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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吗?*

———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孙晓华 王 昀

内容提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

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

构效应就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从两大类贸易产品对三次产

业的影响来看，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有利于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这是我国工业化由初

期向中期跨越的特定时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对外贸易政策的体现; 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看，进出口结构效

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发挥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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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外贸易结构对一国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以克鲁格曼为代

表的新贸易理论，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视角为对外贸易

结构及其效应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对外贸易结构不

仅取决于一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也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自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

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2009 年进出口总额达 22 075． 4
亿美元，是 1980 年的 110 倍，其中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

为 15 799． 3 亿美元和 13 948． 3 亿美元。在出口商品结

构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50． 3% 下降到 2008
年的 5． 45%，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49． 7% 上

升到 2008 年的 94． 55%。在进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

比重从 1980 年的 34． 8%下降到 2008 年的 32%，工业制

成品从 1980 年的 65． 2% 上升到 2008 年的 68%①。按

照一般规律，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以进口初级产品为主，

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 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以出

口初级品为主，进口工业成品为主。从我国对外贸易结

构的特征及变动趋势来看，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工业

制成品的比重明显大于初级产品比重，而且二者的差距

在不断拉大，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占有绝对份

额。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层面分析，一国对外贸易结构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况，同时对外贸易结构

对产业结构也具有反作用。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考察我国对外贸易

结构及其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作用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

一、文献回顾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如何把握国际产业转

移所带来的机会，通过对外贸易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

级，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 题。Raymond Vernon
( 1966) 从产品技术创新的角度，提出工业先行国要将

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通过

参与国际分工带动工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

术密集型演进。克鲁格曼( 2000) 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

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格局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

以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进口征税、出口补贴和保护

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通过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结合，提高本国重点产业与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实证检验方面，Michaely( 1997) 利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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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函数模型发现，出口可以通过对资源的优化、分配、充
分利用以及技术转移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

进产业结构的调整。Peter( 1987) 对 8 个新兴工业化国

家的出口增长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得到

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增长与产业发展之间存

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Mazumda ( 1996) 结合索洛模

型与资本积累理论分析了对外贸易的效应，认为一国进

口资本品、出口消费品将导致经济增长，贸易结构对产

业结构具有拉动效应; 反之，则有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国内部分学者就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相关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张蕴如( 2001) 将产业结构

升级分为开放式产业结构升级与封闭式产业结构升级，

认为通过加工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作用可促进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由封闭式

向开放式转变。姜茜与李荣林( 2010 ) 发现，我国对外

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较强，部门之间对外贸易

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交叉影响，该影响在资本密集型部

门较为显著。袁欣( 2010 ) 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

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使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呈现出超前发展的虚幻性，并不与中

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必然的内部联系。在实证研究方面，

李磊( 2000) 就 1985 ～ 1998 年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

结构进行了考察，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与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占工业制成品比重负相关，

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资本密集型

出口商品比重正相关的结论。高越利用协整检验和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 1952 ～ 2001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三次产业产值与进出口总额进行了分析发现，我

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的，短期内进口和出口

共同推动着经济增长。吴进红 ( 2005 ) 以长江三角洲

1990 ～ 2001 年的数据为样本就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

级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外贸进出口

与三次产业产值增长都呈正相关关系，出口对各产业的

拉动作用要大于进口，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

了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
综观国内外现有文献，国外学者有关对外贸易动因

和效应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但专门考察对外贸易结构

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较高，对外贸易结构带动

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对

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多

数文献以 特 定 区 域 为 研 究 对 象，且 普 遍 利 用 协 整 与

Granger 检验考察二者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对外贸易

结构对产业结构的确切影响。本文将以对外贸易结构

和产业结构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分别基于半对数模型和

结构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

的带动作用，以期为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

论依据。

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

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
1． 对外贸易结构的变迁

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50%左右增长到 2000 年后的 90%
以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主导地位。根据劳动力比较

优势的要素禀赋特征，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第一阶段实施

的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我国原有工业基础和

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出口优势，促进了

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1986 年，以

轻纺为主的产品出口比重为 19%，超过了矿物燃料成

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

型主导向劳动密集型主导转变。1996 年，机械及运输

设备产品的出口比重达到 23． 4%，超过轻纺产品成为

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主导

图 1 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商品结构

注: 数据来源于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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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主导转变。
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对国外先进设备的持续

需求导致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比重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份

额。1980 年，工 业 制 成 品 的 进 口 比 重 为 65． 23%，到

1999 年上升至 83． 8%，2002 年后略有下降，但基本保持

在 65%以上。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进口比

重逐年递增，1998 年后在总进口额中的比重超过 40%。
进口商品结构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对于先进

制造设备的大量需求，在工业化的特定阶段，这有利于

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随着工业

化的逐步深入，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需求有所下降，初

级产品的进口比重逐步上升。
2． 产业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的变

动，从长期趋势看，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

改善，产业结构正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图 2 显示了

1980 ～ 2008 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的组成及变动趋

势。可以看出，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都呈上升趋势，这与当时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关。由于

制度性释放劳动生产率是一次性的，80 年代中期后第

一产业比重转为下降，90 年代后下降趋势尤为明显。
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先降后升，从 1980 年的

48． 2%下降到 1985 年的 42． 9%，90 年代由于电力、钢

铁、机械设备制造、车船、化工、电子等产业的发展，第二

产业发展迅速，近年一直保持 48% 左右的比重。第三

产业比重保持稳步增长，2002 年与第二产业比例仅相

差 3． 07%，之后又略有下降。

图 2 1980 ～ 2008 年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注: 数据来源于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基于钱纳里半对数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了研究经济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联，钱纳

里和塞尔昆( 1988) 在《发展的型式 1950 ～ 1970 年》一

书中，提出了半对数回归方程。

X = α + β1 lnY + β2 ( lnY) 2 + γ1 lnN + γ2 ( lnN) 2

+∑δiTj + eF ( 1)

其中，因变量 X 代表经济结构，具体为某产业产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Y 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 为

人口数( 百万) ，F 为国内生产总值部分的净资源流入

( 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出口) ，表示时期( j = 1，

2，3，4) 。部分学者将钱纳里的半对数模型进行改进，略

去时间变量 t 并用分类进出口商品贸易额代替净资产

流入，就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本

文同样以钱纳里的半对数模型为基础构建如下模型:

ln( ysit ) = β1 + β2 lnyt + β3 lnNt + β4 ( lnNt )
2

+ β5 lnimit + εt ( 2)

ln( ysit ) = β1 + β2 lnyt + β3 lnNt + β4 ( lnNt )
2

+ β5 lnexit + εt ( 3)

其中，ysit ( i = 1，2，3) 为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yt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Nt 为年底总

人口( 万人) ，imit、exit分别表示初级产品( i = 1) 、工业制

成品( i = 2) 的进口和出口比重，εt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981 ～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回

归，利用 AR( p) 进行了序列相关性的修正，并将不显著

的回归结果剔除，得到以下分别以三次产业比重为因变

量的拟合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各模型 调 整 后 的 R2 值 都 在

85%以上，整体拟合度较好，由 F 检验和 D-W 值可知，

方程的显著性较高且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针对参数的

估计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与初级品进口比重正

相关，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比重负相关，而各类产品的

出口对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不显著。初级品的出

口比重对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具有负效应，工

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则存在正效应，各类产品进口比重

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对第二产

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则对

第二产业产生了较强的带动作用。对第三产业来说，工

业制成品的进口与初级品的出口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初级品的进口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则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控制变量方面，人口总数和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分别有利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占 GDP 比重的上升，对第三产业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综合来看，初级品的进口增加了第一产业比重，但

也降低了第三产业比重，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有利于降低

第一产业的比重并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工业制成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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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回归结果一

因变量
第一产业比重

模型 1 模型 2

第二产业比重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
－ 1898． 9＊＊＊

( － 3． 758291)

－ 1808． 521＊＊＊

( － 3． 396819)

－ 516． 5540＊＊

( － 2． 158124)

－ 148． 6418

( － 0． 846416)

初级产品进口
0． 124375＊＊

( 2． 176927)

制成品进口
－ 0． 347168*

( － 1． 769120)

初级产品出口
－ 0． 095906*

( － 1． 980141)

制成品出口
0． 189204＊＊

( 2． 38533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0． 051229

( － 0． 439129)

－ 0． 061317

( － 0． 503742)

0． 204822＊＊＊

( 4． 223758)

0． 225312＊＊＊

( 4． 538603)

总人口
329． 4264＊＊＊

( 3． 765672)

314． 0907＊＊＊

( 3． 406000)

92． 14743＊＊

( 2． 219492)

28． 77873

( 0． 949608)

总人口的平方值
－ 14． 26202＊＊＊

( － 3． 761367)

－ 13． 59712＊＊＊

( － 3． 404299)

－ 4． 084973＊＊

( － 2． 267734)

－ 1． 365797

( － 1． 043696)

AR( 1)
0． 419443＊＊

( 2． 038217)

0． 428869＊＊

( 2． 097492)

0． 515362＊＊＊

( 2． 847764)

0． 444425*

( 2． 008506)

Adj-R2 0． 985976 0． 984950 0． 873298 0． 881318
D-W 1． 733245 1． 679123 1． 972665 1． 820622

F-statistic 380． 6565 354． 4079 38． 21963 41． 09965
Prob( F-statistic) 0． 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2 回归结果二

因变量
第三产业比重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常数项
258． 8837

( 0． 533023)

181． 4045

( 0． 366752)

218． 2750

( 0． 443917)

－ 211． 0017

( － 0． 633802)

初级产品进口
－ 0． 124107＊＊＊

( － 3． 091783)

制成品进口
0． 335545＊＊

( 2． 284180)

初级产品出口
0． 172425*

( 2． 044173)

制成品出口
－ 0． 381498＊＊＊

( － 3． 19398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0． 112626

( － 1． 123448)

－ 0． 11014

( － 1． 042618)

－ 0． 136378

( － 1． 025828)

－ 0． 248294＊＊

( － 2． 308109)

总人口
－ 47． 21571

( － 0． 563169)

－ 34． 1636

( － 0． 399883)

－ 42． 04190

( － 0． 489659)

31． 13440

( 0． 536352)

总人口的平方
2． 179701

( 0． 601831)

1． 616591

( 0． 438025)

2． 029572

( 0． 540901)

－ 1． 066301

( － 0． 42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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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AR( 1)
0． 628753＊＊＊

( 3． 339668)

0． 596871＊＊＊

( 3． 043540)

0． 981722＊＊＊

( 4． 878480)

0． 887013＊＊＊

( 4． 661612)

AR( 2)
－ 0． 504309＊＊

( － 2． 568668)

－ 0． 533413＊＊＊

( － 2． 903411)

Adj-R2 0． 975351 0． 971339 0． 971057 0． 976444
D-W 1． 706415 1． 620675 1． 760315 1． 863489

F-statistic 214． 6759 184． 0108 146． 3875 180． 6242
Prob( F-statistic) 0． 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注: 同表 1。

口在增加第二产业比重的同时降低了第三产业比重。
因此，在 1980 ～ 2008 年的样本区间内，工业制成品的进

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照回归结果，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应进

一步鼓励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和初级产品的出口，这与目

前国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相符，其原因在于: 改

革开放的 30 年间，我国经历了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跨

越，工业实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第三产业比

重快速上升，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在该过程中，出

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作用明显，为提高本土企业技术水平

大量进口包括技术设备在内的工业制成品，由此提高了

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了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工业制

成品出口，而由于出口制成品的附加值较低，在刺激了

第二产业高速成长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带动服务业的发

展。但随着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①，我国亟需调

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对外贸易方面，就

是要提高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以降低国内生产的能源

和资源消耗，增加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鼓励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大的高端产品出口。根据进出口商品结构

趋势图( 见图 1) ，2003 年以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持

续大幅提高，清晰地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给对外贸

易结构带来的影响，对外贸易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的带

动作用也将逐步体现。

四、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从微观角度考察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

重对三次产业影响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析对外贸易

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有学者将经济总

量指标的增长率进行分解，运用经济总量中各组成部分

的自身增长率变化与占总量份额变化的乘积来反映经

济结构的变动情况②。本文将该方法应用到对外贸易

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中，基于结构效应指标度量

贸易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

1． 变量解释与模型设定

假定经济总量指标由 n 个部分组成，表示为:

Y =∑
n

i = 1
Yi ( 4)

式中 Yi ( i = 1，2，…，n) 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指标值，

将公式( 4) 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得到全微分公式:

dY
Y =∑

n

i = 1

dYt

Y =∑
n

i = 1

dYt

Yi
×

Yi( )Y t － 1
+∑

n

i = 1

dYi

Yi

×
Yi( )Y t

－
Yi( )Y t

[ ]
－ 1

( 5)

Yi( )Y t
表示 t 时期各个组成部分的指标值在总值中

所占的比重。公式( 5 ) 的前一项为基期结构不变情况

下各组成部分增长率的贡献，后一项是组成部分增长率

中结构变化的贡献。由此将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率按

公式( 5) 进行分解，离散后可以近似用公式( 6) 来度量

总增长率中的结构变化效应:

结构变化效应 =∑
n

i = 1

ΔYi，t

Yi，t － 1
×

Yi( )Y t
－

Yi( )Y t
[ ]

－ 1
( 6)

结构变化效应考虑到两方面因素: 一是组成部分的

增长速度，二是组成部分占总量的比重变化。如果增长

速度为正但比重逐渐减少，其对结构变化的贡献为负;

若增长速度为正且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其对结构变化的

贡献为正。将一般化的结构变化效应指标应用在产业

结构变化中，可得:

产业结构变化效应 =∑
n

i = 1

ΔYi，t

Yi，t － 1
×

Yi( )Y t
－

Yi( )Y t
[ ]

－ 1
( 7)

其中，i 代表三次产业部门，
Yi( )Y t

为第 t 年第 i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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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 ～
2005 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指出，通过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

综合评价分析，2005 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50，这表明中国刚

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
中期和后期 3 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那

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过半。
蓝庆新，田海峰． 我国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

及现状研究［J］． 株洲工学院学报，2002，16( 2) :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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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
ΔYi，t

Yi，t － 1
表示第 t 年第 i 产业的

增长率。
相应地，出口结构变化的指标为:

出口结构变化效应 =∑
n

i = 1

ΔEXi，t

EXi，t － 1
×

EXi( )EX t
－

EXi( )EX t
[ ]

－ 1

( 8)

进口结构变化的指标为:

进口结构变化效应 =∑
n

i = 1

ΔIMi，t

IMi，t － 1
×

IMi( )IM t
－

IMi( )IM t
[ ]

－ 1

( 9)

式中，
EXi( )EX t

表示第 t 年第 i 种产品的出口额占总

出口额的比重，
IMi( )IM t

表示第 t 年第 i 种产品的进口额

占总进口额的比重。这里，i 按附加值的高低分为工业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两大类。
ΔEXi，t

EXi，t － 1
和
ΔIMi，t

IMi，t － 1
分别为第 i

种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将产业结构变化

效应 Y 作为因变量，进口结构变化效应 IM 与出口结构

变化效应 EX 分别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Y = C + αIM + εt ( 10)

Y = C + βEX + εt ( 11)

2． 回归结果及分析

同样以 1981 ～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为样本，得

到我国产业结构、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变化效应的时间

表 3 产业结构与进出口结构变化效应

年份 产业结构效应 进口结构效应 出口结构效应 年份 产业结构效应 进口结构效应 出口结构效应

1981 0． 211632 0． 15221 0． 676645 1995 0． 029355 1． 67057 0． 307974

1982 0． 121644 0． 35102 0． 097436 1996 0． 02334 0． 00191 0． 00049

1983 0． 023308 7． 172767 0． 12195 1997 0． 177559 0． 216801 0． 195449

1984 0． 380684 4． 304463 0． 270597 1998 0． 203264 0． 8574 0． 335786

1985 1． 294849 4． 207445 1． 013261 1999 0． 134964 0． 002248 0． 090949

1986 0． 096096 0． 039108 9． 03626 2000 0． 193523 2． 081714 1． 84E － 05

1987 0． 014053 0． 706701 0． 456449 2001 0． 096761 0． 258172 0． 011872

1988 0． 091835 0． 465487 0． 564102 2002 0． 071945 0． 346899 0． 175565

1989 0． 127891 0． 197973 0． 137267 2003 0． 109935 0． 088479 0． 114777

1990 0． 24408 0． 111378 0． 559368 2004 0． 055064 0． 99705 0． 22804

1991 0． 461512 0． 175913 0． 575441 2005 0． 173771 0． 157714 0． 031345

1992 0． 498665 0． 025411 0． 424407 2006 0． 100418 0． 109676 0． 201609

1993 0． 598053 0． 725368 0． 231261 2007 0． 0094 0． 213794 0． 04098

1994 － 0． 03489 0． 032843 0． 313414 2008 0． 006418 2． 696515 0． 038995

序列( 见表 3) 。
按照结构效应的衡量方法，如果所得效应值为正，

表明经济结构有所改善，为负说明经济结构在恶化。由

表 3 的计算结果可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

基本处于优化和升级过程中。其中，进口结构效应自

1983 年开始连续 3 年有较大增长，原因在于 1983 年我

国完善了来料加工政策，“以进养出”的政策调整带来

进口额猛增; 出口结构效应方面，1985 和 1986 年上升

幅度明显，主要由于我国在 1985 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

制度，农产品和煤炭征收的出口退税率为 3%，工业制

成品的出口退税率为 14%①，使得 1986 年初级产品出

口增长 18． 48%，工业制成品出口更是上涨了 45． 46%。
进一步，对产业结构效应与对外贸易结构效应的数

值加以拟合得到表 4 的回归结果。在模型一和模型三

中，进口结构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的系数未能通过 T 检

验，说明进口、出口贸易结构效应与当期产业结构效应

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在模型二中，滞后 1 期的进口贸

易结构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进口贸易结构的提升促

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模型四中滞后 5 期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系数也显

著为正，意味着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具

有更长期的滞后性，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政策对产业结

构调整的影响不会及时产生效果。

五、研究结论

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一国进出口通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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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 1985 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

税或增值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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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结构效应的检验结果

因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Y

常数项 0． 154605＊＊ ( 2． 671026) 0． 136619＊＊ ( 2． 420271) 0． 195078＊＊＊ ( 3． 592435) 0． 123637＊＊＊ ( 3． 729725)

自
变
量

IM 0． 041815 ( 1． 402971)

IM( － 1) 0． 062904＊＊ ( 2． 126640)

EX 0． 003257 ( 0． 104610)

EX( － 5) 0． 040695＊＊＊ ( 2． 360783)

R2 0． 070377 0． 153191 0． 000421 0． 209733

F 值 1． 968328 4． 522597 0． 010943 5． 573294

注: 括号内数字为估计系数的 t 值;＊＊＊、＊＊分别代表在 1%、5% 的水平上显著。

响国内的供给和需求，解决资本品不足、技术水平低和

传统产业生产过剩等问题，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带动产

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就对外

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 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从两大类贸易产品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来看，适当增加工

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比重能够起到减少第一产业比重、增
加第二产业比重的效果。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看，进出口

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发

挥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由于本文实证样本来自于我

国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 1980 ～ 2008 年) 跨越的特定阶

段，所得结论是该阶段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对外贸易政策

的体现，随着我国工业化的继续深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

逐步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与国际贸易政

策的转变，实证结果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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