关性更强, 但是从 2009年 4月份开始再加入新的观测值

时,整体贸易条件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相关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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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够刻画变量的短期调整过

程,下文将采用 EG两步法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国

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效应。

1.WPCI与贸易条件的 ECM

运用 EV iews6. 0软件,全样本期间内 WPCI与 TOT

的 ECM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括号内的统计量是标准误

差。

$log(TOT ) = - 0. 1625
( 0. 0529)

@ECM (- 3) - 0. 6657

( 0. 0687)

@$log(TOT ( - 1) ) - 0. 4486

( 0. 0746)

@$log(TOT ( - 2) ) - 0. 1497

( 0. 0408)

@$log(WPCI(- 1) ) - 0. 1407

( 0. 0455)

@$log(WPCI(- 2) ) - 0. 1410

( 0. 0446)

@$log(WPCI(- 3) )

Ad .j R
2
= 0. 3595 A IC= - 4. 0006 SC= - 3. 9006

其中: ECM = log (TOT ) - 5. 2304 + 0. 1402 @ log

(WPCI ( - 1) )

估计结果表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整体

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都非常显著。长期弹

性系数为 0. 1402,表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变动 1% , 1个

月后中国的贸易条件将负向变动 0. 1402%;误差修正

系数为 - 0. 1625,表明系统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约需

要 6~ 7个月。对比不同样本期间的 ECM估计结果 (表

6),全样本期间长期弹性系数较大¹,误差修正系数较

小,这表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国际市场初级产

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在增强,而系统对长

期均衡偏离的调整速度却在放缓。

表 6 WPCI与贸易条件 ECM的关键系数

长期弹性系数 误差修正系数

WPCIy TOT [ 1993M 1- 2009M9 ] - 0. 1402 - 0. 1625

WPCIy TOT [ 1993M 1- 2008M9] - 0. 0481 - 0. 1747

WPC Iy TOTPC I - 0. 4428 - 0. 1723

WPCIy TOTPM I 0. 0439 - 0. 2198

IMP Iy TOT - 0. 5523 - 0. 1156

EXP Iy TOT 0. 1753 - 0. 1147

IMPC Iy TOTPC I - 0. 5503 - 0. 1308

EXPCIy TOTPCI - 0. 3693 - 0. 1175

IMPM Iy TOTPM I - 0. 4967 - 0. 0950

EXPMIy TOTPM I 0. 5453 - 0. 2100

注:笔者根据本文采用的 ECM模型估计得到。限于篇幅,本表只

列出了长期弹性系数和误差修正系数。

  比较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与不同贸易条件的 ECM估

计结果发现,对中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远远

大于对工业制品贸易条件和整体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

并且对工业制品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是正的,这与表 5

的相关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整体贸易条件对进口价格的长期弹性系数为
- 0. 5523,远远大于出口价格的影响。这意味着样本期

内中国的贸易条件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初级产

品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长期弹性系数为

- 0. 5503,远远大于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同样表

明外部因素决定着中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工业制

品贸易条件对工业制品出口价格的长期弹性系数为

0. 5453,略高于工业制品进口价格的影响。这些与表 3

通过进出口价格相对运动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2.贸易条件之间的 ECM

整体贸易条件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的贸易条件

之间的 ECM估计结果如下:

 $log(TOT ) = - 0. 2950
( 0. 0602)

@ECM (- 2) + 0. 2327

( 0. 0198)

@$log(TOTPCI)+ 0. 1621

( 0. 0253)

@$log(TOTPCI(- 1) ) + 0. 7301
( 0. 0249)

@$log(TOTPM I) + 0. 4628
( 0. 0538)

@$log(TOTPM I ( - 1) ) - 0. 6172

( 0. 0678)

@$log(TOT ( - 1) )

A d.j R
2
= 0. 8803 A IC= - 5. 6816 SC= - 5. 5823

其中: ECM = log(TOT ) - 0. 3382 @ log(TOTPCI ) -

0. 6608 @ log(TOTPM I )

全样本期间内,模型估计系数表明:工业制品对整

体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都远远大于初级产

品,工业制品的贸易条件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体贸易条

件。这与表 4贸易条件结构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与

相关系数表 5的结论略有出入,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强化

了初级产品对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

条件的影响效应非常显著,并且进一步证实了进口价格

对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整体贸易条件的决定性作用,以

及出口价格对工业制品贸易条件的决定性作用。由于

国际金融危机对初级产品价格的冲击作用,使得中国整

体贸易条件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相关性更强,但是工

#55#

¹ 比较弹性系数是针对其绝对值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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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品对整体贸易条件的长期和短期弹性系数都远远

大于初级产品。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Granger方法检验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

理论传导机制,发现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在整个传导路径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初级产品价

格急剧下跌,带动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初级产品贸易

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初级产品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

决定了其价格不会持续大幅下跌。一旦初级产品价格

开始新的上涨周期,可能会推动工业制品贸易条件小幅

改善,但很难阻止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整体贸易条件的

再度恶化。

要持续地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从传导机制入手,

就必须改变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削弱国际

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影响,同时,

疏导成本沿生产链的传导,增强工业制品出口价格与初

级产品进口价格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要从初级产品和

工业制品两个市场同时着力。

就初级产品而言,由于中国是初级产品净进口国,

要可持续地改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应该从减少初级产

品进口量和降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两个方面来着手。

一方面,积极开发原油等能源产品的替代品,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同时要采取相应的能源政策,建立能源战略

储备,以降低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进口依赖程度;另

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我国的期货市场, 增强我国对大宗

资源商品定价的 /发言权 0,同时要加强政府对大宗商
品国际采购的宏观指导,通过联手采购提高在国际初级

产品市场的价格谈判力。

就工业制品而言,中国是工业制品净出口国, 理应

拥有更强的与供应能力相匹配的工业制品出口定价权。

但是中国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以低附加值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大都已经进入产品成熟

期,市场上供大于求,激烈的竞争使得出口价格不断下

降,而通过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一般附加值不高, 很难

提升出口价格。要改善中国的工业制品贸易条件,一方

面,要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层次;另一

方面,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

高工业制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工业制品的出口定价

能力。

要持续地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从进出口价格的相

对运动入手,应该强化出口价格 (特别是工业制品出口

价格 )对贸易条件的正向影响力。从贸易结构入手,初

级产品贸易条件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可控性较差;工

业制品贸易条件主要由内部因素决定,改进空间很大。

因此,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改善中国的工业制品贸易条件

来促使整体贸易条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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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nm en ts and investo rs shou ld pay attention to ou tside r isks o f real economy and stock m arket.

A Com 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E ffec t ofA sse tM arkets on Household Savings R ates: Sino2U S Savings Rates D iffernces

Yang L ing ling ( 27)

Based on a behav iou ra l function of the househo ld sav ing s rate, a panel data includ ing th irteen countr ies from 1991 ~ 2007

has been cho sen to penetrate the five facto rsc ro le on determ ing the househo ld sav ings rate, where the assetm arketcs ro lew as paid

m ore attention. The fixed effects m ode l suggets the fo llow ing conc lusions tha t am ong three facto rs of the asset m arket, the stock

pr ices and the financ ia l sectorcs sha re in the ove ra ll econom y have exerte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househo ld sav ing s rate,

wh ile the cap ita lization o f listed com panies has only a weakly pos itive effect, w hich indicates tha t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capita l

m arket m ight genera lly he lp to lower the househo ld sav ings rate through the d istr ibuta ry channe l and the w ealth effect.

Fallacy of Composition and Ch inacs Commod ity Term s of Trade D eter ioration

Zhang Yabin CheM ing Yi X ianzhong ( 33)

Fa llacy of Com pos ition would wo rsen term s o f trade, reducing thewe lfare o f fore ign trade grow th. This po int o f v iew has been

an important argum ent aga inst the export2or iented deve lopm 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 e. Based on them e r2

chandise trade da ta since 1995, this paper show s that Ch inacs term s o f trade deter ioration has been h ighlighted as a result o f the

rising2up o f other em erg ing econom ies. Thism eans tha t the deve lopm en t o f Chinacs foreign trade ca lled fo r strateg ic ad justm ent in

o rder to avo id fa llacy of composition.

A Po 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n R easons of the Format ion of FTAs ofN onne ighborhood: A Th ink ing based on the Fact

of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Wang Wei Guan Xue ( 39)

Th is paper firstly rev iew ed the establishm ent o fCh ina2Ch ile free2trade area. Then from a po litica l econom iy po int o f v iew, it

finds that / qua lity o f gove rnance0 is a fac to r affecting the fo rm ation o f free trade ag reem ents ( FTA ). / Qua lity of governance0

can exp la in w hy mo re and m ore free trade areas be tw een countr ies whose econom ic sizes differ a lo t and who are not near in geog2

raphy distance are established in recent yea rs. A ccording to a econom e tric analysis w ith a log it mode,l it show 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 lationship be tw een the probability of FTA form ation and the index which reflects / qua lity o f governance0. Therefo re, it

prov es that governments w ith h igh qua lity of governance are prone to fo rm FTA.

Processing Trade and Regional Incom e D ispar ity

WangH ua im in L i Ka ij ie ( 45)

Chinacs reg iona l disparity has been w iden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ing up, 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2prov incia l panel data

from 1997 to 2007, study ing the re la tionsh ip between processing trade and reg iona l incom e disparity, the emp irica l result show s

tha t the huge d ispar ity in processing trade betw een them id2western reg ion and the eastern reg ion is one of them a jo r reasons that

lead tow iden ing reg ional incom e gap, the processing trade a ffects the reg ional incom e d ispar ity m a in ly through increasing the

GDP and em ploym ent. To reduce the reg ional incom e d ispar ity, we can transfe r processing industry from the eastern reg ion to the

m id2w estern reg ion and establish a number o f pro fessiona l expo rt processing zones that comb ines parts production w ith process ing

and assem bling in order to ach ieve the loca lization o f parts production.

Empir ical R esearch on the Transm issionM echan ism and Impact ofW orld Pr im ary Commodity Price on Ch inacs Term s

of Trade

Q iao Baohua Huang Kun ( 50)

Based on them onthly data from Jan 1993 to Sep 2009, th is pape r ana ly zed the transm iss ion m echan ism of wor ld pr im ary

comm odity price to Ch inacs term s of trade by G 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then quan tified the impact by erro r correc tion m 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ort price index of prim ary comm odity p layed an im po rtant ro le in the transm iss ion proces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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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rld pr im ary comm odity im pacted Chinacs te rm s o f trade s 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bo th in the long2te rm and short2term, and

the w orld financ ia l crisis streng thened this trend.

Trade, Econom ic Grow th and Converge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SEAN Pane lD ata ( 1990~ 2009)

Zhu Junfeng Wang Jian ( 57)

Th is artic le fo cuses on the trade deve lopm ent, econom ic grow th and convergence of ASEAN. Part one discusses the trade de2
ve lopm ent am ong ASEAN countr ies. P art two investig ates econom ic grow th and GDP per capita of ASEAN m em bers. The third

part establishes a pane lm odel to testify the co rre la tion betw een ASEAN trade indices and GDP grow th and econom ic convergence.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 le g iv es conc lusions and som e opin ions about the future deve lopm ent of ASEAN.

Can FDI Inflow Inevitab ly Expand Tendency of the Incom e Gap be tw een U rban and Rura?l

L iu Yulin Teng Yangyang L iH oujian ( 63)

In th is pape r,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 ly zing how FDI affect urban2rura l incom e gap, using the pane l data o f prov ince

betw een 1992 and 2007, the results show that FD I inflow can restrain the expanded tendency o f the incom e gap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Furthe rmo re, FD I is the endogenous var iable of reduction o f the incom e gap be tw een urban and rura .l In the contro l

va riab les, fiscal expend itu re is the key factor o f the tendency of the incom e gap betw een urban and rura,l but the econom ic g row th

and the physical capita l accum ulation can reduce the incom 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 l significantly. W hile the hum an capita l

accumu lation and the level o f open ing2up have no rem arkab le impact on the income gap betw een urban and rura .l

The R esearch on Under tak ing In ternational Transfer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 otion of Ch inacs Serv ice Industrycs

Human Cap ital

Fang Hu i WangM eng ting Q in Tao( 69)

In recent yea rs, a long w ith the fast developm ent of serv ice industry, the prom otion o f undertak ing internationa l transfe r of

service industry on the hum an cap ita l is appear ing. Th is a rtic le first analyzes how the internationa l transfer of serv ice industry pro2
m otes serv ice industrycs hum an cap ital in Ch ina theoretica lly, and then we testify the con tex t emp irically. The resu lt indicates that

undertak ing interna tiona l transfer o f serv ice industry can promo te the development o f serv ice industrycs hum an capita l in Ch ina,

and then w e propo se some re lated po licy suggestions.

Empir ical R esearch on the ad ju stm en tCosts in the Process of Trade L iberaliz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 ternationa l

Econom ic Integration: A Case S tudy on the Estab lishm ent of China2Australia Free Trade Area

SunM eng Zhang B in ( 75)

Aga 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rnationa l econom ic integration, this paper m akes an emp irical research on the adjustm ent costs

betw een Ch ina and Austra lia in the process of trade libera lization from am arg ina l intra2 industry trade approach. It first m easures

the m arg ina l intra2 industry trade level of 23 sectors dur ing 199222008 byA index. Then it estim ates the trad ing per fo rm ance and

ad justm ent costs of the ma in industrial sectors us ing B and S index separate ly and draw s consisten t conclus ions. W e find tha t the

comprehens ive trad ing perform ance o f m a in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 ina is acceptable and the ad justm en t costs are re la tive ly low

and need to im prove fur ther. The adjustm ent costs in the sectors of / m anufactures w ith m edium and high sk ill and techno logy in2
tensity0 are lower than tha t of / pr im ary comm od ities0 and / labour2intensive and resource2based m anu factures0. The ad justm ent

costs of most / m anufactures w ith m edium and h igh skill and technology intens ity0 sec to rs take on a downw ard trend.

An Analysis on Causes of the US D eb t2Grow th M ode

Hu Cui Xu Zhaoyuan X iao Shen ( 82)

W ith the Sub2loan crisis occurr ing, thew or ld w as beg inning to focus on the debt o f theUnited Sta tes. In re tro spect o f the e2
conom ic deve lopm ent, w e can find that the econom ic g row th and the debt grow th w ere coex isting. The purpo se of th is pape r is to

revea l this phenom enon and to exp la in why the fact ex is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