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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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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0 年之前外向型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外贸市场化改革步步推进，价

格贸易条件在影响进出口指数的各种因素影响下呈缓慢下降，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则随着出口

规模扩大，出口企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缓慢上升。2000 年之后，虽然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但粗放的

经济增长模式已成惯性，这与“入世”后更加开放的经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价格贸易条件在各种因素

影响下更大幅度地下降，另一方面使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在出口和出口劳动生产效率大增的带

动下大幅上升。贸易条件变迁的历程表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其影响深远，

如果不改变由此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对国外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不立足内需，那么单纯依靠

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上升带来净贸易利益的局面也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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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交换比价，它不仅可以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赢利能力以及在

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地位，而且反映该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很多，从研究

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 1) 贸易条件在各个时段的走势［1 － 2］; ( 2) 影响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3 － 5］;

( 3) 贸易条件与各种经济因素的关系［6 － 7］。从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来看，现有成果大多是用计量经济学和

统计学的方法截取某一时段的相关数据对贸易条件的某个论断作实证研究，此外也有一些策论性探讨。
这些研究大多抽象或简化了中国贸易条件变迁中与之紧密联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也少有从战略高度对

贸易条件变化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研究的时间下限也没有延及到近一二年，基于此，笔者试图在已有成果

基础上，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对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的变迁过程进行经济史的回顾

与分析，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和启示。

一、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多指价格贸易条件的走势，即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

的变化趋势，反映一国单位商品交换进口商品能力的变化情况。价格贸易条件是考察贸易条件的最重要

的指标，但它还不能反映影响贸易利益的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为全面分析和评价中

国的贸易条件，本文在主要考察价格贸易条件的同时，还加入了对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的考

察。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数量指数的乘积，单要素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和出口商品

劳动生产率指数的乘积，前者从量上测度一国出口交换能力，后者从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测量一

国出口交换能力。静态地看，如果一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只要其出口量或出口生产率大幅提高，最终

的收入贸易条件或要素贸易条件仍会增加，也意味着一国总的贸易利益可能会增加; 而从动态或长远的

角度看，各个贸易条件变动究竟对一国经济好坏与否，还要进行具体分析。此外，因本文主要是站在经济

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发展层面来考察贸易条件的变迁，所以还加入了改革开放以来 GDP 的发展轨迹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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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照。
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8 年的各类贸易条件指数，学界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整理和测算，其基本变化趋

势已成共识。这里对 1981—2004 年各类贸易条件指数，笔者直接借用黄满盈［2］的计算结果，2005—2013
年的贸易条件指数，笔者依照黄对代表性进出口商品的选取方法，即按照联合国 SITC 分类标准，结合联

合国统计司的统计，均衡选取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各大类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商品，采用帕氏公式( Pa-
asche formula) 计算各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和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这样，改革开放

以来各类贸易条件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变化即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价格贸

易条件基本在波动中趋于下降，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 GDP 却基本一路上扬。但 2000 年前后

有区别: 2000 年之前，价格贸易条件是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其中，1991 年之前波动较大，之后波动平缓，收

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在小的波动中不断上升; 进入 21 世纪后，价格贸易

条件指数跌破 100 一路下滑，至今已降到低于 80 的水平，而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 GDP 则以

更快的速度向上攀升，几乎达到平均每年增加 18 ～ 30 个点的水平，并在 2007 年之后都经历了一个大的波

动。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变动趋势? 这样的趋势显现了什么问题? 下面以 2000 年为分界点，通过回顾

和分析贸易条件在此前和此后的变动过程予以阐释。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贸易条件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图

注: 2005—2013 年各类贸易条件和 1981—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笔者根据历年统计年鉴，

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的有关数据整理和计算

而得。图上所有指数均以 1980 年为基期。

二、对 2000 年之前贸易条件的分析

( 一) 1979—1991 年

1． 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影响贸易条件的对外经贸政策的改变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经过 30 年

的计划经济，虽然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197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只有 236 美元，远远低于同期工业化国家［8］。同时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传统的以单一公有制

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中国不得不开始向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以市场为导向、农轻重全面发展的外向型发展道路转型，中国的外贸体制和政策随之改变，开

始将过去由中央垄断的外贸经营管理权、外汇使用审批权、进出口机构设置审批权等下放和分散给地区

和部门，以克服过去外贸“统得过死”［9］的体制障碍，并提出“政企分开、外贸实施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

结合、进出结合”的外贸体制改革基本原则。1986 年颁发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 1987 年《关于

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来料加工装配等业务请示的通知》还提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对外经贸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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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贸易条件变化的分析 外贸体制市场化改革下，中国抓住国际上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的契机，积极利用国外材料和资金技术，利用国内充裕的劳动力，大力发展轻纺、工艺品等体现

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力促此类产业的出口，在获得价值增值的同时，努力赚取外汇，以进口原料和各类

技术设备①。中国的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1978—1991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 206． 4 亿美元增加到1 357
亿美元，特别是出口量，1952—1978 年，其增长率仅为 7% 左右，而在 1979 年至 1981 年，出口增长率达到

原来的三倍，之后平均以 10%以上的年增长率向上攀升。出口产品结构也由过去的农副土特和工矿等初

级产品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纺织品、橡胶制品、机电等工业制成品为主。1979 年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是

46． 41%，1989 年已达到 71． 3%，出口结构明显改善②。
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首先影响了价格贸易条件。由于中国的出口在世界出口总

额中由 1980 年的占比 0． 9% ( 排名第 26 位) 提升至 1990 年的 1． 8% ( 排名第 12 位) ，受巨量出口增加的影

响，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在其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情况下不仅难以提升，而且在出口企业为创汇竞相

压价的情况下反而有所下降; 但对收入贸易条件来说，出口的大幅增加和出口结构中附加值较初级产品

高的制成品比重的增加，使其指数上升。就要素贸易条件来说，在体制改革和机制活力的带动下，以及

1970 年代中期与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技术设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良性因素推动下，出口生产效率和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③，所以即使价格贸易条件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压低要素贸易条件的上升趋势。
总体价格贸易条件在 1980 年代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波动多，特别是 1985 年之前在波动中上升，

之后在波动中缓慢下降。这种走势与同期世界经济状况不无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世

界主要工业国在美国的宽松经济政策影响和带动下，从严重“滞涨”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不仅经济得以

大幅度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这使得自西方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从总体上明显下降，以致于中

国在该时期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比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更低( 见图 2) ，所以价格贸易条件在此阶段从 1980 年

的 108 上升到 1985 年的 122; 80 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经过几年较快增长，出现了经济过热，再次出现

通货膨胀，虽然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稳定，但是当时中国围绕技术改造所需进口的大量技术密集型产品

价格呈上升趋势［10］，且中国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仍然远大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进口价格指数逐年上

升，大于了出口价格指数。进口指数的这种变化导致价格贸易条件在 80 年代先扬后抑。

图 2 1981—1991 年进出口价格指数

注: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计算而来。

( 二) 1992—2000 年

1．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确立和更加开放的对外经贸政策 1992 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目标，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同时得到确立。20 世纪 90 年代先后四次大范围自主降低关税税率，

减少配额管理，取消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变固定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 实行地方和企业自负盈亏的出口经营方式; 将开放地域从东部扩展至中西部和内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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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通过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地引进生产线和机器设备，以改造落后的轻工业。
所以“出口创汇，以进养出”是当时普遍的发展模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data． stats． gov． cn /search /keywordlist2? keyword = 1983%2CFDI%20
中国。
据李京文、龚飞鸿、明安书的论证，1953—1957 年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负值，改革开放后的 1978—1995 年，生产率对增
长的年均贡献高达 39． 85。



令人关注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外资的政策优惠明显增多，不仅继续推动 80 年代以来“以市场换技

术”的战略决策，还允许外资进入金融、商业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地区也向内地全面延伸。外资在中国发

展迅速，特别是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 以下简称 FDI) ，1983 年为 9． 2 亿美元，到 1992 年增长到 110 亿美

元，而到 2002 年实际利用的 FDI 达到 527． 43 亿美元，成为吸收 FDI 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企业成为中国

出口的主力军，1990 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12． 6%，而到了 2000 年，几乎占到一半④。

图 3 1993—1999 年进出口贸易条件趋势线

注: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联合国商品

贸易数据库(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COMTＲADE) 的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2． 各类贸易条件的分析 在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更加开放的形势下，20 世纪 90 年代的进出口以年均

13． 5%的速度递增，其中出口量年均增幅近 16%，至 2000 年，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

至3． 9%［11］。出口结构继续升级: 美、日等发达国家将产业结构重心转向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进

一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

此时的中国随着短缺经济逐步结束，资金缺口已不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开始要求外资的质

量，外资来源发生变化，1993 年以前是中小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投资商为主，1993 年以后美、日、欧等许多

大的跨国公司涌入，它们不仅投资于轻纺、橡胶、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大举进入中国产业结

构升级过程中正大力发展的家电、通讯设备、微电子、汽车制造、仪器仪表等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由此，

到 2000 年，不仅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 90%以上⑤，而且工业制成品内部也产生着变化，轻工纺

织、橡胶制品、矿冶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降低，机械和运输设备的比重逐年上升，2000 年已近 30%。
和 20 世纪 80 年代一样，90 年代出口大量增长使价格贸易条件面临下降的压力，出口结构的升级也

没有使其提高。由于中国依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国际产业内分工低端位置，所

以尽管出口产业越来越多扩展到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但生产的附加价值相比 1980 年代并没有明显增

加，出口主要还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以致出口部门的扩张形成了超额供给。同时，进口

贸易在经历了系列改革推进后，已从调剂余缺为主转为支持进口替代，进口了大量的技术设备、生产线和

原材料，进口依存度从此前年均 9． 6% 一举上升到 1990 年代的年均 15． 6%⑥，进口价格指数整体高于出

口价格指数( 见图 3) ，这些和人民币汇率制度( 导致出口价格降低) 等改革一起，促使价格贸易条件走低。
收入贸易条件则相反，1990 年代出口的大幅增长远远抵消掉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下降幅度，收入

贸易条件指数由 1991 年的 38 上升到 2000 年的近 100 点，平均每年上升 6 个多点，远高于 1980 年代年均

仅 1 个点的上升幅度。单要素贸易条件也大幅提高，这是因为随着外贸改革程度的加深，随着力促权责

利趋于统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和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持续上升，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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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相关数据估算而得。
9． 6%是以 1978—1989 年各年的进口额除以各年的 GDP 计算所得，15． 6%是以 1991—2000 年各年相应数据计算所得，数据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 － 2001》。



特别是该时期民营企业全面替代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产品更新、技术改造和工人培训方面增加了动力和

能力，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全面快速提高⑦，其提高幅度超过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 见图 3 ) ，

所以单要素贸易条件上升。

三、对 2000 年之后的贸易条件的分析

( 一) 短缺经济结束后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和“入世”后经贸政策的变化

进入 21 世纪，影响贸易条件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是中国的 GDP 以年均 10% 以上的

速度高速攀升，中国已完全由 1997 年前的短缺经济进入生产能力和产品日益过剩的“买方市场”，过去 20
年立足于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和通过大量投放劳动力以及资本数量的外延式增长方

式，已经失去了需求的支持，同时这种发展模式下资源、能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达到濒临警戒的

状态。中国意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

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

路［12］。二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修改了经贸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

权，逐步扩大各行业的市场准入，开放外贸经营权，降低关税并取消非关税限制，不断扩展与各国的经贸

关系，中国可进入的国际市场范围空前扩大、程度也显著加深。
( 二) 各类贸易条件变动的分析

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短缺经济的结束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推动着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几个重要

方面，首先是更多的外资被吸引进来，2010 年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引外商投资的目的

地［13］。外资企业以其占据中国进出口一半以上的进出口量与其他进出口商一起影响着中国进出口的结

构、规模和效益，进而影响各类贸易条件。
就价格贸易条件来说，由于以外资为主的出口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饱和，在中国政府对外贸

和外资流向的政策引导下⑧，更多地转向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和国家统计局

网站的有关数据计算，2000—2013 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从 89． 8% 上升到 95． 14%，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

产品占一半以上，高技术行业所占份额由 2000 年的近 15%增加到 2013 年的 31． 4%。中国的出口商品结

构进一步升级，出口价格指数提高。然而，由于劳动力依然过剩，城镇就业压力大，外资虽然投入到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但主要还是利用廉价劳动从事这些产业的加工组装部分，其生产的劳动密集性质并没

有实质性改变，即使高技术行业也如此。所以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太多的价值增值，加之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品仍高达 40%以上，出口价格指数没有大的提升。但进口价格指数则因为 FDI 和该时期全国性的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引致的进口增加而显著提高( 见图 4) ⑨。2000 年中国进口

只占世界进口总额的 3． 35%，2012 年高达 10%。且进口以机器设备、零部件等资本品( 尤其是高技术产

品) 和资源类产品为主，进口价格指数在这些价格弹性和垄断性较高产品的庞大需求影响下升幅高达

119． 38%，远远高于同期出口价格指数 65． 84%的上升幅度 ，进出口两方面作用下，价格贸易条件明显走低。
收入贸易条件则相反，由于出口规模在以外资为主的出口企业带动下以 18% 以上的速度增长( 远高

于同期世界 8． 9%的平均增长速度) ，到 2011 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其上升幅度明显超过了价格

贸易条件的下降幅度，直接导致收入贸易条件大幅上升。单要素贸易条件也同样，由于“入世”使国内出

口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时跨国公司对企业高效的组织和管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和高增长却低就业的“奥肯悖论”现象，使 2000 年后出口劳动生产率更加快速地增长，形成了相对于 2000
年前更加高昂的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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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国际劳动组织编写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 第五版) 》也同样指明了这一点。2008 年中国工业的劳
动力年均创造了129 112亿元的财富，是 1981 年工业产值的 63 倍之多。
如中国多次调低或取消矿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等“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 即“两高一资”) 出口产品退税率，提高数控
机床、电子信息等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出口退税率，鼓励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据王玉青的研究，自 1981 年到 1990 年代末，中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相对于全球
贸易发展的大格局，总体上进口增长率和进口价格指数在波动中基本上是缓慢上升的。



图 4 以 2001 年为基期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趋势线

注: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联合国

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COMTＲADE) 的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来的贸易条件在 2007 年后有一个明显波动，主要是此期世界经济受美国金融

危机影响，出现大幅度衰退，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外需求明显下降，使中国出口量明显下滑，从而影

响到中国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

四、历史回顾基础上的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外向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以较高的幅度持续改

善，所以尽管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但前两者的改善抵消掉了后者的恶化。正是改革开放解放了压抑

已久的生产力，使最反映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借助国内被松

绑的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与市场得到充分发挥，不仅使得中国的出口量在 30 年里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

迅速提高，也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获得了提升，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净利益。但从前文的历史回

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上述贸易利益的获得潜藏着危机。
1． 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解决各个阶段主要国民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深

受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和国外因素的牵制。在 1990 年代末之前，中国主要是

为解决短缺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提出农轻重全面发展、内外力量并举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在这种

战略下，对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需求强劲，大量外资以优惠的条件被引进来，而为换取购买国外的技

术设备和原材料所需要的外汇，中国出台了各种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出口量大增。但在当时经济短缺

条件下，对多数企业来说，追求数量比追求质量、效益和技术创新更理性，所以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得以

成行，劳动密集性产品和体现劳动密集特征的加工工序或环节在出口中成为主导，由此进出口价格指数

的走向总体上不利于中国。2000 年后经济短缺已不是问题，新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的

资源严重消耗和环境破坏、大量产品结构性过剩，所以我们郑重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希望调整产

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外贸方面，这种发展战略以一种变异的形式体现出来，就是以外资为主的

出口企业的确将资本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但并非从事带有核心技术的部

分，其主要还是利用依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加工组装环节。所以虽然表面上顺应了“产业结构”升级

的要求，但实质上没有使中国贸易利益得到太多的提高。而且，在许多高新技术和设备国产化水平没有

随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同时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上述的发展战略导致对国外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这从

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可以看出，1999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超过 40% ( 美、日不到 20% ) ，2000 年

后，一度曾达到 60%以上。所以国外经济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贸易条件，还危及到国内经济，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08 年贸易条件的波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2．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中国贸易条件的形成中始终是个短腿。通过回顾，我们发现中国收入贸易

条件、要素贸易条件的持续上扬主要靠的是数量扩张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源于

出口品国内增值部分技术含量不高，这个问题还是和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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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因经济短缺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一直不足，所以曾一度推出“以市场换技术”政策，试图依靠外

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但事实和相关研究证明此路不通［14］。90 年代末以后，短缺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依

然存在创新不足问题。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多年实行的粗放发展模式已成惯性［15］，在此过程中

形成的技术创新体系先天不足，比如技术创新主体———企业的性质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实现形成错位: 有

技术创新能力的外资企业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出让给中国; 多数国有企业虽然掌握着大量科技资源，也有

条件组织和调动相关资源，但其垄断地位和低效率使其没有足够的创新动力; 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提供了

70%的发明专利，但在生产出口所需的高技术上，缺少研发实力和组织、协调、攻关能力。在缺乏自主知

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凭借量的优势取得暂时的贸易利益。
3． 以出口数量和出口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抵消日益恶化的价格贸易条件，获取正的净贸易利益的外贸

发展路径即将终结。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仍相对低廉，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

无限供给优势已开始走向式微，劳动工资逐渐上升。这与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下的支出不断增加等情况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竞争优势趋向终结。所以长期以来建立在

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出口优势不再显著，如果不及时培养新的优势，收入贸易条件上升趋势恐难持久; 在出

口劳动生产率上，一旦考虑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并与发达国家的高劳动生产率相比，其优势也大打折

扣，所以靠数量取胜的净贸易利益获取路径已走到尽头。
可见，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表面出在外贸进出口层面，根源在于外向性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

模式。由于这种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提出的，有其历史客观性，并且对中国

30 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利益的获得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其历史意义。但

是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开始就关注民生，确定以立足内需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外需仅仅是用以

实现提高内需的手段和工具，在利用全球市场和自身禀赋的同时，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转型的有利时机，选

择战略性产业和技术进行有效保护和发展，在适当的范围内实施有效的进口替代，系统培养自己的技术

能力，加快国内资本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那么也不会总是在国际分工体系里亦步亦趋、落人一步，

决定长久获得贸易利益的价格贸易条件也不会趋向恶化。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贸易条件的变迁史更

加表明转化发展路径的必要性和紧急性，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推进改善贸易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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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the Off - Island Duty -Free Policy in Hainan Island

LIU Jia-cheng，ZHANG Ying-wu，HUANG Xi-zhi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anel data of 18 cities and counties in Hainan and 14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in
Guangxi from 2009 to 2012，the paper adopt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the off-island duty-free policy in Hainan Islan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off-island duty-fre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growth effect，and the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elected cities and coun-
ties reaches 1． 53 percentage points． When the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re
controlled，the growth effect reaches even as high as 5． 24 percentage points，with about 52． 65%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ose cities and counties on average． The growth effect of the off-island duty-free policy is
realized primarily by stim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Key words: Hainan; off-island duty-free; growth effect;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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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Ｒeflection of Changes in Terms
of Trade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LIN Bai1，LIU Bing2

( 1． Institute of Shanxi Merchant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Before 2000，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extrover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extensive mode of e-
conomic growth，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foreign trade wa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terms of trade in the
price slowly decli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import and export index，while those
in the income and factor slowly ros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export scale and the increasing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export enterprise． After 2000，the extensiv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although under the proposed new in-
dustrialization strategy，still existed as the inertia and was bonded with the more opening economy since entering
the WTO． The terms of trade in the price made a more substantial decline under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while the terms of trade in the income and factor making a sharp rise driven by the exports and the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e exports of labor productivity． The evolving course of the changes in terms of trade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xtroversive economy and the extensiv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m． Supposed that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foreign
technology and market resulting from those changes remained the same and the domestic demands were not taken
as a foothold，the situation would also end that only relies on the improving terms of trade in the income and fac-
tor to achieve the net interests of trade．
Key words: terms of trade;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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