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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53!!""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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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

我国生产率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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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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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央关于 "十四五#规划与
$!&%

年

远景目标的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双循环重心变化问题$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义之一

是生产率增进%本文将双循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演

示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而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而后利用
"334

(

$!"&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导

致集约型资源错配和扩展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

自由化则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行业总生产率增长%因此$转变过度依赖国

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

增进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

双循环重心'贸易自由化'生产率增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 &决

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

循环(#因此可以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

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双循环重心的转换!即由外

循环为主转为内循环为主,另一个是对外开放范围

与层次的扩大与提升!即构建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格局#从贸易经济学视野去看!前一个可简略

地归纳为市场重心的调整!后一个可简略地视为贸

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

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是贸易经济学的

一个重要论题!针对该论题的研究视角依次从宏观'

中观以及微观逐步推进#微观视角依托异质性企业

贸易理论!该理论的经典模型推断!贸易自由化的

企业自选择效应可通过行业内资源重置促进行业总

体生产率的提升#这一重要推断得到了大量基于国

外数据的经验证据支持 -

KF/H(/F

!

$!!2

,

O/F+,+'/D

!

$!!5

.!然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迄今未有共

识#一些研究认为!中国贸易自由化导致资源错配

-宋结焱和施炳展!

$!"2

,钱学锋等!

$!"#

,刘啓仁

和黄建忠!

$!"#

.#另一些研究则表明!最终品以及

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毛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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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和许家云!

$!"%

,周申等!

$!$!

,余淼杰和王霄

彤!

$!$"

.#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

这便是贸易自由化推进过程中市场重心的变化#工

业化大国以往的经历和贸易经济学的理论推断都基

于这样的事实或暗含的假定"随着贸易自由化!一

国市场重心会发生由国内而国际的变化#然而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形则截然不同#改革开放早期!

我国国内市场化进程缓慢!国内居民收入低下因而

国内市场狭窄!而对外开放则受到 &三来一补(等

政策和 &入世(等机遇的刺激异军突起!较早形成

了国外市场胜于国内市场的格局#

$!!4

年以来!金

融危机'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导致

外需震荡!而国内消费需求则迅速增长!由此推动

了我国市场重心由国际而国内的变化#可以预料的

是!随着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推进!

这个态势还将强化#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若考虑到

市场重心因素!进而我国市场重心的这种与众不同

的变化趋势!则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是否

与一般理论推断有所不同) 本文主旨!就在以这一

疑问为引导!分析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而国内调整的

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生产率增进的效应#

比之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二"其

一!在理论模型上!本文把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双循

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

置效率视角分析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收益#与现有研

究的理论模型构建思路不同!本文从中国转型期特有

情境影响微观企业面对国内和国外市场时的进入成本

出发!分析异质性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国内外

市场扩张路径及其与宏观层面双循环重心变化之间的

联系!从而分析和比较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

由化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两种情形

下!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论

证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而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

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进而就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进程中的贸易利益变化进行前瞻性预期,其

二!在实证分析上!本文基于理论模型的推断!引入

二次项检验双循环重心变化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

应的影响!并基于动态
ZU

分解框架!从资源重新配

置效率视角进行机制检验#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我

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双循环重心变化的特征性事

实,第三部分建立理论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说,第四

部分为实证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结果,第五部分为

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双循环重心

变化%特征性事实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自由化与经济转型

同时推进#一方面!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特别

是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出口退税等出口鼓励政策!

大大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另一方

面!市场分割'要素市场以及各类政策扭曲等转型

期特有情境导致国内市场进入成本相对较高!在一

定范围内!甚至高于国外市场进入成本 -

UA+1/@

!

$!!&

,张杰等!

$!"!

,许统生等!

$!"&

,张学良

等!

$!$"

.#在此背景下!微观企业在国内外市场

的选择上可能更倾向于进入国外市场!一些低生产

率的企业甚至成为没有国内市场基础的纯出口企业

-

<0/@,(.

!

$!"2

,陈文芝!

$!"4

.#如图
"

"所示!

$!!"

/

$!!5

年!我国制造业出口部门有
2!6_

2%6

的出口企业将其
3!6

以上的产品出口#

!以国

际大循环为主的企业比重明显超过以国内市场为主

的企业比重#

$!!4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

立足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出口企业比重

由
$!!5

年的
&%.526

上升到
$!"&

年
23.!#6

!相

反!以国际市场为主的企业比重则由
$!!5

年的

2".!6

下降到
$!"&

年的
$3."&6

#

微观企业国内外市场扩张路径的演变上升到宏

观层面!便表现为整体经济双循环重心的变化#如

图
$

所示!在
$!!"

/

$!!5

年我国入世后的贸易自

由化快速推进期!出口依存度迅速上升!并于

$!!#

年达到
&%.$"6

的峰值!由此可见!该阶段我

$

"

#

由于数据质量问题!本文剔除了
$!"!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美国仅
!.56

的出口企业出口密度超
3!6

-

/̀F+,F'/@,(.

!

$!!&

.!法国 -

$!!!

年.为
".36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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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国际大循环处于主

导#此后!出口依存度逐渐下滑至
$!"3

年的

"5.%6

!接近日本 -

"&.446

.'美国 -

5.#56

.等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大型开放经济体#由此可初步

判定!入世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层面的双循环重心大

体经历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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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双循环重心变化

资料来源"由
$!!"

/

$!"&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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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美国&日本出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

""

仿照戴觅等 -

$!"2

.年的做法!按照资本密集度将二位码制造业行业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间行业以及劳动密

集型行业#

""

考虑到企业因其所属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类型

不同而存在国内外市场扩张路径的差异!图
&

分别选

取
$!!"

年和
$!"&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绘出

了不同行业类别"

'地区以及所有制类型内企业出口

密集度 -出口额占销售产值比重.的核密度图!以刻

画双循环重心的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异质性#如图

&B_"

2

B_$

所示!

$!!"

年和
$!"&

年劳动密集型行业

内高出口密集度 -

4!6_"!!6

.企业比重均远高于

低出口密集度 -

!_$!6

.企业比重!中间行业的核

密度图双峰由
$!!"

年的左低右高转变为
$!"&

年的左

高右低!表明中间行业的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转向国

内!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看!

$!!"

年资本密集型行业

的高出口密集度企业比重与低出口密集度企业比重大

体相当!

$!"&

年则呈现明显的左高右低!由此可见!

资本密集型行业总体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特征较明

显#由图
&̀ _"

2

_̀$

可知!与
$!!"

年相比!

$!"&

年

各地区双循环重心均呈现由国际而国内的变化趋势!

但两个时期东部地区核密度图双峰左低右高'西部地

区左高右低的趋势基本保持不变!表明东部地区的双

循环重心始终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但出口企业的国

内市场开拓呈现加强的趋势!西部地区则相反!双循

环重心明显在于国内大循环!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

趋势愈发明显#由图
&\_"

2

\_$

可见!国有企业始

终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外资企业的核密度双峰始终保

持左低右高的态势!但双峰落差减少!说明外资企业

逐渐加强了国内市场开拓!民营企业的核密度图双峰

由
$!!"

年明显的左低右高变为
$!"&

年的左锋略高于

右锋!表明民营企业的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而国内变化

趋势明显#综上所述!从跨期比较来看!除劳动密集

型行业'东部地区以及外资企业始终保持较高的出口

密集度以外!其他行业'地区以及内资企业的双循环

重心均经历了较明显的由国际而国内的转变#从同一

时期的横向比较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以

及外资企业大体呈现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

化模式!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西部地区以及国有企

业则大体呈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

三&理论模型与假说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生产率是影响企业

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 -

S/(-@]

!

$!!&

,

/̀F+,F'a

I/+D/+

!

$!!2

.#事实上!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背景

下的市场进入决策不仅受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还

受国内市场进入成本和国际市场进入成本差异的影

响#当国内市场进入成本低于国际市场进入成本

时!均衡时企业目标市场选择决策与
S/(-@]

模型

的预期一致!即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同时供应本国和

外国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仅供应本国市场,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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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市场进入成本高于国际市场进入成本时!均

衡时存在一些企业仅供应国外市场而不进行国内市

场销售!且这些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

业!此为出口扭曲情形 -陈文芝!

$!"4

.#

S/(-@]

情形下!所有出口企业均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基础上

进行国际市场开拓!且出口仅占其市场销售的一小

部分!因而双循环重心在于国内大循环!而出口扭

曲情形下!一些企业仅依赖外需进行市场开拓!表

现出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特征#基于此!本文将国

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和企业生产率双重异质性引入

S/(-@]

-

$!!&

.模型!称
S/(-@]

情形为以国内循环

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称出口扭曲情形为以国

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分别演示以国内

循环为主体和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所致

的资源重置效应及其对行业总生产率的影响!以此

从理论机制上揭示考虑双循环重心变化时贸易自由

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并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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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模型的基本设定

考虑两个对称国家!分别记为本国
b

和外国

O

#各国均有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连续差异化产品

生产部门!该部门仅用劳动进行生产!劳动可以在

一国内自由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劳动总供给为

!

!考虑到对称性!两国的劳动总供给相等!在此

标准化为
"

#

需求方面!跟
S/(-@]

-

$!!&

.一样!代表性消

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偏好用
\:Y

效应函数表示"

"c

$

!%%

#

-

!

.

"

$

!

3 4

"

2

"

!

!

&

"

&

"

!任意两种差

异化产品的替代弹性为
#

c

"

"_

"

'

"

#产品
!

的需

求函数为"

#

!

-.

c%&

#

_"

'

-

!

.

_

#

!

%

表示一国对

差异化产品的总需求!

%c!

!

&

表示差异化产品

的价格总指数#

供给方面!假设一国差异化生产部门由生产率

为
$%

-

!

!

$

()*

.的连续异质性企业构成!企业生

产率
$

服从一定的分布!分布函数为
+

-

$

.#企业

需要支付产品开发成本
,

-

才能进入差异化产品生

产部门!生产
#

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为"

,

'

7

#

2

$

!所有企业面临相同的固定生产成本
,

'

和由异

质性生产率所决定的不同边际生产成本
"

2

$

#企业

将产品引入本国市场需要支付国内市场进入成本

,

$

!将产品引入外国市场则需要支付国际市场进

入成本
,

*

!同时在本国和外国市场销售产品需要

支付的市场进入成本为
,

$*

!且
,

$*

'

,

$

!

,

$*

'

,

*

#与
S/(-@]

-

$!!&

.模型的经典假设不同!本

文设定国内市场进入成本不为零!即
,

$

'

!

!且在

某些情况下!进入国内市场的固定成本大于国际市

场进入成本!即
,

$

'

,

*

#另外!将产品引入外国

市场要需要支付可变贸易成本
%'

"

#根据边际成

本加成定价规则!企业在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的定

价分别为"

'

$

c

"

"

$

,

'

*

c

%

"

$

#

'二(均衡的决定

根据对称性假设!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外

市场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1$

$

,

2

%

"

0

#

$

!

$

*

$

#

0

"

$+

+

$1$

$

,

.

"

#0

"

)

"

*

&

表示在本国 -外国.市场上销售产品的所有企业

的加权平均生产率!

$

$

表示进入国内市场的临界企

业生产率水平!

$

*

表示进入国外市场的临界企业生

产率水平#根据标准
9 Y

垄断竞争模型!本国企业

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经营利润分别可表示为"

'

$

-

$

.

c

"

#

.

$

-

$

.

c

$

&

- .

#

_"

"

#

,

'

*

-

$

.

c

"

#

.

*

-

$

.

c

$

%&

- .

#

_"

"

#

#那么企业

进入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零利润条件 -

d\U

.可表

示为"

$

$

&

- .

#

0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差异化产品部门的自由进入条件可表示为"

$

!

$

$

$

$

&

- .3

#

0

"

"

#

0

,

$

,

$+

)

$

*

2%

"

0

#

$

!

$

*

$

*

&

- .

#

0

"

(

#

0

,

*

3 4

$+

)

$

*

/

,

-

)

&

*

为求出临界生产率水平的均衡解!本文参考
b/(

)

?,+/@

,(.

-

$!!2

.假设企业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即
+

-

$

.

c"_

$

?-+

$

- .

3

!

$)$

?-+

*

"

!形状参数
3

'#

_"

#

根据以上设定!最终可以求得进入国内市场和

国外市场的临界企业生产率水平的表达式为"

$

$

/

,

$

)

"

2

(

)

4

"

0

)

*

,

-

)

0

"

- .

3 4

"

3

$

$

*

/

,

*

)

"

2

(

)

4

"

0

)

*

(

)

4

"

0

)

,

-

)

0

"

- .

3 4

"

3

)

2

*

其中
)

*

3

#

_"

'

"

!

4

*

,

*

,

$

#进一步可得
$

$

$

*

c

(

4

- .

"

#

_"

#

'三(双循环重心变化&资源重置与行业总生产率

本文考虑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两种度量方法!其

一是以可变贸易成本衡量的贸易自由化程度
(

c

%

"_

#

!完全封闭 -

%

c

!

.时!

(

c!

!完全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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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时!

(

c"

!因而
(

增大意味着贸易自由化

程度提高,其二是以国内外相对市场进入成本衡量

的贸易自由化程度
4

*

,

*

,

$

!

,

*

下降 -

,

$

不变.!

故而
4

下降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由于本

文考虑国内市场进入成本和国际市场进入成本的异

质性!即
,

*

'

,

$

并不是常态!在某些情形下

,

$

'

,

*

!因此国际市场进入成本的下降将带来两

种不同模式的贸易自由化#具体而言!若
4

'

"

!

即
,

*

'

,

$

时!-由
$

$

$

*

c

(

4

- .

"

#

_"

可得
$

$

&$

*

.!那

么企业的市场进入决策与经典
S/(-@]

模型一致!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同时供应本国和外国市场!生产

率较低的企业仅供应本国市场#此情形下!企业在

一定的国内市场基础上进行出口!出口仅占其销售

额的较小比重!因此整体经济呈现以国内循环为主

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若
4

&

"

!即
,

$

'

,

*

时!

-由
$

$

$

*

c

(

4

- .

"

#

_"

可得
$

$

'$

*

.!企业的市场进入决

策则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仅进入国外市场!生产率

居中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同时

供应国内和国外市场 -具体推导过程见陈文芝

-

$!"4

..#此情形下!大量低生产率企业进行没有

国内市场基础的出口扩张!因此整体经济呈现以国

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

""

本文将生产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的情形称为资源重置!将生产资源从高生产率企业向低生产

率企业转移的情形称为资源错配!并参考
,̀+/F

T

//a SA((

-

$!"!

.关于扩展型资源错配和集约型资源错配的界定!将贸易

自由化通过影响企业市场进入退出决策所致的资源重置 -错配.效应称为贸易自由化的扩展型资源重置 -错配.效应!将

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在位企业间的市场份额所致的资源重置 -错配.效应称为贸易自由化的集约型资源重置 -错配.效应#

下面分析两种贸易自由化模式下的资源重置效

应!首先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市场选择决策的影

响#对式 -

2

.分别关于
(

和
4

求偏导可得"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4

'

!

#以上不等式的经济

含义为!当可变贸易成本
%

或固定贸易成本
,

*

下降

-

(

变大!

4

变小.时!进入国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

水平提高!进入国外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降低!

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导致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并

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国外市场#进一步地!在以国内

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如图
2

左和图
%

右所示!当
,

*

'

,

$

时!出口企业的临界生产率水

平始终高于非出口企业!因此随着可变贸易成本
(

以及国内外相对市场进入成本
4

接近于
"

!贸易自

由化程度提高导致低生产率企业退出!更多高生产

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从而实现生产资源从低生产

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的扩展型资源重置"

#

然而在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即

当
4

&

"

时!如图
2

右和图
%

左所示!当
4

&

(

&

"

时!出口企业的临界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贸易

自由化程度提高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低生产率企业进

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高的非出口企业则退出市

场!从而导致生产资源从高生产率企业向低生产率

企业转移的扩展型资源错配#由此可以得到"

Cutoff point Cutoff point

1

Fx�Fd
Fx�Fd

T�φ
θd

θx θx

θx

θd

θd

φ 1 φT=φ

图
P

"

可变贸易成本
!

下降与临界生产率变化

Cutoff point
Fx�Fd Fx�Fd

T�φ

θd

θd

θd

θx

θx

θx

T=φ 1 T

图
Q

固定贸易成本
!

"

与临界生产率变化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工作论文
"

命题
"

"若
,

*

'

,

$

!双循环重心在于国内大

循环!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将实现扩展型资源重

置,若
,

$

'

,

*

!双循环重心在于国际大循环!贸

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将导致扩展型资源错配#

接着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在位企业市场份额的影

响#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 -

4

'

"

.!均衡时仅存在非出口企业和同时进入国内和国

外市场的出口企业!结合式 -

"

.!-

$

.!-

2

.!可得

非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5

$

)

$

*

/

$

$

$

)

(

$

4

*

3 4

#

0

"

#

,

$

'

5

*

)

$

*

/

)

"

2

(

*

$

$

$

)

(

$

4

*

3 4

#

0

"

#

,

$

)

%

*

当可变贸易成本下降时!对 -

%

.式两边取对数!

并关于
(

求微分可得"

5

e

$

)

$

*

/

0%

"

2%

(

e

$

5

e

*

)

$

*

/

(

0%

)

"

2

(

*)

"

2%

*

(

e

其中
%

c

(

)

4

"_

)

!其中
5

e

c$5

2

5

!

(

e

c$

(

2

(

!可变

贸易成本下降意味着
(

e'

!

!那么
5

e

$

-

$

.

&

!

!

5

e

*

-

$

.

'

!

!由此可知!可变贸易成本下降导致非

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降低!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增

加#当固定贸易成本下降时!对式 -

%

.的第一个

式子两边取对数并关于
4

求微分可得"

5

e

$

)

$

*

/

)

0

"

)

%

"

2%

4

e

)

#

*

其中
4

e

c$4

2

4

!固定贸易成本下降意味着
4

e

&

!

!

那么
5

e

$

-

$

.

&

!

!由此可知!固定贸易成本下降导

致非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但是!正如
S/(-@]

-

$!!&

.所揭示的一样!固定贸易成本下降并不影响

原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只是新出口企业的市场份

额增加了#以上分析意味着!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贸易自由化导致市场份额从

低生产率的非出口企业向高生产率的出口企业转移#

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 -

4

&

"

.!均衡时存在三种类型企业!即非出口企业'纯

出口企业以及一般出口企业!结合式 -

"

.! -

$

.!

-

2

.!可知非出口企业 -

'

.和一般出口企业 -

F*

.

的销售收入与式 -

%

.相同!纯出口企业 -

)

*

.的

销售收入为"

5

$

)

$

*

/

$

$

$

)

(

$

4

*

3 4

#

0

"

#

,

$

'

5

.*

)

$

*

/

)

"

2

(

*

$

$

$

)

(

$

4

*

3 4

#

0

"

#

,

$

'

5

'

*

)

$

*

/

(

$

$

$

)

(

$

4

*

3 4

#

0

"

#

,

$

)

5

*

当可变贸易成本下降时!仍然可得
5

e

$

-

$

.

&

!

!

且
5

e

'

*

-

$

.

c

(

"7

(

(

e'

!

#但在以国际循环为主体

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由于
4

&

"

!那么
(

_

%&

!

!继而!由
5

e

.*

-

$

.

c

(

_

%

-

"7

(

.-

"7

%

.

(

e&

!

可

得!在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下!可

变贸易成本下降导致非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

纯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上升!一般出口企业的市场

份额下降#当固定贸易成本下降时!与前面的分析

一致!固定贸易成本下降导致非出口企业的市场份

额下降!但不影响原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以上分

析意味着!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

下!贸易自由化导致市场份额从高生产率的一般出

口企业和较高生产率的非出口企业向低生产率的纯

出口企业转移#由此可以得到"

命题
$

"若
,

*

'

,

$

!双循环重心在于国内大

循环!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将实现集约型资源重

置,若
,

$

'

,

*

!双循环重心在于国际大循环!贸

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将导致集约型资源错配#

最后!本文界定行业总生产率为行业内企业生

产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为企业的销售份额!那么扩

展型重置和集约型资源重置都将促进行业总生产率

增长!而扩展型资源错配和集约型资源错配都将抑

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

综合命题
"

'命题
$

以及行业内资源重置对行

业总生产率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待检验的理论

假说"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通过行业内资

源重置提高行业总生产率!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

易自由化则导致扩展型资源错配和集约型资源错

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由此!双循环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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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由国际转向国内!可以纠正资源错配!提高贸易

自由化的行业内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提高行业总

生产率#

四&实证模型构建与检验结果

'一(实证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以下实证部分将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分

两步检验前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说"第一步!检验贸

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双循环重心变化对行业生产率的

影响,第二步!利用动态
ZU

分解方法!从资源重

新配置效率视角检验双循环重心变化影响行业生产

率的机制#

第一步检验的关键在于量化贸易自由化进程中

双循环重心变化的行业生产率效应#根据研究主

题!本文以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被解

释变量为行业总生产率!关键解释变量为行业参与

国际大循环的程度!分别用行业平均出口密集度和

行业内高出口密集企业 -出口占总销售收入
5!6

以上.占出口企业比重表示#李自若等 -

$!$$

.从

企业出口与内销决策入手!研究畅通国内大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与之类似!本文认为!企业

出口密集度表示企业国际市场扩张程度!其与国内

销售密集度此消彼长!因此可以用来衡量企业层面

的双循环重心!出口密集度越大!表明企业对国际

大循环的依赖程度越深!反之!则相反#若一个细

分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平均出口密集度高!则表明该

行业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越深#同样地!若一个细

分行业中大量的企业以国际市场为主!那么该行业

对国际大循环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可以用行业内

企业的平均出口密集度和行业内高出口密集度企业

比重来衡量行业层面的国际大循环程度#

考虑到双循环重心变化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尝试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关键解释变量的二次项

以验证双循环重心变化的异质性影响!实证模型

如下"

678

9'

:8

/*2

)

"

67-

'

:8

0

"

2

)

$

67-

'

:8

0

"

$

2

)

&

;

:8

0

"

2+

8

2

,

:8

)

4

*

其中!下标
-

'

@

分别表示四位数行业和年份!被

解释变量
678

9'

表示四位数行业总生产率的对数!

行业总生产率用行业内企业
KOU

的加权平均进行

度量!权重为企业销售份额#关于企业
KOU

的估

计!现有文献大多采用
Z((/

V

XU,W/D

-

ZU

.方法或

</R-+DAG+XU/@F-+

-

<U

.方法#然而考虑到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中未提供
$!!4

/

$!!3

年的工业增加

值以及
$!!4

/

$!"!

年的中间投入信息!本文与许

和连等 -

$!"5

.一样!利用方程
8

9'

c(+

<

2

6

- .

_5

!

67

-

3

2

6

.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其中!

<

以工

业总产值近似替代!

3

为固定资产总额!

6

为企业

职工人数!

5

表示生产函数中资本的贡献度!将
5

设定为
"

2

&

#

-

'

"

和
-

'

$

分别表示行业平均出口密

集度和行业高密集出口企业比重!均加
"

取自然对

数进入模型 -

67-

'

"

!

67-

'

$

.!

67-

'

"

:8

$和
67-

'

$

:8

$

分别是
67-

'

"

和
67-

'

$

的二次项#

)

"

和
)

$

是本文

所关心的回归系数!根据理论预期!

)

"

的预期符

号为正!

)

$

的预期符号为负!表明行业生产率与

参与国际大循环程度呈倒
E

型关系!当参与国际

大循环的程度较低!即双循环重心在于国内大循环

时!随着国际市场参与度的提高!行业总生产率得

以增进!当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程度提高到一定程

度!即双循环重心在于国际大循环时!进一步提高

国际市场参与度反而降低行业总生产率#

;

为行

业层面控制变量!参考李建萍和辛大楞 -

$!"3

.!

本文主要控制了行业资本劳动比
6736

'国有企业比

重
675=5>).-

'行业竞争程度
677?(

#行业资本劳

动比用行业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除以行业总雇佣人

数表示!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国有企业比重用行

业内国有企业销售产值除以行业总销售产值表示!

加
"

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行业竞争程度用四位数

行业内企业数量表示!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

+

8

为年份固定效应!

,

:8

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所收集的

"334

/

$!"&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详

细记录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法人代码'行业类别'所

在地区及所有权性质等基本信息和工业总产值'工

业增加值'出口销售额等年度经营数据#考虑到本

文的研究对象!从该数据库中筛选出
"334

/

$!"&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虑到数据质量问题!本

4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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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剔除了
$!"!

年的数据!并将
$!!3

年与
$!""

年

视为连续的年份进行处理 -陆菁等!

$!$"

.#

为得到研究中所需的样本数据!本文对源数据

进行了以下七个方面的调整和筛选#第一!由于所

考察的样本期内涉及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的

"332

'

$!!$

以及
$!""

修订版本!因此本文根据各

版本对照表统一了行业分类口径,第二!由于数据

调查中的各种纰漏和差错!以及实际生产经营中的

某些原因!导致部分企业的部分指标值缺失或取值

不合理 -如产出为负等.!因此从样本中剔除了这

些企业数据,第三!剔除了处于停产'筹建'当年

撤销'破产以及其他状态的企业数据!而仅选择营

业状态代码等于
"

-即处于营业状态.的企业数

据,第四!参照谢千里等 -

$!!4

.的做法!剔除雇

佣人数少于
4

人以及工业增加值与销售额的比值小

于
!

或大于
"

的企业数据,第五!同一年份企业代

码重复的样本仅保留一个,第六!由于
$!!2

年的

样本缺少工业增加值数据!参考聂辉华等 -

$!"$

.!

根据 &工业增加值
c

工业总产值
_

工业中间投入
7

增值税(计算得到工业增加值数据,第七!对各关

键性变量前后端各
"6

的极端值进行缩尾处理#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

所示#

表
O

"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67-

'

" #4#& !."54 !."23 ! !.#4&

67-

'

$ #4#& !.""# !."$2 ! !.#3&

678

9'

#4#& 2.#"4 !.#3% !.&%# 3.%#2

677?( #4#& %.!&! ".&5$ ! 3.%%5

6736 #4#& 2.&!# !.#45 ".52! 3.#"#

675=5>).- #4#& !.!5"2 !."!3 ! !.#3&

""

在正式回归之前!图
#

绘出了
678

9'

与

67-

'

"

"之间的散点图和拟合图!可以看出!行业

生产率与其参与国际大循环程度之间可能存在倒
E

型关系#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
$

列出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 -

"

.

&

0
2

4
6

8
10

0 0.2 0.4 0.6 0.8
lniep1

lnitfp Fitted values

图
6

"

散点图及拟合图

-

$

.列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行业平均出口密集度!第

-

&

.

&

-

2

.列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行业内高密集出

口企业比重!第 -

$

.列和第 -

2

.列引入了行业层

面控制变量#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两个关键解释

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符合预期!一次项系

数
)

"

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
)

$

显著为负!表明行

业国际大循环参与程度与行业总生产率之间存在显

著的倒
E

型关系#根据拐点计算公式!可得
4&c

_!.%

!

)

5

"

2

)

5

$

c!.2&

#

!!由于实际估计时对
/

)

加

"

取自然对数!因此可以换算得到拐点处的行业平

均出口密集度为
%&.56

#由此可以认为!平均出

口密集度小于
%&.56

的行业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的贸易自由化 -即行业平均出口密集度增加但

小于
%&.56

.!将有利于行业总生产率的增长!而

平均出口密集度大于
%&.56

的行业进一步融入国

际大循环 -行业出口密集度大于
%&.56

且继续提

高.将抑制行业总生产率的增长#

""

678

9'

与
67-

'

$

的拟合情况类似!限于篇幅!在此省略#

#"

根据表
$

第 -

$

.列的估计系数计算所得#若根据第 -

2

.列的估计系数计算!拐点处行业内高密集出口企业比重

为
&".56

#

至此!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验证了双循环

重心变化对贸易自由化的行业生产率效应的异质性

影响#后面将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进行机制检

验!从而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而在机制检

验之前!本文先对表
$

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f

基于
<U

方法估算生产率#如前所述!

$!!4

年以后的样本无法实现
<U

方法估算生产率!

因此这里仅选择
"334

/

$!!5

年的样本!以实现更

换生产率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这一时期恰好涵

3



"

陈文芝等%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

盖中国自
$!!"

年加入
gKZ

后!贸易自由化步伐

加快!在总体经济层面呈现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

贸易自由化阶段!然而!本文第二部分也发现了!

同一时期我国制造业双循环重心存在显著的行业'

地区以及所有制异质性!也就是说!在
"334

/

$!!5

年的样本区间内!存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

贸易自由化模式"

#因而这一时期提供了关于我国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双循环重心差异对贸易自由化的

行业生产率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的准自然实验!与

本文的研究主题仍然契合#回归结果如表
&

-

"

.

和 -

$

.列所示!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稳健#

""

裴长洪'刘洪愧 -

$!$"

.指出!在中国!有效参与国际循环的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和部分群

体!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企业和群体都不同程度地游离于国际循环之外#

#"

<0a 0̂

-

$!"%

.'周茂等 -

$!"#

.均已证明!入世后行业关税削减程度与入世前关税水平成正比!从而验证了该

分组依据的合理性#

$"

其中
bY!$_bY3#

转换来自网站
\AFF/D

)

A+'/+1/K,L(/DXE+-@/'8,@-A+DY@,@-D@-1D9-R-D-A+

!

bY3#_;̀!$

转换来自

陈文芝 -

$!"&

.#

表
2

"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

. -

$

. -

&

. -

2

.

678

9'

678

9'

678

9'

678

9'

67-

'

"

!.#!!

!!!

!.&#2

!!!

-

2.&#

. -

&.&!

.

67-

'

"e$

_!.%$"

!!!

_!.2$#

!!

-

_$.42

. -

_$.&$

.

67-

'

$

!.5!&

!!!

!.2%%

!!!

-

2.&$

. -

$.55

.

67-

'

$e$

_".!3%

!!!

_!.4$5

!!

-

_&."$

. -

_$.&$

.

675=5>).-

_".!34

!!!

_"."$2

!!!

-

_"5.2%

. -

_"5.3%

.

6736

!.$25

!!!

!.$22

!!!

-

"3.3&

. -

"3.5"

.

677?(

_!.!$!

!!

_!.!"2

-

_$.!4

. -

_".23

.

常数项
&.#&%

!!!

&.""%

!!!

&.52!

!!!

&."44

!!!

-

"&!.52

. -

22.""

. -

$!#.45

. -

2#.44

.

样本量
#4&& #"!5 #4&& #"!5

拟合优度
!.5%3 !.552 !.5%4 !.55&

四位码行业数
#43 255 #43 255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注&

!

表示
"!6

显著性水平$

!!

表示
%6

显著性水

平$

!!!

表示
"6

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

值$下同%

""

$f

内生性#基准回归部分用行业平均出口密

集度和行业内高密集出口企业比重表示行业贸易自

由化程度!并估计其对行业总生产率的倒
E

型影

响!然而两个关键解释变量和行业总生产率之间可

能存在内生性#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度量!现有文献

大多从关税减让 -毛其淋和许家云!

$!"%

.'进口

渗透率 -余淼杰!

$!"!

.以及出口参与度 -李建萍

和辛大楞!

$!"3

.等角度进行度量!也有研究利用

$!!"

年中国加入
gKZ

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外部冲

击!利用倍差法 -

9C9

.较好地控制了贸易自由化

的内生性问题 -

<0a 0̂

!

$!"%

,周茂等!

$!"#

.!

本文也将采用此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的背

后逻辑是"入世前关税水平较高的行业入世后经历

了较大幅度的关税削减!从而经历了较高水平的贸

易自由化!因此可以将入世前关税水平较高的行业

样本作为处理组,相反!入世前关税水平较低的行

业入世后经历了较小幅度的关税削减和较低水平的

贸易自由化!可以近似看作对照组#

#据此!

9C9

模型设置如下"

678

9'

:8

/*2

)

"

8).:

99

:$!!"

@

'

A58!$

8

2

)

$

;

:8

2+

8

2

,

:8

)

"!

*

8).:

99

:$!!"

表示
-

行业
$!!"

年的关税水平!其

数值越大表明该行业入世后关税削减程度越大'贸

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该变量是连续变量而非虚拟变

量!因此本文采用的是连续分组的思路#

'

A58!$

8

表示入世后的年份虚拟变量!

$!!"

年及以前取值

为
!

!

$!!$

年及以后取值为
"

#其余变量均与 -

4

.

式相同#

)

"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回归系数!

)

"

'

!

表

示入世前关税较高行业的总生产率相比低关税行业

提高!说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行业总生产率增长#

关税水平的原始数据来自
E8\KB9XK[BC8Y

数

据库!本文搜集了
"334

/

$!"&

年我国主要出口目

的地对我国制造业
bY

四位数出口产品所设置的关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工作论文
"

税税率数据!取平均值作为
bY

四位数产品关税税

率!并将
bY

四位数产品关税数据通过
bY!$_

bY3#_;̀!$

$转换得到
"334

/

$!"&

年两位数制

造业行业的平均关税数据#

按照
$!!"

年关税水平!将关税水平高于所有

行业中位数的行业作为处理组!低于中位数的行业

则为对照组!本文参照
<-/@,(.

-

$!"#

.对
9C9

识

别策略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从图
5

可以看出!在

处理前的
&

期!每个时期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与
!

无

显著差异!说明控制组和对照组在
$!!$

年之前表

现出相似的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处理后的

"!

期!每个时期虚拟变量的系数均小于
!

!表明入

世后!相较于关税下降不明显的组别!关税下降幅

度较大的一组行业生产率下降#

-0
.2

-0
.1

0
0.
1

0.
2

t-3 t-2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t
time

co
ef

图
R

"

贸易自由化对行业生产率的动态效果图

另外!考虑到入世的预期效应!此处参考
<0a

0̂

-

$!"%

.以及刘啓仁和黄建忠 -

$!"#

.的做法!

引入入世前一年 -即
$!!!

年.定义新的年份虚拟变

量
)

AD@!!

@

!并构建新的交叉项
4).:

99

:$!!"

!

'

A58!!

8

作为安慰剂#

9C9

以及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如表
&

第

-

&

.

&

-

2

.列所示!第 -

&

.列中
4).:

99

:$!!"

!

'

A58!!

8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

提高并不能显著提高行业总生产率#经统计发现!

入世前关税水平较高的绝大部分行业在入世后的样

本期内!行业平均出口密集度均高于入世前关税水

平较低的行业!表明经历较大程度的关税下降的行

业更可能呈现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

式!说明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不利于行

业总生产率提升#第 -

2

.列中
4).:

99

:$!!"

!

'

A58!!

8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入世的预

期效应#由此!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
7

"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

"

. -

$

. -

&

. -

2

.

基于
<U

方法

估算生产率
9C9

安慰剂

检验

678

9'

6

6

'

678

9'

6

6

'

678

9'

678

9'

67-

'

"

!.!42

!!!

-

&.32

.

67-

'

"e$

_!."!3

!!!

-

_&.3"

.

67-

'

$

!.!!%

-

!."5

.

67-

'

$e$

_!.!32

-

_".24

.

4).:

99

:$!!"

!

'

A58!$

8

_!."2$

!!!

-

_5.%3

.

4).:

99

:$!!"

!

'

A58!!

8

_!.!&3

-

_".!&

.

675=5>).-

_!.!53

!!!

_!.!42

!!!

_"."&%

!!!

_!.$32

!!

-

_4.$3

. -

_5.&"

. -

_"4.&$

.-

_$.$"

.

6736

!.!"%

!!!

!.!"!

!!!

!.$&&

!!!

!.!&$

-

%.#%

. -

$.4%

. -

"4.42

. -

!.4$

.

677?(

!.!!$ !.!!$ _!.!"" _!.!%5

-

".%#

. -

".!5

. -

_"."!

. -

_"."4

.

常数项
".45!

!!!

".3!#

!!!

&.$2!

!!!

2.!##

!!!

-

"25.%4

. -

""&.2$

. -

24."$

. -

"2.3&

.

样本量
2

!

!$" 2

!

!$" #

!

"&% "

!

$53

拟合优度
!.#%5 !.22& !.55% !.&$$

四位码行业数
255 255 255 2&$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五&双循环重心变化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动态
?(

分解

""

考虑任一由异质性企业组成的行业!其总生产

率等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加权平均!行业内企业

的构成也会随新企业的进入和原在位企业的退出而

发生变化!因此行业总生产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在

位企业生产率分布以及市场份额变化!也反映了企

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在位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变化

以及企业进入'退出对行业总生产率的影响反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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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基于总生产率增长

的分解框架探寻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是考察资源配置

效率的常见思路之一#本文以下部分拟采用
S/(-@]

aUA(,+1/

-

$!"%

.的动态
ZU

分解方法!从资源

重新配置效率视角寻找双循环重心变化影响贸易自

由化的生产率效应的机制#

动态
ZU

分解的起点是将行业总生产率表示为

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并把行业内企业分

为在位企业
Y

'进入企业
:

以及退出企业
>

!各组

企业的加权平均生产率可表示为"

-

+8

/

,

:

%

+

)

5

:8

-

5

+8

*

(

:8

$

5

+8

/

,

:

%

+

5

:8

$

+

%

)

B

$

C

$

;

*

5

+8

为
;

组企业
@

期的总市场份额!

5

:8

为
-

企业
@

期的市场份额#那么
@

期和
@7"

期的行业总生产

率可分别表示为"

-

8

/

5

B8

-

B8

2

5

;8

-

;8

/-

B8

2

5

;8

)

-

;8

0-

B8

*

-

8

2

"

/

5

B8

2

"

-

B8

2

"

2

5

C8

2

"

-

C8

2

"

/-

B8

2

"

2

5

C8

2

"

)

-

C8

2

"

0-

B8

2

"

*

由此!可以获得行业总生产率变化的表达式"

&-/

)

-

B8

2

"

0-

B8

*

2

5

C8

2

"

)

-

C8

2

"

0-

B8

2

"

*

2

5

;8

)

-

B8

0-

;8

*

c'

(

Y

7'

1AR

Y

7

D

:@

7

"

)

)

:@

7

"

_)

Y@

7

"

*

7

D

>@

)

)

Y@

_)

>@

*

利用上式对
"334

/

$!"&

年中国制造业四位数行业

的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先将相邻两年的生产率增

长分解为存活企业内效应
&

(

B

'存活企业间效应
&

DAE

B

'进入企业的贡献
5

C87"

-

-

C87"

_

)

B87"

.以及

退出企业的贡献
5

;8

-

-

B8

_

-

;8

.!然后对各相邻两

年的分解结果进行平均#实际分解时!不仅对全样

本进行了分解!还以行业平均出口密集度
%&.56

为分界点!将制造业出口部门分为两组!将平均出

口密集度大于
%&.56

的行业归为国际循环为主体

组!其余为国内循环为主体组#表
2

列出了所有样

本以及分样本的分解结果!由于本文研究样本涉及

中国入世后制造业融入国际大循环迅速扩张期

-

$!!$

/

$!!5

年.!表
$

分别列出了
"334

/

$!"&

年

和
$!!$

/

$!!5

年的分解结果平均值#根据理论分

析部分的界定!存活企业间效应又称集约型配置效

应!表明存活企业间的市场份额转移!若分解结果

为正!说明存活企业间市场份额从低生产率企业向

高生产率企业转移!则集约型资源配置效应为正!

反之!则说明存在集约型资源错配,进入'退出企

业的贡献之和称为扩展型配置效应!表明企业进

入'退出行为所致的市场份额转移!若分解结果为

正!则表明扩展型配置效应为正!反之!则说明存

在扩展型资源错配#

如表
2

所示!从全样本分解结果来看!

"334

/

$!"&

年中国制造业总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存活企

业组内效应!平均贡献率为
54.426

!集约型配置

效应占
$!.326

!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贡献相对

较小!扩展型配置效应仅占
!.$$6

!其中进入企

业的贡献为负!表明进入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高于

存活企业#

$!!$

/

$!!5

年的分解结果则显示!中

国制造业总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更加集中于企业内效

应!平均贡献率达
34."26

!企业间效应仅占

".4#6

#聂辉华和贾瑞雪 -

$!""

.的研究也发现!

"333

/

$!!5

年中国制造业
KOU

增长主要源于企业

内效应!企业间效应为负#从分样本分解结果来

看!仅立足国内市场 -非出口组.或以国内市场为

主体 -国内循环为主体组.的行业样本中!分解结

果与全样本类似!即总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存活企

业的生产率增长!行业内配置效应贡献相对较小!

但仍然为正!说明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行业不存在

资源错配#然而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行业样本中!

集约型配置效应和扩展型资源配置效应均为负!

"334

/

$!"&

年集约型资源错配导致行业总生产率

下降
&&.2&6

!扩展型资源错配导致行业总生产率

下降
2.3"6

#在中国制造业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

的
$!!$

/

$!!5

年!集约型配置效应和扩展型配置

效应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_&#.!$6

和
_"".!$6

"

#

至此!基于资源重新配置视角的机制检验验证

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贸易自由

化导致行业内资源错配!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

$"

"

bD-/GaW(/+AM

-

$!!3

.研究发现!纠正资源错配可以使中国生产率提高
&!_%!6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工作论文
"

贸易自由化能够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因此!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使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转向

国内!可以纠正资源错配!从而提高行业总生

产率#

表
P

"

O44S

)

23O7

年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动态
"

*

分解

"334

/

$!"&

总生产率增长
存活企业

组内效应

集约型

配置效应
进入企业的贡献 退出企业的贡献

扩展型

配置效应

总体
!.!4"5

!.!#22 !.!"5" _!.!!!!$ !.!!!$ !.!!!"4

54.426 $!.326 _!.!$6 !.$26 !.$$6

非出口
!.!43"

!.!5$" !.!"#4 _!.!!!!# !.!!!& !.!!!$2

4!.446 "4.4%6 _!.!56 !.&26 !.$56

国内循环为主
!.!4&&

!.!#23 !.!"4" _!.!!!!$ !.!!!& !.!!!$

55.3&6 $".5&6 _!.!$6 !.&#6 !.&26

国际循环为主
!.!&$#

!.!2%" _!.!"!3 _!.!!"4 !.!!!$ _!.!!"#

"&4.&26 _&&.2&6 _%.%$6 !.#"6 _2.3"6

$!!$

/

$!!5

总生产率增长
存活企业

组内效应

集约型

配置效应
进入企业的贡献 退出企业的贡献

扩展型

配置效应

总体
!."$3!

!."$## !.!!$& _!.!!!" !.!!!$ !.!!!"

34."26 ".546 _!.!46 !."#6 !.!46

非出口
!."&24

!."&!$ !.!!2% _!.!!!" !.!!!$ !.!!!"

3#.%36 &.&26 _!.!56 !."%6 !.!46

国内循环为主
!."$!4

!.""24 !.!!%3 _!.!!!" !.!!!$ !.!!!"

3%.!&6 2.446 _!.!46 !."56 !.!36

国际循环为主
!.!#!4

!.!432 _!.!$"3 _!.!!#4 !.!!!" _!.!!#5

"25.!26 _&#.!$6 _""."46 !."#6 _"".!$6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分析双循环重心

变化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主要内容

与研究发现可归纳如下"

其一!基于相关统计数据的比对揭示!入世以

来!我国整体经济层面大体经历了双循环重心由国

际而国内转变的过程#具体而言!

$!!"

/

$!!5

年

总体经济层面的双循环重心在于国际大循环!

$!!3

年以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

模式#同一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双循环重心呈现行

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劳动密

集型行业'东部地区以及外资企业大体呈现出以国

际大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而资本密集型

行业'中西部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则大体呈现出以国

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模式#

其二!将双循环重心变化与市场进入成本和生

产率的双重异质性联系起来!从而在
S/(-@]

-

$!!&

.模型中引入双重异质性!演示双循环重心

变化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机制#理论

模型揭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通过行

业内扩展型资源重置和集约型资源重置提高行业总

生产率!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则导致扩

展型资源错配和集约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

生产率增长#由此!双循环重心由国际转向国内!

可以纠正资源错配!提高贸易自由化的资源重新配

置效率从而提高行业总生产率#

其三!利用
"334

/

$!"&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

据!用制造业细分行业平均出口密集度表示各行业

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并在实证模型中引入该指标

的二次项以验证双循环重心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

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出口密集度与

行业总生产率之间存在倒
E

型关系!拐点处的行

业平均出口密集度为
%&.56

!平均出口密集度较

小时!贸易自由化有利于行业总生产率的增长!而

平均出口密集度较大时!贸易自由化将抑制行业总

生产率的增长#利用动态
ZU

分解方法的机制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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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行业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为正!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行业集约型配置效应和

扩展型资源配置效应均为负!集约型资源错配导致

行业总生产率下降
&&.2&6

!扩展型资源错配导致

行业总生产率下降
2.3"6

#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转变过度依赖国

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提升

贸易利益'实现贸易强国的关键所在#由此!本文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

国内各要素与资源的有效流通!提高要素市场化配

置能力!完善企业进入'退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第二!进一步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降

低国内市场进入成本!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形成国

内统一大市场!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从而为企

业研发'设计及营销环节提供平台!使本土企业尽

快实现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第三!出口导向型企业

应重新审视市场扩展策略!抢抓国内市场快速扩张

的机遇期!开发适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商品和品牌!

特别是对消费升级非常重要的高品质产品!使其坚

实的国内市场基础成为其开拓国际市场!高质量融

入国际大循环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陈文芝!

$!"4

&(对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出口扭曲的一种新解释)))基于国定贸易成本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的视角*!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第
2

期$

陈文芝!

$!"&

&(贸易自由化与行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戴觅%余淼杰%

S,'G0F,S,-@F,

!

$!"2

&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 (经济学季刊*第
"&

卷第

$

期$

李建萍%辛大楞!

$!"3

&(异质性企业多元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研究*!(世界经济*第
3

期$

李自若%杨汝岱%黄桂田!

$!$$

&(内贸成本%外贸成本与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工业经济*第
$

期$

刘啟仁%黄建忠!

$!"#

&(贸易自由化%企业动态与行业生产率变化)))基于我国加入
gKZ

的自然实验*!(国际贸易

问题*第
"

期$

陆菁%鄢云%王韬璇!

$!$"

&(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中国工业经

济*第
"

期$

毛其淋%许家云!

$!"%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制度环境与生产率演化*!(世界经济*第
3

期$

聂辉华%贾瑞雪!

$!""

&(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第
5

期$

聂辉华%江艇%杨汝岱!

$!"$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第
%

期$

裴长洪%刘洪愧!

$!$"

&(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
#

期$

钱学锋%毛海涛%徐小聪!

$!"#

&(中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型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视角*!(中国

社会科学*第
"$

期$

宋结焱%施炳展!

$!"2

&(出口贸易是否降低了中国行业内资源错配+*!(世界经济研究*第
"!

期$

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

$!!4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
5

卷第
&

期$

许统生%洪勇%涂远芬%黄先明!

$!"&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省际贸易成本测度%效应及决定因素*!(经济评论*第

&

期$

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

$!"5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

业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
"!

期$

余淼杰%王霄彤!

$!$"

&(中国
_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企业生产率*!(学术月刊*第
&

期$

余淼杰!

$!"!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经济研究*第
"$

期$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

$!"!

&(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经济研究*第
4

期$

周茂%陆毅%符大海!

$!"#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事实与机制*!(世界经济*第
"!

期$

周申%海鹏%张龙!

$!$!

&(贸易自由化是否改善了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资源错配*!(世界经济研究*第
3

期$

,̀+/F

T

//

!

BLG-

T

-@h.,+'SA((

!

/̀+

T

,?-+

!

$!"!

!

N

gG

V

9A/DS-D,((A1,@-A+U/FD-D@

+

Q

!

F(-.:D)7CDA7A(:DGA?.7)6

&

H)D.A-DA7A(:D5

!

$

,

"

-&

"43 $!#.

2"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

工作论文
"

/̀F+,F'

!

B+'F/M .̀,+'I.̀F,'HAF'I/+D/+

!

$!!2

!

N

gG

V

YA?/O-F?D:*

)

AF@

Q

!

%-E:-IA

9

CDA7A(:D5)7$B8)8:58:D5

!

4#

,

$

-&

%#" %#3.

/̀F+,F'

!

B.̀.

!

:,@A+

!

I.

!

I/+D/+

!

I.̀.

!

,+'iAF@0?

!

Y

!

$!!&

!

N

U(,+@D,+'

)

FA'01@-R-@

V

-+-+@/F+,@-A+,(@F,'/

Q

!

F(-.:D)7CDA7A(:D%-E:-I

!

3&

&

"$#4 "$3!.

:,@A+

!

I.

!

iAF@0?

!

Y.

!

,+'iF,?,F]

!

O.

!

$!""

!

N

B+B+,@A?

V

AHC+@/F+,@-A+,(KF,'/

&

:R-'/+1/HFA? OF/+1G

O-F?D

Q

!

CDA7A(-8.:D)

!

53

,

%

-&

"2%& "234.

O/F+,+'/D

!

B+,S.

!

$!!5

!

N

KF,'/UA(-1

V

!

KF,'/hA(0?/D,+'U(,+@X(/R/(UFA'01@-R-@

V

-+\A(A?L-,+S,+0H,1@0F-+

=

C+X

'0D@F-/D

Q

!

GA?.7)6A

9

J78-.7)8:A7)6CDA7A(:D5

!

5"

,

"

-&

%$ 5".

b/(

)

?,+

!

:(G,+,+

!

S,F1I.S/(-@]

!

,+'Y@/

)

G/+[.̂ /,

)

(/.

!

$!!2

!

N

:*

)

AF@R/FD0DO9CM-@Gb/@/FA

=

/+/A0DO-F?D

Q

!

F(-.:D)7CDA7A(:D%-E:-I

!

32

,

"

-&

&!! "#.

bD-/G

!

\.K.,+'i(/+AM

!

U.I.

!

$!!3

!

N

S-D,((A1,@-A+,+'S,+0H,1@0F-+

=

KOU-+\G-+,,+'C+'-,

Q

!

K?).8-.6

<

GA?.7)6

A

9

CDA7A(:D5

!

"$2

,

2

-&

"2!& "224.

<-

!

U.

!

<0

!

.̂

!

,+'g,+

=

!

I.

!

$!"#

!

N

9A/DO(,@@/+-+

=

;AR/F+?/+@C?

)

FAR/:1A+A?-1U/FHAF?,+1/

+

:R-'/+1/HFA?

\G-+,

Q

!

GA?.7)6A

9

L-E-6A

'

(-78CDA7A(:D5

!

"$&

&

"4 &5.

<0

!

I.̂ .

!

<0

!

.̂,+'K,A

!

d.;.

!

$!"2

!

N

U0F/:*

)

AF@/F

&

KG/AF

V

,+':R-'/+1/HFA?\G-+,

Q

!

4>-MA.6$CDA7A(

<

!

&5

,

3

-&

"$"3 "$&#.

<0

!

-̂

!

,+'<-+G0-̂ 0

!

$!"%

!

N

KF,'/<-L/F,(-],@-A+,+'S,FW0

)

9-D

)

/FD-A+

&

:R-'/+1/HFA?\G-+,JDgKZB11/DD-A+

Q

!

F(-.:D)7CDA7A(:DGA?.7)6

&

F

''

6:-$CDA7A(:D5

!

5

,

2

-&

$$" %&.

S/(-@]

!

S,F1I.

!

$!!&

!

N

KG/C?

)

,1@AHKF,'/A+C+@F,XC+'0D@F

V

[/,((A1,@-A+D,+'B

==

F/

=

,@/C+'0D@F

V

UFA'01@-R-@

VQ

!

CDA7A(-8.:D)

!

5"

,

#

-&

"#3% "5$%.

S/(-@]

!

S,F1I.,+'UA(,+/1

!

Y,DA

!

$!"%

!

N

9

V

+,?-1Z((/

V

XU,W/DUFA'01@-R-@

V

9/1A?

)

AD-@-A+M-@G:+@F

V

,+':*-@

Q

!

%FNLGA?.7)6A

9

CDA7A(:D5

!

2#

,

$

-&

&#$ &5%.

UA+1/@

!

Y.

!

$!!&

!

N

S/,D0F-+

=

\G-+/D/9A?/D@-1,+'C+@/F+,@-A+,(C+@/

=

F,@-A+

Q

!

O>:7)CDA7A(:D%-E:-I

!

"2

,

"

-&

"

$".

KF/H(/F

!

9.

!

$!!2

!

N

KG/<A+

=

,+'YGAF@AH@G/\,+,',XE.Y.OF//KF,'/B

=

F//?/+@

Q

!

F(-.:D)7CDA7A(:D%-E:-I

!

32

,

2

-&

45! 43%.

""

F<D:E.?>;@DGTFHFG.>?F@,

!

/AD;.G90.ADG9UD/9?:D:;

(A?;@F/9V9/H91(A?V.1.:/9:F<9:D

)))

OFA?@G/U/FD

)

/1@-R/AH[/DA0F1/[/,((A1,@-A+:HH-1-/+1

V

\b:8g/+]G-

"

"

dbBZg/-

$

"

dbB8;Y0]G/+

"

,

".̀ 0D-+/DDY1GAA(

!

g/+]GA0E+-R/FD-@

V

!

g/+]GA0&$%!&%

!

\G-+,

'

$.\A((/

=

/AH:1A+A?-1D

!

dG/

T

-,+

=

E+-R/FD-@

V

!

b,+

=

]GA0&"!!%4

!

\G-+,

-

DI-J#)KJ

&

KAL0-(',+/M

)

,@@/F+AH'0,(X1

V

1(/'/R/(A

)

?/+@,+'

)

FA?A@/G-

=

GX

j

0,(-@

V

'/R/(A

)

?/+@-D,

D@F,@/

=

-1'/1-D-A+?,'/L

V

@G/1/+@F,(;AR/F+?/+@A+@G/"2@GO-R/X̂/,FU(,+,+'@G/(A+

=

X@/F?'/R/(A

)

X

?/+@

=

A,(AH$!&%.KG/'0,(X1

V

1(/G,D,1

V

1(-1HA10D1G,+

=

/

)

FAL(/?

!

,+'A+/AH@G/-?

)

AF@,+@/(/?/+@DAH

G-

=

GX

j

0,(-@

V

'/R/(A

)

?/+@-D

)

FA'01@-R-@

V

-?

)

FAR/?/+@.KG-D

)

,

)

/F/?L/'D@G/1G,+

=

/AH@G/'0,(X1

V

1(/HAX

10D-+@AG/@/FA

=

/+/A0DH-F?@F,'/?A'/(@A'/?A+D@F,@/@G/

)

FA'01@-R-@

V

/HH/1@DAH@MA@F,'/(-L/F,(-],@-A+

?A'/DM-@G'A?/D@-11

V

1(/,D@G/?,-+LA'

V

,+'-+@/F+,@-A+,(1

V

1(/,D@G/?,-+LA'

V

HFA?@G/

)

/FD

)

/1@-R/

%"



"

陈文芝等%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

AHF/DA0F1/F/,((A1,@-A+/HH-1-/+1

V

.KG/+-@F/R/,(D@G/-?

)

,1@AH@G/DG-H@AH@G/'0,(X1

V

1(/HA10DHFA?-+@/FX

+,@-A+,(@A'A?/D@-1A+@G/

)

FA'01@-R-@

V

-?

)

FAR/?/+@/HH/1@AH@F,'/(-L/F,(-],@-A+.O-+,((

V

!

-@0D/D@G/',@,

AH\G-+/D/?,+0H,1@0F-+

=

/+@/F

)

F-D/DHFA?"334@A$!"&@A1A+'01@/?

)

-F-1,(@/D@,+'?/1G,+-D?,+,(

V

X

D-D.C@-DHA0+'@G,@@F,'/(-L/F,(-],@-A+M-@G-+@/F+,@-A+,(1-F10(,@-A+,D@G/?,-+LA'

V

(/,'D@A-+@/+D-R/F/X

DA0F1/?-D,((A1,@-A+,+'/*@/+D-R/F/DA0F1/?-D,((A1,@-A+

!

,+'F/D@F,-+D@G/,

==

F/

=

,@/

)

FA'01@-R-@

V=

FAM@G

AH@G/-+'0D@F

V

!

MG-(/@F,'/(-L/F,(-],@-A+M-@G'A?/D@-11-F10(,@-A+,D@G/?,-+LA'

V

G/(

)

D@A-?

)

FAR/@G/

/HH-1-/+1

V

AH-+@F,X-+'0D@F

V

F/DA0F1/F/,((A1,@-A+,+'

)

FA?A@/@G/,

==

F/

=

,@/

)

FA'01@-R-@

V=

FAM@GAH@G/-+X

'0D@F

V

.KG/F/HAF/

!

@A1A+R/F@@G//1A+A?-1'/R/(A

)

?/+@?A'/(MG-1G-D/*1/DD-R/(

V

'/

)

/+'/+@A+-+@/F+,X

@-A+,(1-F10(,@-A+,+'@A1A+D@F01@,+/M'/R/(A

)

?/+@

)

,@@/F+-+MG-1G'A?/D@-11-F10(,@-A+-D@G/?,-+

LA'

V

!

'A?/D@-1,+'-+@/F+,@-A+,('A0L(/1

V

1(/D

)

FA?A@//,1GA@G/F-D@G/W/

V

@A/+G,+1/

)

FA'01@-R-@

V=

,-+D

HFA?@F,'/(-L/F,(-],@-A+,+'

)

FA?A@/G-

=

GX

j

0,(-@

V

'/R/(A

)

?/+@AHHAF/-

=

+@F,'/.

8+

L

M"#N-

&

90,(X1

V

1(/OA10D

'

KF,'/<-L/F,(-],@-A+

'

UFA'01@-R-@

V

C?

)

FAR/?/+@

'

[/DA0F1/[/,((A1,X

@-A+:HH-1-/+1

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