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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经博士论丛：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
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是随着改革开放而进行的，从1986年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和90年代初期主要是进行贸易体制的改革，从1992年贸易自由化进入加速阶段，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都
大幅度下降，同时1992年中国的关税税则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编码制度）HS），1994年中国外汇
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汇率实现并轨，从1995年至今，中国的外汇汇率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由于农业和服务业贸易数据的难以搜集，因此《财经博士论丛：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的定位主要在于工业部门。
目前中国的工业部门按照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3位数将工业细分为37个工业行业，在对贸易的统
计数据上，中国海关统计年鉴按照HS分类方法将所有的贸易商品分为22类、98章、6000多个税号，由
于就业等数据都是按照ISIC分类的，因此《财经博士论丛：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将
所有的贸易商品数据都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将数据集结成37个工业行业数据。
采用的年度为汇率并轨以后的1995年到2000年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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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会新，1966年9月生，河北省卢龙人。
1982年考取河北工学院（现为河北工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1986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管
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年到世界银行委托的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师资进修班学习一年：之后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教学和科研。
　　1999年考取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薛敬孝教授。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薛敬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项目。
2001年春，在德国慕尼黑应用科技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2002年6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目前执教于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讲授经济学双语等课程，指导硕士研究生。
主持了河北省教育厅博士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河北省劳动市场建设与发展研究）和国家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世界各国劳动市场比较研究）。
在国内外核心理论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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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国家劳动市场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
美国是调整速度较快的国家，其工人失业时间和就业时间都比较短。
欧盟国家可能正相反，一般失业时间较长，就业时间也较长（Freeman，1994）。
劳动和宏观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市场灵活性的差别在像就业培训和工作业绩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Layardatal，1991）。
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在贸易自由化的收益、调整成本和两者的相对值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
　　当工人选择在一个部门培训，他们考虑在这个部门最终获得工作职位的资产价值。
当调整过程减慢时，两种资产（高技术工作职位和低技术工作职位）都在将来获得较大收益。
由此，两种资产都变得接近。
在极限情况下，两种资产的价值都很小。
图2-1和图2-3的收入净现值线变得扁平，实际上，能力的工资收入差别消失了。
此时，低技术部门工资的稍微下降都将引起大量的有能力的工人向高技术部门移动。
而关税是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去除关税可以使得资源获得较有效的配置从而产生收益，但是，工人在
部门间的缓慢移动会产生调整成本。
　　当经济调整加速时，就业时间变短，培训时间相对变长。
由于培训成本与能力是相对独立的，这意味着，具有不同能力水平的工人开始以非常相同的方式评价
资产，换句话说，工人对两个部门的评价越来越少地依赖于能力。
由贸易自由化导致的低技术部门的工资韵下降，引起大量的有能力的工人离开此部门。
但是由于在具有灵活劳动市场的国家，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移动所需的时间较
短，因此，调整成本不像呆滞劳动市场的国家那么大。
　　工人面临着就业风险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贸易类型的改变。
当工人丢失工作职位时，他们承受着明显的收入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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