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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 ! O O M 与我国出口产品价值提升:
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徐元国

摘要 : 我国外贸从 O EM 向O D M 升级过程中 , 工业设计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

作用 "本文详细论证了工业设计对制造业发展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和外贸产业升级

的作用机理 , 并以与工业设计关系密切的出口产品价格指数反映出口产品价值的变

化 , 用 1986一2010 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估

计结果表明 , 在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两种统计模型中 , 工业设计能力均对出口

产品价值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工业设计重要作用的认识 , 构

建包含政府 !企业和协会等多层面的工业设计发展支撑体系:

关键词 : 工业设计 ; O O M ; 出口产品价值 ; 协整检验 ; 误差修正模型

一 ! 引言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 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制造商位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

端环节 , 这在微观上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和技术升级滞后 , 进而使企

业无力投人足够的资本进行技术改造 , 在宏观上造成了我国的外贸出口规模扩张和

外贸盈利能力逐渐下降的悖论局面 (卢洪雨 , 2004; 张先锋 !刘厚俊 , 2006 )"为

此 , 认真思考和筹划我国外贸出口行业的转型升级是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极为重

视的课题 " 目前 , 国内许多学者关于我国外贸模式升级路径形成的共识是外贸出口

企业应按 照从 O EM (original equipm ent m anufa eturer) 到 O D M (original desi即

m anufa eturer) 再到 O BM (original brand m anufa eturer) 的模式顺次提高在国际分工
体系中的地位 , 实现外贸转型升级和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的目标 , 这也是一般发展

中国家外贸产业演进升级的惯常路径 (H obday , 1995 : H o一D on Yan , 2012) "经过

30 多年以 O EM 模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发展和积累 , 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正处于

从 O EM 向O D M 过渡的进程之中 "要实现从 O EM 向O DM 的成功转型 , 关键举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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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工业设计的能力 , 使工业设计通过产业化发展切实发挥拉动制造业升级和
增加产品附加值的作用 "

工业设计通过塑造产品差异性提升企业绩效 , 进而通过企业间的竞争促进产业

升级的作用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刘晓军等 , 2009) "国外一些学者的实证

研究表明 , 在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创新中大部分是基于已有技术而不是依赖技术前沿

的突破 , 工业设计对产品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 (G em ser , 2001 ; V e即zer, 2005 ) "

国内也有学者验证了工业设计对个别省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王娟娟 !汪海粟 ,

20 09 ) 和对产品开发与产业技术的正面促进作用 (刘晓军等 , 2009 )"长期以来 ,

我国工业设计的发展状况无论是主观意识还是客观能力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

距 "近年来 , 政府和企业等各个层面均认识到工业设计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

作用 , 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大力扶持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迄今为止 , 学界

关于外贸产业升级的讨论大致是按照O E M 一O D M 一OB M 路径进行的理论阐述和宏观

分析有余 , 而对外贸企业在O EM !O D M 和 OB M 三个阶段间依次转型升级的具体机

理的微观分析及实证研究不足 "本文拟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 进一步具体探讨从

OE M 向O D M 转型过程中工业设计的作用机理 , 并结合与工业设计关系较为密切的

工业制品的出口数据对工业设计与外贸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

二 ! 工业设计在 O EM 向OD M 升级中的作用机理

外贸出口领域的转型升级在宏观上表现为出口制造商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

延伸 , 在微观上表现为出口企业与外商磋商谈判中的定价能力提升和出口商品单价

提 升 (毛蕴诗 ! 戴 勇 , 2006; 汪建成 ! 毛蕴诗 , 2007) "工业设计 在外 贸

O E M 一OB M 升级路径中的作用主要是提高出口企业向制造环节的上游设计环节延

伸 , 通过自主设计赋予产品差异性而获得相应的市场势力 "

1.工业设计的界定及其产业经济功能

工业设计不仅是对产品外观的设计 , 而是牵涉到诸多环节的一个综合性行业 "

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 (Intem ational Couneil "f Industrial D esign , ICID ) 1980

年给工业设计下的定义是 : /就批量生产的产品而言 , 借训练 !技术知识 !经验及

视觉感受 , 赋予产品的材料 !结构 !形态 !色彩 !表面加工及装饰一新的品质和规

格 , 并解决宣传展示 !市场开发等方面的问题 , 称为工业设计 "涉及到包括市场需

求 !市场概念 !产品的造型设计 !工程的结构设计 !快速模型模具的制造 !小批量

的生产直到批量化上市 , 以及形象品牌的策划等领域 0 -犷"ICI D 对工业设计的这一

定义强调了其在整个工业生产体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综合性作用 , 即概括了工业

设计的主要工作领域也体现了工业设计在工业经济系统中的战略性地位 "随着服务

经济的兴起 , 工业设计逐渐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链中分离出来 , 发展成为一个

独立的行业 , 工业设计对传统制造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就 日益凸显

出来 "人们对工业设计的理解逐渐也突破了间断的工作环节性质 , 而将其视为 /一

¹ 引 自王娟娟 , 汪海粟.工业设计服务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研究 ) 以湖北省为例[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 09 年 5月第3期"

一 14 7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5国际贸易问题 6 20 13 年第1期

种创造性活动 , 其目的是为物品 !过程 !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

统建立多方面的品质 0 (International C ouneil Soeieties of Industrial D esign , xC -

S ID , 2 006 ) "

工业设计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

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体系中 , 工业设计是工业化大生产系统得以存在和发展壮

大的基础生产环节和必备条件之一 "工业经济需要解决生产系统中所需机械设备 !

零配件 !半成品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化问题 , 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低成本优

势 "生产线的组装 !机械设备的制造 !零配件和产品规格型号的统一等诸多环节都

以工业设计作为基本的前置性生产技术 "随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的服

务经济阶段 , 原来处于不同部门 !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的工业设计相关工作环节

更为紧密地衔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设计产业 "服务经济中的工业设计在继

续为工业生产提供基本技术支撑的基础上 , 日益将工业生产与社会需求更为紧密地

结合起来 , 并在传统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中注人动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心理因素 !"理

性认知和艺术创造成为新时代人性化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的特征 "工业设计在利用开

发设计出来的产品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同时 , 也成为满足人们现实和潜在精神需求

的重要途径2!"

20 0多年前工业设计在英国纺织工业革命中诞生并成为工业制造的必要先导环

节 , 它也为美国福特制生产体系塑造了必须的标准化机器设备 ! 中间品 !零配件

(刘世声 , 2005 ) "其后 , 工业设计伴随着战后飞速进步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 , 不断

推出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推向全球 , 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将全球市场从供不应求的卖

方市场变成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买方市场条件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许多

政府更加重视工业设计对提升本国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作用 "191 9 年成立的德

国包豪斯设计学校使工业设计成为德国传统的优势产业 , 其为德国培训的优秀设计

人才使其在战后重建中迅速推出了质量上乘的制成品并在国际市场长期享有盛誉 "

日本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提出了 /科技立国 !设计开路 0 的国策 , 日本企业在上个世

纪 50 一60 年代通过模仿欧美的产品设计 , 逐渐建立了自身的工业设计体系 , 于 70

年代前后推出大量具有 日本设计特色的产品一举占领欧美市场 (栗典 , 2009) "韩

国政府在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重振中提出 /设计韩国 0 战略 , 现在工业

设计已经助力韩国成长起来三星 ! LG 等全球著名品牌 , 韩国也从制造国家向设计

创新国家成功转型 (陈折 !刘曦卉 , 2009 ) "与上述国家相比 , 我国的工业设计虽

然在教育体系 !设计理念 !设计水平等方面均有不小的差距 , 但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后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现实 , 使政府和企业认识到工业设计在我国外

贸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 , 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扶持该产业发展壮大 , 工信部等 11

个部委201 0年联合印发了 5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 6"

º 工业设计在服务经济时代的这种满足社会精神需求的功能将其从功利主义 !工具主义 !功能主义和技

术决定论的短视中摆脱出来 , 而以实现功能与形式 ! 科学与艺术 ! 事实与价值 !传统 与创新 ! 人与自然的统

一为基本原则 , 逐渐发展成为 /人文设计 ! 人性设计 ! 人道设计 0"参见朱红文.从哲学看工业设计的问题及
其出路[J] .哲学动态 , 2000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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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设计提升外贸企业的市场定价能力和盈利能力

外贸企业通过其产品的功能属性来反映并满足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要 "工业产

品的属性主要包括核心技术 !质量 !人机工程 !情感 !美学 !品牌和对生活形态影

响力等七个方面 , 具有物质和精神两种功能 (杨艳华 , 2009 ) "物质功能指产品的

实际用途或使用价值 , 它是产品设计者和使用者关心的基本对象 , 主要包括核心技

术 !质量 !人机工程等二个方面的属性 ; 精神功能是指产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 !象

征 !教育等效果 , 主要包括情感 !美学 ! 品牌和对生活形态影响力四个方面的属

性 "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全球同类产品的在物质功能上迅速同化 , 供应商之间在生

产制造 商的技术差异趋 同 , 产品的物质功能 已不能刺激 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

(Jean一Franeoi: Petiot ! Bem ard Y annou , 2004 ), 藉由研发 !设计和营销服务提升

产品的精神功能已成为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这正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M ulti一national enterp rises, M N Es) 将生产环节通过 O E M 模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自身专注于设计和营销等核心业务环节的内在原因 "

以O EM 模式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存在着三个层面的企业竞争: 一是将生

产制造环节外包出去的发达国家发包商之间以设计和营销为主要内容的竞争 ; 二是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O EM 承接企业以同质性制造和制造成本为主要内容的竞争 ;

三是 O E M 发包方和承接方之间以分割制造环节利润为主的合作性竞争 "处于全球

价值链微笑曲线上相同区间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O EM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 , 使

M N E s更容易将生产制造环节不断从劳动成本升高的国家和地区向新形成相应生产

能力且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 这一动态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一方面起到了

优化配置全球生产资源的作用 , 另一方面也使得 O EM 承接企业在M N ES交易谈判中

处于劣势地位 , 无法掌握产品的定价权 "M N E S利用 自身的研发实力和营销技巧在

全球市场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势力 , 通过市场歧视策略不断进行市场细分 ,

通过开发不同型号和不同款式的产品谋求市场收益最大化 "消费市场上的这种垄断

势力进一步强化了M N Es 与 O EM 供应商谈判时的定价能力 "O E M 出口企业提升自

己定价能力的关键在于能够具有异于其他 O EM 厂商的核心竞争力 , 能够使企业的

业务环节向微笑曲线延伸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转型升级 "在研发 !设计 !品牌管理

和营销等几种升级措施中 , 优秀的工业设计和稳定的生产制造一样是其他几种业务

有效开展的前提 "大力提升工业设计能力以实现 O EM 向O DM 的转型 , 是外贸出口

企业提升出口定价能力的优先选择 "O D M 厂商与M N E s交易谈判时因其提供了制造

和设计两种业务服务 , 理应得到更多的回报 ; M N Es也因为 O DM 厂商提供了优质产

品设计而进一步将业务链条收缩形成更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愿意向O D M 厂商支付更

高的价格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在 O E M 和 O D M 两种模式中 , 外贸企业与产品最终市场是脱节的 , 是通过国外

的产品发包方 (即国外进口商 ) 与最终市场建立联系 "外贸企业的目标是发展成为

与最终市场建立直接联系具有 自主品牌的O BM 制造商 "从最终产品市场看 , 工业

设计对外贸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具有更加长远的作用 "O D M 和 O BM 外贸厂商通过

申请设计专利获得产品的垄断权 , 从而能够在形成细分市场上较高的定价能力 "

一 14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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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M 外贸企业的设计能力建立在稳定高效的生产制造系统的基础上 "工业设
计需要将市场对产品的各种潜在和现实需求通过产品体现出来并给予满足(考, 同时

也需要充分考虑批量化生产的可行性和效率 !效益问题 "工业设计工作人员或者要

使结合了艺术创造 !社会需求和科学技术的新型产品符合现有生产系统的技术要

求 , 或者要对生产系统进行重新设计使其满足新产品的生产要求 "这就要求 O D M

生产系统兼具 O E M 模式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和适应新设计产品的弹性特征 , 并且

O D M 外贸企业的供应商也必须具有对工业设计的这种适应能力或者对其自身的调

适能力 "所以 , O D M 模式的形成以整个社会生产系统达到一定的水准为基础 "从

O D M 向O BM 模式的转型除了要求社会生产系统较为发达成熟之外 , 也要求社会经

济体系普遍形成了较为优秀的工业设计能力 , 能够不断设计合适的新产品以支撑企

业的品牌价值 "

从 O EM 向O D M 转型的过程也是同类外贸企业间接竞争的过程 , 同一产业中的

外贸企业能够成功实现从 O EM 向O D M 转型升级的往往只是少数 "O E M 模式的外贸

企业只是根据国外进口商订单要求进行生产 , 与最终产品市场并没有紧密的直接联

系 "O D M 企业则需要对市场需求及其动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及预测能力 , 才能设

计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 "O D M 对外贸企业的要求与O EM 相 比并不仅仅在于是否

具有设计人员 , 而是要求从企业组织架构到管理理念等各方面具有全方位的提升 "

所以 , 同行业的O E M 企业中只有综合素质优秀和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企业才能成

功转型为O D M 制造商 "同理 , 同行业的O D M 企业中也只有更为优秀的企业才能转

型为 OB M 企业 "

三 !实证检验

根据汤森路透报告 , 2m l年中国超越美国和 日本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国

家 , 中国正努力实现从 /中国制造 0 转型为 /中国设计 0"工业设计对我国外贸企

业从 O E M 向O D M 和外贸产业升级的作用绩效在实践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 , 尚有

待于实证研究的证明 "

1.指标选择与数据测算

首先说明出口产品价值的指标选择与测算方法 "工业设计促进外贸企业从

O EM 向 O D M 转型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外贸出口产品价值的提升 "不少学者用出

口价格条件和出口收人贸易条件用以表示出口收益 (张娟 !刘钻石 , 2011) , 但这

两个指标均是将出口商品的价格与进口商品的价格及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综合起来得

出的数据 , 反映的是一国在对外贸易过程所得到综合经济收益 (马淑琴 !鲍观明 ,

½ 这 18 种产品为: 猪肉罐头 ! 蘑菇罐头 ! 丝织物 ! 棉机织物 ! 合成短纤与棉混纺机织物 ! 地毯 ! 电

扇 !缝纫机 (包括工业用) ! 金属加工机床 ! 原电池 ! 自行车 ! 照相机 ! 手表 ! 日用钟 ! 皮鞋 ! 橡胶或塑料

底布鞋 (包括球鞋) ! 球类 (足球 ! 篮球 ! 排球) ! 伞"

¼许多成功的产品不仅仅是满足市场需求 , 而是通过对潜在需求的洞察而开发出具有前瞻性的产品去引

领市场消费的趋势和潮流. 如美国APP le 公司的iP ad 和 iPhon e等产品即是工业设计之于企业价值提升迄今为

止最为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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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所以 , 用这两个指数表示出口产品价值并不恰当 "本文拟直接用相关出口

产品的价格来表示出口产品的价值 "基于本文实证研究的目标是考察工业设计对出

口产品价值提升的作用 , 故将出口产品中的与工业设计明显无关的农产品 !矿产

品 ! 大宗物资等产品剔除"为增大实证样本容量 , 本文选取了1986年至201 0年间

数据完整的 18 种工业品 (后文简称设计品) 匀来计算与工业设计关系密切的出口产

品价格指数 (后文简称 /设计品出口价格 0 ) "先按其各年的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

算出当年单位单价 , 再以1985年为基期算出该产品该年份的指数价格 , 然后用这

一指数价格加权汇总成当年的设计品价格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夕911口Q口声..!IJ月刃尹了!P ;, =
am o / n心,

q *

Pi,一升
只一wi:,厂一宁 x .三匕

/艺
i= 1

(1) 式是某年某产品的单位价格 , 由该产品的年度出口总金额除以出口总量;

(2) 式是该产品某年以 1985年为基期的出口价格指数 ; (3) 式是某年设计品出口

价格 , 以每一种设计品在18 中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权数 , 乘以其出口价格指数

然后加总得到 "

其次说明工业设计的指标选择 " 目前 , 世界各国均没有设计专门的指标对工业

设计产业进行专门统计 , 本文根据 5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6 的处理方法 , 用实用

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两项专利的申请数量表示工业设计能力 -口"且我国 5专利

法 6 于1985年实施 , 专利统计数据始于1985 年 4月 1 日, 故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年

份始于 1986年 "

除此之外 , 对设计品出口价格影响最大的是外汇价格 "而且出口国和进口国双

方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等对价格具有较大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在国际上也都是通过

汇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 "所以 , 本文将率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实证检验模型 "

本文实证研究三个变量的原始数据见表 1 "

显然上述三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 , 不适合直接拿来进行多元

回归检验 "对上述三个变量取对数 , 得到只个新的变量为1n( P) ! 1n( D ) ! 1n( R) ,

用这三个新的变量建立基本实证模型 "

In(只)= C0 + 砚In(D ,)+ 叹 In(R ,)+ "- (4)

2 .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是分析变量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 , 如果存在单位根 , 则变量序列为

非平稳数据 "只有平稳的数据才可直接用上述基本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用

¾专利中的发明专利主要表示企业R& D 投人和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 , 本文不做考察 1实用新型涵盖了

工业设计的功能界面维度 , 而外观设计与工业设计的外观设计维度一致 , 这两种专利的申请数量大致能够反

映工业设计的整体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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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6一201 0 年度设计品出口价格 ! 工业设计能力和汇率数据

年年份份 198666 198777 198888 198999 199000 199111 199222 199333 199444

价价格 (P ))) 1.015333 1.059777 1.130555 1.175333 1.207222 1.203222 1 020777 1 104000 O一924333

设设计 (D ))) 1018666 1768888 2380222 2261888 3075333 3802333 5176666 5606999 566 1666

汇汇率 (R ))) 345.2888 372.2111 372.2111 376.5 111 478.3222 532.3333 55 1.4666 576忍忍 861.8777

年年份份 199555 199666 199777 199888 199999 200000 200111 200222 20() 333

价价格 (P ))) 0.957888 1.094888 1 138000 1.095888 1.040000 1.040333 1.028444 0.994000 1.046444

设设计 (D ))) 5886222 7073666 7007111 7493111 9436222 11499333 13573555 16573888 19446999

汇汇率 (R ))) 835.111 83 1.4222 828.9888 827.9 111 827.8333 827.8444 827.777 827777 827.777

年年份份 200444 200555 200666 200777 200888 200999 20100000

价价格 (P))) 1.139 111 1 203111 1.266333 1.373222 2.028888 2.057888 2.15311111

设设计 (D ))) 21315777 28967222 34802444 43343888 52256555 64851555 8163622222

汇汇率 (R ))) 827.6888 819.1777 7971 888 760.444 694.5111 683几几 676.955555

注: 价格 (P) 是根据 (3) 式测算的指数化设计品出口价格; 工业设计水平 (D) 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

项专利申请数量之和 , 单位为 /个 0; 汇率 (R ) 为当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水平 , 单位为 -e NY/ 1oo USD. .; 专利

数据和汇率数据均来自历年的 5中国统计年鉴 6"

Evi ew S 6软件 ¿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 D F单位根检验方法 ,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
表2 变最的单位根检验

变变量量 A D F检验值值 AD F临界值值 平稳性判定定
显显显显著性水平 1%%% 显著性水平5%%% 显著性水平 10%%%%%

IIIn (P ))) 04 6628555 一3.73785333 一2.99 187888 一2.63554222 不平稳稳

DDD ln (P ))) 一4一32277777 一3.75294666 一2.99806444 一2.63875222 平稳稳

IIIn (D ))) --() .69568999 一3.73785333 一2一99187888 一2.63554222 不平稳稳

DDD In (D ))) 一5.32270888 一3.75294666 一2.99806 444 一2.63875222 平稳稳

IIIn (R ))) 一2.41758111 一3.73785333 一2一99187888 一2.63554222 不平稳稳

DDD ln (R ))) 一4.05736777 一3.75294666 一2.99806444 一2石3875222 平稳稳

结果显示 , 设计品出口价格 !工业设计能力和外汇水平三个变量的自然对数都

不能在甚至 10 % 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 , 故1n( P) ! 1n( D ) ! ln( R) 三个

指标存在着明显的非平稳性 "但三个指标的一阶差分变量D 1n( P) ! D ln( D) !

D in (R) 均在 1% 的显著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 故三个差分变量序列是平稳

的 "我们接下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 检验它们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 并在验证其

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ECM )"

3.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EC M ) 估计

首先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协协整是对经济时序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

¿除特别说明外 , 本文统计分析所用软件均为Ev iews 6o

153





5国际贸易问题 6 2013 年第1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In(只)= 3.57一0.89* In(R ,)一0.39* In(D -)+ 0 #62* In(D ,)(一3)+ o #37* In(只)(一l) (8 )

Adj us t曰 R . = o ,94 F 二s52 zlZs P 二o刀o0 00o D .w = 2.029004

In(P)(一1)和 In(D )(一3)分别表示In(p )和 In(D )的 1阶和3 阶滞后变量 , 调整后的

R ,接近1说明方程 (8) 拟合优度很好 , 所有参数的估计值均在1% 的显著水平上通

过t检验 , D .W 统计量非常接近2说明方程的残差不存在 1阶自相关 , 故方程各方面

均通过检验 " ln (R) 对hi (P) 的回归系数与其经济意义相符 , ln( P) C l) 的系数为0. 37

说明设计品出口价格受到其上一期价格的正面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方程

(8 ) 中加人了设计能力的3 阶滞后量和价格的 1阶滞后量 , ln( D) 对设计品价格作用

的参数符号发生了逆转 , 其参数与由原协整方程中的0.23 变为一0. 39 , 说明原方程

(5) 中因为没有考虑滞后分布量的作用而是 /伪回归 0 " ln( D) 的 3 阶滞后量对

in (P) 作用的系数是 0.62 , 总体而言 , 工业设计能力仍在 1% 的显著水平上对设计品

出口价格起到正向作用 "其中ln( D )系数为负则没有经济上的意义 , 主要原因在于

从改革开放以来 , 专利申请数量呈现出快速上涨的态势 , 而设计品出口价格呈现出

一定程度的波动 , 方程 (8) 并没有完全将两个变量在时间上的这种逆向关系完全

剔除 "为避免这种与经济意义不符的回归结果 , 本文采取将ln( D )和ln( D )(一3) 合并

在一起作为一个变量 , 令ln( D .卜ln( D 卜ln( D )(一3) , 对方程重新进行回归的结果如下:

In(只)= 1 25 + 0 07* In(D !.)一0 43 *In(R :)+ 0 53 * In(R )(一l) (9 )

A dj uste d R , = o -ss F = so.Zs P = 0.000000 o .w = 1.655 / 8

方程 (9) 的各项回归结果均通过检验 "参数回归结果的t值均显著且与经济

意义相符 , 其中ln( D. )表示当期工业设计能力和滞后期设计能力的综合作用 "为进

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定性 , 我们进一步对方程 (9) 中的变量进行Joh an sen 协整
检验 , 结果显示方程 (9) 中各变量在5% 的显著水平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 "故可

以根据方程 (9)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

Dln(只)一C , *oln(D厂)+ CZ*Dln(Rt)+C "*Dln(只)(一l)+C4*eeom !卜, "+:, (10)

方程 (10) 中ec om 表示方程 (9 ) 的残差项 , ec om (t一l) 是该残差项的滞后

一期量 "回归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o xn(只)= o一2*o ln(D :.)一063*n ln(R t)+ 0.17 * D ln(只)(一1)一0.43*eeom 1卜:) (11)

A dj usted R , 二0.52 o .w = 1.9一7928

方程 (11) 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 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 , 符合反向

修正机制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 设计品出口价格短期内与工业设计能力

和其上一年的出口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 与汇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系 "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深人分析了工业设计与我国外贸产业升级及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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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附加值增加之间的内在关系 "理论分析表明 , 工业设计对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 !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和外贸产业升级二个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外贸领域

要实现从O EM 向O BM 的转型升级 , 作为中间发展阶段的 OD M 模式不可或缺 "只有

在 O EM 积累了广泛而优质的生产能力基础上 , 外贸企业才可能藉由工业设计来提

升出口产品价值和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 , 并具有最终实现 O B M 的可能 "

本文实证研究中以 18 种与工业设计关系密切的产品的出口价格为基础 , 将其价格

进行指数化处理并采用加权平均得到 1986一201 0年间设计品出口价格 , 深人考察了

工业设计对设计品出口价格提升的促进作用 "结果显示 , 无论是反映长期均衡关系

的协整方程还是反映短期波动的误差修正模型 , 工业设计变量均与设计品出口价格

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实证研究发现 , 工业设计变量的滞后3期分布对设计品

出口价格变量的正向作用尤为显著 , 这表明工业设计能力的增强与提高设计品出口

价格之间具有 3年的滞后期 "

长期以来 , 美国 !德国和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均将工业设计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大力促进其发展 "而我国虽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即已从西方引进了工业设计理念

与教育体系 , 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出口

压力增大才促使政府和企业意识到工业设计对外贸出口升级的重要作用 "需要强调

指出的是 , 工业设计并不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帮助企业突破出口困局的投机性举措 ,

而是一国制造业长期稳健发展和渐次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战略工程 "所以 , 我国工业

设计能力的提升 , 一方面需要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发展工业设计的成功经验采取适当

的具体措施 , 另一方面需要强化理论研究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工业设计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支撑体系 "具体来说 , 政府要出台鼓励和扶持性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政策 ,

为工业设计企业的发展壮大营造优良的软件环境 , 同时倡导校企联合大力提高工业

设计教育质量 "企业要加大工业设计领域的投人 , 在核心技术领域与国外差距短期

内难以缩短的情况下 , 要缩短工业设计从设计到产品投人市场的时间间隔 , 通过工

业设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具有 自身知识产权的产品 ,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 提升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联结企业和政府的行业协会也应进一步发挥促进工业

设计国际交流 !保护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和引导工业设计产业有序发展等有关方面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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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u stria l D es ig n , O D M , a n d th e E n h a nee m e nt of P rie e of C h ina . s

E x Po rt in g P ro d u ets : M e e ha n ism a n d E m P iriea l T e sts

X U Yu an 一g u o

A b stra et: Indu strial design play s a ve卿 im port an t ro le in prom oting C hina .

5 fo reig n trad e fr o m O E M to O D M . T h is P a P e r d e m o n stra tes th e ro le o f in d u stri-

al design in the m anu fa etu ring secto r develo Pm ent, corp orate P ro fi tab ility enhanee-

m en t, a n d fo re ig n tra d e in d u stria l u p g ra d in g . T h e au th o r d e sig n s a p ro d u ets . ex -

P o rt in g P rice in d ex to re fl e ct th e v a lu e o f ex P o rt e d g o o d s w h ieh h a s c lo se re la -

tio n sh iP w ith th e in d u stria l d es ig n . T h e em P iri e a l te sts a re b a se d o n d a ta b e tw e e n

19 8 6 a n d 2 0 10 . T h e resu lts o f c o in te g ratio n a n d E C M sh o w th at b o th in

lo n g一ru n eq u ilib ri u m re la tio n sh iP an d sh o rt 一te rm fl u e tu a tio n s re latio n sh iP , th e v a ri-

ab le o f in d u stria l d e sig n h as sig n ifi e an t effe c t o n th e P rie e o f e x P o rt P ro d u e ts.

5 0 w e n e ed to fu rt h e r th e u n d erstan d in g o f th e im P o rt an ee o f in d u stri al d e sig n ,

a n d try to se t u P a sy ste m e o m P risin g g o v em m e n t, en te rp rise s, a n d in d u stry as so -

e iatio n to su P P o rt t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in d u stry d e sig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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